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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台東馬偕院長張冠宇會走上
醫 途， 受 父 親 的 影 響 相 當
深。

張院長的父親是一位外科醫師，過
去在台南執業看診，好奇的他常常在
手術台前觀察父親執刀，父親也期許
他能夠成為一名醫師，直到國二還因
為成績下滑，被父親拿報紙捲處罰。
後來考上台北建中，父親陪張院長到
學校報到，張院長說：「那天門診看
完十點多，我們搭火車上來，到了建
中門口，已經是早上七點鐘，他指著
門口說：『那是我的夢！』」那一天，
父親帶著張院長坐公路局第一次上了
陽明山，並讚嘆陽明山的美。第一次
遊台北的父子倆聊了很多，張院長才
知道就讀醫學院的父親，每天皆從圓
山步行到當時的台北醫專上課，省吃
儉用、經濟拮据到不行。

體會父親求學時生活的艱辛，張院

長更感念父親的偉大。直到自己選擇
在骨科行醫，張院長說：「原來我才
知道，不論是讀高中也好，走進骨科
也好，我想我好像都在完成父親的期
待。」

偏鄉醫療定終生

實習醫師與當兵期間，在台東、蘭
嶼、金門等偏遠、離島地區服務的張
院長，實感偏鄉醫師和醫療資源的不
足，心中早已種下偏鄉醫療的種子。
直至與父親談到想移師台東的張院
長，那時已是醫院的總醫師。「父親
說：『好啊！你不適合開業，你既然
已經學到那麼多，你應該可以有更多
的發展；一旦成為開業醫師，就只侷
限在診所。』」張院長唯一放不下的
就是無法就近照顧父母，但在得到父
親的肯定後，他毅然決然地選擇台東。

早在台北馬偕醫院討論是否於台東

開設分院的會議中，張院長在眾目睽
睽下，唯一舉手贊成，雖然惹來哄堂
大笑，但那時在他心中早已預備好，
要為偏鄉醫療做點事。成立分院之後，
張院長就整裝待發，下定決心不回頭。

27 年前甫到台東沒多久，就直接迎
上颱風，開診當天大家都還在拖地，
當時只有十二位主治醫師，不論是員
工或醫療設備等各項資源，都還相當
缺乏。外科只有張院長和另一位醫師，
當時因為法令尚未強制戴安全帽，台
東路大無車，大家都開得很快，頭部
受創的意外事故很常發生，卻沒有腦
外科的專門醫師。

張院長記得有一次遇見一個頭部外
傷的患者，他說：「在我有限的訓練
中，認為他不開刀不行，我向家屬解
釋必須緊急開刀，否則走不出大武山
到高雄長庚，而到花蓮也要四小時，
一定活不了。太太聽了之後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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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偏鄉醫療在大多人眼中，是吃力不討好的工作，

但張冠宇院長一路走來，卻是關關難過關關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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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先生交給你了。』我緊急到圖書館
拿了書，放在我開刀房的架子上。因
為我只是跟著老師學過，沒有真正動
過刀，從劃刀到鑽洞，將頭骨拿開取
出血塊，對我來講是很大的挑戰，但
這個病人真讓我救活了。」

雖然當時馬偕醫院規定醫師們，到
台東實習兩年就能調回台北，但為了
留下優秀的醫師，張院長會在假日辦
聚餐、聯誼、郊遊，不僅建立彼此的
關係，醫師們的家人、孩子也能相伴。
張院長說：「那時我們稱宿舍為馬偕
眷村，太太們也互相聯誼，交流菜市
場資訊，到目前為止台東都還沒有百
貨公司，更別說是 27 年前。太太們要
留下需要很大的勇氣，必須拋棄城市
的一切，不能逛街、不能 shopping。
我們曾經跟一位醫師說：留下來吧！
他回我們說：如果留下來，我可能就
要離婚了！。」雖然當戰友要離開時，
張院長會極度不捨，但他知道若能增
加醫院設備，也會增加醫師留下來的
意願，從此就往這個方向努力。

信仰之路

雖在基督教醫院投入許多心血，但
對這個信仰，張院長是走了一段很長
的路才接軌。剛開始因為醫師的缺乏，
他會質疑：「基督徒醫師在哪？我都
埋在這裡這麼久了，你在哪裡？不要
說服我進教會。」第一次對基督教有
好印象，是接受醫院一位打掃阿嬸的

邀約，和太太到教會的墓園過清明節，
看到基督教墓園而留下好印象。

有一年中秋節，張院長返家探親，
得知妹妹已因癌症末期住院。發現妹
妹不久人世，又還沒結婚，擔心妹妹
的牌位該擺哪的張院長，竟然想到要
拜託教會，讓妹妹臨終前受洗，就無
須擔心死後祭拜的問題，沒想到父親
竟然也說要受洗，令張院長費解的是，
父親竟在受洗後一週心臟病發過世，
沒多久妹妹也跟著走了……。處理大
體期間，院長看到教會弟兄姊妹的付
出，對處理後事一切等幫補讓他很感
動。

爾後，張院長便想更了解這個信
仰。他說：「我問了來幫忙處理後事
的姊妹，聖經要從哪讀起，她回答：
『你從主禱文開始讀吧！』」主禱文
開啟了張院長對基督教信仰的好奇，

而太太也認為公公受洗這件事，應該
是上帝在為張院長信主之事鋪路，過
了兩年夫妻也雙雙受洗，歸入主的名
下。

倒吃甘蔗的婚姻

當時在長庚醫院擔任復健科醫師的
院長夫人黃千芬，原本以為張院長只
是短暫停留台東，當她知道院長的理
想時，她反而感佩其勇氣和愛心，甚
至願意一起在台東打拚。兩人認識後
四個月就進入婚姻，兩個家庭生活背
景大不相同，太太說：「雖然一開始
也會吵吵鬧鬧，但因為我們都還蠻理
性的，很快就回歸冷靜，我們之間的
爭執在信主後就更容易解決了。孩子
還會跟我說，爸爸是不是年紀大了，
怎會變得好像比較慈祥了？」張院長
因從小在父親嚴厲的管教下，仍然可

和太太鶼鰈情深，尤其在太太抗癌期

間，天天下廚預備健康營養的餐點。



【晶玉採訪後記】

民國 76 年，張院長打包行囊，
展開沒有後悔的旅程來到台東，
好像實踐了馬偕醫師「寧願燒盡、
不願朽壞」的精神。有許多文章
報導張院長的心情：「反正台北
不差我一個。」張院長秉持著「神
之所欲，常在我心」，看重每一
條寶貴生命的張院長，在台東擴
建醫療大樓時，讓台東馬偕宛如
一座福音的燈塔，告訴世人，神
在 27 年前差派了張院長來到這
裡，一步步用醫療、照護和愛，
實現了祂對台東的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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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與人有如此密切的接觸，也許沒
有機會遇見上帝，這是我最寶貴的經
驗。」

以感受到父親的愛，因此他認為小孩
不可以不管教，只不過他會採用聖經
的原則。太太說：「他嚴厲管教但不
會動用情緒。」

院長夫人來到台東馬偕當時，醫院
只有她一位復健科醫師，她很認真地
面對每位病患，也常常讀很多專書以
擴增自己的專業。萬萬沒想到去了一
趟香港，回來就發高燒不退，經過一
連串的檢查才知道，原來罹患了淋巴
癌。奇妙的是確診前半年的香港行，
神讓她看到一個異象，她說：「我看
到有著耶穌一半輪廓的身影對我說：
『你的名字是懷恩，是 fine。』」她
在這段罹癌、抗癌的過程中，因著這
個異象，知道神會醫治她。她開始寫
病歷日記，記錄自己身體的狀況與心
情。過去先生常勸她讀經，她總不以
為意，卻在這段期間，下決心讀神的
話。她說：「上帝藉這件事將我關在
世界的角落，告訴我：好好讀經吧！
因此我在半年內真的把聖經讀完了。」

張院長努力推行在地就醫，當然也
希望太太可以在台東治療，雖然從某
個角度來看，這個決定有點自私，但
太太也同意這樣的做法。其實在這期
間院長對太太有相當大的付出，他常
怪自己忽略太太的身體，才讓她罹癌，
巴不得罹癌、受痛楚的是自己。化療
期間，他親自下廚煮給太太吃；太太
說：「在過去忙碌的看診生涯中，自

己因為受到重視，漸漸驕傲起來，好
像沒有他也是 OK 的，但生病以後才
發現先生原來對我那麼好，好像上帝
把我的眼睛打開，先生原來這麼愛我，
對我的照顧真是無微不至。」

恩典醫療大樓

醫院使用 27 年餘，舊大樓空間已
飽和，亟需擴建，這是台東馬偕醫院
全體員工的夢。張院長帶著相關人員，
從說服總院董事會、院長，一直到籌
資金、貸款，不辭辛勞地南北奔波，
幾經波折與挫敗，終於得到總院首肯。
遴選建商的那一刻，張院長感動得流
下眼淚。

在八八風災、SARS 風暴當中，台
東馬偕扮演了相當吃重的角色，尤
其肩負著病患、醫療人員的性命，張
院長有智慧地靠著神度過這些難關。
2012 年獲頒醫療奉獻獎的張院長，對
自己能獲獎相當訝異，他認為自己只
是做本分該做的事，但能獲此獎項，
他也不避諱地說那是醫生的一個夢
想。

太太被問及在台東如此奉獻犧牲
有何收穫時，說：「雖然復健科醫師
在台東是比較貧乏的一科，但也讓我
有很多揮灑的空間，你很難分得清到
底是犧牲奉獻，還是收穫良多？唯有
到那裡我才能如此自由、不斷晉級，
若留在大醫院可能仍埋首學問，也不

張院長總是待人親切，視如己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