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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劃徵文 

《杏林長春》

南台灣「開心」之父　林永哲醫師 

文/ 漁子

1978年元月28日，留學美、日

歸國的高雄醫學院(今高雄醫學大學)

外科學教授林永哲，成功完成中南

部首例肺動脈狹窄手術，開啟南台

灣開心手術的歷史扉頁。他一生在

醫界克盡其力，八十高齡仍退而不

休，除傳承所學，每月更飛到澎湖

離島支援醫療，仁心仁術嘉惠無數

患者，醫療典範當之無愧。                                                   

林永哲醫師出生在台南縣麻豆

鎮一個醫師家庭，上有三姊一兄，

下有兩個弟弟。在家排行老五的

他，初、高中都讀名校台南一中，

父親林烟醫師畢業於台大醫學院前

身台北醫專，師承杜聰明教授，希

望兒子將來繼承衣缽；而孝順的林

永哲醫師，也沒讓父親失望。

談起「孝順」，林永哲醫師名

副其實。他原本聯考分發到台大藥

學系，這是他的第二志願，雖感挫

折，但看到台大校園遼闊，彷彿是

無邊的遠景，仍令他對大學生活滿

懷憧憬。不料，某日接到父親的電

報，告知杜聰明教授將在高雄創辦

醫學院，且已替他完成報名。這突

如其來的轉變，讓他好似從雲端跌

林永哲教授(右)早年跟隨郭宗波教授利用動物做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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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谷底，但仍遵從父命趕回南部應

考，並順利上榜。   

1954年10月16日高雄醫學

院開學，他一早和父親從台南麻豆

搭台糖小火車轉台鐵到高雄，再換

乘三輪車，經三民區孝順街到十全

路與民族路交叉口的愛國國小大禮

堂，那是當年高醫成立暨開學典禮

的會場，「我順從父母之意讀高

醫，沿路又經過孝順街，真是天注

定的『孝順之旅』」。  

林永哲醫師回首高醫開學日，

大港埔沿途是一望無際的水稻田，

彎曲的田間小路沒有人影車潮，

只有蟲鳴蛙叫。一路上他惶恐、失

望，唯父親深具信心，要他接受挑

戰。只因父親對杜聰明教授全然信

任，也尊敬陳啟川先生的人格與能

力，相信他們兩人一定會辦出台灣

最好的醫學院。         

                 
小學中的大學     

當年的愛國國小禮堂，100坪

寬的木造空間沒裝修天花板，露出

光禿禿樑脊，有點像倉庫。場地雖

簡陋，開學典禮卻極隆重，杜聰明

院長致詞時說，將來難免會面臨許

多困難與挑戰，但希望同學們認真

2005年澎湖縣長賴峰偉(右)贈畫感謝退休後支
援澎湖離島醫療的林永哲教授。

1978年高醫成功完成首例開心手術。圖左四
為林永哲醫師。

林永哲教授追尋高醫創辦人杜聰明的腳步，踏
上行醫之路終不悔。

2014年林永哲醫師(右)榮獲副總統吳敦義頒發
醫療典範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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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教授與同事們熱心研究、工

作，「就從簡陋的環境出發」，一

字一句深烙林永哲醫師的心海。  

林永哲醫師記得，愛國國小禮

堂當年是以夾板隔80坪當寢室，剩

下的20坪再隔成教室與閱讀自修

室兼餐室。高醫新生每天跟著愛國

小學的鐘響上、下課，曾有人好奇

問，「高醫是小學、還是初中畢業

就可以念?」                                                        

「高醫草創時，學生住在倉庫

般的宿舍裡，不少人嘆息、後悔甚

至流淚」，他說，由於校園離市區

遠，夜晚四周寂靜，偶聽到青蛙被

蛇咬到的哀叫聲! 開學幾天後，杜聰

明院長在水稻田中打下基樁，1955

年4月第一棟二層樓鋼筋磚造的600

坪校舍動土，半年後落成啟用，才

讓第一屆高醫學生脫離寄人籬下的

生活。爾後，軍營似的校舍以每年

一棟的速度興建，五年內共完成三

棟校舍與一棟圖書館。 

那時高醫無完整設備，學生克

難學習，部分訓練還要依賴他院協

助。不過杜聰明院長均衡台灣南北

醫療人才、提升南台灣醫療水準、

終結離島及山地偏遠地區無醫村的

辦學理念，以及「樂學至上、研究

第一」的創校院訓，深切影響林永

哲醫師的一生。  

林永哲醫師是高醫第一批外派的

實習生，曾到台大醫院精神科、台

灣療養院外科、省立高雄醫院內科

實習，習醫最後一年，在代外科主

任翁廷銓教授指導下完成<低體溫法

之外科臨床應用>論文，刊登在《高

雄大學同學會》雜誌，1960年從高

醫畢業，服兵役一年後回到母校外

科當住院醫師。      

沈茂昌醫師筆下的林永哲教授林永哲教授常搭小飛機到澎湖離島支援醫療。

林永哲教授和林陳美惠賢伉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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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3月外科醫學會總會邀

請日本九州大學心臟外科西村正也教

授的一場演講，是他人生的轉折。西

村是他岳父陳金富醫師的同班同學，

演講會後透過岳父的推薦，負笈東瀛

進修心臟外科。    

林永哲醫師在日本九州大學心臟

外科6年，從基本的動物實驗、基礎

研究、體外循環到臨床工作，打下心

臟外科扎實的基礎，經西村教授指

導，並完成「動物實驗：下行主動脈

絞縮對支氣管動脈血流的影響」研

究，取得醫學博士學位，一年後考上

日本醫師執照。   

當時在九州大學，心臟外科每周

有三天排刀，除例行工作外，還需

準備學術論文，1970年適逢日本鬧

學潮，國立大學醫院的無薪給醫師罷

工，林永哲醫師的工作負擔加重，相

對地自行操刀的機會也增加，因此學

習了很多，他自認「是不幸中的大

幸」。

他永遠記得西村教授的教誨，

「醫師須感謝病人，因為當醫師對病

患治療方法有了困難而無法下決定

時，往往是病人下了接受新實驗的決

心，使醫師可以有實施新開刀方法的

機會，所以醫師更應感謝病人的配

合」。為紀念留日，其長男取名為

「旭修」，如今年近半百，是美國

Duke大學的心臟外科教授。     

                                                               
完成中南部首例開心手術 

高醫心臟外科的發展大致分為

兩階段，第一階段是高醫外科開山

祖師郭宗波教授所領導的基礎研究

期(1961.08-1964.04)，時任住院

醫師的林永哲醫師也參與。惜因受

限於環境和經費的短缺，郭教授無

法達成開心手術的理念，僅止於動

物實驗的階段。第二階段則是林永

哲所領導的臨床研究期。

1973年8月，林永哲醫師完成

國外心臟外科學研究(在日本六年、

在美國一年)，獲聘回任高醫外科學

教授。首要任務就是建立心臟血管

外科與開心手術。為提高同仁們的

信心，他一方面籌備開心手術，另

一方面積極進行非開心手術，如心

包膜、開放性動脈導管、下行主動

脈瘤、腹主動脈瘤、節律器裝置、

末稍血管手術等，累積了可觀的成

果。 

開心手術籌備重點在於團隊人

員的招募與訓練、設備的購買、病

例的選擇與儲備等，期間遇到不少

挫折。幸有外科同仁的合作，加上

前高醫院長謝獻臣、附設醫院院長

陳振武支持，以及台大教授洪啟仁

所領導的臺大心臟外科團隊協助，

還有屏東基督教醫院挪威籍醫師畢

嘉士（Mr.Olav Bjorgaas）介紹病



194

高雄醫師會誌 JOURNAL OF KAOHSIUNG MEDICAL ASSOCIATION 2016. vol. 24, No.2

人，終於在1978年1月28日完成了

首例開心手術，使高醫成為續台北

榮民總醫院、臺大醫院、三軍總醫

院、林口長庚醫院之後的台灣第五

家開心醫院。

1979年度的醫院評鑑，高醫附

屬醫院與臺大醫院、三軍總醫院、

台北榮民總醫院，同時被評定為一

級教學醫院，謝獻臣院長認為開心

手術的完成是一大貢獻。過去37

年來，經過心臟外科團隊的努力耕

耘，克服萬難完成了含心臟移植病

例在內約5千例以上的開心手術，及

3萬例以上的血管手術，成績斐然。

完成高醫重大工程建設並擴張版

圖  

林永哲醫師在高醫服務長達42

年，歷任外科部、病歷室、開刀

房、復健科、復健醫學系行政主管

及高醫副校長，1992年更以高醫

校友身分成為母校首位附屬醫院院

長。

他與同班同學蔡瑞熊校長共同

治理校、院務長達八年。除積極推

動院務，擴張院校內硬體建設如臨

床研究大樓、運動場、地下停車

場、污水處理廠、保健大樓、醫院

內畫廊及重大科技儀器的設置，提

昇工作環境品質外，並向外伸出觸

角，承接經營小港醫院，期間也完

成「啟川大樓」的籌建，是全國醫

學院附設醫院最高樓層的建築。 

 
小港醫院經營的創舉

當年承辦小港醫院，與高雄市

政府簽約時，林永哲醫師極力主張

合約只接受衛生局的監督，不接受

市府的監督，這讓歷屆高醫承辦的

高雄市各市立醫院院長，不必出席

議會備詢，完全回歸醫療專業。高

雄市衛生局長何啟功曾在一次聚會

告訴林永哲醫師，「老師，你做了

件正確的事」。

林永哲醫師支持小港醫院第一

任院長賴春生首創全院性醫療影像

傳輸系統 (PACS) e化、無底片的環

保醫院，大幅提高工作效率、服務

品質，節省成本，提高醫院形象，

獲當時全國各大醫學中心跟進，大

陸幾家大醫院也前來取經。

另外，林永哲醫師因應科技進

步及歐美先進國家潮流，並兼顧民

眾醫療選擇的方便性，提議「分

工合作，集體共治」的經營方式，

在1985年8月1日建置外科次專科

分科，包括腦神經外科、心臟血管

外科、胃腸及一般外科、肝膽胰外

科、整形外科、胸腔外科及小兒外

科等七個次專科。這項創舉也促進

內科部早日分科，使高醫成為更完

整、便民的醫療體系。1985年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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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日成立的癌化學治療室，也在

1995年6月升格為腫瘤化學治療外

科，成為第八個次專門科。

創設醫療管理碩士學分班

重視醫療教育的他，鼓勵醫護

人員學習醫療管理學，1997-98年

商請中山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

在高醫舉辦兩期的醫療管理碩士學

分班，下班後一起上課，是全國醫

院行政的創舉，也是高醫2000年設

立醫務管理學研究所在職專修班的

雛形。 

                                      
高醫傑出校友、台灣醫療典範  

「我自信是高醫創辦人杜聰明

教授與陳啟川先生的好學生，61年

來始終身體力行他們的期待」，退

休後林永哲醫師，過去14年來持續

在澎湖、台東署立醫院等地協助醫

療，每月定期前往澎湖縣七美、將

軍、望安、吉貝、鳥嶼等離島，提

供更好的醫療及知識，讓澎湖居民

就醫不必再渡海，2005年獲得澎湖

縣長賴峰偉頒發「澎湖縣榮譽縣民

獎」。  

林 永 哲 醫 師 對 南 台 灣 重 症 醫

療，貢獻良多，不僅首創中南部開

心手術，更整合雲林以南17家醫

院，組織南區心臟外科暨體外循環

師研討會，定期舉行學術交流。即

使從高醫屆齡退休，每周二上、下

午仍指導醫學生及PGY1住院醫師，

32年來每周三、周六上午在高醫也

一直維持門診，2014年榮獲中華民

國醫師公會聯合會頒發的「台灣醫

療典範獎」。 

林永哲教授從高醫第一屆畢業

至今，轉瞬過了一甲子歲月，高醫

不再是當年高雄市郊的救護站，已

變成市中心的醫學重鎮。在高雄醫

療史的長河中，林永哲醫師參與了

高醫的創辦、建設、改革，可說是

高醫歷史見證人之一，他一生對醫

界貢獻無數，更是高醫永遠的傑出

校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