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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肇隆出生、成長、受教育都在高雄，對高雄主要的回饋和貢獻，在醫療專業方面；在高雄建立了全球肝臟移植最佳手術成果的國際標竿，

讓歐洲、美國、日本等外科教授帶著朝聖的心情到高雄來學習。在醫療行政方面：在擔任院長 13 年期間，讓高雄長庚從一個地方型的大醫院，

轉型成為一個具有國際知名度與競爭力的醫學中心；同時大量培育樹苗、種樹、規劃環境與人文建設，也打造了永慶紀念公園，長庚生態公

園等，讓高雄長庚成為環境最優美、綠化最成功的醫院，卸下行政職務後，目前專心致力於肝臟移植的第一線醫療與傳承工作。

陳肇隆是我國及亞洲肝臟移植的開拓者，1984 年完成亞洲首例成功的肝臟移植手術，第一例肝臟移植手術對台灣醫學，更重要的衝擊和影

響是腦死亡觀念的突破。當時曾受到各界的爭議與討論，首席檢查官陳涵也發函關切。當時冒著被起訴的風險尋求突破，是因為 1984 年尚

未改選的資深立法委員都已年邁，難以期待立法院主動訂定前瞻性法律，讓醫療科技隨後遵循，只能在周延而縝密的準備之下挑戰法規尺度，

突破腦死亡觀念，唯有這樣才可能在當時的時空推動器官移植醫學，挽救器官衰竭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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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日本和田壽郎 (Juro Wada) 教授也在北海道札幌醫學大學做了相同的突破，但捐贈者的腦死判定程序和受贈者的移植適應症都受到質

疑，且受贈者不幸過世，和田教授被檢查官指控涉嫌雙重謀殺而纏訟多年，導致日本大愛屍體器官捐贈停滯不前，迄今遠低於台灣。

而 1984 年在台灣首度採用的是比歐美更嚴格的腦死判定基準與判定程序，面對質疑立刻明快的公布所有病歷資料。因此逐漸獲得社會各界

的認同，並促成腦死亡觀念的共識，主要媒體也都呼籲推動臟器移植立法，聯合報就以「從長庚醫院創臟器移植新猷談起」為社論副題。

從而促成亞洲第一個腦死亡器官移植立法，比日本早 10 年、韓國早 12 年，帶動台灣移植醫學的蓬勃發展，也為 3 年後的心臟移植、7 年

後的肺臟移植鋪路。此開創性突破過程也成為日本、韓國參考借鏡的經驗。

陳肇隆在 80 年代的工作，主要是「完成亞洲首例成功的肝臟移植手術，又率先採用腦死定義，促成腦死觀念之共識暨立法」( 高醫第一屆

傑出校友表揚狀，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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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年 韓 國 準 備 開 展 肝 臟 移 植， 首 爾 大 學 金 洙 泰

(Soo Tae Kim) 教授邀請陳肇隆指導，同時在韓國

宣導腦死觀念，3 個月後金教授完成韓國首例肝臟移

植手術，被譽為韓國的換肝之父。

1988 年全球尚未開展臨床人體活體肝臟移植時，日

本東京大學肝臟移植小組在兩年間 6 度來台灣與陳肇

隆合作動物實驗，藉此克服多項技術難題。

1990 年幕內雅敏 (Masatoshi Makuuchi) 教授開展

肝臟移植，陳肇隆應邀指導手術，受肝病童成為日本

迄今存活最久的換肝人。台灣突破腦死觀念及台日合

作肝臟移植的故事成為日本媒體的素材。

京 都 大 學 畢 業、 訓 練 的 外 科 醫 師 作 家 大 鐘 稔 彥

(Tashih iko Ohgane) 透過漫畫「閃耀吧！手術刀」、

小說和電影「孤高的手術刀」，讓台灣的先進醫療成

在日本廣為流傳。

1996 年陳肇隆應 Ona 教授的邀請，在馬尼拉完成菲

律賓首例活體肝移植手術，Ona 教授是菲律賓器官移

植之父，也擔任衛生部長多年，對我國的醫療外交工

作大力支持，由於 20 多年的深厚情誼，陳肇隆也多

次居間促成台菲醫療與健保的兩國合作協議，增進台

菲醫衛合作新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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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陳肇隆率團隊完成亞洲首例一肝兩受的分割肝移植手術，亞洲主要的移

植中心也隨後跟進。1999 年的分割肝移植，把左半肝移植給台灣的病童，右半

肝台灣剛好沒有適合病人，立刻送到香港大學瑪麗皇后醫院，完成首例跨海合作

分割肝移植，香港大學並於 2010、2016 年兩度回贈大愛肝臟，手術都成功，

病患都健在。

30 多年來，陳肇隆不斷尋求突破與精進，也創立多項台灣、亞洲、全球的肝臟移

植紀錄。特別是活體肝移植的發展，讓過去只能在遙遙無期的等待中抱憾而去的

病人，可以藉由親屬捐贈部份肝臟，爭取高品質、長期存活的機會。

陳肇隆在 90 年代的主要貢獻是「研究發展活體肝移植手術獲致成功，使我國居

領導地位」( 行政院傑出科技榮譽獎表揚狀，1996)。

陳肇隆在 1994 年完成我國首例兒童活體肝移植、1997 年完成全球首例未輸血

活體肝移植、1999 年完成我國首例成人活體肝移植、2002 年完成華人首例活

體雙肝移植、2006 年全球首創例行顯微膽道重建、2013 年完成台灣首例第 2

單一小節肝移植、2020 年達成 2000 例肝臟移植手術。

2006 年在 American Journa l  of Transplantat ion 發表活體肝移植治療膽道閉

鎖症，五年存活率 98%、2008 年在 Transplantat ion 期刊發表活體肝移植治療

肝癌，五年存活率 90%，都是文獻上最高的存活率。陳肇隆同時進行相關之基礎

研究，帶動相關醫療科技之發展，對增進國民健康有重大貢獻 ( 行政院傑出科技

榮譽獎表揚狀，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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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體肝移植是少數亞洲領先歐美的醫學領域之一，在亞洲開創活體肝移植的高雄

長庚醫院、日本京都大學、東京大學、香港大學和韓國峨山醫學中心是國際公認

的活體肝移植五大中心，這五大中心都使用漢字，也都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活

體肝移植在亞洲的發展，剛開始是由於不得已的需求，亞洲國家遺愛人間的屍體

器官捐贈推廣不易，再則使用筷子的民族，似乎要比使用刀叉的民族，雙手來得

更靈巧而細緻，而且要把精準度要求更高的手術，做到盡善盡美，也需要更大的

耐心與細心。

陳 肇 隆 在 高 雄 舉 辦 的 兩 次 五 大 中 心 會 議， 都 在 移 植 醫 學 領 域 的 一 流 期 刊

Transplantat ion 出版專輯，進一步確立亞洲在這個領域的學術貢獻與地位。

陳肇隆應邀在全球最頂尖的科學期刊 Nature Reviews 撰寫綜述論文「為什麼

活體肝移植在亞洲蓬勃發展？」：肝臟移植的長足進步，讓肝臟的器官需求急速

增加，因應肝臟的器官需求，西方國家推動遺愛人間的屍肝移植，而東方國家則

積極發展技術精準度要求更高的活體肝移植，尤以台灣和韓國最為蓬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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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暨中央健康保險署 2007、2009、2013、2014、2016、2020

六度公布全國各醫院器官移植成績，高雄長庚醫院肝臟移稙存活率與病例數皆

為全國第一，維持 36 年的領先，衛生福利部核准了 26 家肝臟移稙醫院，各

醫院的例數和存活率都有相當差距，以高雄長庚的質和量，把台灣的整體三年

存 活 率 拉 高 到 84%(1997-2007)、80%(2005-2018)， 就 國 家 而 言 是 最 高

的存活率，也是台灣超越美國的唯一健康品質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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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活體肝移植，高雄長庚醫院的成績優於美國、歐洲與日本的整體存活率。因

此近年到高雄換肝的海外病人逐漸增加，也受到美國國家地理頻道 (Nationa l  

Geographic Channel) 以「 台 灣 的 醫 療 奇 蹟 」(Taiwan's Medica l  Mirac le)

為題專訪報導，蔡英文總統和外交部都據以推特發文、拍片，來彰顯台灣尖端

醫療對國際社會的貢獻。

日本產經新聞針對積極發展國際醫療的亞洲各國，做了分析報導：台灣的國際

醫療強項是活體肝移植、韓國是美容整形、日本是癌症健檢和治療。台灣的海

外活體肝移植病人，高雄長庚佔了 94%。

陳肇隆對活體肝移植的技術與策略發展出多項創新與改良，發表 SCl 學術論文

500 多篇，並擔任 American Journa l  of Transplantat ion 副主編及 Annals 

of Surgery、Transplantat ion、Liver Transplantat ion 等 一 流 學 術 期 刊 編

委，獲邀在國際及海外醫學會議演講 300 餘場。

善盡國際社會責任，陳肇隆 1988 年起培訓了 370 多位

海外肝臟移植醫師。2000 年，從日本九州大學開始，代

訓國內外醫療團隊，九州大學超越東京和京都大學成為日

本最大的成人肝臟移植中心、新加坡大學也成為東南亞最

大的肝臟移植中心。

2008 年 起 高 雄 長 庚 醫 院 成 為 國 際 著 名 的 法 國 Henr i  

Bismuth 肝膽外科學院亞洲四個訓練中心之一，同時也是

國際肝膽胰外科醫學會訓練中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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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肇隆以醫療不藏私的理念，積極協助海外的醫學中心發展活體肝移

植手術。2001 年陳肇隆帶領團隊 14 人，在北京大學醫院完成北京首

例活體肝移植手術，兩岸三地媒體譽為「海峽兩岸歷史上最大的醫療

搶救行動」。

隨後團隊十餘人陸續多次赴北京協和醫院、北京大學三院、上海交通

大學仁濟醫院手術示範活體肝移植。仁濟醫院從 2006 年在陳肇隆的

持續指導與協助之下，在五年內 2011 年起超越天津第一中心醫院，

成為大陸最大、最優的中心，2017 年起每年超過 800 例，成為全球

最大的肝臟移植中心，這個團隊的主要成員多在高雄長庚培訓。過去

大陸的器官捐贈以死刑犯為主，但由於國際學術與人權團體的壓力，

近年大陸的法令趨嚴，並在 2015 年明令禁止，必須積極發展活體肝

移植，已有 110 多位大陸最主要的大學醫院外科教授，分梯次到高雄

長庚觀摩學習。

2017 年底，陳肇隆帶領團隊 9 人，在北京清華長庚醫院四天內為 6

位小病童完成 7 次肝移植手術，包括 5 例活體肝移植手術示範、1 例

離體肝切除及自體肝移植 - 接續救援性活體肝移植手術，六對捐肝者

和受肝者都已康復；目標是協助北京清華大學在王永慶董事長捐贈的

醫院，建立另一個世界級的肝臟移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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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陳肇隆帶領「高雄長庚 - 瓜地馬拉國際醫療任務」前往中美洲

友邦展開學術交流及行動醫療服務，由院長、副院長、多位科主任及資

深主治醫師，在徧遠鄉鎮進行巡迴醫療，並在 Zacapa 省 Rio Hondo

的「生命之希望」孤兒院，由顱顏小組為病童執行唇顎裂修復手術。

陳肇隆在總統府的演講強調：「希望國際醫療協助不僅是提供短暫的

義診，還要採長期展策略，傳授知識技術，讓醫療在地化，發揮更長遠、

更深切的影響」，由長庚醫院提供獎學金、機票與住宿，代訓瓜國醫師。

副總統 Rafael Espada 請託協助成立「國家器官移植中心」，並代訓

肝臟移植小組。經過專業審核及越洋視訊口試遴選醫師 12 名及護理長

1 名來台培訓，將行動醫療任務提升為「提供釣竿並傳授釣魚技能」。

2013 年 Espada 副總統再次來台出席『亞洲活體肝移植高峰會』，會

中宣告代訓人員返國後已成立「國家器官移植中心」。

2013 年應瓜地馬拉總統 Otto Perez 的請託，陳肇隆為瓜國膽道閉鎖

症嬰兒 Sant iago，完成台灣首例第 2 單一小節活體肝移植手術，由母

親捐肝，Perez 總統來函致謝。由於瓜國社會對可愛小病童的關注和同

情，並透過 Perez 總統主持多次記者會及廣泛媒體報導，Sant iago 來

台灣重獲健康的故事已在台灣最大、最重要的友邦廣為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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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新加坡衛生部執行長 Prof.Satku 帶領小組，到高

雄長庚了解為什麼「台灣能，新加坡不能？」，同時聘請

陳肇隆擔任新加坡衛生部顧問，實地訪視新加坡國家移植中

心，並對衛生部提出建言，受到新加坡陳慶炎總統肯定。

由於在瓜地馬拉耕耘的豐碩成果，外交部邀請陳肇隆複製醫

援瓜地馬拉模式，延伸到多明尼加、巴拉圭等中南美友邦，

協助醫療在地化、發展肝臟移植高端醫療，增益邦誼。

陳肇隆乃於 2015 年出訪中南美三友邦，受到瓜地馬拉總

統 Otto Perez、 衛 生 部 長 Luis Monterroso； 多 明 尼 加

總統 Dani lo  Medina、參議院議長 Crist ina  Lizardo、總

理 Gustavo  Monta lvo、衛生部長 Altagracia Guzman；

巴拉圭總統 Horacio  Cartes、衛生部長 Antonio Barr ios 

等 及 三 友 邦 國 立 大 學 校 長 的 熱 忱 接 待， 頒 授 衛 生 貢 獻 獎

章、 安 排 平 面 和 電 子 媒 體 專 訪， 並 在 巴 拉 圭 亞 松 森 大 學

(Univers idad Naciona l  de Asuncion) 和瓜地馬拉聖卡羅

斯大學 (Univers idad de San Car Ios) 接受名譽博士學位、

多 明 尼 加 自 治 大 學 (Univers idad Autonoma de Santo 

Domingo) 受聘名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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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陳肇隆獲外交部外交之友項貢獻獎章。

2015 年多明尼加共和國參議院議長 Crist ina Lizardo 率參議院訪問

團一行 12 人回訪高雄長庚，隨後中美洲議會議長 Armando Barda les

一行 17 人也親臨高雄，頒發 Francisco Morazan 指揮官級勳章，是

中美洲議會最高級別的勳章。

陳肇隆 2015 年獲醫療奉獻獎 - 特殊醫療貢獻獎，2016 年獲國際醫

療典範獎、受邀擔任美國 RAND 智庫亞太政策諮詢委員，2019 年獲

國際肝臟移植醫學會終身成就獎、2020-21 年擔任國際活體肝移植醫

學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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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國家生技醫療品質獎」從 2005 年以來標準

明確界定：金獎代表全球第一、銀獎代表亞洲第一、

銅獎代表台灣第一。從此成為全國醫療品質的標竿，

也是醫療機構積極爭取的最高榮譽。

2005 年高雄長庚醫院肝臟移植中心獲得第一個代表

全球第一的金獎，陳肇隆擔任高雄長庚院長近 13 年

期間以肝臟移植為火車頭，作為示範並帶動各醫務專

科、護理、醫技等的全面發展與提升。累計獲得 2 項

金獎、8 項銀獎和 10 項銅獎，是全國獲獎最多的醫

院，並以此為基礎「深耕台灣 立足國際 醫援海外」。

從學生時代，陳肇隆就喜愛大自然，也常舉辦登活山

動。綠樹可美化景觀、豐富生態、造就生物多樣性，

是對抗地球暖化、氣候變遷的第一道防線。陳肇隆把

種樹當作工作之餘的休閒、運動與紓壓。

2003 年接手高雄長庚醫院後，提出醫院公園化的構

想，其綠化理念就是簡潔、穿透、優美，並認為綠美

化是愈簡單愈容易維持，而綠草和喬木就是絕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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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長庚醫院現在有 9 千多棵喬木，其中 5 千多棵是陳

肇隆在自家苗圃，從種子開始培育成小樹後再移植到醫

院。近 20 年來利用週末，從種子親手栽培了一萬多棵樹

苗，有肉桂、小葉欖仁、賽赤楠、荳蔻等，近年更喜歡種

植肖楠、櫸樹等台灣珍貴的原生樹種。看到幼苗，浸潤著

陽光，抵抗風雨，一天比一天茁壯成為大樹，感受著生命

如此的強韌有力。

陳肇隆也提供自己培育的小樹，鼓勵同仁種植，藉以凝聚

同仁對醫院的參與感、向心力與認同度。生命是如此美

好，希望大家珍惜生命，不以善小而不為，為環境、為社

會做出貢獻，替自己也為他人留下美好生命印記。陳肇

隆勉勵同仁；植樹最好的時機是 20 年前，第二好的時機

是今天，任何事情都一樣 Never Too Late ！在每一個

最哀傷、或喜樂的重要時刻，陳肇隆都會去種樹。因為一

棵樹、一個人、一個角落是沈澱心情、自我檢視的方式。

2008 年 10 月 15 日王永慶創辦人在美國辭世，當日在

院區種植 12 棵肉桂樹抒發哀傷與感念之情。

兩 天 之 後 王 創 辦 人 移 靈 回 台 灣， 員 工 熱 烈 響 應 種 植 了

372 棵肉桂樹，也因此激發陳肇隆設立公園紀念創辦人

的構想。於是向縣政府爭取緊鄰醫院南側約 2 公頃充滿

雜草與垃圾的荒蕪地，設立永慶紀念公園，由長庚醫院認

養，提供民眾休憩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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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永慶紀念公園已是綠意盎然，春天還有洋紅風鈴木和陣雨樹開紅花、夏天有阿勃勒

開金黃花、秋天有九芎 - 紫薇開粉紅花、冬天有美人樹開桃紅花、四季繽紛的公園吸引

人群駐足，看到員工、眷屬、市民漫步流連，甚至拍婚紗照。

陳肇隆深信醫療是救人的學問，不應該有藏私的觀念。台灣的醫療能有今天，也是因為

過去我們有機會到美國、歐洲、日本去學習，今天我們可以走出去幫助或讓人來學習，

就應該毫無保留地回饋國際社會。

長庚生態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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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獎 人 簡 歷

陳肇隆教授是台灣及亞洲肝臟移植的開拓者，1984 年完成亞洲首例成功的肝臟移植手術，並率先採用腦死亡定義，促成台灣在 1987 年達成亞洲第一

個腦死亡器官移植立法，比日本、韓國早了 10 年至 12 年，促成台灣器官移植醫學的蓬勃發展，1997 年完成亞洲首例一肝兩受的分割肝移植手術。

30 多年來在肝臟移植領域創立多項台灣、亞洲及全球的肝臟移植紀錄，並在活體肝移植維持全球最高的存活率之一。

1994 年完成台灣首例兒童活體肝移植，1997 年完成全球首例未輸血活體肝移植，1999 年完成台灣首例成人活體肝移植，2002 年完成華人首例活

體雙肝移植，2006 年全球首創例行顯微膽道重建，2013 年完成台灣首例第 2 單一小節肝移植，2020 年達成 2000 例肝臟移植手術。2006 年在

American Journa l  of Transplantat ion 發表活體肝移植治療膽道閉鎖症，五年存活率 98%、2008 年在 Transplantat ion 發表活體肝移植治療肝癌，

五年存活率 90%，都是文獻上最高的存活率。

陳肇隆 1971 年參加佛光山大專佛學夏令營與星雲大師結緣，

2011 年起擔任大師醫療團隊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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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教 授 以 醫 療 不 藏 私 的 理 念， 積 極 協 助 國 內 外 醫 學 中 心 發 展

肝臟移植高端醫療，並熱心投入醫援國際，2015 獲外交部之

友 貢 獻 獎 章、 瓜 地 馬 拉 及 巴 拉 圭 衛 生 貢 獻 獎 章、 中 美 洲 會 議

Francisco Morazan 指揮官級勳章。

More informat ion：www.c lchen.org.tw

30 多年來不斷突破與精進的紀錄，奠定肝臟移植的國際學術地位。

陳教授對活體肝移植的技術與策略發展出多項創新與改良，獲得領先世界水準的成績，

發表 SCI 學術論文 500 多篇，並擔任 American Journa l  of Transplantat ion 副主

編及 Annals of Surgery 等一流學術期刊編委，獲邀在國際及海外醫學會議演講 300

餘場，同時進行相關之基礎研究，帶動相關醫療科技之發展，培訓國內外肝臟移植醫

師 370 餘名，對增進全民健康、提升醫療水平有卓越貢獻。

陳教授於 1992 獲選為高雄醫學大學第一屆傑出校友、1995 行政院傑出科技榮譽獎、

2005 國家生技醫療品質金獎、2007 中國工程院院士、2013 行政院衛生署衛生獎章、

2015 台灣醫療奉獻獎 - 特殊醫療貢獻獎、2016 第一屆國際醫療典範獎、台灣移植醫

學會終身貢獻獎、美國 RAND 智庫亞太政策諮詢委員、2018 國際外科學院榮譽院士、

2019 國際肝臟移植醫學會終身成就獎、2020-21 國際活體肝移植學會會長。 崇德獎專訪

2020 年 第 2000 例2012 年 1000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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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薦 人

陳肇隆教授是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第 17 屆校友，長庚住院醫師訓練後赴美國匹茲堡大學

擔任研究員學習肝臟移植。1983 年底，陳教授學成返臺，準備挑戰第一例肝移植手術。

1984 年陳教授在林口長庚醫院完成亞洲首例成功的肝臟移植手術，當時年僅三十三歲的

他立志組成臺灣最堅強的肝臟移植團隊，隔年調職基隆長庚，在非常有限的條件下，讓基

隆長庚在他任職的七年間，成為當時亞洲例數最多、存活率最高的肝臟移植醫院。1992

年請調高雄長庚，從基隆到高雄，不為環境所限制，30 年多來在肝臟移植領域創立多項

全球紀錄，獲得領先世界水準的成績，並於 1992 年榮獲本

校第一屆傑出校友的殊榮。

肝 病 可 謂 是 臺 灣 地 區 最 常 見 的 本 土 疾 病， 全 國 十 大 死 因 當

中，慢性肝病及肝硬化年年榜上有名，每年約有四、五千人

因此病故；近二十年來，肝癌也是癌症死因前二名。因著臺

灣的民情，活體肝臟移植的比率遠高於屍肝捐贈，然而活體

肝移容許的誤差範圍非常小，因此其困難度又遠高於器官捐

贈的屍肝移植。至今，陳肇隆教授已完成 2000 例的肝臟移

植手術，而其移植醫療團隊堪稱是世界肝臟醫學的火車頭，

不僅發展出多項創新及優化的活體肝移植的技術與策略，更

是帶動臺灣肝臟醫學各領域的精進。陳教授精湛的醫術成為

臺灣拓展醫療外交的軟實力，他也不藏私地提攜後進，並貢

獻於國際醫學教育的發展，為多國培育肝臟移植的人才，於

2015 年獲得多國友邦衛生貢獻獎章及外交部所頒贈的外交

之友貢獻獎。

陳教授擔任高雄長庚紀念醫院院長達 13 年，於 2015 卸任

時，因其對醫學長遠且傑出的貢獻，轉任名譽院長，同年榮

獲「2015 中華民國醫療奉獻獎 - 特殊醫療貢獻獎」。2019

年，陳名譽院長接受「國際肝臟移植醫學會（ILTS）」頒贈

最高榮譽「終身成就獎」，這個獎項全球獲獎人數不到 20

人，不僅是臺灣首位、更是拔得頭籌的華人獲獎者，得此殊

榮，證明了臺灣於活體肝臟移植領域已位居世界領先地位，

與先進國家並駕齊驅。

2013 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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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名譽院長常勉勵醫學專業人員及後進，醫療是救人的學問，

不應該有藏私的觀念，過去因著海外學習的機會，我們得以有

今日醫療的成就。如今，是臺灣醫學專業人員可以走出去幫助

或開放提供學習機會的時刻，以回饋國際社會、共同促進全球

醫學的發展，進而提升人類福祉。

「醫療生涯只要設定目標聚焦、鍥而不捨，能把一個目標做

好，那就夠了，醫療如此，其他領域也是一樣。」2020 年 6

月 11 日，陳名譽院長肇隆回母校演講時，如此勉勵學弟妹們。

陳院長以身教為學弟妹們樹立了極佳的楷模和典範，他期許青

年世代，可以承繼高醫大「樂學至上，研究第一」的校訓，紮

根於專業領域的發展，找到醫學工作者的意義和價值，以貢獻

於社會。

無論在療專業、醫學人文、醫學教育和國際外交上，陳名譽院

長的成就讓高雄被世界看見。因此，本人誠摯推薦陳名譽院長

肇隆「崇德獎」選拔，期能獲得委員們的青睞，藉以鼓勵與表

彰陳名譽院長於尖端醫學發展及為社會貢獻所長的努力。

推薦人：高雄醫學大學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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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2 月 5 日  星期五Merit Times7   人間學堂

換
肝
之
父

二○一一年七月赴新加坡演講。
醫援國際 傳承技術無私播種

文╱記者阮愛惠  圖╱記者阮愛惠、長庚醫院提供

仁心仁術立志業
醫療傳道遍世界

一九七一年，陳肇隆還在念高雄醫
學院，大二的暑假時，參加了佛光山
舉辦的大專青年佛學夏令營，首次和
星雲大師及佛光山眾法師結緣。四十
多年後，在他擔任高雄長庚院長時，
年事已高的大師，因色身老病，有時
必須進出醫院，陳肇隆特地成立醫療
小組，細心照護大師。

他說：「因為星雲大師不只是佛光
山的、不只是台灣的，而是全世界、
全人類的瑰寶，能為他服務，是我們
的榮幸。幾位資深主治醫師自動發心
參與醫療團隊，有時視情況需要，還
主動上山照顧大師，參與的醫護人員
都感到很歡喜殊榮。」

陳肇隆說，從星雲大師身上，他看
到了與長庚醫療體系創辦人王永慶董
事長共同的特質：「他們每天都在思
考，還能為這個社會作些什麼？」星
雲大師推行人間佛教，落實佛教現代
化；他改革了宗教，也改善了人心；
他鼓勵大家行三好，帶動社會正向力
量。他的健康是社會國家之福，我們
的團隊會竭盡所能為他提供最好的醫

療服務。」
陳肇隆位於醫

院十一樓的研究
辦公室內，牆上
掛滿了數十幅裱
框的證書、勳章
、獎章、獎狀，
最中間的位置，
則是一幅星雲大
師蒼勁的一筆字
〈換肝之父〉。
這幅字時時陪伴
他、勉勵他，帶
給他無上的精神
支持。

敬
仰
大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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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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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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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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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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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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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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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
殊
貢
獻
獎
」
；
碩
果
累
累

的
獎
勵
和
成
千
上
萬
患
者
、
家
屬
的
推
崇
感
恩
，

星雲大師親

書墨寶〈換肝

之父〉，致贈

陳肇隆。

今
年
一
開
春
，
一
月
分
陳
肇
隆
就
換
了
十

六
個
肝
，
每
次
的
手
術
都
要
十
幾
個
鐘
頭
。

「
一
次
手
術
只
能
救
一
個
病
人
，
如
果
我
把

換
肝
技
術
傳
承
給
更
多
醫
師
、
更
多
醫
院
，

就
可
以
救
更
多
人
。
」
這
就
是
陳
肇
隆
「
醫

療
傳
道
」
的
願
心
。

過
去
幾
年
來
，
包
括
歐
、
美
、
日
、
韓
、

新
加
坡
、
香
港
、
大
陸
、
中
南
美
洲
、
印
度

、
菲
律
賓
、
越
南
等
地
，
每
年
都
有
五
、
六

十
次
的
海
外
邀
請
演
講
。
「
我
不
可
能
每
場

都
去
，
且
盡
量
利
用
周
末
去
，
甚
至
歐
美
也

曾
只
住
一
晚
就
回
來
。
我
將
海
外
演
講
當
作

一
種
傳
道
工
作
，
台
灣
的
醫
療
能
有
今
天
，

也
是
因
為
過
去
我
們
有
機
會
到
歐
、
美
、
日

學
習
，
今
天
我
們
有
可
以
走
出
去
的
資
源
，

就
應
該
毫
無
保
留
地
回
饋
國
際
社
會
。
我
想

這
和
星
雲
大
師
的
『
四
給
』
精
神
是
符
合
的

。
」
陳
肇
隆
說
。

肝
臟
移
植
技
術
在
台
灣
，
三
十
二
年
前
陳

肇
隆
也
是
從
零
開
始
，
怎
麼
也
不
敢
想
像
，

後
來
能
作
到
全
世
界
最
好
。
上
個
月
還
有
美

國
、
英
國
、
西
班
牙
等
歐
美
外
科
教
授
，
來

觀
摩
活
體
肝
移
植
手
術
，
並
且
留
下
很
多
心

得
回
饋
，
盛
讚
是
全
球
手
術
技
術
最
好
、
默

契
最
佳
的
團
隊
。
「
只
要
是
救
人
的
學
問
和

技
術
，
我
們
都
毫
不
保
留
的
分
享
，
完
全
不

會
有
藏
私
的
念
頭
。
」
陳
肇
隆
說
。

種
樹
儲
記
憶 

兼
具
環
保
力

不
出
國
的
周
六
、
日
，
陳
肇
隆
都
在
種
樹

。
他
笑
說
：
「
我
常
勉
勵
同
仁
，
『
種
樹
最

好
的
時
機
是
二
十
年
前
；
第
二
好
的
時
機
是

今
天
。
』
台
灣
社
會
如
果
能
夠
減
少
口
水
，

大
家
捲
起
袖
子
，
勿
以
善
小
而
不
為
，
任
何

小
事
，
只
要
對
環
境
、
對
社
會
有
助
益
，
每

個
人
多
少
作
一
點
，
社
會
就
會
更
美
好
！
」

陳
肇
隆
十
二
年
前
開
始
在
自
家
旁
邊
的
空

地
設
立
苗
圃
種
樹
，
後
來
愈
種
愈
多
，
只
好

搬
遷
到
附
近
的
山
坡
地
。
目
前
他
的
苗
圃
，

隨
時
都
有
一
萬
棵
以
上
的
樹
苗
，
高
雄
長
庚

院
區
內
種
植
的
九
千
多
棵
喬
木
，
其
中
有
五

千
棵
是
陳
肇
隆
親
手
從
種
子
培
育
並
參
與
栽

種
的
。

二○
○

三
年
醫
院
採
購
的
第
一
批
肉
桂
樹

，
直
徑
十
二
公
分
，
一
棵
八
千
五
百
元
，
但

颱
風
一
來
，
樹
也
倒
了
，
此
後
他
決
定
可
以

自
己
培
育
的
樹
種
，
就
不
再
買
成
樹
，
並
身

體
力
行
從
種
子
開
始
育
苗
，
「
隨
著
小
樹
成

長
，
只
換
盆
而
不
斷
根
，
保
留
它
完
整
的
根

系
，
移
植
後
不
但
成
長
快
速
、
樹
型
優
美
，

颱
風
時
樹
也
吹
不
倒
了
。
」
他
說
。

緬
懷
王
永
慶 

設
紀
念
公
園

個
性
沉
穩
內
斂
的
陳
肇
隆
，
在
生
命
裡
每

一
個
哀
傷
的
、
喜
悅
的
、
特
別
想
要
記
憶
的

日
子
裡
，
都
選
擇
用
種
樹
來
抒
發
他
的
心
情

，
因
為
「
一
顆
樹
、
一
個
人
、
一
個
角
落
，

是
沉
澱
心
情
、
自
我
檢
視
的
方
式
」
。
母
親

往
生
、
兒
女
出
國
，
他
都
種
樹
作
紀
念
。
一

整
天
的
繁
忙
疲
累
工
作
之
後
，
深
夜
裡
拿
著

水
龍
頭
為
樹
澆
水
、
或
再
種
棵
樹
，
就
是
他

最
佳
的
紓
壓
療
癒
之
道
。

王
永
慶
董
事
長
辭
世
當
天
，
陳
肇
隆
感
懷

他
的
栽
培
之
恩
，
也
景
仰
他
對
國
家
社
會
的

奉
獻
，
自
己
一
人
悄
悄
地
在
院
內
種
了
十
二

棵
樹
；
後
來
有
三
百
七
十
二
位
同
仁
響
應
，

再
種
了
三
百
七
十
二
棵
肉
桂
樹
，
也
因
此
激

發
他
在
醫
院
旁
設
立
「
永
慶
紀
念
公
園
」
的

想
法
。

在
當
時
楊
秋
興
縣
長
的
支
持
下
，
向
縣
府

爭
取
到
緊
鄰
醫
院
南
側
的
二
公
頃
荒
地
，
成

立
了
公
園
，
種
滿
春
夏
秋
冬
都
有
花
期
的
洋

紅
風
鈴
木
、
陣
雨
樹
、
阿
勃
勒
、
九
芎
、
紫

薇
、
美
人
樹
等
，
而
今
木
已
成
林
、
四
季
繽

紛
，
成
為
院
內
病
人
、
員
工
及
社
區
居
民
時

常
漫
步
流
連
的
好
所
在
。

陳肇隆帶領外國學生巡視病房。

陳肇隆主刀的肝臟移植手術。

六
十
五
歲
的

陳
肇
隆
，
經
驗
和
技

術
都
還
在
巔
峰
狀
態

，
國
內
外
都
有
優
渥

的
邀
聘
等
著
他
，
甚

至
去
年
新
加
坡
總
統
陳
慶

炎
亦
接
見
他
。
但
陳
肇
隆

並
不
打
算
更
換
跑
道
，
他

說
：
「
我
的
根
在
台
灣
，

我
的
團
隊
在
高
雄
長
庚
，
『
深
耕
台
灣
、
立
足
國

際
、
醫
援
海
外
』
是
我
一
貫
的
宗
旨
。
」

終
身
為
醫
師 

經
驗
獻
社
會

陳
肇
隆
即
以
這
樣
的
信
念
，
推
辭
過
很
多
禮
聘

，
甚
至
婉
拒
入
閣
擔
任
衛
福
部
部
長
，
也
婉
謝
出

任
副
總
統
參
選
人
。
他
並
非
不
受
吸
引
，
而
是
從

日
本
東
京
大
學
與
京
都
大
學
的
經
驗
裡
看
到
，
一

旦
作
為
開
創
者
的
帶
領
人
離
開
了
，
原
有
的
團
隊

就
呈
現
難
以
回
復
的
衰
退
情
勢
，
很
快
就
喪
失
國

際
競
爭
力
。

他
說
：
「
我
從
台
北
長
庚
醫
院
創
院
的
第
一
天

就
來
到
長
庚
體
系
，
至
今
已
四
十
年
。
我
在
高
雄

長
庚
二
十
三
年
，
這
裡
的
一
草
一
木
都
有
我
的
用

心
，
也
從
零
開
始
，
培
育
了
一
個
堅
強
的
醫
護
團

隊
。
我
在
每
個
處
於
生
命
最
危
急
狀
況
的
肝
臟
移

植
手
術
裡
，
從
受
肝
者
、
捐
肝
者
及
其
家
人
中
，

見
證
到
許
多
生
命
中
不
可
承
受
的
重
，
在
這
裡
看

到
人
性
的
偉
大
和
高
潔
。
所
以
我
還
要
留
在
這
裡

，
把
我
的
經
驗
貢
獻
給
社
會
，
並
幫
助
年
輕
人
實

現
自
我
的
夢
想
。
」
他
說
。

從
大
學
時
期
就
在
屏
東
霧
台
從
事
山
地
醫
療
服

務
開
始
，
陳
肇
隆
對
醫
療
工
作
，
至
今
都
抱
持
著

高
度
熱
忱
。
他
說
：
「
也
許
是
因
為
我
從
不
覺
得

自
己
是
最
優
秀
、
最
聰
明
的
，
所
以
才
能
保
有
最

為
陳
肇
隆
的
卸
任

院
長
畫
下
昂
揚
豐

收
的
完
美
句
點
。

認
真
的
態
度
和
努
力

的
堅
持
。
我
常
跟
年

輕
醫
師
分
享
的
是
，

在
醫
療
生
涯
裡
，
只

要
設
定
一
個
目
標
，

然
後
鍥
而
不
捨
向
前

進
，
一
生
能
把
一
件

事
情
作
好
，
那
就
夠

了
。
醫
師
這
個
工
作

，
最
珍
貴
的
，
就
是

每
天
都
可
以
在
工
作

中
助
人
、
救
人
；
它

不
但
是
職
業
，
更
可

以
作
為
志
業
。
作
夢

需
要
勇
氣
和
傻
氣
；

追
夢
需
要
毅
力
和
執

行
力
，
我
願
以
這
樣

的
心
得
，
和
所
有
有

志
於
醫
療
工
作
的
後

進
共
勉
！
」

陳肇隆的辦公桌，充滿各種進行中的工作。

陳肇隆在日本的行醫事蹟，成為漫畫、小說作品。左為小說

《孤高的手術刀》、右為漫畫《光輝的手術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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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他

親

手

種

植

的

，

就

有

近

三

千

株

，

原

本

光

禿

禿

的

醫

院

，

因

此

綠

蔭

成

林

。

偶

爾

，

院

內

員

工

在

夜

晚

十

點

多

還

可

以

看

到

有

人

，

蹲

在

醫

院

一

隅

，

默

默

挖

土

種

樹

。

﹁

有

時

半

夜

看

到

有

人

在

樹

叢

間

，

走

近

一

看

，

才

發

現

是

院

長

，

﹂

行

政

專

員

王

文

志

回

憶

。

為

親

人

種

樹

 
 

延

續

思

念

陳

肇

隆

不

善

表

達

情

感

，

卻

用

一

株

株

樹

，

標

誌

他

和

家

人

的

記

憶

所

在

。

二

○
○

五

年

五

月

二

十

日

，

頭

戴

棒

球

帽

，

手

拿

小

樹

苗

的

陳

肇

隆

，

走

到

醫

院

急

診

室

前

的

車

道

分

隔

島

，

一

個

人

慢

慢

挖

著

土

，

將

樹

苗

栽

入

土

中

，

當

土

完

全

覆

蓋

樹

根

，

他

仍

不

捨

地

，

拍

了

又

拍

。

他

沒

有

告

訴

任

何

人

，

這

是

為

了

高

齡

九

十

七

歲

過

世

的

母

親

，

所

栽

植

的

紀

念

樹

。

日

復

一

日

，

當

他

的

車

緩

緩

進

入

醫

院

，

就

會

看

到

這

棵

站

在

整

排

樹

最

前

頭

、

如

今

長

得

又

高

又

挺

的

肉

桂

樹

。

沿

著

醫

院

宿

舍

圍

牆

，

排

排

站

成

一

長

列

的

小

葉

欖

仁

樹

，

則

藏

有

他

對

子

女

的

愛

。

○

六

年

，

四

十

餘

歲

才

當

爸

爸

的

他

，

要

送

一

兒

一

女

到

美

國

念

書

。

他

帶

著

孩

子

，

一

個

下

午

汗

流

浹

背

地

，

種

了

二

、

三

十

棵

，

而

今

綠

樹

都

已

成

蔭

。

每

一

個

哀

傷

、

快

樂

的

重

要

時

刻

，

都

有

一

棵

專

屬

的

樹

，

一

旁

有

個

牌

子

寫

著

：

﹁

院

長

陳

肇

隆

移

植

﹂

。

這

似

乎

也

代

表

著

，

他

從

沒

忘

記

要

為

初

衷

﹁

移

植

﹂

而

努

力

。

回

想

將

近

四

十

年

前

，

還

是

台

北

長

庚

醫

院

住

院

醫

師

的

陳

肇

隆

，

協

助

因

發

明

﹁

手

指

切

肝

法

﹂

走

上

國

際

舞

台

的

台

大

外

科

醫

師

林

天

祐

，

繪

製

英

文

醫

學

教

科

書

的

手

術

插

圖

。

視

肝

臟

移

植

為

﹁

志

業

﹂

為

了

能

精

確

描

繪

，

陳

肇

隆

下

足

苦

功

，

鑽

研

肝

臟

解

剖

學

、

肝

臟

外

科

相

關

書

籍

，

因

此

研

究

出

興

趣

。

他

依

稀

感

覺

到

，

在

可

預

見

的

未

來

，

肝

臟

移

植

將

會

是

肝

臟

外

科

領

域

最

大

的

突

破

。

從

此

視

肝

臟

移

植

為

﹁

志

業

﹂

的

他

，

在

往

後

的

日

子

，

幾

乎

是

在

漂

泊

中

度

過

。

到

加

拿

大

多

倫

多

擔

任

外

科

住

院

醫

師

、

到

美

國

匹

茲

堡

大

學

學

習

肝

臟

移

植

手

術

，

他

逐

漸

獲

得

國

際

醫

界

肯

定

，

更

多

次

到

日

本

、

菲

律

賓

、

中

國

、

新

加

坡

指

導

示

範

手

術

。

即

使

到

今

天

，

一

年

五

十

二

個

星

期

，

有

超

過

一

半

的

週

末

假

日

，

他

都

在

世

界

各

地

演

講

、

講

學

。

一

九

九

九

年

，

當

他

搬

進

充

滿

綠

意

▲身著白袍的「種樹院長」陳肇隆，
從沒忘記要為「移植」而努力

的初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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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社

區

時

，

深

深

為

就

地

紮

根

的

樹

木

著

迷

。

具

有

研

究

精

神

的

他

，

在

屋

外

的

庭

園

，

開

始

動

手

培

植

，

也

買

園

藝

樹

木

相

關

書

籍

來

看

，

了

解

不

同

樹

種

的

特

性

。

他

堅

持

栽

植

的

樹

，

要

能

遮

陰

、

樹

形

優

美

，

還

不

能

有

蟲

害

；

講

求

美

學

的

他

，

談

到

每

年

五

到

七

月

開

花

的

阿

勃

勒

，

黃

色

風

鈴

般

的

花

串

，

隨

著

風

搖

曳

時

，

他

形

容

是

﹁

具

有

震

撼

人

心

的

悸

動

和

美

感

。

﹂

陳

肇

隆

不

但

種

樹

，

也

到

處

播

灑

種

子

。

在

莫

拉

克

颱

風

過

後

，

他

幾

度

沿

著

荖

濃

溪

上

山

到

寶

來

溫

泉

，

發

現

因

為

落

石

崩

塌

，

山

坡

地

赤

裸

外

露

，

他

邊

開

車

，

邊

沿

路

灑

著

種

子

。

﹁

小

葉

欖

仁

的

種

子

生

命

力

很

強

，

只

要

下

雨

天

去

灑

，

就

會

長

出

來

。

﹂

回

到

醫

學

領

域

，

他

也

不

斷

在

做

育

種

和

灑

種

的

工

作

。

六

月

的

這

一

天

，

悠

揚

的

驪

歌

聲

揚

起

，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的

畢

業

典

禮

上

，

陳

肇

隆

穿

著

紅

色

博

士

服

，

從

校

長

龔

瑞

璋

手

中

，

接

過

榮

譽

博

士

學

位

，

台

下

觀

禮

的

醫

師

，

來

自

菲

律

賓

、

瓜

地

馬

拉

等

地

。

多

年

來

，

他

不

僅

培

育

出

自

己

的

醫

療

團

隊

，

也

幫

忙

新

加

坡

、

中

國

、

菲

律

賓

和

友

邦

瓜

地

馬

拉

訓

練

肝

臟

移

植

醫

師

，

在

高

雄

長

庚

受

訓

過

的

外

籍

醫

師

，

已

經

累

計

一

一

七

位

。

培

養

出

的

醫

師

就

像

種

子

在

他

手

下

培

訓

出

的

國

內

外

醫

師

，

都

變

成

種

子

。

﹁

我

一

個

一

個

影

響

，

積

極

培

育

，

就

是

要

把

肝

臟

移

植

技

術

傳

承

下

去

，

﹂

六

十

三

歲

的

陳

肇

隆

充

分

感

受

到

時

間

的

壓

力

。

﹁

一

個

外

科

醫

生

能

救

的

人

有

限

，

花

了

十

幾

個

鐘

頭

，

也

不

過

救

一

個

病

人

；

如

果

教

十

個

、

一

百

個

醫

生

，

把

種

子

散

播

出

去

，

就

可

以

同

時

救

很

多

人

，

﹂

他

說

。

龔

瑞

璋

五

年

前

因

為

肝

硬

化

，

接

受

陳

肇

隆

移

植

手

術

，

他

常

常

利

用

空

暇

時

，

踱

步

到

醫

院

南

側

的

永

慶

紀

念

公

園

，

探

望

他

一

手

栽

植

的

肉

桂

樹

。

在

他

眼

中

，

陳

肇

隆

總

是

在

專

業

領

域

求

新

、

求

變

、

求

突

破

，

即

使

遇

到

困

難

，

也

會

千

方

百

計

克

服

，

﹁

不

會

遇

到

阻

礙

就

停

止

，

﹂

他

觀

察

。

不

論

是

醫

療

或

是

種

樹

，

陳

肇

隆

追

求

的

，

是

最

完

美

的

表

現

。

當

了

一

輩

子

外

科

醫

師

，

陳

肇

隆

最

常

跟

年

輕

人

說

，

外

科

雖

然

比

較

辛

苦

，

工

作

時

間

長

、

壓

力

大

，

但

當

你

看

到

瀕

臨

死

亡

的

生

命

，

在

你

的

努

力

下

，

不

但

能

恢

復

健

康

，

還

可

以

回

去

工

作

崗

位

，

繼

續

貢

獻

社

會

。

﹁

從

救

人

活

命

的

使

命

感

，

你

會

得

到

最

大

快

樂

和

滿

足

，

﹂

陳

肇

隆

在

今

年

三

月

，

回

到

母

校

高

雄

中

學

，

面

對

一

千

多

位

青

春

正

盛

的

小

學

弟

，

他

將

一

生

的

努

力

，

濃

縮

成

二

三

九

張

投

影

片

。

影

片

中

，

今

日

的

醫

院

，

跟

他

的

家

一

樣

，

綠

意

盎

然

，

﹁

只

要

設

定

目

標

、

聚

焦

，

然

後

鍥

而

不

捨

，

能

把

一

個

目

標

做

好

，

那

就

夠

了

，

﹂

他

做

出

最

後

的

結

論

。

 
 
 
 
 
 
 
 
 
 
 
 
 
 
 
 
 
 
 
 
 
 
 
 

■

 

我一個一個影響，積極培育，

就是要把肝臟移植技術傳承下去。

─

陳肇隆

幸福粉絲留言

六年前，我們的孩子小祥祥誕生了，他讓我們體會

「幸福」是需要先從父母開始先做起。我們相信，

只要肯努力，幸福一定來敲門！

Phil Ch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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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高雄長庚醫院院長、國際知名肝臟移植專家陳肇隆，

除了藉著移植技術延續人的生命外，

也移植樹木，為醫院帶來綠意生機。

肝臟移植權威  陳肇隆

幸福，來自延續生命

高雄長庚醫院院長、國際知名肝臟移植專家陳肇隆，

除了藉著移植技術延續人的生命外，

也移植樹木，為醫院帶來綠意生機。

文／林倖妃  攝影／王竹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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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長庚醫院院長陳肇隆手上的
每株樹，都經由他的雙手培植。

他

的

家

，

有

個

祕

密

花

園

。

說

是

花

園

，

其

實

更

像

苗

圃

。

站

在

盆

裡

的

肉

桂

，

怯

生

生

地

緊

緊

挨

著

；

架

上

掛

的

，

是

等

待

冒

芽

的

蘭

花

。

當

灑

水

器

啟

動

時

，

蒸

發

熱

氣

，

所

有

的

生

命

，

頓

時

舒

展

開

來

。

他

幾

乎

閉

著

眼

睛

，

都

可

以

像

總

司

令

般

，

點

出

班

兵

的

名

字

。

這

是

小

葉

欖

仁

、

肉

桂

長

到

這

麼

高

，

要

六

年

。

他

手

裡

握

著

李

子

大

小

的

種

子

，

介

紹

﹁

這

是

荳

蔻

。

﹂

高

雄

長

庚

醫

院

院

長

陳

肇

隆

，

和

太

太

本

多

美

惠

共

同

設

計

、

建

造

的

家

，

就

這

樣

緊

緊

地

被

一

片

綠

包

圍

。

從

荒

地

到

樹

海

，

每

一

株

都

摻

有

他

的

汗

水

，

將

種

子

埋

在

花

盆

中

，

一

點

一

滴

澆

灌

長

大

。

而

佔

地

兩

百

坪

的

苗

圃

，

更

是

疏

疏

落

落

地

，

栽

種

了

上

萬

株

樹

苗

，

每

隔

一

段

時

間

，

一

批

批

三

、

五

百

株

，

被

送

到

高

雄

、

林

口

、

台

北

長

庚

醫

院

，

以

及

任

何

需

要

綠

色

的

地

方

。

他

的

手

，

是

名

符

其

實

的

綠

手

指

。

﹁

朋

友

最

愛

送

我

樹

，

因

為

我

會

把

一

棵

樹

，

種

出

千

百

棵

，

﹂

笑

出

兩

個

小

梨

窩

的

陳

肇

隆

，

用

雙

手

比

劃

著

。

這

雙

種

樹

的

手

，

也

是

一

雙

救

命

的

手

。

完

成

亞

洲

首

例

肝

移

植

手

術

同

時

是

國

際

知

名

肝

臟

移

植

醫

學

專

家

的

陳

肇

隆

，

二

十

六

年

前

，

當

時

台

灣

對

腦

死

還

未

完

成

立

法

，

他

冒

著

被

起

訴

坐

牢

的

危

險

，

從

車

禍

腦

死

的

傷

患

身

上

取

下

肝

臟

，

救

活

一

名

年

僅

二

十

餘

歲

的

女

性

，

也

完

成

亞

洲

首

例

肝

臟

移

植

手

術

。

到

今

年

三

月

底

為

止

，

算

算

在

他

手

上

完

成

的

肝

臟

移

植

手

術

，

已

達

到

九

五

八

例

；

手

術

後

存

活

五

年

的

比

例

，

超

過

九

一

％

，

比

美

國

的

七

七

％

、

歐

洲

的

七

八

％

還

要

高

。

他

不

但

寫

下

世

界

紀

錄

，

也

讓

高

雄

長

庚

醫

院

，

名

列

全

球

五

大

肝

臟

移

植

中

心

之

一

。

日

本

漫

畫

家

取

材

他

的

故

事

，

畫

成

︽

手

術

刀

的

光

輝

︾

；

醫

師

小

說

家

大

鐘

稔

彥

更

寫

成

小

說

︽

孤

高

的

手

術

刀

︾

，

狂

賣

一

百

萬

冊

，

並

拍

成

同

名

電

影

。

從

移

植

肝

臟

到

移

植

樹

木

，

﹁

同

樣

是

生

命

的

延

續

，

﹂

陳

肇

隆

解

釋

。

但

這

其

實

更

像

家

的

延

續

，

從

小

我

到

大

我

；

從

小

愛

到

更

多

的

愛

。

走

入

十

一

樓

的

院

長

辦

公

室

，

牆

上

掛

著

星

雲

大

師

蒼

勁

有

力

的

書

法

﹁

換

肝

之

父

﹂

。

抬

起

頭

，

從

擦

得

光

亮

的

窗

戶

望

出

去

，

在

陽

光

下

，

成

群

隨

風

搖

曳

的

樹

木

，

每

株

都

有

他

的

痕

跡

。

圍

繞

院

區

周

邊

的

六

千

株

樹

，

多

數

從

﹁

祕

密

花

園

﹂

培

育

移

植

而

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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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6

月

27

日

光

他

親

手

種

植

的

，

就

有

近

三

千

株

，

原

本

光

禿

禿

的

醫

院

，

因

此

綠

蔭

成

林

。

偶

爾

，

院

內

員

工

在

夜

晚

十

點

多

還

可

以

看

到

有

人

，

蹲

在

醫

院

一

隅

，

默

默

挖

土

種

樹

。

﹁

有

時

半

夜

看

到

有

人

在

樹

叢

間

，

走

近

一

看

，

才

發

現

是

院

長

，

﹂

行

政

專

員

王

文

志

回

憶

。

為

親

人

種

樹

 
 

延

續

思

念

陳

肇

隆

不

善

表

達

情

感

，

卻

用

一

株

株

樹

，

標

誌

他

和

家

人

的

記

憶

所

在

。

二

○
○

五

年

五

月

二

十

日

，

頭

戴

棒

球

帽

，

手

拿

小

樹

苗

的

陳

肇

隆

，

走

到

醫

院

急

診

室

前

的

車

道

分

隔

島

，

一

個

人

慢

慢

挖

著

土

，

將

樹

苗

栽

入

土

中

，

當

土

完

全

覆

蓋

樹

根

，

他

仍

不

捨

地

，

拍

了

又

拍

。

他

沒

有

告

訴

任

何

人

，

這

是

為

了

高

齡

九

十

七

歲

過

世

的

母

親

，

所

栽

植

的

紀

念

樹

。

日

復

一

日

，

當

他

的

車

緩

緩

進

入

醫

院

，

就

會

看

到

這

棵

站

在

整

排

樹

最

前

頭

、

如

今

長

得

又

高

又

挺

的

肉

桂

樹

。

沿

著

醫

院

宿

舍

圍

牆

，

排

排

站

成

一

長

列

的

小

葉

欖

仁

樹

，

則

藏

有

他

對

子

女

的

愛

。

○

六

年

，

四

十

餘

歲

才

當

爸

爸

的

他

，

要

送

一

兒

一

女

到

美

國

念

書

。

他

帶

著

孩

子

，

一

個

下

午

汗

流

浹

背

地

，

種

了

二

、

三

十

棵

，

而

今

綠

樹

都

已

成

蔭

。

每

一

個

哀

傷

、

快

樂

的

重

要

時

刻

，

都

有

一

棵

專

屬

的

樹

，

一

旁

有

個

牌

子

寫

著

：

﹁

院

長

陳

肇

隆

移

植

﹂

。

這

似

乎

也

代

表

著

，

他

從

沒

忘

記

要

為

初

衷

﹁

移

植

﹂

而

努

力

。

回

想

將

近

四

十

年

前

，

還

是

台

北

長

庚

醫

院

住

院

醫

師

的

陳

肇

隆

，

協

助

因

發

明

﹁

手

指

切

肝

法

﹂

走

上

國

際

舞

台

的

台

大

外

科

醫

師

林

天

祐

，

繪

製

英

文

醫

學

教

科

書

的

手

術

插

圖

。

視

肝

臟

移

植

為

﹁

志

業

﹂

為

了

能

精

確

描

繪

，

陳

肇

隆

下

足

苦

功

，

鑽

研

肝

臟

解

剖

學

、

肝

臟

外

科

相

關

書

籍

，

因

此

研

究

出

興

趣

。

他

依

稀

感

覺

到

，

在

可

預

見

的

未

來

，

肝

臟

移

植

將

會

是

肝

臟

外

科

領

域

最

大

的

突

破

。

從

此

視

肝

臟

移

植

為

﹁

志

業

﹂

的

他

，

在

往

後

的

日

子

，

幾

乎

是

在

漂

泊

中

度

過

。

到

加

拿

大

多

倫

多

擔

任

外

科

住

院

醫

師

、

到

美

國

匹

茲

堡

大

學

學

習

肝

臟

移

植

手

術

，

他

逐

漸

獲

得

國

際

醫

界

肯

定

，

更

多

次

到

日

本

、

菲

律

賓

、

中

國

、

新

加

坡

指

導

示

範

手

術

。

即

使

到

今

天

，

一

年

五

十

二

個

星

期

，

有

超

過

一

半

的

週

末

假

日

，

他

都

在

世

界

各

地

演

講

、

講

學

。

一

九

九

九

年

，

當

他

搬

進

充

滿

綠

意

▲身著白袍的「種樹院長」陳肇隆，
從沒忘記要為「移植」而努力

的初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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