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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大醫學院附設醫院的第九任院長（1992年8月-1998年7月）為戴東原教授。

戴東原教授於1939年出生於臺灣屏東縣，剛好遇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戰後臺

灣物資最艱困的環境下成長，因而養成吃苦耐勞的本事。1958年自師大附中被保送入

臺大醫科。學生時代志向明確而單純，認為習醫「能幫助很多人，交很多朋友，此外

好好做，在物質上可以溫飽」，1970年升任臺大醫院主治醫師，之後赴美國密西根大

學專攻內分泌新陳代謝。雖身為糖尿病專家，卻歷任省立桃園醫院副院長、成大醫院

院長等職，一邊從事行政工作，一邊研究和看診。

顯赫的家世
其父戴炎輝、兄戴東雄均為臺灣著名民法學者，而且都擔任過中華民國司法院大

法官，父親戴炎輝還是中華民國司法院院長，可謂家世顯赫。但他並未因此志得意

滿，反而更勤奮工作，在醫界的表現，可圈可點。

接掌臺大醫院院長
1992年8月，他從林國信院長手中接下棒子，上任時適逢臺大醫院遷至東址新大樓

的第二年，他帶領臺大同仁重整裝備，全新出發。坐鎮臺大醫院6年期間，在教學、研

究和醫療服務各方面多有建樹，獲得教研預算是關鍵，「作為一所大學醫學院附設醫

院，臺大（醫院）兼負著教學研究的重任，國家卻未編列預算，實屬不公，所以上任

後第一件事便是向教育部力爭預算，有了較充裕的經費加強研究與教學革新，迄今醫

院結構已有顯著改觀」。

由於臨床教師有限，主治醫師全力支援醫學院小班教學，並遠赴國外教學醫院觀

摩技巧，讓醫師在教學研究和臨床服務的時間各半；在研究方面，科技專題研究計畫

量增30倍，而臨床醫學部獨立，第二和第三共同研究室之增設，以及臨床與基礎醫學

擴大合作研究等，也都在因應新興大規模醫學院的競爭態勢。此外，醫療服務在質與

文．圖／張天鈞

臺大醫院第一會議室的院長肖像畫(六)

戴東原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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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俱有改進，尤其是通過全民健保實

施的考驗。而為營造良好的醫病互動

關係，有社會工作室協助貧困病友住

院和安養等問題，並為醫病之間溝通

橋樑。

全民健康保險，一般簡稱為「全

民健保」或「健保」，是一種強制性

保險的福利政策。1995年3月1日開始

實施全民健康保險，以提供醫療保健

服務。1992年8月戴教授接任院長，全

民健康保險剛開始實施。雖然全民健

康保險被醫界認為有很多缺失，但在

戴院長主政時代，民調顯示受到70%

民眾肯定。

戴院長當時強調，在國家醫療體

系重大變革之際，臺大醫院應積極參與，協助國家健全體制，對於「保險人多元化」等新方案積極主動

爭取。奠基於過去的長期經營，和40多所醫療院所建立交流合作關係，例如當時剛成立的恩主公醫院和

金山醫院。

而家醫科在多年前即協助金山鄉衛生所成立群體醫療中心，後來地方咸認需要更完整的醫療院所，

遂於現址籌建醫院，造福偏遠地區民眾，也可作為社區醫療教學中心，地近核一、核二廠，亦就近從事

環境影響研究，一舉多得。三峽恩主公醫院開院之初，更一舉網羅了50多位臺大醫護人員，包括擔任該

院正副院長的陳榮基醫師及其夫人。「醫院是一所教育訓練機構，除了醫學院教學之外，我們有完整的

住院醫師訓練，一年招收一百多位，訓練4至6年後，只有20多人留在臺大，大部分都進入社會服務。」

戴院長說，臺大樂於擔任培育優秀人才的種籽醫院角色，服務地方。

臺灣地區醫療資源分配不均，常有地方向臺大求援，然戴院長表示，受限於空間距離及教學負擔，

當時只能以北部為重點，量力而為。與基隆、臺北、桃園和新竹等省立醫院一直有密切往來。後來人力

較為充裕，所以臺大醫院在臺灣許多地區成立分院，對提升當地的醫療水準，甚有助益。

謝孝德畫戴東原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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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院長經營臺大醫院的人格特質
與戴院長一起工作，是勝任愉快的。因為他的管理就是「知人善任」。例如在他

院長任內，臺大醫院要發行紀念一百年特刊。我們將之定位於以懷舊照片編成《臺大

醫院──世紀印象》一書，由本人負責。戴院長完全尊重編輯小組的意見而得以成功

完成任務。後來國家圖書館來要了很多本書。

「醫院管理是非常複雜的工作，非獨力所能完成，有賴各行各業協助，多聽取同

仁意見，釐清事情的輕重緩急，再委由5位副院長和各委員會分層負責，逐步推展」；

工作之外，要多關心同仁的福利與休閒等，凝聚他們對院方的向心力，「一個團體

要靠全體向心力，一人唱獨角戲是不會有成就的；要眾志成城，為大團體榮譽而努

力」。

由於戴院長的公共關係做得很好，我常跟他開玩笑說，你去立法院不是去接受質

詢，是去睡覺的。

臺大醫院過去有「一流人才，二流設備，三流管理」褒貶參半的評價，在戴院長

的領導下，人才維持一流，設備也是一流，管理則端賴公衛學院醫療機構研究所師生

的研究，提供具體改進芻議。「我們的待遇不如人，但好在有好的研究環境，又能

『得天下英才而教之』，能實踐理想，有成就感，所以留得住人才，往後更要持續投

資，營造好的教學研究環境，保持高昂的工作士氣」。醫界雖不比半導體為國家賺取

大筆外匯，然對國民整體健康促進、平均壽命延長等實則功不可沒。

戴院長的肖像畫
1998年7月底，戴院長卸任，依慣例要畫一張肖像畫掛在第一會議室。他請我推薦

一位畫家。我跟他說，我大學時的學生社團美術指導老師，也就是當時的師大美術系

教授謝孝德，畫得很好。

畫家謝孝德
謝孝德（1940年-），是我大學一年級時臺大美術社的指導老師。那時候是1968

年，也是他剛開始參加全省美展的時候。他在1967年，以《侍候》得油畫第一名。

1968，再以《竭》的油畫得第一名。

當時他喜歡以畫刀的手法，製造層次，帶點悲傷的氣息。為了使作品更漂亮，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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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天鈞小檔案

臺大醫學院醫學系內科名譽教授，曾任臺大醫學院內科特聘教授。臺大醫學系畢

業，臺大醫學院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專長甲狀腺及內分泌學疾病之診治，主要

成果有：甲狀腺疾病之細針吸引細胞學診斷及其與預後之關係，甲狀腺眼病變致

病機轉及治療，甲狀腺機能亢進症（葛瑞夫茲氏病）遺傳基因研究，輻射鋼筋污

染之建築其對甲狀腺之影響，甲狀腺未分化癌再分化方法之研究等。曾任中華民

國內分泌學會理事長、臺灣臨床細胞學會理事長。

上還會帶我進入收競賽作品的省立博物館為圖上亮光漆。至今我對1968年的得獎作品《歇》的印象仍十

分深刻。

至於他寫實的功力，從臨摹安格爾的《土耳其浴女》就可以看出來。而院長肖像畫用的是畫筆和寫

實的手法。當然畫風也與他參加省展時大不同。

在戴院長肖像畫的作品完成送至醫院驗收時，我指出有一個地方顏色跳出來，必須稍修 一下。其實

這也是當年他教我的技巧。

謝孝德教授1983年先後被列入英、美世界名人錄中。作品收藏於國立歷史博物館、臺北市立美術

館、國立臺灣美術館、高雄市立美術館。他的作品表現的方式注重生活體驗及思想層次，不膚淺落俗，

極具時代性。

結語
肖像畫的成功與否，不只要做到寫實，更與是否能表現出被畫者的內心深處及性格，有密切的關

係。我想戴院長的肖像畫已達到這個目標，怪不得戴院長十分滿意，也頻頻感謝我的介紹。（致謝：感

謝臺大醫院教學組林依玲小姐的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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