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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大醫學院附設醫院的第四任院長（1953.11-1964.8）為高天成教授（1904-

1964）。

高天成先生，臺南市人。1904年12月12日生。高天成的祖父高長，在英國的長老

教會派馬雅各來臺行醫傳教時，擔任助手，後來不僅領洗信教，還成為第一位臺灣人

傳教士，為長老教會開拓版圖。

高長有5個兒子，長子高金聲是牧師，即高天成的父親。高金聲的6個兒子除五子

早歿外，大兒子高天成和其餘4個兒子都是醫生。

高天成先生12歲時負笈日本同志社中學就讀，後升入名古屋第八高等中學，1928

文．圖／張天鈞

臺大醫院第一會議室的院長肖像畫(三)

高天成院長

臺大醫院院長交接，由魏火曜院長移交予高天成院長（右），1953年11月1日。（提供／臺大醫院，請勿翻拍或
轉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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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自東京大學醫學部畢業。結婚後曾在臺南鹽水短暫行醫，因此得以接觸到濱海地區居民最常發生

的疾病「烏腳病」而開始關心此項病例。不久他再去東大母校研究，1938年獲得東京帝大的細菌學

博士。

他曾在南京的同仁會醫院任職，光復後返臺主持臺大醫院外科，1953年起擔任臺大醫院院長，

是落實外科「本土化」的醫學先驅者。臺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1922年得京都帝大醫學博士，

曾任臺大醫院院長，臺大醫學院院長，高雄醫學院院長）讚譽他為「臺灣外科醫學之父」，而年歲

長他好幾十歲的杜聰明，其實和高天成是有姻親關係的。他們兩人都是霧峰林家的女婿，高是「頂

厝」林獻堂的女婿，杜是「下厝」林仲衡的女婿（頂、下之分，係依所居的祖厝地勢高低作分別，

「下厝」為長房，「頂厝」為二房）。而林獻堂是林仲衡的堂叔，在「論輩不論歲」的習俗上，高

天成先生是杜聰明先生的姨丈。

高天成先生的叔叔們非神職人員即醫師，堂弟們也是如此，堂妹們則多往音樂方面發展。如曾

經短暫在同中就讀的高俊傑醫師，著名的高俊明牧師，還有音樂界的名家高錦花、高慈美、高雅美

等人。

臺大醫院在光復後期初，護士的地位低。高博士當院長，醫術提高，也積極挽留人才，並提高

待遇和地位，改善設備，爭取外援來建設。他是有才能，又有高尚精神的人。

記者遇到特別的病例，三更半夜，或是一大早跟他採訪，他都欣然接待，甚至病人的情形，他

不用再看診斷記錄，就能向記者說明，讓新聞界的人十分欽佩。

1964年，高天成死於肺心症，享年61歲。據臺灣新聞界耆碩葉榮鐘（日本中央大學畢）在《臺

灣人物群像》一書中所述：「高天成為人謙抑隨和，生前在臺大醫院受到全體員工上下一致的愛戴

⋯」。

過世以前遺言交代，願意捐獻遺骸做解剖研究，過世時，其遺族果然欣然答應將他的內臟保存

作為研究標本。

畫家李梅樹（1902-1983）
李梅樹，1902年出生，臺北三峽鎮人。從小就喜歡美術和音樂，年少時適逢鎮上重修祖師廟，

他被修廟畫師熟練的技巧所吸引，加上喜歡閱讀三國、水滸等通俗小說，並隨興勾畫故事中的人

物，因而嚮往成為一位畫家。

李梅樹讀了兩年農產實業科與國語學校師範部，後任教於瑞芳公學校，利用課餘時間和來自日

本的美術老師──石川欽一郎習畫，當得知黃土水的雕刻入選「帝展」，更加強李梅樹學畫的決

心。1928年赴日習畫，考入東京美術學校，受教於藤島武二等名師門下。學成返國，除了從事繪畫

工作，1934年也與楊三郎等人創組「台陽美術協會」。光復後歷任三峽農會理事、臺北縣議員等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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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1964年任教於文化大學美術系與國立藝專美術系，直至退休。

在李梅樹的繪畫生涯中，雖然抽出部分時間從事政治、經濟的工作，但他終生堅

持自己的目標，不論外界的反應為何，始終畫自己的畫。重建清水祖師廟時也是盡心

盡力，舉凡這座廟的設計、考證到監工、用料都親自規劃，耗盡心思、不計個人的奉

獻。這是李梅樹將生活和藝術的美結合，繁榮地方，並引領民眾去親身體驗的一件社

會功德。

畫家李梅樹於1965畫高天成院長
李梅樹的作品風格依時間分早、中、晚期：
早期（1924-1948）是他在日治時期的創作，此時期被稱為「外光派時期」（日本

李梅樹畫高天成院長，196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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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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印象派翻譯成外光派），作品以自然客觀的寫實手法，描繪臺灣風土民情，代表作有＜切蕃薯之

女＞、＜編物＞、＜小憩之女＞等。

中期為二次世界大戰後至1977年生病住院前的創作，稱為「臺灣本土時期」，不再師法西方畫

作，回到最真實的視覺經驗，主題多為臺灣民間人物，除此之外，此時期畫作也從人物群像，轉變

成傳記式的肖像作品。代表作有＜露臺＞、＜春風＞等。

後期即為出院後到過世前的創作，稱為「回歸自然時期」，不再刻意經營構圖與主題，常以大

自然風景入畫，強調光與彩的調和，代表作有＜太魯閣(三)＞、＜清溪浣衣＞等畫。

以時間來畫分，李梅樹先生畫高天成院長是在1965年，相當於李梅樹作品風格中的「臺灣本土

時期」，寫實而細膩。

1978年，李梅樹先生因過度勞累，在家人勸說下前往日本日光地區休養，在那裡畫下了許多以

楓林為主題的畫作。但5年後（1983）的2月6日，因慢性阻塞性肺炎在臺大醫院逝世，最後安葬於

三峽。

總結
李梅樹的畫風細膩，雖然其風格轉變大致分為3階段，但其中一致可見的是他的努力與真情。

不論其對人物或風景的描述，均全然投入。這也是他留給人們深刻懷想的藝術家生命的本質呈現。

不過也因此有許多作品看起來如同照片般而引發爭議。畫高天成院長這幅圖，就是院長肖像畫中相

當投入的一幅，至於其藝術價值，則見仁見智。 （感謝醫學院教學室林依伶小姐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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