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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邀稿的那一刻起，腦中便

不時浮現沈醫師溫暖又謙和的

音容笑貌，而畫面也總停在這裏就自

動結束了，我始終沒能提筆振書；我

想是還沒準備好去接受這麼一位好醫

師、好伙伴已經離我們而去的事實吧！

我和沈醫師結緣於民國 91 年結核病

防治業務納入疾病管制局時，他當時

是中部結核病防治的臨床專家，也是

結核病學術研究的重要一員，而我時

任疾病管制局第三分局科長；後來我

擔任分局長時，沈醫師也擔任中區傳

染病醫療網的副指揮官，算一算，我

們一起工作超過十個年頭。這十年，

有許多的回憶，透過對這些往事的記

敘，我希望能讓懷念沈醫師的所有朋

友，特別是他的家人，能得到安慰，

因為他是一個了不起的人！

對於沈醫師在結核病防治上的貢獻，

我可以舉幾個實際和他合作的例子。

一直以來，台灣地區肺結核病患以６５

歲以上老人為主，對他們的治療方法

是否可以更積極的採用「接觸者預防

性投藥」來預防發病？這在十幾年前，

是結核病專家們爭議的話題，主要爭

論點在於藥物副作用可能損及肝功能，

此點對老年人更甚，不僅可能危及性

命，更容易引發醫療糾紛，是故多數

的胸腔科醫師對６５歲以上老年人之

預防性投藥，往往採取保守的態度。

但沈醫師不一樣，有一次他對我說：

不忍心看到仁愛之家的老人一個個由

接觸者轉為發病，卻沒有積極預防性

治療。他認為藥物雖可能引發肝炎，

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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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可以透過積極的臨床監測，可以及早

發現及早治療（或停藥）來解決，只要

願意多費點工夫，６５歲以上的接觸者

不一定只能眼睜睜的等著發病。因此，

他提出研究計畫，對於中部地區的仁愛

之家、養護中心的老人，進行接觸者預

防性投藥，其間他帶領研究團隊，嚴密

對用藥的老人進行肝功能評估，最後證

實藥物副作用的比例相當低，而預防發

病的成效遠超過其副作用，這些研究成

果對於後來開放６５歲以上接觸者預

防性投藥的政策，應有發聾振聵的效

應。

除了上述案例，沈醫師對於其他族

群的結核病防治也不餘遺力，他積極引

進國際上成功的檢驗技術及治療經驗，

幫 助１２歲以下兒童及多重抗藥性病

患的接觸者預防性投藥，累積許多的實

務經驗及著作發表，的的確確是功在防

疫，是人間菩薩。

還記得有一次參加高雄的防疫活動

結束後，我們一起搭高鐵回台中，雖然

是多年工作伙伴，但平日沒有機會聊工

作以外的事情，那天車上的兩個小時旅

程，沈醫師談到家庭和孩子，我依稀記

得他臉上驕傲的光芒，掩蓋了疲憊的神

態，當下我可以肯定：沈醫師不僅是好

醫師，也是好丈夫、好爸爸。

又有一次同行時，我好奇地問沈醫

師：每日那麼多求診病人，要做研究、

投稿、指導學生，還要擔任傳染病醫療

網副指揮官兼結核病防治諮詢委員，要

怎麼平衡自己的健康和生活？沒想到

他的回答是：「每日打坐，用功修行」，

還分享了他與上師的小故事，我才知道

原來沈醫師平日茹素，不單是為了健

康，也是一種慈悲。

人們總是說生命無常，不曉得是明

天先到，還是無常先到。我在民國

１０１年２月發現癌症，當時我沒有一

點恐懼，治療後康復的不錯，便在三個

月後回到工作崗位。四個月後又發現縱

膈腔淋巴結腫大，這一次「轉移」的陰

影籠罩著我，幾番輾轉就醫都令我很不

安，幾經思量，一直不好意思麻煩熟人

的我，去找了沈醫師，他仔細的檢查，

不厭其煩的解釋後續可能的處理，讓我

的恐懼感一下子就消散了，這時我才體

會到醫病關係的重要性，「良醫」的美

名對沈醫師而言是「實至名歸」的。

走筆至此，真有無限感慨！當時治

療我的人，卻在半年後也罹癌，一年後

離開人世，示現了「生命無常」的課題。 

無疑的，沈醫師是一位「仁醫」，他不

止醫治別人的生命，也沒有忘記追尋自

己生命的意義，從這一點來看，我深信

他在另一個和他上師相會的世界中，坐

在蓮華寶座上繼續著他的修行，我該收

起淚水，微笑祝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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