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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碰到光漢兄，是在我剛來

台中服務不久，算起來約莫也

有十五個年頭了。當時我應邀去台中榮

總胸腔科演講，題目「肺炎」。在胸腔

科演講肺炎，尤其在頗負盛名的台中榮

總胸腔科，那無異是班門弄斧。當時的

光漢兄是台中榮總胸腔科的年輕主治

醫師，他並沒有像其他人一樣在我演講

後提出尖銳問題，只是用他的傻笑招

牌，自始至終默默地聽我吹噓著肺炎的

前因後果。當然，在我一小時的演講後

就沒有留下印象的也是光漢兄，其他與

我舌戰過的人通通記住了，日後也都成

為好朋友。

匆匆一別，沒有留下太多印象，接著

就是 SARS 來襲。當時國家以任務編組

的方式成立了疫情指揮中心，全國各地

方也以區域聯防的方式成立了疫情指

揮中心。由於我擔任的是中區執行長位

置，與中區疾管局的互動很密切，偶而

由這些領導的口中得知沈光漢醫師是

主攻結核病的，而且與其他結核病的專

家不同，光漢兄偏防治方向，這正是國

家需要的人才。光漢兄也常用電話和

CDC 的結核病領導們互相交換意見，在

領導們心目中，他是個很有見解且很執

著的臨床大夫，意見常被中央採納。

一陣忙亂之後就捱到了 SARS 落幕，

國家為了防範未然，在後 SARS 時期建

構了常設性的傳染病防治醫療網以為

因應，任務為總理區域內的傳染病相關

事宜。初期只設了指揮官，後因應業務

需求又添設了副指揮官。中部地區第一

任的副指揮官起初是因為酬庸，領導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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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塞了一位不稱職的副職來充數。但業

務量實在太重，副指揮官除了要全力輔

佐指揮官執行任務，還必須能與指揮官

有互補的功能。就在此時，我腦海裡閃

進的只有一個人選：沈光漢！

光漢兄的正直令我敬佩，廉潔與專

業更是身為公職絕不可或缺的特質。更

重要的是光漢兄的專業為結核病，防治

方法與手段均有異於急性傳染病。

光漢兄也因特有的人格特質與互補

的專業，在很年輕的年紀就榮膺副指揮

官的職稱，襄理中部地區傳染病防治的

相關事宜。這樣的選擇不論在全國或是

中部地區，均是一項亮麗創舉。

光漢兄果然不負重望，將中部地區

的結核病防治業務做得有聲有色，甚至

很多創新理念，都被中央接受成為政

策。例如潛伏性結核的治療、潛伏性結

核的診斷、非結核分枝桿菌的診治、疑

難病例的診治…，或多或少有光漢兄的

影響在。所以光漢兄肯定是國家結核病

防治重臣，更是我的最佳幫手。

太過於投入工作，通常不是累壞了

身體，就是忽略了健康。光漢兄的投入

常令我捏了把冷汗，光是消化性潰瘍吐

血就有好幾次，而且都在超時門診之

後。責任心的驅使讓光漢兄無法休息，

誰的話都聽不進去，但更糟的並非這

些，他連例行該有的體檢都忽略。直到

有一天在大夥開完中區與中央的視訊

會議後，光漢兄跑來向我要署長的電

話，我沒問原因就給了，因為我沒察覺

到任何異常，幾天後才由中區領導口中

得知光漢兄因病請辭，幾番打聽才知罹

患鼻咽癌，當時的感覺只有「婉惜」二

字可以形容，我失掉了一個好幫手啊！

撇開這些私人的想法，光漢兄因為

生病，他的心靈更加平靜，他的位階也

更接近佛祖，這何嘗不是對其一生的肯

定。看著光漢兄煥發著平靜的光芒，再

度讓我生起尊敬，如此無畏而平靜的心

靈，一定是佛祖的召喚與接引，西方極

樂肯定安住。但願吾友不再辛苦，換由

吾等永世供養，以盡綿薄。親愛的光

漢，一路好走。

編後語：此文是中國醫藥大學附醫

前感染科主任，也是 SARS 後任疾病

管制局感染症醫療網中區指揮官的王

任賢醫師所撰。沈光漢醫師一直擔任

副指揮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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