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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那個年代，醫師讀研究所可說是少之又少，我於民國 65 年碩士班畢業後，

台大指導教授柯源卿教授一直鼓勵我，繼續攻讀博士學位，因此，碩士畢業三四年

的我又投入醫學研究的範疇。為什麼不走臨床？雖然四周都有這樣的疑問，可是我

自己心中有一股信念，認為學術研究對未來似乎較有潛力與發展，因此，就毅然決

然走下去。 

 

本來經柯教授的介紹與引薦，擬前往日本公眾衛生院進修，但須至日本交流協

會申請獎學金，可是陰錯陽差，當我提出申請時已超過截止時間，只好作罷。過些

日子，在偶然的機會中遇見張博雅教授，他說高醫現正開設博士班，並熱心的推薦

我去試試。在考慮經濟、家庭…等種種因素後，決定報考高醫，沒想到當年就錄取

了。於是我至省政府申請在職進修，這樣工作、學業、家庭皆可兼顧，而我，便成

了高醫醫學研究所博士班第一屆學生，第一屆僅錄取四位，我當時的博士論文：「社

區高血壓的控制」，與我在衛生處的工作的背景很相近，屬於比較應用性的，不是非

常基礎醫學，等於是社區，本土的研究。 

 

當時台灣醫學研究所有醫學博士的博士班非常少，大概只有台大有臨床醫學研

究所的博士班，但是限定非常嚴格，規定需於醫學中心當過主治醫師許多年才能報

考。而高醫醫學博士班，因謝獻臣校長是研究出身的學者，視野比較開闊，他認為

不一定要臨床醫師才能攻讀，你是基礎的醫師，甚至是基礎的學者都可以進修。 

 

當時謝校長親自兼研究所所長，幾乎每個月都與我們聚餐一次，並關心及詢問

我們各方面的問題，譬如說修課的問題、教課老師的問題、學習的困難等。我記得

曾向他提及文獻短缺問題，他不僅承諾編列預算，還購買許多圖書與期刊，幾乎是

所有私立醫學院中醫學期刊最多的，起先大概只有三百種，後來擴大到一千種醫學

期刊。我還曾向謝校長提出，註冊費大部分又回來作我們的研究經費，學校會不會

賠錢？他很快回答我說，教育是無價的，不能用金錢或價錢來衡量，當時在我心裡

烙下深深的印象，至今我仍時常提醒，認為這是高醫辦學的精神。 

 

我記得醫學博士要如何畢業也是個大問題喔！謝校長規定畢業條件只有一個，

就是把你的論文全部或部份投至歐美雜誌發表；現在而言似乎相當簡單，但是那時

候台灣的論文要在國際發表，非常困難，連教授每年在國際發表論文亦相當有限。



幸運如我，很快就被 SCI 刊物接受，校長不僅要我對全校公開演講，還特地請了九

位大牌的教授（包括高醫跟台大），口試三個小時，才得以畢業，因為是高醫的第一

個例子，所以變成以後高醫的前例，現在醫研所博士學位取得需投稿於 SCI 雜誌，

且影響衝擊指數（impact factor）要在 2.0 以上兩篇，或要 6.0 以上一篇等畢業條件，

自當時即有類似規範。另外，便是論文格式，我當時提出的論文形式，是為投稿醫

學雜誌的格式，屬較簡單，然校方要我改成較有架構，也較繁瑣的論文格式，也是

現在論文格式的範本。 

 

在美國，所謂的醫學博士就是 MD（medical doctor），攻讀科學或其他學科的是

PhD；而日本不是醫師他也給醫學博士，其實他應稱為醫學科學博士（medical 

science, Doctor of Medical Science），而日文也稱為醫學博士，因此造成了很大的

混淆。因此，教育部請我們去開會，雖然醫學士已定成 MD，然而開會決議，我們取

得的學位是 PhD，而中文就是醫學博士。 

 

欣逢高醫醫學研究所成立 30 週年，回首 27 年來時路，歡笑、努力、驕傲、汗

水、感傷…林林種種的記憶，點點滴滴的生活片段，猶如時光倒轉，彷彿歷歷在目。 

 

 

 

 

 

 

 

 

 

 

 

 

 

【民國 73 年畢業典禮，陳啟川董事長親自頒授證書】 
 
第一界博士班四位學生，俟大家畢業後，有感高醫學術研究已奠定相當基礎，

邁向成長茁壯之路，捐博石予母校，矗立校園，旁並立四小石，示以培育四位博士

為始，是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