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醫學研究所 三十周年感言 

                                             鄭大山 

                                   國立台灣大學博士後研究員 

                                         博士班 89 年級校友 

  

「嘸啦，我是做研究的！」這是每次見到阿桑問我在高醫讀那科、做甚麼＂

醫生＂的回答，事實上大部分的學生都不知道原來當研究生不如想像那樣美好。

當他們奮戰不懈亦或陰錯陽差的考上了研究所之後，會立刻發現自己要懂得如何

看懂研究論文、如何設計實驗、如何進行研究、如何控制時間、如何整理資料、

如何分析結果、如何報告成果 ...這些都是之前從沒做過的複雜事，遠遠超出他

小小腦袋所能負荷，所以學生們的「自我保護程式」會立刻啟動攔截避免當機，

但當遇到一個好的指導教授，一個好的研究環境，學生的大腦便會建立、發展和

使用新的神經通道，讓思維模式產生改變進而漸漸成為一個有競爭力研究生。 

人選擇環境往往為未來發展時的重要變因。「好小哦！」這是第一次見到高

醫時的感想，但平凡中隱藏智慧之光小巧中盡顯精緻之格，現實中台灣的醫學研

究，面對國際的競爭，經常處在不對等的狀況下，南北間的差異更顯嚴苛。所幸

高醫先進的意願很高，稟承優良傳統，嚴守校訓「樂學至上，研究第一」，因此

對所有醫學研究提出來的條件，都盡力全力去配合，更主動的提高，希望讓所有

師生、研究人員感受到誠意，雖未盡完功但亦小成，已成為南台灣首要的醫學研

究、科學教育及醫療重鎮。第四任院長謝獻臣博士於民國六十六年設立熱帶醫學

研究所碩士班，七十學年度增設博士班，同時將熱帶醫學研究所更名為醫學研究

所，至今已有三十年的歲月，其中各先進所奉獻之心力默默耕耘，惟今後欲立足

學術間有一席之地，則待更多師生勤加學術之研究，共同奮進之。其間我與高醫

大醫學研究所因研究而相識又因成長而別離，我有幸參與其中雖不能說至此步上

學術坦途但亦以略覷研究大道，期許展翅高飛於天際，共勉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