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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在北醫  
永誌恩情

在臺北醫學大學創校五十年間，有許多教授在教

學、研究、服務以及專業領域上，表現卓越超群，對於

本校之創建、校務推展與學術領域之地位，著有貢獻。

本校為表彰他們對學校的辛勤付出，特致予名譽教授榮

銜，沒有這44位名譽教授的奉獻，臺北醫學大學難有今

日之光景。因此，在本校五十週年紀念之時，我們不能

忘記前輩種樹的庇蔭，故特闢專章來表達北醫對於他們

的感謝，期許後人引為標竿，見賢思齊，共創北醫人的

新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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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辦人胡水旺教授，1911年生，臺北帝大醫學專門部第一屆畢業，日本九州

帝國大學醫學博士，專攻耳鼻喉科，畢業後在紅十字醫院及臺大醫院擔任耳鼻喉

科住院醫師，之後在大稻埕（現今延平北路）開設「胡耳鼻喉科醫院」，光復

後遷至漢口街。有鑒於臺灣光復後，醫藥亂象叢生，密醫橫行，醫藥專門人才不

足，逐於1958年發起並於1960年創辦了臺北醫學院。現任臺北醫學大學名譽教授

及臺北市紅十字會會長，過去擔任過臺北醫師公會理事長、高雄醫學院第一屆招

生委員、臺北紅十字會會長（1985年迄今）、臺北醫學院董事會董事長（第一∼

第五屆），奉獻於醫療六十載，榮獲第二屆杏林獎及中華民國耳鼻喉科醫學會頒

贈第一屆奉獻獎，表彰他一生對醫界的貢獻。 

在醫生角色上，胡教授努力盡到醫師的責任，滿足病人需求，減輕病人痛

苦。他認為每個科別各司其職，最重要、也是最共同的一點，就是對病人的心意

必須長存心中，以一種謙虛的心情，感謝週遭的親朋好友、師長，仍至於不熟悉

的社會大眾，讓自己能在成為醫師的道路上，走得更平穩。而在醫學教育的工作

上，雖然一路走來不是很順遂，也經歷了許多的風風雨雨，但是對於學校、學生

的關切，始終保持著一顆熱切的心，胡教授曾說過「能服務社會是個人無上的福

氣，投身社會服務將是他終生的事業」。

胡水旺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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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萬煊教授，1922年1月20日生，日本東京帝國大學醫科畢業，美國西北大

學醫學管理碩士，德國海德堡大學、丹麥哥伯根大學泌尿器外科研究員，1951年

接受美援赴美國進修，為臺灣第一批接受美援資助赴國外留學的醫生，同時也是

國內第一位具有醫院行政學位的醫學界人士。回國後，任臺大醫院副院長、泌尿

器外科主任，也曾任省立臺南醫院院長、省立臺中醫院副院長、臺北市立和平醫

院院長等職。教學方面曾任教於東京帝國大學、臺大醫學院、臺北醫學院，並從

事診療及研究工作達五十三年之久，為台灣泌尿科界的元老教授，目前台灣各醫

學中心泌尿科主任教授多曾受教於他，現為臺灣大學及臺北醫學大學名譽教授。

江教授以泌尿科的專業在台灣的醫療史上有非凡的成就，1968年臺大醫院成

立「腎臟移植小組」完成台灣第一例腎臟移植，當時便是由副院長江萬煊負責領

導。1976年北醫要成立附設醫院時，即將江教授由臺大借調而來，完成附醫的興

建，並擔任首任附醫院長，開始慘澹經營附醫。1986年並接受北醫董事會敦聘，

擔任臺北醫學院院長。

在社會服務方面，江教授在臺灣早期最先從事兩性教育，為臺灣性學的權

威，各界譽為「臺灣金賽」，醫學論文發表於中外期刊數十篇，此外江教授還將

五十年來在性學上的臨床經驗化為文字，著作有性字路上五十年、臺灣金賽的性

學檔案等，更於1992年榮獲男性醫學會的首屆特殊貢獻獎。

江萬煊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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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宏生教授，1932年8月1日生，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醫學系畢業，1963∼

1964年任台灣大學附設醫院耳鼻喉總醫師，獲日本大阪醫科大學耳鼻喉科醫學博

士學位（指導老師為武田一雄教授），專長耳科學及喉頭學。曾任臺大醫院主治

醫師、臺北醫學院附設醫院耳鼻喉科主任、副院長及院長、臺大醫學院兼任副教

授、臺北醫學院教授及醫學系主任、臺北醫學院學術研究委員會及整體發展委員

會委員。

卓越的管理長才，深獲臺北醫學大學創辦人胡水旺博士及董大成校長倚重，

1983∼1991年接掌臺北醫學院附設醫院院長職務，於董事會大力支持下籌建臺北

醫學院附設醫院第二醫療大樓，將附設醫院推上新里程。1996年與耳鼻喉科主任

醫師李正順父子成功合作研發新型中耳導氣管。

北醫退休後移居日本茨城縣，2003年返臺接任恩主公醫院院長一職，現為臺

北醫學大學名譽教授、新光醫院耳鼻喉科主治醫師兼耳鼻喉科主任，社會服務方

面則擔任中華民國醫用雷射學會及耳鼻喉科醫學會理事等。

在擔任北醫附醫院長期間，李教授大力栽培年輕有為的校友，並破除門戶之

見，積極延攬他校傑出人才，首創假日門診及出診服務，表現極致的利他服務精

神。教學熱忱與視病猶親的和藹態度至今令人印象深刻。老驥伏櫪，獲頒台灣耳

鼻喉科醫師醫療奉獻獎，實至名歸。

李宏生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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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藏雄教授，1919年生，早年赴日本專攻藥學，日本京都藥學專門學校學士

〈現為日本京都藥科大學〉，日本京都大學藥學博士，1941年京都藥專畢業後，

先後在日本大日本藥廠及熊本大學服務，臺灣光復後返國歷任臺大熱帶醫學研究

所及臺大醫學院藥品化驗室主任，後來隨杜聰明博士赴高雄醫學院創立藥學系為

創系主任，而後轉任臺北醫學院藥學系教授及系主任，現為臺北醫學大學名譽教

授，在社會服務方面，曾任中國藥學會、中國藥學會臺灣省分會理事、理事長、

臺北市藥劑師公會理事及行政院衛生署藥物食品審議委員會委員，奉獻國內藥學

教育及研究凡37年，受業的學生將近6千人，可謂是國內藥學界的元老之一。

楊教授為臺灣植物生物鹼分離之先驅者，發表過70篇以上之論文，1965年

獲第十屆扶輪獎的科學獎，過去研究成果曾獲得美國Bristol藥廠捐助美金壹萬元

〈約臺幣四十多萬元，當時專任教授一個月月薪不過臺幣三千元〉，購置IR分光

光譜儀及電子偏光計各一臺，是當時國內罕見之先進高貴儀器，也曾獲國科會資

助赴美國研究一年，楊教授大半生鑽研藥物化學，實為國內天然物研究之鼻祖。

楊藏雄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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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東榮教授，1923年10月1日生，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化學系理學士，日本

國立東京教育大學理學博士，專長於天然物之成分研究、環境分析、水處理、水

污染防治及水質分析，任職北醫二十八年，並創辦了公共衛生學系，現為臺北

醫學大學名譽教授，過去曾任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化學系助教、臺灣電力公司工

程師、臺北醫學院教授及公衛系創系主任等，1962年獲美援會協助赴美國研究工

業用水處理，此外還曾應聘至日本及德國考察水處理，許教授為我國水處理研究

的先驅，1962年獲國科會補助赴美國Colorado大學進行離子交換色層分析化學研

究一年，回國後在經費不足下自行設計製造H.P.L.C.之儀器，從事有機化學微量

分析研究，並發表十種最新的分析法及其原理，因此獲得理學博士。此外許教授

所開發的水處理，鍋爐酸洗是臺灣最早的創舉，此外還利用離子交換樹脂精製葡

萄糖、甘油以及從鍍金的廢水裡回收重金屬等，許教授嚴然是離子交換工學的權

威，在美國、日本及臺灣所發表的報告達35篇。

在社會服務方面則擔任過中華民國公害基本法起草委員、國際聯青社中華民

國總會理事長、中華民國環境保護學會理事長及中華民國環境保護學會學刊總編

輯等，許教授在臺灣環境保護的推動上貢獻良多，並曾於1984年榮獲中華民國環

境保護學會第一屆最佳優良論文獎以及1991年獲頒教育部教學特優教師獎。

許東榮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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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大成教授，1916年2月24日生，2008年3月1日逝世，臺北帝國大學醫學專

門部畢業，日本九州大學醫學博士、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酵素學研究所研究員，曾

任臺北帝國大學副教授、臺大醫學院生化學教授及生化科主任、臺大生化研究所

所長、臺北醫學院董事、臺北醫學院院長、東海大學創校董事、臺灣大學名譽教

授、臺北醫學大學名譽教授及中央研究院院士等，社會服務方面曾任紅十字會臺

灣分會會長、臺灣醫學會常務理事、中國食品衛生營養研究基金會董事長、中華

民國癌症醫學會理事長等。北醫創校初期即在此擔任教職，之後在擔任院長期

間，成立北醫第一個研究所─藥學研究所；在行政革新上，他首先強化行政會議

功能、增加院務會議成員以利院務之推展及意見之溝通、增進教職員各項福利、

促成行政辦法齊一之準則；在教學方面加強醫學教育之功能、進行醫學及藥學系

之分科，並於1985年6月提升附醫為教學醫院；而最重要的貢獻，在於將北醫從一

個以教學為主要任務的醫學院轉向以教學、服務、研究並重之學府。於任內他成

立學術委員會推動教學及研究、鼓勵教師專題研究、並成立北醫的第一個研究中

心也就是中醫藥醫學研究中心，他領導「中藥醫學研究中心」進行各項中藥材之

開發與研究，促成北醫成為中藥研究之重鎮。

董大成教授為我國著名生化學學者，國內生化營養學界的大老，畢生貢獻

於醫學基礎研究、教育及社會公益，董教授在北醫啟動一項很具代表性的工作就

是靈芝（Ganoderma lucidum）之抗腫瘤研究，並成為台灣最早從事靈芝抗癌之

學術探討之先驅；此外最為人熟知的研究就是雞母珠和白鳳豆的抗癌效果，發現

具有抑制腫瘤性質之雞母珠毒蛋白，不僅為植物抗癌物質研究上展開新頁，並為

國際學界多所肯定，其他學術上之成就，包括率先於腎臟中發現氨基酸去甲基酵

素，開啟國內生物化學研究之門，並於氨基酸代謝、豆類有毒物質之去除、蛇毒

中毒之機轉、黃麴毒素與多氯聯苯之研究上有重大成果。董教授終生從事研究達

四十五載，發表學術論文計兩百六十餘篇，教育英才無數，長期奉獻社會。

董大成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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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琦教授，1919年10月27日生，生於開原城西5里前三台子屯，1948年6月11

日舉家來台。日本官立滿洲醫科大學藥學專門部畢業，日本京都大學藥學博士，

以台灣產山藥生藥學為研究主題。曾任滿洲醫科大學藥學專門部分析化學助手

（1942∼1945）、開原城內那氏眼科醫院藥劑師（1945∼1946）、國立瀋陽醫

學院藥學系生藥學科助教（1946∼1947）、國立瀋陽醫學院藥學系生藥學科講師

（1947~1948）、台北聯勤總部陸軍第一總醫院三等司藥正、國防部陸海空軍第

一總醫院一等司藥佐、台灣省衛生試驗所技正（1956∼1964）、內政部衛生司幫

辦兼代藥政科長、台灣省立師範大學教育學院體育衛生教育系藥物學兼任副教授

（1958∼1959）、私立中國醫藥學院藥學系教授、首屆系主任及中國藥學研究所

所長、私立臺北醫學院藥學系教授、私立中國文化學院實業計畫研究所農學門藥

用植物組兼任教授及中國藥學研究所所長、臺北醫學院名譽教授及中國醫藥學院

名譽教授等。

社會服務方面曾任內政部中華藥典編修委員會生藥小組委員會委員、內政部

醫藥審議委員會顧問及常務委員、行政院外匯貿易審議委員會中藥研究工作小組

委員、台灣省藥劑師公會藥師節籌備委員會委員、國民處方集編輯委員會委員、

藥事週刊社、中華學術院哲士、中華學術院中華藥學協會發起人、常務委員兼秘

書、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生藥研究委員會主任委員、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

召集委員、行政院衛生署藥物食品審議委員會藥事法規小組委員、臺北市藥劑師

公會常務理事及常務監事等。

那琦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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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定堯教授，1923年生，2009年7月8日逝世，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1948年畢

業，日本千葉大學醫學博士，1955年獲美國醫學助學會（AMBAC）資助赴美國

哥倫比亞大學病理科進修三年，為臺灣正式到美國接受正規臨床病理訓練的第一

人，曾任臺大醫學院副教授、臺北醫學院醫學系教授、病理科主任、教務主任及

病理科顧問醫生、臺北醫學院附設醫院病理科主治醫生兼病理科主任、國泰綜合

醫院病理科主任、臺北醫學大學名譽教授及籌設萬芳醫院病理科等，社會服務方

面則擔任過中華民國病理學會理事長（1981∼1983），過去發表過多篇論文，精

華著重於腸胃肝膽科及婦產科。

陳教授是臺北醫學院的創校元老，北醫病理科的開基祖，同時也是臺灣婦

產科病理的先驅，病理學界通稱他為「定堯仙」。過去陳教授以嚴謹的治學精

神，教導學生深入瞭解病理學，逐使北醫成為一流的病理學習場所，陳教授春風

化雨，為醫學界培育出無數人才，完整的詮釋北醫病理科的歷史定位，在他身上

我們可以看見北醫的茁壯，臺灣婦產科病理的發展，其典範實在是年青後輩的表

率。

陳定堯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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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型堅教授，1921年10月1日生，日本崎阜藥科大學畢業，日本東京藥科大

學藥學博士。從日本返臺後曾於台大化學系從事研究工作，此外曾任中國化學製

藥廠主任技師及台灣省衛生試驗所（衛生署藥物食品檢驗局前身）簡任技正兼

課長等職。1961年應臺北醫學院徐千田院長之邀，敦聘為北醫藥學系首位教授並

兼首任系主任，負責籌劃藥學系專業課程之規劃及延攬新聘藥學系專業師資之重

任，當時禮聘多名國內及國外博士級學者，成就藥學系創系之堅強師資陣容。早

期徐教授擔任藥品鑑定課程之講授，實驗課在校內空間尚未完成前，由徐教授商

借衛生試驗所實驗室，同學利用假日由該局同仁協助指導，完成藥品鑑定實習課

程。藥學系在他十六年的領導之下，除成立藥學系夜間部外，亦使北醫藥學成為

國內優良培育藥師的搖籃。在校服務期間曾兼任夜間部主任、訓導主任及附設

醫院藥局主任等要職，1981年6月自北醫榮退，不久轉任宜蘭羅東聖母醫院任藥

局主任及副院長之職，並榮膺臺北醫學大學名譽教授。徐教授上課平易近人且富

幽默感，深受學生喜愛，與人相處和氣而從無不悅相對，具備正如台語俗稱「人

格者」之風範，深受藥學系校友愛戴，當藥學系友成立「財團法人北藥文教基金

會」時，被推選為第一任董事長。徐教授雖於1998年辭世，但其行儀永誌藥學系

友之腦海。

徐型堅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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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應隆教授，1917年2月24日生，1945年3月畢業於日本東京慈惠醫科大學，

1957年美國賓州大學進修。曾任日本京都大學外科副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

院外科助教、住院醫師、主治醫師及臺灣大學醫學院講師。

1960年7月離開臺大醫院，就任甫成立之臺北市立醫院（現市立仁愛醫院）

外科主任並兼任臺大醫學院副教授。1962年5月1日起專任臺北醫學院教授，1982

年3月退休。廖教授參與北醫創校大業，生涯中黃金時段均投入北醫之外科學講

授，奔走於各大醫院，為本校學生爭取實習名額、合理待遇，並不斷充實實習課

程，同時也參與附設醫院之企劃。

服務本校20年，持身以正，待人以誠，為溫良恭儉讓之謙謙君子。歷任外科

主任、教務長及附設醫院第二任院長（1977.8~1978.10）等要職，附設醫院院長

任內擔負沉重的巨額貸款利息壓力。他以購置醫療儀器、增加設備為先，並致力

延攬知名校友醫師返校服務，建立病人信心。1977年9月5日附醫開辦勞保，擴增

病人源，改善醫院營運，接著開辦牙科夜間門診，終於達到每日300人門診量、

250床的教學醫院最低門檻。

廖教授為人謙虛慈祥和靄，不慍不火，每天笑容滿面巡視醫院，在百廢待舉

的經營環境下，號召校友們一秉愛校熱誠投入附醫建設，他帶領附設醫院走過一

段創院的艱困歲月，資金極度短缺，卻也呈現蓬勃朝氣。廖教授一生盡瘁北醫，

獻身北醫建設，造福北醫學子，對本校功不可沒，榮膺臺北醫學大學名譽教授。

廖應隆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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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譽教授

黃金江教授，1909年12月16日生，1997年3月22日逝世，中學畢業後即赴笈

東瀛，1937年日本東京慈惠會醫科大學畢業，1946年以「飢餓之生理、病理」及

「奶汁中抗壞酸健氧化之本態」等論文獲得日本東京慈惠會醫科大學醫學博士學

位。早年任教其母校日本東京慈惠會醫科大學，二次大戰終戰後，為報效國家，

毅燃放棄日本教職返臺，曾任省立臺北醫院小兒科主任及副院長、臺北市立中興

醫院小兒科主任、臺北市立仁愛醫院院長、臺大醫學院教授、臺北醫學院院長及

臺北醫學大學名譽教授等，經歷衛生行政及醫院醫療等工作，實務經驗豐富。

1952年赴美國哈彿大學進修，返臺後以「臺灣猴百日咳實驗」之免疫病理研究，

普受醫界矚目。

在教學方面，因醫術高明，名聲遠播，自1948年起，前後被臺灣大學醫學

院、省立護理學校、臺北醫學院、私立實踐家專、中山醫學院及中國醫藥學院延

聘為兼任教授，1973年接受臺北醫學院敦聘，擔任北醫院長，任內開辦北醫附設

醫院及創立「北醫學會」，於當時北醫初創階段，貢獻極大，居功厥偉，奠定良

好基石，此外針對學生醫院實習問題開創校十四年首例，於1974年起巡迴訪問北

區各實習醫院，巡迴人員包括院長、教務、訓導與各系主管，除了到實習院所召

開座談會以瞭解學生實習情形與生活外，也加強與各實習醫院間的聯繫，擔任學

生與見實習醫院間的溝通橋樑；醫療方面，為台灣兒童腎臟科泰斗，亦是享譽國

際的學者，受教子弟不乏傑出門生。黃教授其一生獻身於醫，救人濟世、造育英

才，堪稱醫界一代宗師。

黃金江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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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耀東教授，1915年生，1995年逝世。1945年取得臺北帝大醫學博士，在學期

間（1938~1943）也在杜聰明博士設立的更生醫院擔任醫局長，成功的在促進交感

神經緊張的藥物內加入少量嗎啡，而成為近代醫學上戒癮成功的首例。畢業後並極

力研究不會發生禁斷症狀的麻醉藥，以臺灣飯匙倩蛇毒製出鎮痛藥，發現對腹痛、

胃痛、腰痛、關節痛等有相當的鎮痛作用，用杜聰明、王耀東名義曾獲得日本專

利。1943年擔任高雄總督府醫院小兒科主任兩年，1945年被任命為新成立的臺灣省

立臺北保健館館長，任內（1945~1959）因工作機會出國進修，於1953年取得美國

哥倫比亞大學公共衛生碩士，回國後便致力臺北市之家戶保健工作，並極力提倡預

防醫療的重要性。1960年至英國倫敦大學兒童保健研究院當研究員，回國後亦不遺

餘力的把新觀念、新方法投入婦幼健康的預防及照顧。1967年至1976年間，擔任臺

北院轄市首任衛生局長，任內強力推行女性與兒童健康的保護，並首先設立抗生素

管理機制，以及查緝偽冒劣藥及禁藥等，也加強學校衛生及國際衛生合作，期間曾

多次代表中華民國出席世界衛生組織的衛生大會，對於宣揚我國衛生狀況及提昇國

際地位，功不可沒。此外，為加強宣導環境清潔衛生，至今全國垃圾車都播放鋼琴

曲＜少女的祈禱＞，提醒家家戶戶倒垃圾，便是其擔任衛生局長任內的創舉。

教學方面曾任臺灣大學醫學院教授及臺北醫學院教授，並兼任北醫醫學系公共

衛生學科（1963~1969）及藥理學科（1963~1966）首任主任，為北醫首創時期的開

校老師。王教授教學認真治學嚴謹，多年來造育醫學英才無數，榮膺臺北醫學大學

名譽教授。1967年被延攬為臺北院轄市首任衛生局長，由於北醫附醫尚未成立，王

教授擔任衛生局長期間，年年為北醫學子爭取臺北市各市立醫院為實習醫院，王教

授雖離校擔任公職，但從未間斷地推動及指導北醫公共衛生學科的學術研究，並曾

以臍帶血液、母乳及家庭塵埃中殘留農藥及鉛調查之相關研究，而榮獲小兒科學會

貢獻獎，逝世時仍不忘北醫，捐款設置王耀東獎學金，獎勵本校對醫學及公共衛生

研究傑出的學子。這位學無止境的學者，長期領導並推動他心目中最好最對的事，

來保護民眾並奉獻社會，是眾所公認婦幼及公共衛生的重要推手。

王耀東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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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譽教授

葉英堃教授，1924年生，1949年畢業於臺大醫科，日本北海道大學醫學博

士。曾任臺大精神科教授、臺北市立療養院創院院長、臺北醫學大學精神科主

任、長庚醫學中心精神科顧問、環太平洋精神醫學學院創始院士兼任理事、世界

精神醫學會泛文化精神醫學組委員等要職。現為臺北醫學大學精神科名譽教授、

加拿大BRITISH COLUMBIA大學精神科客座教授、新光、萬芳等醫學中心及臺

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顧問，臺大醫學院精神科兼任教授，國家衛生研究院物

質濫用、心理衛生部諮詢委員。在臺大完成精神科專科訓練後，1954∼56年赴美

在Louisville大學，Duke大學以及加拿大McGill大學進修研究，1961∼62年間再以

WHO研究員在英國倫敦大學及愛丁堡大學等進修研究，並考察歐洲各國精神醫療

服務。1969年從臺大借調到臺北市立療養院，擔任創院院長，從草創之初蓽路藍

縷，到建置完備，使該院成為現代化及多功能性精神醫學中心，此外更將精神醫

療與社區共同體結合，建立享譽國際的「臺北模式」，實可謂臺灣精神醫療的開

拓者及醫療資訊系統的先軀者。

於醫藥行政與臨床醫療外，葉教授亦不忘培育專業人才，強調全人醫療服務

與醫學人文的教育，1994年起在北醫大開闢「醫療行為學」講座，將醫療科技發

展、全人醫療服務、醫學倫理與醫學心理學整合，希望能帶給醫事人員更完整的

醫學倫理教育，傳承他全人醫療的理念。學術研究方面著有224篇學術論文，26本

學術專書、研究報告專輯及大型國際學術會議錄。過去曾榮獲教育部十年以上優

良教師獎、行政院國科會傑出科技人材榮譽獎、臺北市政府壹等弼光政績獎、行

政院保舉最優公職人員總統獎、行政院衛生署壹等衛生獎章、Duke大學醫學中心

精神科國際肯定獎（1988）、美國精神醫學會傑出亞洲人精神科醫師Kun-Po Su獎

（2000）、美國精神醫學會傑出國際院士（2000），其專業地位備受國際推崇，

並列名Marquis世界醫學、醫療名人錄。此外為感念他對北醫精神醫學發展的貢

獻，北醫於2000年設立「葉英堃講座教授」，除聘任留美回國服務的沈武典為第

一任講座教授外，迄今已舉行七次著名國際學者的演講或學術研討會。

葉英堃 教授



172

功在北醫

顏焜熒教授，1924年生，早年留學日本，取得日本大阪大學藥學士、近畿大學

理學士後獲得日本京都大學藥學博士，1963年應首任院長徐千田博士之邀任教於臺北

醫學院，在三十一載的執教過程中，受業學生達萬餘人，廣及海內外，多數也成為藥

學界的中堅人物。任職北醫期間著有勞績因而榮獲行政院一等服務獎章。曾任臺北醫

學院夜間部主任及籌設臺灣第一所「生藥學研究所」並擔任首任所長，現為臺北醫學

大學名譽教授，今日北醫藥學能成為國內中藥研究的重鎮，顏焜熒教授居功甚偉。此

外在社會服務方面則擔任過中華學術院研士、中國藥學會理事、中華藥學協會常務委

員、中華民國天然藥物學會理事、中華生藥科技發展協會名譽理事長、行政院衛生署

藥物食品檢驗局科技顧問、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委員、衛生署顧問、國際東洋醫學會

第13∼16屆理事及「財團法人顏焜熒文教基金會」創辦人等。

顏焜熒教授為國內生藥學界的耆老，北醫學生口中的顏爸爸，除引進日本生藥化

學的理論及實務外，致力研究臺灣本土藥材生理活性及中藥科學化的貢獻，榮獲行政

院衛生署一等獎章。此外，還配合國家科學委員會及衛生署大型研究計畫，包括中藥

抗癌及抗病毒研究、中藥保肝成分分析、市售中藥材的鑑定、濃縮中藥品質管制之研

究、台灣藥用植物之多酚類成份研究、台灣產形科植物成份研究及台灣產羊齒植物之

成份研究等，著力頗多。

顏教授為達其畢生使中藥科學化的理想，特別結合國內醫學界及企業人士組成

「財團法人顏焜熒文教基金會」，共同推動科技紮根工作，潛心研究中醫藥學數十

年，以他為名的「顏氏漢方理論」也享譽日本，1978年出版的日文「圖解常用漢方處

方」被收藏於日本國會圖書館，1992年出版全世界第一部有關中藥的英文圖鑑，學術

論文百餘篇，著作一系列中醫藥書籍十六冊（榮獲金鼎獎、教育部獎等）對中醫藥科

學化有莫大之貢獻。

顏焜熒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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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柳青教授，1927年生，1950年國立臺灣大學醫學系畢業，美國華盛頓大學

醫學院預防醫學研究所碩士，日本東京大學醫學博士，為臺灣小兒神經科之元老

醫師，對小兒神經感染及癲癇之研究有極為開創及傑出的貢獻，是臺灣早期從事

小兒麻痺症之防治者，並呼籲政府早日推行小兒麻痺症疫苗接種，杜絕了小兒麻

痺症在臺灣肆虐的機會，更因此榮獲「中華民國小兒科醫學會獎」。過去擔任過

臺大醫院小兒科主治醫師兼副教授、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系教授、系主任、醫學研

究所所長、教務主任及臺北醫學院附設醫院首任小兒科主任、仁濟醫院院長等，

社會服務方面則擔任過考試院典試委員、中華民國小兒科醫學會常務理事、理事

及監事以及中華民國小兒神經科學會常務監事等，現為臺北醫學大學名譽教授、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小兒科主治醫師兼顧問醫師。

對北醫而言，蕭教授為小兒科學教育拓荒者之一，在創校初期，以拓荒者的

勇氣與執著，默默的為北醫付出奉獻，其後為寬廣北醫臨床醫學，開拓新局，更

是一步一腳印，自北醫第一屆學生開始，即領授其溫文儒雅，春風化雨的教化，

醫學院教師的三大任務：教學、研究及服務，蕭教授堪稱樣樣俱優，實不愧為北

醫師生的表率。

蕭柳青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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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玉盞教授，1931年6月1日生，1954年畢業於國立台灣大學化學系，畢業後

任教於台大生化學科，跟隨生化界大師董大成教授從事台灣百步蛇蛇毒的生化學

研究及食品的營養成分研究，並在母校任教職長達八年，擔任過助教及講師，任

職台大生化學科期間還參與了與農復會合作的計劃，包括如調查台北縣學童的營

養狀況、分析學童血尿中重要營養成分的量及台灣食品的成分分析，且完成了第

一份台灣自己的台灣食品成分表；1962年應北醫首任院長徐千田博士之邀任教於

臺北醫學院，先後執教藥物化學、食品化學、藥物分析等以及其實驗及毒物化學

等，任職北醫期間擔任過副教授、教授、藥學系藥物分析科主任及臺北醫學院教

師評審委員，貢獻北醫三十五載，作育英才無數，1997年榮退於臺北醫學大學，

榮退後仍兼任教職於北醫至2005年，現為臺北醫學大學名譽教授。

林教授治學甚嚴，擔任教職著有勞績，過去曾榮獲行政院服務獎章、教育部

資深優良教師及臺北醫學院服務獎勵等；此外在社會服務方面曾任考試院藥師國

考出題委員、中華民國營養學會發起人、中華民國營養學會理事及中國生物化學

會發起人等。

林玉盞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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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國榮教授，1928年8月10日生，現任臺北醫學大學名譽教授。1952年畢業

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畢業後投身教育工作四十五年，先後任職於省立臺南高級

護理助產職業學校（1953∼1957）、台南長榮中學（1957∼1961）、臺北醫學大

學（1961∼1997），憑著對教育的熱誠，無私奉獻，更是獲獎無數。1954年開始

在護校推廣視聽教學，1960年在長榮中學執教四年中獲台南市政府科學教育學識

研究獎，1981年榮獲教育部大專自然科學優良教學資料獎（甲等獎），1982年獲

中華民國視聽教育學會推廣獎及中華民國生物學會第25屆傑出教學獎，1987年服

務滿四十年獲頒行政院一等服務獎章。

翁教授在北醫期間，兩度獲得國科會公費資助赴日，於國立東京教育大學

（1970）及國立筑波大學（1984）進行專業研究，參加國內外多種學會，對生物

學教育及研究更是不遺餘力。在北醫任教期間與學生亦師亦友，不僅授業專業，

培養學生健全人格，更是學生日常生活的導師，在北醫繁忙的教學及研究工作

中，三次兼任行政工作（教務及總務），協助北醫建立教學與行政制度，改善學

校設備，一路走來陪伴北醫成長茁壯，教育菁英無數，讓北醫人成為一個人文藝

術與醫療專業兼具的全人醫者。

翁國榮 教授



陳 君教授，1931年3月17日生，2009年4月21日逝世。1956年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院醫學系畢業，1960年赴日本國立大阪大學研習婦產科病理學，1962年赴

美國馬里蘭州巴爾的摩市約翰霍普金斯（Johns Hopkins）大學附設醫院婦產科進

修，1968年返臺，擔任馬偕醫院婦產科主任，為國內首位接受美國完整婦產科醫

學訓練後返臺服務的醫師。1969年自德國購得國內第一套內視鏡腹腔鏡儀器，作

為臨床醫療與研究之用，亦為臺灣引進陰道窺視鏡、子宮腔內視鏡的第一人。

1972年重返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婦產科病理研究所研修卵巢癌與子宮腺癌，並

將不孕症學、試管嬰兒、癌症DNA與分子醫學遺傳因子等新學說帶回臺灣。

1973年任馬偕醫院醫事部長與高雄醫學院兼任教授。1976年創立臺灣史懷哲

之友會，並擔任會長，同年兼任臺北醫學院教授，開啟與北醫結緣二十載之端。

1991年任職臺北醫學院附設醫院婦產部主任、副院長，1986年臺北醫學院醫學系

主任，1992~1996年擔任附設醫院第七任院長，參與中興，功績卓越。1996年創

國際學術交流中心並榮膺名譽教授。擔任院長期間曾任國際基督徒醫師暨牙醫師

協會副會長，蜚聲國際，為華人爭光。一生全奉獻給臺北醫學大學與婦產科醫學

界，教育出英才無數，是臺灣婦產科播種者與元老級典範人物。榮神益人，鞠躬

盡瘁，2008年榮獲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所舉辦的首屆臺灣醫療典範獎。

陳 君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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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一致教授，1927年生，畢業於國立台灣大學化學系並赴美國愛荷華大學深

造，取得生化學碩士學位，1956年返國受聘於母校台灣大學醫學院生化學科，發

展出由雞母珠分離N-甲基色氨酸的高效率新方法，因卓越的研究成果，榮獲日本

山口大學醫學博士學位，誠屬國內極為優秀之生化人才。

1960年適值臺北醫學院創校時期，董教授毅然投入北醫艱辛的建校大業，為

臺北醫學院第一位醫學基礎學科專任教師，先後擔任醫學系生化學科主任、醫學

系主任及首任醫學研究所所長，並擔任本校專任教授，迄1997年7月榮退。董教

授提攜後進不遺餘力，領導建立本校化學教育體系，由普通化學、分析化學、有

機化學，以至生物化學等課程，無不由董教授親自參與規劃，並逐一更新完成，

畢生奉獻北醫，作育英才無數，可謂「北醫化學之父」。

董教授主持『北醫學報』編輯工作15年，長期為學術研究工作耕耘，曾任中

華民國生化學會理事、常務理事、生化學會會誌編輯委員、總編輯，發表之學術

論作凡40餘篇，屢獲國科會獎助，晚期兼任日本金澤醫科大學客座教授，致力於

拓展國內外大學研究交流，提升臺北醫學院國際學術聲譽，於生化領域中成績斐

然、貢獻良多，並榮膺臺北醫學大學名譽教授。 

董教授一生淡薄名利、清高自持，保有率真樸實的個性，更兼具學者的涵養

與氣度，終身熱愛研究並奉獻於教育，實乃北醫創校以來之典範人物。

董一致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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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守田教授，1927年生，1949年國立臺灣大學醫科畢業，日本慈惠會醫學大

學博士，英國倫敦大學小兒科研究院及小兒科教學高級研究員，林教授為中華民

國小兒科專科醫生及血液病專科醫師，經歷過市立中興醫院小兒科副主任、臺北

醫學院附設醫院小兒科主任、臺北醫學院附醫院長及臺北醫學院醫學系主任等，

現為臺北醫學大學名譽教授及北醫附設醫院小兒科主治醫師兼顧問醫師，在社會

服務方面則擔任過中華民國小兒科醫學會常務理事及監事、中華民國考選部考試

委員、中華民國血液病學會理事及中華民國兒童癌症基金會顧問醫生等。

林教授專長為小兒腫瘤學、血液學，為小兒科學權威學者、名醫，其治學嚴

謹，培養後備不遺餘力，一直以來從事小兒保健醫療工作之發展及醫學之研究，

為我國小兒醫療貢獻良多，發表過中英論文39餘篇，1982年首創國內兒童急性淋

巴性白血病的治療模式（TCLSG Protocol），此治療模式現由兒童癌症基金會接

續推廣中，1984年與林國信教授、梁德城教授等專家學者組成「臺灣兒科癌症研

究群」（簡寫TPOG），建立起日後國內兒科癌症之研究與治療之整體研究與治

療之團隊，1989年獲臺北市政府服務40年獎及雀巢Nestle論文獎，1992年更是榮

獲臺灣兒科醫學會獎。對北醫而言，林教授自拓荒年代，即參與灌溉耕耘這塊土

地，貢獻北醫三十餘載，為北醫的教學、研究以及附設醫院的醫療業務所投入的

心血，奠定日後紮實基礎，成就今日北醫小兒科醫學。

林守田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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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德修教授，1932年1月27日生，國立臺灣大學農學院畜牧獸醫系學士，日

本慶應大學醫學院病理學博士，經歷過臺大醫學院助教、臺北醫學院講師、副教

授及教授、中山醫學院病理科主任等，現為臺北醫學大學名譽教授。

黃教授為北醫基礎醫學的拓荒者之一，1961年由台大病理科來臺北醫學院報

到，次年陳定堯教授就任北醫病理主任後，一路跟隨陳定堯教授，為陳定堯教授

領軍的病理拓荒團隊的重要戰將，在兩位教授的領導之下，不論是教學還是研究

都逐漸步上正軌，服務方面亦是做的有聲有色，北醫病理科也在幾年之內邁入巔

峰，不但具有全國知名度，同時也是北醫最具特色的科目之一。

黃教授致力於早期北醫之建設，1975年赴中山醫學院擔任病理主任，但仍

兼任於北醫，1988年陳定堯教授退休，黃教授乃回到北醫接任病理主任至1998年

榮退。三十多載光陰，除了八十年代，去了臺中幾年，黃教授全心全力奉獻北

醫，是少數幾位在北醫最艱困的時候就加入而且留下來與北醫共同奮鬥與成長的

元老，黃教授對學生愛深責切，有教無類，不倦不厭，在當時就有著聞名全校的

「黑咖啡」傳奇，至今黃教授的黑咖啡仍為校友們最難忘的回憶之一，此外北醫

的橄欖球隊也是黃德修教授與陳定堯教授一手促成的，其一生對北醫的貢獻是不

可抹滅的。

黃德修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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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春生教授，1933年2月24日生，1956年國立師範大學教育學院體育學系畢

業，1978年9月至1979年9月獲教育部公費遴派赴日名古屋身心殘障者研究所及醫

院等地研習特殊教育。曾任台北市立成淵高中體育教師兼體育組組長、臺北醫學

院專任講師、副教授及教授，在北醫任教期間亦擔任過體育組組主任、課外指導

組組主任及運動醫學研究中心主任，此外亦為國立台灣大學、國立師範大學體育

學系以及台北市體專等校之兼任教授，1998年7月自北醫榮退，現為臺北醫學大

學名譽教授。

林教授畢生貢獻體育，在學校體育方面致力體育教學與研究。在社會體育方

面極力推廣田徑、網球、柔道、合氣道、角力等，成就斐然，深受體育界肯定，

為體育學術與技術雙棲之翹楚，堪為體育教師典範。兼任北醫體育組與課外指導

組期間，正值北醫剛開始起步，致力規劃各種體育設施，擬定各項實施要點，籌

劃各種比賽辦法與設計體育教學教材等。同時開始訓練各種運動代表隊，舉辦校

內外各項運動比賽。此外，林教授推展社會體育不遺餘力，在社會服務方面擔任

過中華體育總會理事、中華柔道協會副秘書長、中華角力協會副秘書長、中華合

氣道協會秘書長、中華軟網協會裁判委員會主委、中華田徑協會競技管理委員會

主委及台北市幼兒體育委員會主任委員，並多次代表國家出席國際會議或領隊出

國比賽；職責方面則擔任有世界軟式網球聯盟裁判委員會副委員長兼國際裁判講

習會講師，現任國際田徑總會RDC亞洲區田徑一級國際田徑裁判講習會講師、中

華柔道協會顧問兼強化委員會主委、中華合氣道推廣訓練協進會顧問、中華田徑

協會顧問兼田徑規劃修訂審查委員及台北市田徑委員會顧問等。

林春生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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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慶源教授，1934年7月生，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生物學系學士，日本順天堂

大學醫學博士。曾在中學任教兩年，1961年應胡水旺創辦人之邀，進入臺北醫學

院醫學系擔任教職，為北醫元老級教授，作育英才，為北醫貢獻不遺餘力，專長

於胚胎學、組織學、超微結構學及神經解剖學，認真負責的教學態度與生動精采

的教學內容，普受歷屆修課學生之愛戴與肯定，1988年榮獲教育部第一屆大專教

師教學特優教師獎，1989年榮獲中國訓育學會之優秀訓導獎。此外，在擔任解剖

學科主任期間，先後獨立爭取到多批巨額經費和補助款，充實許多教學及研究設

備，其中包括爭取到添購全套完善的電子顯微鏡等貴重儀器設備，並創立醫學院

之公共電子顯微鏡室，制定使用規則並經院務會議通過後實施。電子顯微鏡室成

立以來，確實擴展了本校醫學生物顯微結構之研究領域，也培養了本學科諸多優

秀教師，奠定往後教學研究之穩固根基。1999年榮退於臺北醫學大學，至今仍服

務於北醫，現為臺北醫學大學名譽教授。

陳慶源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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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朝洋教授，1934年生於日本東京，1963年臺北醫學院藥學系畢業（第一

屆），中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第一屆）畢業，日本東京大學藥學博士，專攻藥

品製造工學。1983年返回母校接任藥學系主任兼藥學研究所首任所長。過去擔任

過嘉南藥學專科學校教授兼教務主任、臺北醫學院教授兼藥學系主任暨藥學研究

所所長、臺北醫學院教務長、杏聲合唱團指導老師、大仁技術學院校長、大仁科

技大學講座教授、日本東京大學客座教授及美國舊金山加州大學訪問教授等職，

現為臺北醫學大學名譽教授及中原大學董事會董事。

陳教授擁有優秀豐富的教育行政經歷，任職北醫期間治學認真，作育英才無

數，曾榮獲中原大學化工系傑出校友獎、行政院一等服務獎章及中華民國技職教

育學會技職教育終身榮譽獎等。

陳朝洋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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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賢忠教授，1928年生於台北市大稻埕的醫生世家，2003年12月21日逝世，享
年76歲。1954年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醫科第七屆畢業，隨即進入台灣大學附設醫院
外科部實習，師事高天成與林天佑教授。1960年於台大醫院完成住院醫師訓練，兼
任外科主治醫師與醫學院講師。1962年轉任台北市立醫院（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
院區前身）外科主任。

柯教授專長於胸腔及消化外科，在仁愛醫院服務期間，引進纖維內視鏡及支氣

管纖維鏡檢查術，與消化內科陳寶輝教授，合力打造仁愛醫院成為台灣消化系醫療

重鎮。柯教授於1976年取得日本東京女子醫科大學醫學博士學位，並從日本引進先
進技術，創下台灣第一位作系統性胃癌淋巴腺根除手術紀錄的醫師。

由外科主任，副院長到院長，柯教授在仁愛醫院服務二十五年後，於1987年轉
任台北市衛生局局長。任內完成跨院緊急醫療網的建立，並針對加護病房、醫療根

本設備與食品衛生檢驗管理等完成相關規範，對於台北市的公共衛生與醫療政策貢

獻卓著。

柯教授與北醫的結緣尤來甚早，從醫學系第一屆開始，同學即有到仁愛醫院見

習，且無不對柯教授的嚴謹治學與教學態度留下深刻印象。因此1992年自台北市衛
生局局長退休後，即受聘為北醫義務職專任教授，2001年更獲聘為名譽教授。柯教
授常熱心的跑到院長辦公室，毫無保留的提供他豐富的醫療行政經驗，以協助北醫

附設醫院提升醫療水準及品質。而每週三總是風雨無阻的參與北醫附醫的消化內外

科聯合討論會，以其豐富的臨床經驗給予指導，讓大家受益良多。會後，更不厭其

煩的從最基本的病史詢問、理學檢查與病歷書寫，教導北醫外科住院醫師與見實習

醫師，一直到因白血病住院逝世前三個月為止。身後，更遺願成立「柯賢忠名譽教

授紀念獎學金」，鼓勵有志投入外科（特別是消化外科）的年青學子，勇敢的往目

標邁進。

柯教授一生對臨床醫療、醫學教育、社會貢獻及對北醫無私的付出，將永遠的

成為北醫人的典範。

柯賢忠 教授



曾金章教授，1938年3月11日生，1971年畢業於臺北醫學院藥學系。自1967

年起即任職於北醫，期間擔任過技術員、技佐、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等，

從學術基層做起，各項職務至教授退休達三十六年，並曾分別擔任過中研院生化

所訪問研究員（1990），以及日本久留米大學醫學院客座教授（1992），堪稱經

歷最完整扎實的北醫人。

曾教授擔任北醫醫學系微免學科專任教授十七年以來，教學認真治學嚴謹，

多年來堅守教育崗位造育英才無數，並經常於國內外學術期刊發表專業論文著

作，廣受研究學人之青采和引用，發表過期刊論文55篇，研討會論文48篇，受獎

著作14篇。此外曾教授在提攜後進及對學校之奉獻服務方面亦是廣受讚譽，有目

共睹，過去曾擔任北醫稽核委員會主任委員等。2003年自臺北醫學大學榮退，現

為臺北醫學大學名譽教授。

曾金章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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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心湜 教授

張心湜教授，1942年6月26日生，1967年國防醫學院畢業，1978∼1979年前往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擔任臨床研究員。曾任臺北榮民總醫院泌尿外科主任、外科部主

任、國立陽明大學外科學科主任、醫學院院長、校長、振興醫院院長、臺灣泌尿科

醫學會理事長、國際外科學會院士兼副主席、國際外科學會中華民國總會理事長。

現為國立陽明大學終生榮譽教授、臺北醫學大學名譽教授、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客

座教授及董事、臺北榮民總醫院醫療專業顧問、潤泰集團醫療事業體系執行長、振

興醫院、天主教耕莘醫院、尹書田紀念醫院董事及泌尿外科醫學研究發展基金會董

事長等。

發明『經尿道攝護腺切除電刀之電腦控制裝置』，1983年獲中國工程師學會優

良論文獎，1987年獲中華民國傑出應用科學與技術人才獎及多國發明專利，專利金

部份張教授全數捐出，用以成立泌尿科研究發展基金，獎勵後學，此外還成立臺灣

第一個泌尿外科培訓班及外科腫瘤醫師培訓中心。從事醫學教育三十餘年，臨床治

療近四十年，是臺灣資深醫學教育專家和享有盛譽的泌尿外科權威。發表過論文212

篇（含SCI93篇），書籍25本，擔任各醫學雜誌主編、世界影視泌尿學及國際外科學

會世界大會主席。

此外，自1990年起，開始積極推動海峽兩岸醫學交流發展，赴大陸參與研討會

及安排兩岸醫學大學師生互訪，並多次邀請大陸泌尿科醫師來臺參訪。擔任北京大

學泌尿科培訓學院榮譽院長及專家培訓委員等，2001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為

臺灣學者獲此頭銜第一人，2005年榮獲臺灣泌尿科醫學會傑出貢獻獎，2007年榮獲

美國泌尿科醫學會華人組終身成就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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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本忠良 教授

竹本忠良教授，Tadayoshi Takemoto, M.D. 1926年3月23日日本廣島生，1949年
畢業於東京大學醫學部。東京女子醫大教授（1968）、主任教授（1972）、山口大
學醫學部第一講座教授（1976）、山口大學附屬病院長（1981∼1985）、北京醫科
大學客座教授（1987）、東女醫大客座教授（1988），1989年3月山口大學定年退
官，1989年4月任山口勞災病院長。現為日本醫齒藥Academy會員、財團法人日本
消化器病學會名譽會長、山口大學名譽教授及臺北醫學大學名譽教授。

竹本教授繼承冲內重雄、近藤台五郎、常岡健二衣缽，親身經歷硬性、軟性

胃鏡、纖維鏡、電子鏡製造開拓過程。1962年6月1日近藤台五郎T.Komdo生日，
竹本完成第一位使用Hirschowitz's纖維鏡。1964年與町田Machida合作完成第一支
FGS-A。1966年台北市立仁愛醫院引進日本輸出外國第一支FGS-A。1968年竹本教
授與大井 至I.Oi使用FDS-L完成EPCG，1974年在墨西哥召開第三回國際消化系內
視鏡學會，EPCG因發音不順改稱ERCP，ERCP已成為胰胆道疾病不可缺少的檢查
法。1971年12月17日竹本教授及大井 至專程至臺北市立仁愛醫院，實地指導EPCG
手技，成為台灣第一例EPCG（49歲男性，胰體部癌）。1993年3月20、21日應第23
屆消化系醫學會潘憲會長及第2屆台灣內視鏡醫學會陳寶輝會長之邀，在臺北醫學
大學杏春樓發表特別演講，講題Hazards in Digestive Endoscopy。1989年竹本教授定
年退官後，1990年榮任日本消化器病學會理事長，退而不休，終身奉獻，創DDW-
Japan，1996年9月榮任第10屆亞太消化系醫學會（APCGE）會長，致力於APCGE
與OMGE攜手合作，增進國際學術交流。

竹本教授治學嚴謹、經驗豐富、廣泛教養、正確的指導方針加上魔術樣的先見

性，更是讓醫局員心服口服至心醉。提攜多名後輩成為名聞世界學者，不論是日本

亦或國際內視鏡學領域，人脈累積廣泛，業績聲名遠播歐美，著作著書超過2220篇
之多。1970年起率領年輕後輩專程來台指導傳授消化內視鏡術新領域超過三十次，
建立北醫今日在台灣消化系內視鏡學領導地位，對台灣貢獻功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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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文政教授，1939年生，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博物學系理學士，大學畢業後回母
校芎林初中任教，1966年2月轉任省立臺北建國中學，1966年4月至北醫擔任寄生蟲
學科助教，當時除了一間空房間外，教材、製作標本、寄生蟲採集，全由鍾文政教

授一手包辦，慢慢建制起來，之後北醫開始製作專用的切片標本，由於缺乏經費，

許多採集工作都是鍾教授自掏腰包進行，為北醫寄生蟲學科奠下重要的基礎，鍾

教授在寄生蟲學界享譽盛名，曾發表許多國內首次發現之論文及病例，如採用檳榔

和南瓜子混和煎劑治療亞洲無鉤絛蟲病之論文，甚至為國際上第一篇論文，1994年
發現國內首例巴貝蟲病人體病例、前10例美麗筒線蟲病例及前135例肉孢子蟲病例
等，此外更完成國內原住民各族各部落有關蛔蟲‧絛蟲之母語彙編，對國人之寄生

蟲保健有極大之影響。

鍾教授先後擔任過北醫教務處課務組主任、寄生蟲學科主任、夜間部教學組組

長、原住民健康研究中心主任，現為臺北醫學大學名譽教授，1972年起義務輔導原
住民學生，1977年2月起正式擔任山地及離島公費生養成計畫的輔導老師，不論是
學生的學業、情感還是生活，鍾教授對學生的關愛不曾少過，因此還讓鍾教授有了

「鍾爸」的稱號，此外1972年起還指導許多學生社團活動，包含樂幼社、北醫醫療
服務隊第一隊、山地醫療服務隊及杏原社等，1975∼1999年率領學生前往各山地離
島從事寄生蟲衛生教育與愛鄉醫療服務，本身為臺灣路竹會醫療團一員，2000年起
多次自費出國參與義診，足跡踏及非洲、南美洲及亞洲。

社會服務方面擔任過中華民國寄生蟲學會常務監事、行政院衛生署原住民部落

及離島社區健康營造計劃推動小組委員、行政院原民會原住民健康促進小組諮詢委

員、台北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委員、北區部落健康社區推動中心主任、臺灣原

住民醫學學會常務理事及理事長等。教學研究方面，主持多項寄生蟲國家級研究計

畫，發表有關寄生蟲研究論文一百餘篇，曾榮獲行政院教育部教學特優獎、衛生署

山地離島特殊貢獻獎、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促進原住民社會發展有功人士獎及服務

四十年資深優良教師等獎項。

鍾文政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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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國棟教授，1939年生，美國堪薩斯大學藥學博士，曾任臺北醫學大學總務

長、藥學系教授及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藥劑部主任；在北醫藥學系艱困期，加

入北醫擔任教職，作育英才無數，曾獲頒優良教學獎。擔任北醫總務長期間參與

教研大樓及第二醫療大樓之建設，為北醫貢獻心力不遺餘力；此外擔任附醫藥劑

部主任期間強調藥師須具備多元之藥學知識與資訊蒐集之能力，並以病人為中心

落實藥事照顧之理念，任內充分落實藥師於藥事委員會之專業角色，舉辦多場藥

廠參觀活動以開拓藥師視野，首創配合學校臨床藥學課程，加強醫院藥師之專業

訓練，並推動小兒粉劑分包自動化，現為臺北醫學大學名譽教授。

陳國棟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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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誠 教授

李誠教授，1939年8月12日生，淡江大學化學系學士，台灣大學藥理學碩士。曾

任淡江大學化學系助教（1963∼1968）、臺北醫學大學講師（1968∼1972）、副教

授（1972∼1986）、教授（1986∼）、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副研究員（1981∼

1982）、臺北醫學大學註冊組主任、課外活動組主任、採購及營繕委員會委員、訓

育委員會委員、網球及高爾夫球管理委員會委員、院務會議代表、教師評審委員

會委員、學生事務委員會委員、教學評鑑委員會委員及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網球委員會委員等。李教授自1968年起即服務於北醫，貢獻北醫三十七餘載，教學

認真，作育英才無數，先後於八十九學年度榮獲師鐸獎、九十二學年度獲優良教學

獎，教學深受學生喜愛，現為臺北醫學大學名譽教授。

此外李教授熱心運動，於課餘義務擔任北醫網球隊教練，指導學生不遺餘力，

多次榮獲醫學盃及大專盃冠軍，為校爭取不少榮譽。李教授本身也多次代表國家參

與國際網球比賽，榮獲世界壯年運動會（World Masters Games）第二屆（1989，丹

麥）及第四屆（1997，美國）網球單、雙打冠軍，還曾蒙獲李登輝總統召見。



洪清霖教授，1940年生，1964年臺北醫學院藥學系首屆畢業，留任助教，在

恩師王耀東教授推薦下服務於北醫醫學系，正式踏進公衛領域，由於學科精進的

需要，洪教授先後在台大農學院農化系做營養學的蛋白質氮利用效率定量研究及

台大醫學院生化研究所黃伯超教授處進修，專研社區營養，及後復遠赴日本東京

慈惠醫科大學大學院公眾衛生教室深造，主研環境變異原學，專長於癌症與營養

及醫學統計分析。

從助教、講師、副教授到教授，洪清霖教授在北醫一步一腳印，努力為北醫

辛勤教學奉獻四十五餘年，桃李滿天下。早在1970年代，電腦還是8位元時期，

洪教授就成為臺北醫學院第一位電腦使用者，曾常幫助徐千田院長等教授們的研

究結果作統計分析，洪教授利用電腦來協助實驗工作，將電腦語言帶進校園，以

及1986年協助江萬煊院長催生公共衛生學系之成立，對於北醫實是功不可沒也。

如今這位土生土長的北醫人，現榮任臺北醫學大學名譽教授。

洪清霖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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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憲壽 教授

郭憲壽教授，1940年10月4日生，臺北醫學大學藥學系學士，日本名城大學大

學院藥學部碩士，日本名城大學大學院藥學部博士，美國佛羅里達州立大學藥學

院博士後研究。1978年任教於北醫，1984年獲國科會補助赴日本國立大阪大學產業

科學研究所參與研發世界第一次可以肉眼辨識對掌性立體異構物之超分子化合物

（supramolecule）合成半年，成果發表於美國化學會期刊雜誌（JACS）。畢生奉獻

於北醫教學及研究工作，貢獻北醫32載，教學認真，深受學生敬愛，並先後身任夜

間部主任多年，且對於北醫通識教育之開創規劃不遺餘力，亦擔任過校內許多委員

會委員，會中提出個人之見解及精闢建議對提升學校有許多貢獻。

郭教授秉持教學與研究並重之原則，過去為有機合成所作之研究，貢獻良多，

並且推動學科舉辦教師每月一次科學文獻討論會。曾榮獲93學年度優良教師獎及優

秀論文獎等。現為臺北醫學大學名譽教授，至今仍服務於北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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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增福教授，1941年生，現任臺北醫學大學董事、臺北醫學大學名譽教授。

臺北醫學院藥學系1964年畢業，國立臺灣大學藥理學博士，擁有優秀豐富的教育

行政經歷，憑藉著對教育的熱愛，在擔任四海工業專科學校校長這四年半期間，

成功讓這所即將為教育部停辦的學校得以起死回生，之後重返臺北醫學院參與校

務發展，先後經歷過醫學系藥理學科主任、北醫附設醫院行政副院長、醫學技術

學系主任、夜間部主任、教務長、副校長等職，在北醫服務的數十年裡，不論是

在藥理學科的教學還是北醫學校事務上，皆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1990年與2002

年兩度臨危受命代理第五任與第六任校長，使北醫校務得以順利發展及交接，

並於2004年起獲選為北醫第十三屆與十四屆董事，在董事會內擔任稽核小組召

集人。   

除了學校行政工作外，陳增福教授同時也是臺灣推行醫藥

分業的先驅使者，本身對臺灣藥師的福利非常重視，1984年

至1987年間，陳增福出任臺北市藥師公會第八屆理事長，並

於1989年接任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為了爭取

醫藥分業，更於同年9月11日帶領全國藥師代表近三千名上街示威

遊行。

陳增福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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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美秀 教授

盧美秀教授，1942年7月生，現任臺北醫學大學拇山護理講座教授暨榮譽教

授、行政院衛生署全民健保監理委員會委員、行政院長期照護保險推動小組委員以

及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董事。美國杜標克大學護理行政碩士，深耕護理工作

四十二載，在北醫任教期間先後擔任了附設醫院護理部主任、護理學系主任、圖書

館館長、教務長、醫務管理學系主任暨研究所所長、副校長以及護理學院院長，任

教期間開創護理系招收男生先例以及創立醫務管理學系所等，作育英才無數；在護

理工作方面，致力提升護理品質，制定護理標準，規劃護理人員執掌，堪稱我國護

理行政鼻祖。

盧教授曾撰寫與主編專書49冊，包含有「護理倫理」、「護理業務與法律實

務」、「護理行政」、「內外科護理學」等極富盛名的專業著作；發表中英文論文

67篇，對推動護理工作有重大貢獻。

另在社會服務方面，盧教授亦活躍於整個護理界，先後擔任臺北市護理師護士

公會理事長、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護理學會、理事、監

事、常務理監事等職，去年當選為台灣護理學會監事長，今年被選為中華民國護理

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為臺灣護理奠定了極深厚的基礎，包括：護理人員

法的催生、護理倫理規範的訂定與護理政策的研擬等，更於1996年榮獲衛生署護理

傑出貢獻獎。



194

功在北醫

陳守誠醫師，1941年生，1969年臺北醫學院醫學系畢業，日本順天堂大學

醫學博士，美國南加州大學小兒外科研究員，1982年返回母校服務，曾歷任北醫

醫學系主任（首位經選舉產生）、附設醫院外科部及小兒外科主任、附設醫院院

長、北醫主任秘書及圖書館館長等重要職務，於圖書館長任內退休，現為臺北醫

學大學名譽教授及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外科部主任；此外在社會服務方面擔任

過中華民國小兒外科醫學會理事長、亞洲小兒外科醫學會理事長、臺灣腸道靜脈

營養醫學會常務監事、太平洋區小兒外科醫學會理事、世界小兒外科協會總會臺

灣區代表、臺灣外科醫學會教育委員會委員等。

陳教授為外科學、小兒外科學、消化器外科學、靜脈暨腸道科專家，是臺灣

靜脈營養的早期發展功臣之一，長期在醫療領域貢獻卓著，1989年榮獲教育部大

學教學特優教師獎，2006年更是榮獲臺北市醫師公會杏林獎的肯定，陳教授行政

資歷豐富，在醫師專業內濟世利人，擔任北醫附設醫院院長時更使醫院營運轉虧

為盈，並且作育英才，誨人不倦，貢獻卓著。

陳守誠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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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安邦 教授

吳安邦教授，民國31年4月15日生，國立成功大學化學系畢業，美國Baylor 

University, Waco, Texas化學博士。自民國65年起即任教於北醫，貢獻北醫三十餘載，

不論是對北醫教學、研究或服務均有卓越的表現與貢獻。歷任臺北醫學大學客座副

教授、專任副教授、教授等職。也曾兼任本校總務長（67∼72學年）及中華民國紅

十字會台北市分會總幹事、常務理事九年；民國86年起擔任嘉南藥理科技大學董事

迄今。民國96年自北醫榮退，現為臺北醫學大學名譽教授。

吳教授半生皆獻身於教育北醫藥學系學子達五千人以上，擅長以提綱挈領、口

語化方式講授艱澀難懂的物理化學，亦擔任藥研所高等有機化學主授，對北醫教學

之貢獻可歸納為「諄諄善誘、誨人不倦」八字；此外，在學術研究方面，至今已發

表期刊論文總計4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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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文昌教授，1942年生，1965年臺北醫學院藥學系畢業，1981年獲日本東

京醫科大學醫學博士，1986年博士後研究於美國肯塔基大學藥學院，專長藥理

學、心絞痛及氣喘新藥之開發。北醫畢業後留任助教，1974年升任副教授，1979

年升任教授，曾任臺北醫學院藥理學科主任，專案教授，目前任北醫附設醫院耳

鼻喉科醫學研究員，柯教授服務北醫四十餘載，1990年創辦天然物醫學研究所，

是醫學研究所、醫學科學研究所之前身，作育英才無數，對北醫大教學、研究與

服務品質的提昇，具有相當程度的重大影響，現為臺北醫學大學名譽教授，針對

本身的教育方針，柯教授曾說「教育之道無他，求其信心而已。做一個老師的

驕傲，不只是要給學生知識，其實做一個老師給學生最大的禮物，就是給他們信

心。」，此外在社會服務方面則擔任過臺灣藥理學會理事、Committee of Chinese 

Pharmacological Society, IUPHAR（1982∼1992）、中華天然藥物學會常務理事

等。

學術研究方面，1992年在國科會的補助下以「使用亞烷基鄰苯二甲內酯為

抗心絞痛」為名，獲得經濟部中央標準局的專利，2007年又以「含類黃酮化合

物具選擇性抑制磷酸二酯酶四或三/四的藥學組成物」為名，獲得經濟部智慧財

產局的專利。至今已發表論文有56篇，會議論文86篇，目前仍繼續投稿中；柯教

授前期研究川芎成分butylidenephalide抑制平滑肌收縮及抗心絞痛之藥理作用，

後期專攻類黃酮衍生物抗氣喘的作用，曾任多家期刊的Referee，目前仍任三家

期刊（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e, Journal of Chinese Clinical Medicine, and World 

Journal of Gastrointestinal Pharmacology and Therapeutics）的Editor。

柯文昌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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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郁惠 教授

蔡郁惠教授，1942年10月10日生，1964年畢業於臺北醫學院藥學系，畢業後隨

即留在北醫生化學科擔任助教，1967年元月啟程前往美國德州大學，休士頓健康科

學中心之Graduate School of Biomedical Sciences攻讀碩士及博士學位。完成學業後應

Dr. Hnilica之邀請，留在同單位MD Anderson Hospital and Cancer Center擔任 Research 

Associate一職，爾後輾轉在University of Texas, Medical School at Houston⋯等機構任

職二十餘年。1994年在胡俊弘校長、陳 君院長、曾啟瑞院長、蕭柳青所長、潘憲

院長及李宏謨主任等諸位前輩、先進之力邀下返回母校擔任教職，現為臺北醫學大

學名譽教授。

蔡教授任職北醫期間，先執教於醫學研究所，並協助第一屆細胞及分子生物

研究所招生事宜，後來在細胞及分子生物研究所正式成立後，轉任該所專任教師，

努力參與該所之教學、經營與茁壯。1998年承胡校長之命，任「全校性改進普通生

物學教學小組」之總召，負責整編全校各系之普通生物學課程內容，並徵招、審查

及推薦普通生物學專任教師之招聘。數十年來蔡教授默默的為學校付出，貢獻北醫

服務北醫人，先後擔任過校內無數委員會委員、數屆校務會議代表、碩士班、博士

班及學生社團導師等。此外在學術方面，蔡教授積極參與臺北醫學期刊之審稿與校

稿，也以北醫名義在國際知名期刊發表不少原創性論文；協辦數屆多種不同性質之

國際研討會，並擔任研討會之學術委員，另外還擔當許多研討會中個別專題討論之

引言人，也擔任過國科會研究計畫之初審委員及英文國際期刊之Reviewer等校外學

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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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重義教授，1944年生，1970年臺灣大學醫科畢業，1975年獲維吉尼亞大學

藥理學博士，博士後研究於美國國家衛生院資助維吉尼亞大學糖尿病研究中心。

專長於腦中風與神經損傷治療，旅美31年期間，歷任過美國聖路易市華盛頓大學

醫學院腦神經科教授、華盛頓大學教學醫院（邦斯─猶太醫院）腦中風中心主任

及史坦講座教授、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國家復健醫療研究諮詢董事會董事、美國

國家神經創傷學會會長、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多項科研審核委員會主席、美國心

臟學會腦研究審核委員會主席、美國心臟學會布格研究獎審核委員會主席等，由

於在臨床醫學及基礎研究的卓越成就，曾獲頒很多重要的學術獎勵，包括美國衛

生研究院教師研究獎、賈維茨傑出腦神經科學研究獎、史密斯傑出研究獎、臺美

基金會科技成就獎及華盛頓大學教學醫院傑出領袖獎。此外，許教授亦為美國腦

神經學院院士及美國心臟學會腦中風科院士，列名全美名人錄、世界名人錄、全

美科技工程名人錄、全美醫學與醫療名人錄及美國中西部名人錄。

2002年返臺接任臺北醫學大學校長，喊出「學生就是頭家」的口號，任內

推動行政革新，解決北醫財務問題，建立清廉的財務制度，爭取雙和醫院之經營

權，追求卓越學術研究成果，並將國際觀引進北醫，成果可圈可點，令人欽佩。

此外，許教授在臺灣期間也曾任臺灣腦基礎腦神經科學會理事長，目前為臺北醫

學大學名譽教授、中國醫藥大學講座教授、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顧問級主任醫

師及中國醫藥大學醫療體系總執行長。社會服務方面目前則擔任臺灣腦中風學會

理事長、國家衛生研究院董事會董事、國家生技醫療產業策進會企業合作委員會

特聘研究員兼主任委員、國家科學委員會國家型計劃評審委員、工業研究院生醫

中心顧問等。

許重義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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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繼明 教授

陳繼明教授，1943年台北市出生，臺北醫學院藥學系第二屆1965年畢業，美國

明尼蘇達大學（University of Minnesota, Minneapolis）藥物化學研究所畢業授于藥學

博士，曾赴美國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 Francisco）藥學院任訪問

教授一年，研究專長為心血管及抗癌藥物分子之設計及合成研究。2008年8月屆齡

退休，現為臺北醫學大學名譽教授。於北醫服務四十二年，擔任助教、講師、副教

授及教授；曾於藥學系講授藥物化學、生物藥劑學等課程；授業藥學系校友逾7000

多人並指導碩博班研究生有35人。曾任臺北醫學大學藥學院長、圖書館長、臺北醫

學院藥學系主任、總務長、附設醫院藥劑部主任、教務處註冊組長等行政職務，為

北醫貢獻良多；此外在社會服務方面則曾任財團法人北藥文教基金會董事長、中國

藥學會臺灣省分會理事長、臺灣藥學會理事、中華藥學雜誌（現改名台灣藥學雜

誌）總編輯、教育部醫學教育委員、考選部高等考試典試委員、行政院衛生署藥物

食品檢驗局科技諮詢專家及行政院衛生署原料藥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等職。現任行

政院衛生署原料藥審議委員、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生物偵測技術

委員、國內藥廠及研究單位擔位資議工作、崇時教育基金會、鄭氏藥學文教基金會

及王光昭文教基金會董事等。目前仍於北醫藥學系講課。已發表學術專業論文近60

篇，另有編輯藥學專書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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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明哲教授，1944年生，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研究所生化營養組博士，擔任教

職三十九年，先後任職於實踐大學食品營養及保健生技學系（1970∼1979）及臺

北醫學大學（1979∼2009），謝明哲教授為臺北醫學大學保健營養學系創辦人，

在北醫服務三十年，曾擔任保健營養學系主任、保健營養學研究所所長、學務

長、公共衛生暨營養學院院長及副校長；幽默風趣、學術涵養豐厚的謝教授，在

營養學的教學與研究領域中已鑽研四十年，專業研究涵蓋了抗氧化營養素與慢性

病、特殊營養素與脂質代謝、健康食品之功能性評估等，謝教授在教學、研究之

餘，亦致力於學生教材用書和社會大眾讀物之編著、編譯並出版，至今已出版專

書十餘本，譯著和審訂七本，發表過中英文論文八十七餘篇。謝教授不但在營養

學界居領導地位，學術成就倍受肯定，更是時常應邀至各單位專題演講，推展營

養和保健的觀念。

此外，謝教授曾分別擔任中華民國營養學會〈現改名為臺灣營養學會〉第

八、九任理事長及中華民國肥胖研究學會第一、二任理事長，現為臺灣營養學會

常務監事、中華民國肥胖研究學會常務監事、臺灣保健食品學會常務監事及人人

體重管理基金會執行長等職務，謝明哲教授一生投入保健營養學的研究與推廣，

是臺灣保健營養界的泰斗。

謝明哲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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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惠華 教授

鄭惠華教授，1944年7月27日生。1967年以第一名之成績畢業於臺北醫學院藥學

系，旋即進入北醫生化學科服務，歷任助教、講師、副教授及教授。專長於藥學、

天然物化學與生物化學。貢獻北醫42載，教授普通化學與生物化學等課程。課餘之

暇，曾赴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生化研究所及附設醫院小兒科第二研究室進修，從事

基礎醫學研究工作，尤專注於天然物增強免疫功能及抗腫瘤機轉之探討。1979年

在生化大師董大成教授指導之下，從事靈芝抗癌研究，成果優異，有多篇論文發表

於台灣醫學會及中華癌症醫學會雜誌，不僅寫下台灣靈芝抗癌研究的首頁，也為台

灣日後蓬勃發展的靈芝藥理研究奠定根基。1996年赴美國北卡大學醫藥化學暨天然

產物研究室休假研究，任客座研究教授。研究期間，發現本土化石草之萃取物具有

抑制癌細胞生長之活性，並分離、鑑定出有效成分之構造，對於已成國際間重要趨

勢的「從植物藥材開發新藥」，具有實質之意義。2009年7月9日於臺北醫學大學榮

退，現為臺北醫學大學名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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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在北醫

潘憲教授，台灣宜蘭人，1944年11月15日生，臺北醫學院醫學系畢業（第四

屆），日本國立山口大學醫學博士，擁有完整經歷，曾任台北市立仁愛醫院內科

部主治醫師及放射線診斷科主任、台北仁濟醫院內科主任、臺北醫學院附設醫

院主治醫師、內科主任（1983.9∼1996.8）、副院長（1987.10∼1991.6）及院長

（1996.9∼2002.8）、臺北醫學院醫學系教授、系主任（1991.8∼1996.8）及臺北

醫學大學醫學院代理院長等職務，社會服務方面曾任台灣消化系內視鏡醫學會常

務理事、理事長及台灣消化系醫學會常務理事等，目前仍擔任台灣消化系醫學會

常務理事。

從臺北醫學院附設醫院創院開始即投入北醫建設行列，由零開始，開創北

醫消化內科體系，如今北醫消化內科已成為國內消化醫學重鎮之一。在擔任附設

醫院院長期間大力推動全院電腦化及建立臨床資訊站等，並引進正子造影、磁振

造影等多種最新的醫療設備，改善附近交通動線、簡化看診流程等，讓患者感受

到醫院的進步。內視鏡室更於1996年首先完成國內第一套internet/intranet-based影

像傳輸及取閱系統（IPACS），潘憲院長與資訊室劉立主任設計的IPACS進階版

更獲得經濟部智慧財產局「醫學資料系統及應用該系統而整合資料之方法」專利

權；此外2000年更帶領北醫附醫通過全國唯一區域暨甲類教學醫院評鑑，等同於

醫學中心的教學品質。院長任期後段全力規劃及籌建第三醫療大樓，附醫的建物

規劃因此跨越醫學中心門檻。

潘憲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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