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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校友

歷史的北醫

西元1953年，台灣剛從日人手中拿回政

權沒幾年光景，百業待興，而整個醫療體制

以帝國大學（今臺灣大學）為首的醫學院仍

是主流。當時在帝大服務、台灣首位醫學博

士──杜聰明醫師（M.D.Ph.D.）有鑑於台

灣醫療人才的嚴重不足，興起了在南台灣高

雄創立醫學院的念頭，並邀請了胡水旺醫師

共同參與。

因為杜聰明醫師

這拋磚引玉之舉，竟是

讓胡水旺醫師想著：北

台灣不當只有帝大培訓

醫學生，為了堅守日人

殖民時期「台北醫專」的

精神，於是有了在台北另

創醫學院的想法，並廣邀

董事加入，前後奔走了七 個年頭，終於在

1960年完成建校申請，北台灣第二所醫學院正

式掛牌興建。

臺北醫學大學的前世今生

臺北醫學院坐落台北城外東行約十公

里，當時荒煙漫草或稻田景致、舊名三張犁

路的地方。根據史料記載，農村時期的吳興

▲ 徐千田院長致詞勉勵同學

作醫學上的巨人。

▲  創校之初，全體教職員工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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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醫學大學的前世今生

街約今基隆路二段東南行往拇指山麓的一條

老街，沿線大小陂塘處處，包括有舊陂、新

陂、柴頭陂等，當時胡水旺醫師協同董事們

就是選擇柴頭陂陂口大片花圃地，作為臺北

醫學院校地所在。

臺北醫學院正式成立後，僅有醫學系、

牙醫學系、藥學系三系，第一學年度（49）

招收學生共兩百五十名，50學年度又招得新

生暨插班生兩百二十名，5 1學年度招得新

生暨插班生兩百五十名，前三年學生總計共

六百五十六名。

值得一提的事，臺北醫學大學創校核心人

物胡水旺醫師與高雄醫學院杜聰明博士一本傳

統醫專精神，這一南一北兩個私立醫學院，彷

如兄弟般，北醫創校後的每屆畢業生的畢業旅

行，一定造訪高醫，而杜聰明院長也必然親率

師生歡迎北醫師生，二校的情誼，傳為佳話！

探古知今遊北醫

▲ 四位創校董事於北醫最早校門前合影，由左自右分別

為：章榮熙、徐千田、胡水旺、郭宗煥。

坐上時空機穿梭古今，北醫校園所在，從昔日阡陌之地，爾今坐擁信義區吳興街商

圈。舊地名三張犁一帶，取名自農耕工具、一種套在耕牛脖子上的“犁＂，一頭牛掛一張

犁犁田約五甲地，所以「三張犁」指得是，先民拓墾此地約十五甲的土地。

早年，三張犁的農民常將所收成的稻穀肩挑至南港、文山地區販賣，吳興街六00巷一

00弄底的糶（讀音ㄊㄧㄠˋ，意指將稻穀賣出）米古道（米路；五百崁石階步道）記載著

歷史過往。據傳此石道形成於清末道光年間，來到吳興街臺北醫學大學附近，不妨來此古

道走走，懷思古之幽情。

為了農田灌溉所需，三張犁一帶多陂塘，「新陂」位於今

日吳興街六00巷巷頭，巷尾是「舊陂」所在，而臺北醫學大

學以及附屬醫院院址所在，是昔日「柴頭陂」週邊田地，約當

今二八四巷松山寺一帶。本只是基隆路上的一條長巷，自從民

國��年升格為“街＂之後，吳興街全長約1,6�0公尺，發展快

速，高樓林立，爾今已成為台北市信義區的黃金地段。 ▲ 昔日仍有山羊吃草、穿梭期間

的北醫校區。



青澀少年步入壯年期

相較於公立學校來自於政府補助的財務挹

注或企業投資的私立學校，臺北醫學院的資金

問題一直是校務發展上的最大阻礙，所以，如

何在有限的資金上，達到最有效的運用，一直

是校務運作所努力的方向。

90年代的北醫，從青澀少年步入壯年期，

然而台灣高等教育制度在這當下，也面臨了重

大的改革，全台各大專院校得以改制升等學院

或大學，使得大學的數量急劇攀升，91年以及

94年，長庚與慈濟分別設立醫學系開始招生，

兩所私校以龐大的資源與宗教團體的力量，搭

配完善的教學醫院，硬是讓臺北醫學院面臨前

所未有的挑戰。

當時除了外患，北醫還面對著內憂，學校

財務困頓。此時雖身處逆境，以董事會支持為

後盾的臺北醫學院經歷重組董事會，加入包括

北醫校友的社會賢達與各方專家進入董事會團

隊後，決議以開拓財源和擴展版圖為當務之

急。於是校內團隊採取了與過去30年來不同的

發展策略：爭取萬芳醫院，擴大附設醫院，以

及增加校內硬體空間與人力資源，以積極快速

的進步，爭取得教育部的補助經費作為支援。

萬芳醫院是北醫突圍的第一步，是北醫版

圖跨出吳興街的一大步。1996年7月，北醫取

得了台北市政府萬芳醫院的OT案，於1997年正

式經營著萬芳醫院的院務，且在短短一年九個

月之後遂轉虧為贏。2000年9月8日教育部核定

「臺北醫學院」改制成為「臺北醫學大學」，

豎立起一個北醫新的里程碑。而北醫附設醫

院，也在2001年擺脫赤字；2003年SARS肆虐，

北醫附醫連同萬芳醫院安然度過危機，再度印

▲  國際行動醫療團服務工作。

▲ 早年北醫附設醫院牙科門診部一景。中間診療椅旁的執

業醫生是傑出校友之一的李祖德董事長。

▲ 教育部核發的成立公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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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北醫大醫療團體的實力值得考驗⋯⋯這接二

連三的改變，北醫人的士氣頓是大增。

2004年，北醫大繼萬芳醫院之後，再度

取得雙和醫院含興建期在內50年的經營權，

並於2008年7月風光開幕，這時「一校三院」

的北醫大，一躍成為大台北地區最大版圖的

醫療院所。

展望與未來

或許危機就是轉機，從 1 9 9 0到今這近

二十年來，北醫經過陣痛、蛻變、脫胎換

骨，以展新的面貌呈現，讓許許多多北醫

人，美夢成真！

早先，臺北醫學大學主要競爭者來自全

國其他各醫學院校，而正式邁入21世紀的臺

北醫學大學，將以教學、研究、醫療服務並

進的國際級教學醫院之姿，登上國際醫療舞

台為目標。

誠如李祖德董事長所說，2009年是大北醫

體系的品質年。在維護學生安全上，北醫大

向世界衛生組織（WHO）提出國際安全學校

（International Safe Schools，簡稱ISS）驗證，

成為全球第一所取得國際健康安全校園認證的

醫學專業大學。另外，在醫療機構內部公平與

醫療品質等方面，也經過英國標準協會（BSI）

嚴格的第三者獨立查證，成為國內第一個通過

該查證的學校機構，獲得全球永續發展報告書

協會第三代綱領（GRI G3）證書，同時也達到

AA1000 AS國際查證標準，建立一份與國際接

▲ 2003年SARS肆虐，凸顯出呼吸醫療的重要性。

軌並兼具公信力的報告書。2009年北醫積極申

請品質管理之最高標竿—行政院國家品質獎，

通過驗證，並於2010年4月獲頒此一獎項。

2010年北醫大創校邁入五十週年，也是北

醫大的「整體發展年」。將以「追求研究、教

學及醫療的深度」作為整體發展目標。在研究

上，將致力於進入頂尖研究中心；教學方面，

將落實品德教育、生命教育、轉譯醫學教育；

醫療上，以培育頂尖臨床及轉譯醫學人才、醫

療科別領先全國、至少一中心達到世界知名，

並且廣邀領域頂尖人才到校指導為目標。

未來的北醫大，將以各種World Ranking指

標為導向，期望以三年的時間，進入世界五百

大為目標，強化國際競爭力。已走出吳興街框

架的大北醫體系，在未來發展上，將持續進行

各項軟硬體建設，並推動觀念與行政的革新，

以學生為優先的教育理念，配合e化的資訊校園

環境，讓學生與教職員間產生教學相長的互動

學習。在教學醫院的運作上，透過企業認證與

品牌建立，讓北醫大無論在學術或醫療上同時

獲得國際的肯定；並透過財務、行政、決策的

透明化，以期成為更具競爭力的世界級大學。

（文／王雅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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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年度 姓名 獎別 傑出事蹟

��
學年度

趙宇天

企業經營獎

藥學系第四屆

美國華生藥廠（Watson）創辦人及總裁，負責年

營收近六百億台幣的股票上市公司。經營長才堪稱

校友楷模。1���年慷慨捐贈母校建設經費百萬美

金，於百忙中承擔母校董事一職，貢獻良多。

臺北醫學大學坐落台北市信義區吳興街

段，從早期稻田中央鐵皮屋創校，到今天五學

院、十二學系、十四個研究所，外加三大附屬

醫院，三千餘病床的都會型現代化醫學專業教

學大學，歷經時間的堆砌、篳路藍縷，累積前

人的足跡爾今，建立出豐碩的成果。

在建校五十週年之際，希望承起《北醫

校史》付梓之精神，將歷屆對台灣社會有所

貢獻的傑出校友北醫人逐篇報導，希望藉由

這些傑出校友──包括在學術研究領域、企

業經營成就以及公共服務範疇的經驗傳承，

週知前人無比的毅力，共創今日北醫壯麗的

山河；藉由他們奮鬥的故事，對於台灣社會

特殊的貢獻，將北醫傑出校友們奮鬥不懈的

精神，以及仁心仁術的胸襟氣度，藉由專書

呈現，期許帶領著今日北醫人，共創更穩

健、更美好的一片天。

淺談傑出校友獎

臺北醫學大學歷屆傑出校友

1�

傑出校友



��
學年度

張文昌

學術成就獎

藥學系第六屆

第二十五屆中央研究院院士，於前列腺素研究領域

的成就深獲肯定。其學術研究成果堪為校友楷模。

致力研究之餘，擔任母校董事，關心校務發展不遺

餘力，貢獻殊偉。

��
學年度

李祖德

企業經營獎

牙醫學系第九屆

台灣首創聯合診所，為台灣第一家美式創投管理公

司（漢鼎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長、新加坡上市

XPress Holding LTD.（NO.1���0�0���）董事、

山東科興生物製品有限公司董事長、徐福記國際集

團獨立董事……，其企業整合、經營管理長才，堪

稱校友楷模。百忙之中擔任母校董事長一職，致力

校務重大建設與創新改革不遺餘力，貢獻殊偉。

��
學年度

黃勝雄

公共服務獎

醫學系第二屆

放棄美國高薪於花蓮門諾醫院服務，致力於提升東

部偏遠地區及原住民等弱勢族群的醫療水準，是慈

善醫療服務體系之典範。其提高醫療工作者之社會

形象，義務回母校進行神外教學服務，充分發揮誠

樸校訓，堪為楷模。

��
學年度

蔡芳洋

學術成就獎

醫學系第一屆

在美著名醫學大學以及教學中心從事教學研究工作

數十年，為國際知名神經放射科專家，特別在介入

性治療有深入的研究，在神經醫學界享有盛名。其

學術研究以及臨床經驗堪為校友楷模。經常回國教

導後進晚輩，並促成母校與加州大學爾灣分校建教

合作，貢獻殊偉。

獲獎年度 姓名 獎別 傑出事蹟

1�

淺談傑出校友獎



��
學年度

李良雄

公共服務獎

醫學系第一屆

腦神經外科權威，剛卸任台北榮民總醫院院長、擔

任陽明大學副校長，2003年SARS期間領導醫療團

隊全力抗煞有功。成立神經修復中心、高齡醫學中

心，造福病患。任台灣醫學中心協會第一任理事

長、中華醫學會會長等職，貢獻台灣醫療體系，實

為校友楷模。

��
學年度

湯銘哲

學術成就獎

醫學系第十五屆

致力於腎臟病的研究有獨特且創新的發現，並且在

生理學科教學研究方面成績斐然，研究成果受到國

際知名期刊的重視且數度引用，多次拿下國科會傑

出研究獎，還獲得第1�屆王民寧醫藥研究傑出貢

獻獎。喜好詩文藝術，曾為北醫「北極星詩社」一

員，曾擔任成功大學教務長、成大醫學院副院長等

職，表現傑出，實為校友楷模。

�6
學年度

林元清

企業經營獎

醫學系第六屆

在美執醫近40年，美國仁愛醫院醫療集團副總裁，

旗下有7家醫院，獲最佳醫療品質獎。歷經三屆美

國加州聖瑪利諾市市長，2006、07連獲美國華裔民

選官員協會會長，企業經營有成，戮力社會公益，

實為校友楷模。

��
學年度

陳時中

公共服務獎

牙醫學系第十二屆

擔任中華民國牙醫師全聯會理事長，致力於國民潔

牙運動的推廣，推動全民健保牙科總額支付制度的

建立，前行政院衛生署副署長期間，規畫全民健保

制度改革，於台灣衛教公共事務貢獻，堪為校友楷

模。繁忙之餘，擔任母校董事，推動校務發展不遺

餘力。

獲獎年度 姓名 獎別 傑出事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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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學年度

劉啟群

公共服務獎

牙醫學系第十五屆

創辦台灣路竹會，並以醫療無國界的大愛精神，奔

走台灣各地，甚至到世界角落進行義診以及人道關

懷，提昇台灣形象以及國際能見度，獲頒國內外醫

療貢獻獎章無數，實為校友楷模。

�7
學年度

蔡錦華

學術成就獎

醫事技術學系第二屆

所探索的EB病毒研究，對國人鼻咽癌患者的臨床

醫療多所貢獻，榮獲2000年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

究獎、國科會傑出研究獎、國家衛生研究院多年計

畫得主、台大微生物所教授、積極參與海內外學術

活動，並擔任國際論文及計畫之審查，多項研究成

果，實為校友楷模。

�7
學年度

阮仲洲

企業經營獎

醫學系第一屆

高雄阮綜合醫院院長，服務南部高高屏地區的區域

型醫院。�7年起帶領醫療團隊投入山地離島澎湖

地區，進行整合性醫療照顧，��年承接高市旗津

醫院委託經營，績效卓著。醫療企業體獲國家品質

標章獎。�7-��年派腦神經外師支援史瓦濟蘭國際

救援，創下史國第一例頭顱手術。捐款母校�千萬

元台幣扶持各項建設。其企業經營典範實為校友楷

模。

獲獎年度 姓名 獎別 傑出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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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傑出校友獎

資料整理／王雅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