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牙橋雜誌重要推手 施文儀醫師專訪 

（記者吳佳憲、陳延蔚／台北報導） 

 

北醫校友施文儀醫師（牙 19 屆），是牙橋雜誌第一任(後)總編輯，也是牙橋

從四版報紙轉變成為雜誌形式的重要推手。由於當時恰值國內牙科界從衰微走向

興盛的階段，牙橋雜誌適時發揮輿論功能，成功扮演牙醫界溝通橋樑的角色。 

 

增加篇幅 以雜誌型態發行 

施文儀醫師表示，牙橋雜誌創辦初期，國內牙科界仍處於起步階段，相關法

令、制度皆不健全，儘管北醫牙醫學系校友會的實力，在台北市已算首屈一指，

仍處於慘澹經營的狀態。「牙橋剛開始採行四版報紙型式發刊，確實已做到聯繫

校友、凝聚向心力的效果，但如果想要成為牙醫界的領航者，發揮刊物影響力，

則內容一定要擴充。」 

施文儀醫師表示，編輯團隊會有擴充牙橋版面的念頭，主要是因為當時勞保

仍未全面開放，社會各界有許多不同的聲音，再加上幾年後即將推行健保，更需

要專屬的討論平台，而且當時正是國內牙科向上發展的重要轉捩點，牙醫師們對

於醫療倫理、經營管理，以及學術文章的需求也大幅提升。」 

 

擴充版面 有助廣告業務推廣 

施文儀醫師笑稱，雜誌界流傳一句玩笑話，「想害一個人，就勸他去辦雜誌。」

擴充內容與版面，首先面臨到的衝擊，就是財源問題。施醫師特別感謝時任會長

的杜瑞煙醫師（牙 10 屆），以及校友會全體理監事的支持，在不確定牙橋能夠

轉虧為盈的前提下，升級成雜誌型態。杜瑞煙會長當時甚至抱定捐出六十萬元燒

錢辦雜誌的決心。 

施文儀醫師強調，就是因為缺乏資金，所以才更需要擴充刊物規模，「牙橋

是第一個探討牙科行政的非官方雜誌，擴充版面可以募集更多廣告，有更多的本

錢做行銷，也能發行給全國牙醫師閱讀。」 

 

封面故事 牙橋重要特色 

「擴充版面第二個面臨到的問題，就是稿源。施文儀表示，當時校友會裡有

許多古道熱腸且才華洋溢的校友，主動跳出來幫忙，雜誌編務才得以順利進行，

「主要包括方隆琦醫師、石公燦醫師，以及封面故事主筆蕭棟銓醫師等。」 

施醫師特別推蕭棟銓醫師，「『封面故事』是蕭棟銓醫師所創，他過去曾擔

任北極星詩社社長，擁有深厚的文學底子，對於藝術的涉獵也極為廣泛。由於『封

面故事』的成功，使得刊物觸角得以延伸到其他領域，也成為牙橋的重要特色。」

施醫師表示，牙橋雜誌發行全國版以後，許多外校人士為了定期收到刊物，紛紛

加入『牙橋之友』行列，定期捐錢給校友會，有的最後還加入主筆行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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