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牙橋雜誌 甜蜜的負擔與回憶 

牙橋雜誌第九、十任總編輯~黃大森醫師專訪 

（記者吳佳憲／台北報導） 
 

北醫牙醫學系第二十屆校友黃大森醫師，從公元 2000 年以後，即擔任牙橋

雜誌總編輯，先後於鄭信忠醫師、黃茂栓醫師、洪銘謙醫師擔任發行人任內，編

製出一本本印刷精美、內容豐富的牙橋雜誌。並在刊物虧損連連，幾乎成為燙手

山芋的危急時刻，成功扮演救火隊角色，讓刊物在他任內皆能如期發行。「想使

一個人瘋狂，就叫他去編雜誌，」黃大森醫師強調，這是鄭信忠醫師即將卸下牙

橋發行人職務時，留給他的「忠告」，但直到真正擔任總編輯，為刊物的成敗負

起完全的責任以後，才算咀嚼出這句話所蘊含的寂寞況味。 
 
緣起 從就讀北醫談起 

黃大森醫師說，他從以前就喜歡閱讀與寫作，卻從來沒想過有朝一日能擔任

雜誌總編輯。第一次大規模、有系統地進行文學作品的研究，是在他進入台北醫

學大學就讀以後的事情，「就讀大一時，國文老師葉詩芬教授，要同學們利用放

假時間寫一篇作文，題目不拘，收假時交給她批閱。」黃醫師說，「我當時剛從

聯考的桎梏解脫出來，整天心浮氣躁地，別說提筆寫作，連定下心來好好看完一

本書都很難。放假回到嘉義老家以後，從櫃子裡找到一本塵封已久，由嘉義中學

所發行的《嘉義青年》以後，便揀了一篇鄉土作家黃春明先生的文章，仿造裡面

的內容，一段又一段地抄襲起來。」 
「沒想到幾天以後，葉詩芬教授竟然在課堂上表示，同學裡有人抄襲《嘉義

青年》裡的文章，甚至連作者的姓名、刊登的期數都一清二楚，讓心懷僥倖的我，

感到非常汗顏。」黃大森醫師強調，「教授沒有當眾公佈我的名字，卻讓我更感

羞愧，發奮充實自己的文學素養。並在教授的鼓勵下，大規模地閱讀黃春明、洪

醒夫、林懷民等本土作家的作品，還根據文章內容逐字逐句的推敲、研究。大五

時，受『同班同學』黃茂栓醫師（20 屆校友）的邀請，協助他進行北醫人報的

編輯，培養出極佳的默契，也為未來擔任牙橋雜誌總編輯埋下伏筆。」 
 
三位發行人 三種不同的風格 

公元二千年，黃茂栓醫師確定接任第十二屆北醫牙醫學系校友總會長，除了

必須處理繁瑣的會務以外，還要一肩扛起發行牙橋雜誌的重責大任。黃茂栓醫師

立刻想起過去協助他出版北醫人報，彼此合作極為愉快的黃大森醫師，並獲得黃

大森醫師的首肯，毅然接下總編輯職務。 
「我接下總編輯一職以後，先到第十三屆總會長鄭信忠（18 屆校友）醫師那

裡實習，」黃大森醫師表示，當時鄭信忠醫師任期還有三個多月，正準備發行任



內後一期牙橋雜誌，特別邀請他實地參與編輯會議，以提早「適應」編輯人員的

生活。「當我第一次走進鄭信忠醫師的辦公室時，竟當場楞住了！」黃大森醫師

表示，辦公室裡只有一張桌子，以及連發行人在內的四位校友，場面如此冷清，

讓他感到「很意外」。那時他才醒悟，這一本本設計精美、內容豐富的《牙橋雜

誌》，其實竟是少數幾個人徹夜趕工到天明的「血汗結晶」。編寫牙橋雜誌，竟

是如此吃力不討好的一件事。 
儘管人力短缺，但黃大森醫師仍對鄭信忠醫師發行的「革新版牙橋雜誌」讚

譽有加，他說，鄭信忠醫師是圖書出版金鼎獎得主，除了本身擁有過人的文采外，

更嫻熟各項出版業務，有「牙醫界專業出版人」美譽，牙橋雜誌交到他手上以前，

本來已有逐漸走下坡的趨勢，但鄭醫師硬是不服輸，在人手極度不足的狀況下，

「校長兼撞鐘」，一手扛起編輯與發行的重責大任，成功出版「革新版」，從封

皮的設計、文章的內容，到版面的編輯、色彩的配置，真正做到「一絲不苟」的

地步，「鄭信忠醫師長期在教學醫院服務，在學術界擁有豐沛的人脈，稿源豐富，

種類多元，每每回頭閱讀革新版牙橋雜誌，都會讓人覺得很舒服。」儘管到了後

期，革新版牙橋雜誌終於迫於現實，從月刊轉變成雙月刊了。 
黃大森醫師表示，黃茂栓醫師接任發行人以後，牙橋雜誌的報導面向，有轉

向以報導開業醫師的心聲，以及各地校友分會近況的趨勢。黃大森醫師坦言，由

於當時他對牙橋雜誌的編輯運作還不是很熟悉，大部份的編務工作，多仰賴時任

編輯主委的方隆琦醫師。他真正能夠獨當一面，發展出自己的風格，是在洪銘謙

醫師擔任發行人期間。 
 
柔性訴求 走出自我風格 

黃大森醫師解釋，牙橋雜誌創刊初期，正逢牙醫產官學界產生激烈變革的階

段，牙橋適時扮演媒體公器角色，對各種議題做出建議與批評，引起很大的迴響，

卻也引發很大爭議，甚至造成派系之間的對立與衝突。「為彌平傷痕，避免不必

要的糾紛，到了鄭信忠醫師擔任發行人以後，批判性的文章已大幅減少，改以學

術、休閒、生活為主流，在我擔任總編輯時，則延續其風格，務求呈現『多元』、

『舒服』、『輕柔』的文章。」 
黃大森醫師表示，現任全聯會《台灣牙醫界》總編輯龍霖醫師，曾在 2004

年寫給編輯一封信，為牙橋雜誌加油打氣，讓他感動得差點掉下男兒淚，內容大

略是說，雖然牙橋批判的力道不再，內容也變得更薄，但卻變得更有氣質，更加

賞心悅目。黃大森醫師強調，當時牙醫界的刊物已呈「百家爭鳴」的盛況，各公

會、學會、校友會刊物分別發行所屬的刊物，再加上網際網路的興起，牙醫資訊

的取得極為便利，卻也瓜分了廣告的市場，牙橋迫於財務壓力，不得不採取季刊

型式發行，卻也造成編輯團隊很大的壓力。「龍霖醫師的那一封信，就像是一場

及時雨般，振奮了編輯團隊的士氣，直到現在，我還是覺得很感動。」 
 
數位時代 是機會也是挑戰 



時序進入網路時代，各大媒體紛紛推出電子媒體，牙橋也推出電子刊物。對

此，黃大森醫師抱持肯定的態度，「二十一世紀是求新、求快的時代，網路媒體

除了環保節能以外，更可以二十四小時不斷更新、修改。而且我相信，年輕牙醫

師對於電腦的依存度只會愈來愈高，而這是我們這一代所沒有的現象！」 
不過黃大森醫師也認為，平面刊物有其必要性，除了攜帶方便，閱讀起來極

具親和力外，更可以長期保留，做為永恆的紀念。「翻閱牙橋雜誌，除了可以喚

醒過往的記憶外，其設計的風格、照片的特色，更反應當時代的精神，凡此種種，

都是電子報無法展現的優勢！」黃大森醫師建議，網路與平面媒體各有擅場，可

以並行，卻會形成相當的人力與財務負擔。危機也是轉機，如何傳承北醫牙醫學

系校友們的精神「牙橋」，考驗製作單位的智慧。 
 

黃大森醫師展示牙橋雜誌的出版事業登記證書 牙橋雜誌，是黃大森醫師最得意的收藏品 

 
黃大森醫師向讀者分享展示他所主編的牙橋雜誌

 

黃大森醫師／學經簡歷 

 

台北醫學大學牙醫學士（第 20 屆） 

北醫牙醫學系校友總會常務理事 

前台北縣牙醫師公會理事 

前台北縣牙醫師公會的理事 

前總額健保審查醫師 

清池牙醫診所主治醫師 

署立雙和醫院牙科部兼任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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