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離開牙醫工作 創造公共衛生領域的藍天 

疾病管制局副局長施文儀專訪 

（記者吳佳憲、陳延蔚／台北報導） 

 

   北醫牙醫學系第 19 屆校友施文儀，畢業後並沒有從事牙科臨床工作，而是投

身公職，進行公共衛生領域的研究，一步一腳印成為國內知名的公衛專家，現任

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副局長。對文學創作極有興趣的他，除了曾任《牙橋雜

誌》總編輯，還曾經以公務員的身份，為成人雜誌撰寫專欄長達一年之久。值得

一提的是，施副局長在宣導公共衛生時，擅於使用台灣民俗俚語做為溝通媒介，

將專業名詞化為淺顯易懂的語言，和基層民眾打成一片。 

 

繼承父志 致力公共衛生推廣 

   施文儀副局長表示，在從事公共事務的過程中，體認到「醫師工作，不該只

侷限於臨床方面，對於公共衛生，乃至整體社會的觀察也是非常重要的，」再加

上父親施清河先生，是台灣光復初期對抗瘧疾的重要人員，受到父親的影響，施

副局長北醫畢業後，選擇攻讀台大公共衛生研究所，並投身公職，開啟這條讓親

友倍感意外的人生旅程。 

 

   施副局長回憶，他從事公職的第一份工作，是做職業病防治工作，其中，調

查及輔導全省煤礦工人「塵肺症」長達五年之久，「五年間，全台五萬多名礦工

只剩下不到五千人，他們不是死於塵肺症，就是終身傷殘無法工作或被迫轉業」，

當年社會上勞工安全衛生意識不高，為了幫礦工做體檢，曾經深入地底十公里，

在空氣不流通，極度悶熱與吵雜的環境下工作。施副局長感嘆，「台灣的經濟奇

蹟，是建立在基層勞工的健康犧牲，以及對自然環境的破壞上。」施副局長表示，

當年年輕，有熱情與衝勁，現在再叫他回頭做這些事情，他可能會有所猶豫，但

年輕人如果懷抱夢想就不應該遲疑，「畢竟很多事情都是要帶著一點理想與傻勁

才能成功。」 

 

善用民俗諺語 拉近民眾距離 

   施文儀副局長為土生土長的鹿港人，過去在替《牙橋雜誌》撰寫社論時，就

經常穿插閩南語俗諺。施文儀表示，無論是從事醫療或公共衛生，溝通都是至關

重要的一件事，也許醫師具有高超的技術，但若無法具體傳達心中的想法，瞭解

患者需求，看起來會很不親切，無形中塑造高高在上的形象，讓部份民眾敬而遠

之。 



   施副局長表示，醫療是很專業的領域，但身為第一線人員，有義務多花一些

心思，用普羅大眾都能接受的語言，做觀念上的溝通。施副局長特別推薦民俗諺

語，「諺語就是這個民族的文化，只要擅於使用諺語，就能很快融入他們的文化。」 

施副局長以閩南語俗諺舉例，「囝仔人尻川（屁股）三斗火，也會煮飯也會炊粿」，

並不是說小孩子的體溫很高，高到會冒火，而是指他們的皮膚毛細孔還沒有發展

健全，如果害怕孩子感染風寒，而把他們包得緊緊的，反而不利排汗，容易長痱

子，「這是古人的智慧，也是最能深入一般民間的語言。」 

 

為成人雜誌寫專欄 宣導性病防治觀念 

    施文儀就任疾管局副局長以後，為了宣導性病防治的觀念，曾經突發奇想，

找上當時國內二大成人雜誌《花花公子》與《閣樓》，表達想要撰寫文章，為讀

者進行性病、愛滋病防治宣導的意願。 

 

   施副局長回憶，他所投稿的第一篇文章，題目叫做「一飫二飽三中晝四透早」，

乍看之下會覺得莫名其妙，其實這是一句民俗諺語，講的是成年人從事性行為

時，「四個應該儘量避免的時段」，分別是「肚子餓（飫）、吃得太飽、正中午

（中晝）以及早上（透早）」，「這是先民遵循傳統醫學理論，所歸結出來的智

慧結晶。」 

 

   施副局長笑稱，成人雜誌很少會有讀者回函給作者，但他的文章卻引起《閣

樓》熱烈討論，並持續連載長達一年之久，「在此以前，從來沒有一位衛生官員，

會為成人雜誌撰寫專文，若非雜誌因故停刊，我仍然會繼續寫下去！」 

 

慎防職業傷害 牙醫師宜做好眼睛保健 

   從牙科轉戰公共衛生領域，施副局長以過來人的經驗表示，牙醫師必須特別

注意自己的眼睛保健，「牙醫師因為工作需要，必須經常削磨牙齒及各種物體，

產生大量粉塵，除了要配戴面罩避免直接傷害外，也要經常補充深色蔬菜，攝取

充足的葉黃素及胡蘿蔔素。「眼睛就像牙醫師的第二生命，失去好的眼力，將很

難在這個行業生存下去。」 

 

   鑒於牙醫師經常遠赴國內外各地進行義診、考察、講習等活動，施副局長表

示，台灣每年境外移入的傳染病例，第一名是登革熱、第二名是桿菌性瘧疾、第

三名則是瘧疾。高知識份子，特別是醫師族群，常因為自己的衛生常識夠充足，

而忽略接種疫苗，以及公共衛生的重要性，其實每個人都有被感染的機會，在面

對流行性疾病時，必須抱持戒慎恐懼的態度。 



 

2006 年 6 月施文儀副局長前往「關愛之家」探視愛滋寶寶(施文儀副局長提供)  

 

 

施文儀副局長／簡歷 

台北醫學大學牙醫學士（18 屆） 

台灣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疾病管制局副局長（現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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