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醫大校友杜元坤院長、尹莘玲醫師獲第 29 屆醫療奉獻獎 

2019 年 10 月 26 日第 29 屆醫療奉獻獎舉行頒獎典禮，本校醫學系第 20

屆校友杜元坤醫師及第 21 屆校友尹莘玲醫師獲頒個人醫療奉獻獎，分

別為北醫第 24、25 位醫奉獎得主。杜元坤醫師投入骨科顯微重建手

術，足跡遍及五大洲、27 個國家；而尹莘玲醫師則投入兒少保護工作，

輔導全國各級醫院建構兒少保護醫療服務模式，北醫大與有榮焉。（編按） 

▓享譽國際的義大醫院院長杜元坤 

義大醫院杜元坤院長以脊椎神經及臂叢神經重建手術

「杜氏刀法」享譽國際，這個獎是對他最大的肯定，他

深以為榮。杜院長是一個精力充沛、永遠把病人健康擺

在第一位的醫者，因此成為眾多脊椎損傷患者心中的活

菩薩。他認為能獲獎的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評審委員看到他在國際醫療領域的努力與成就。近

20 幾年來，他前後跑了 27 個國家，開超過兩百檯刀，

絕大多數是受邀在國際醫學會或知名醫學中心公開示範

的手術。除了在美國、歐洲及日本這些醫療先進國家之

外，他也前往薩爾瓦多、海地、帛琉及印尼等醫療水準相對落後的國家，參加他們

的醫學會，毫不藏私地指導當地的醫師，為當地病患動刀。【左圖：聯合報游美月

社長（左）頒發獎座予杜元坤院長】 

第二個原因是醫療專長。他在臂神經叢重

建及脊椎癱瘓再生手術的成就有目共睹，

全世界臂神經叢的開刀指引是他寫的，目

前全球唯一的前瞻性論文也是他的大作，

很早就奠定其在臂神經叢重建及神經癱瘓

再生領域的國際聲譽，因此他喊出「臺灣

無癱瘓，世界站起來」的口號，期能協助

成千上萬因神經損傷而癱瘓的患者重新站

起來。 

第三個原因是溫暖。投入臨床工作以來，他就非常關心偏鄉弱勢族群的健康問題，

而澎湖又是他最牽腸掛肚的地方，近 5 年來，每隔一段時間就去義診，次數已多到

不勝數。【右圖：杜元坤院長以脊椎神經及臂叢神經重建手術享譽國際】 



 

這段澎湖緣，得從「十元阿嬤」莊朱玉女說起。阿嬤出生於澎湖吉貝島，16 歲嫁

到高雄後，和另一半經營工程事業有成，長久以來發覺不少離鄉背井到高雄討生活

的澎湖鄉親生活困苦，常有一餐沒一餐的，看得她相當不捨，除了把家中倉庫讓出

來給他們棲身外，還提供 10 元吃到飽的自助餐，讓這些碼頭工人有氣力幹活，養

家活口。【左圖：杜元坤院長（左 1）定期親率義大醫院同仁赴澎湖義診】【右

圖：杜院長幫助東吉嶼居民檢查身體狀況】 

2005 年的某天，阿嬤因膝蓋出問題到義大醫院找杜元坤開刀，術後沒幾天就吵著要

出院，一問才知道原來她急著回去做生意，免得那些碼頭工人餓肚子。杜元坤心

想，澎湖醫療資源普遍不足，當地居民一有急重症或疑難雜症，通常會選擇搭機到

臺灣本島，並就近在高雄地區醫療院所就醫，有時候就診人數多到連他都於心不

忍。 

這些病患通常前一天晚上搭機來高雄，再急忙趕到義大醫院掛號，看完診往往已是

隔天晚上甚至半夜，留宿一晚後，第三天才又搭機回澎湖。換句話說，他們每次來

臺就醫一趟，至少得花三天兩夜，如果還有家屬陪同，往返交通加上食宿是筆不小

的開銷，因此動了到澎湖義診的念頭。 

幾經思考後，他把義大醫院前往澎湖的義

診常態化，近 5 年來他幾乎每個月都親自

帶隊去，有時甚至一個月去兩、三次。除

了馬公，他們還把 9 個離島也走遍，盡可

能照顧到那些不易就醫的民眾。 

前進偏鄉離島，除了他專長的骨科，碰到

傳染病、心臟病、糖尿病及其他大大小小

的疾病，也都得當場診治。若碰到病情較

複雜的，就轉到臺灣進一步治療，進而發給一張澎湖居民就醫卡。澎湖鄉親持這張

卡到義大醫院，不用等，可無限制掛號，而且有專人服務，要讓他們下午 3、4 點

前能看完診、領好藥，趕在傍晚前搭機回澎湖。若能當天來回，少了住宿費用，經

濟負擔當然大幅減輕。【左圖：拉小提琴是杜元坤（右）工作之餘的最大樂趣】 



 

每次他帶隊前去義診時，總是吸引大批鄉親掛隊候診，而他平時在義大醫院的門診

也是人多到爆，更別說一刀難求的手術了。為了不讓病患失望，杜元坤總把一天當

兩天用，甚至晚上就睡在院長室旁的小臥室裡，除了除夕當天回家過年發紅包外，

其餘一年 364 天幾乎都以院為家，讓他自嘲是「住院院長」，但只要一口氣在，這

個「住院院長」就在。 

▓臺灣首位女法醫尹莘玲 

尹莘玲校友 33 年的醫師生涯中，有三分之

一的時間都投身於法醫界，她憑著「想

做、想學」的信念，多年來持續強化專業

領域，因為這工作攸關人命、人權，不容

出錯。 

會接觸法醫領域，是民國 75 年在高醫病理

科當住院醫師時，她接獲高雄地檢署委任

一樁死因鑑定案件後，因所學的「外科病理」與「法醫病理」不同，萌生了進修的

念頭，就把握機會申請到國際知名的洛杉磯法醫中心受訓，且憑著一絲不苟的專業

態度加上優秀的語言能力，讓尹莘玲在嚴格的訓練環境中穩紮穩打，累積實力，表

現優異，甚至被當地挽留，但年輕又滿懷熱血的她，一心只想回臺灣貢獻所學，改

善制度，殊不知，在前方等待的是一條困難重重的道路。【右圖：尹莘玲醫師

（左）獲頒醫療奉獻獎後，接受立法院蘇嘉全院長邀請至立法院合影留念】 

20 年前的早年社會，加諸在女性身分的歧視與刻板印象，為尹莘玲帶來不少挑

戰，而身為第一位「女法醫」，想在當時的法醫界展現新氣象更是困難重重。尹莘

玲說，當初確定可以到屏東地檢署時很開心，心想：「終於可以實現理想了！」而

報到後做的第一件改變，就是「解剖環境」，有別於報到前的興奮，在第一次驗屍

時很是難過，「當時驗屍就在殯儀館的大廣場戶外驗屍，記得那是具女屍，廣場旁

圍了一堆閒雜人等，等著看熱鬧，實在是很不尊重屍體。」於是，尹莘玲在上司的

支持下，將當時的解剖室改為相驗室，但即使如此，那樣的空間還是髒亂不潔，設

備不足，她與丈夫及數名醫師出錢出力改善環境，最後還是向佛光山及黃石新文教

基金會募款，才得完成新的解剖相驗室。 

萬事起頭難，但好不容易起步了，卻遭逢

更多阻力，光是為了改善環境，她出錢出

力仍吃力不討好，還得承受「無聊、沒事

找事做」的罵名與同儕的白眼，都說積習

難改，尹莘玲的做法無異是要大家做改

變，「想當年，驗屍不戴口罩，理由竟然

是尊重屍體。」但尹莘玲的專業訓練不容

她鄉愿，堅持驗屍要戴口罩，但直至遇到



 

患有開放性肺結核的死者、SARS 疫情等接二連三事件驗證後，大家服氣了，才知

道這原來不是無理取鬧。 

11 年的法醫生涯，尹莘玲有許多創舉及革新，罵更沒少挨過，無論在屏東地檢署

還是高雄地檢署，總是會有不甘改變者指著她的鼻子說她頭腦有問題，要她滾出法

醫界，但罵聲有多大，尹莘玲的心理素質就越強大，她告訴自己，這一切都是必然

的過程，面對各種批判指責，她選擇默不作聲、繼續往前行，年輕氣盛的尹莘玲憑

藉的信念，除了有曾在一流單位接受過的紮實訓練，讓她堅信自己絕對能做到之

外，同為醫生的丈夫，無條件的信任與支持更是她多年來依靠之一，這對醫生夫婦

也常彼此笑稱，一個看活人，一個看死人。【左圖：尹莘玲醫師說明棍棒造成的傷

痕】 

遇到任何案件，她定做好充足準備再前往，當年九二一地震發生隔日，尹莘玲等人

就被派駐南投國姓鄉支援，她行前就準備好所有裝備，連同檢察官、書記官等人的

不織布隔離衣、口罩、手套、死亡證明書等，全部備齊，「我們得搭海鷗直昇機才

能進災區，那裡哪能找到什麼資源，所以一定得做好準備。」也多虧這樣，一行人

才能抵達現場就能立刻著手作業，也就是這樣鉅細靡遺的專業風格，讓尹莘玲在一

樁又一樁的棘手案件中奠定地位，令人刮目相看。 

一直以來，尹莘玲都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沒有功名企求，只是想做。在解剖逾 

2,000 具屍體的過程中，每當驗屍對象是孩童時，她的心裡總是發酸難過，因為無

論報告再如何詳細，小生命都離世了，所以，當她覺得該轉型，傳承專業與經驗

時，想轉做「兒虐」驗傷，「希望能救一個是一個」。 

因此，一個全身有各式各樣傷痕的兒虐寶

寶「小星星」誕生了，尹莘玲說，取名為

小星星是希望每名孩子都能有個充滿希

望、閃閃發光的未來，而嬰兒模型上所見

的巴掌痕、捏傷與不同器具毆打產生的

「傷痕」，都是為了讓學生更容易判別學

習，她甚至利用矽膠片模擬出槍傷、棍棒

打傷等 10 幾、20 款兒虐傷痕及法醫傷痕的

模型，在長長的桌上一字排開，皆是尹莘

玲積累的傳承。除了可觀的傷口模型、驗傷設備外，尹莘玲也特闢了一間兒童驗傷

室，裝潢溫馨又有布偶娃娃等玩具，除了希望以空間加強安全感，更以門禁嚴格來

杜絕可能的二次傷害。【右圖：尹莘玲醫師與兒虐寶寶「小星星」合影】 

尹莘玲談論法醫生涯、驗屍、驗傷案件乃至遭遇各種刁難困境時，話總是說得輕

巧，不易顯露情緒，一場訪談就像出庭作證般，儀態翩翩又帶有不容質疑的專業姿

態，談話過程舉凡有可以輔佐的剪報、文件等資料，立即信手捻來，面對想做、正



 

在做的事，在在顯露出一顆充滿熱情與好學的心，一如她所言：「世界上最簡單的

事是放棄，但我不願意。」（文/摘錄自《北醫人》第 15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