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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充滿陽光的午後，於林老師辦公室中訪談老師學 醫的歷程及對中醫的未來發展，老師

侃侃而談，幾乎忘了已超過約人的時間，其中有數段為人津津樂道及不為人知的秘辛，容我

們細細道來。  

       林昭庚博士於 1947 年出生於彰化縣秀水鄉一個務農的家庭，自幼家庭相當清苦，但父親的

庭訓卻是他一輩 子所遵守不移的，尤其從林老師做人做事的態度中我們發現「提腳跟才能拿

到的東西，不要強拿」（意思為守本分，凡事不強求）這句庭訓是老師一直以來做人做事 的

座右銘，他說人生的許多際遇及職位絕對不是強求而來，一切盡其在我，成事在天。  

       高中三年級時，父親臨終前提及希望林老師將來要做一位好醫生，他亦不負眾望考上中國醫

藥學院中醫系，他 提到考上中醫系其實是誤打誤撞因禍得福，考前三個月腎結石急性發作，

考試時還打著點滴，原本的醫科第一志願跑到了中醫系，但他提到這或許是冥冥中註定要他 

為中醫界出一份心力。  

        大學時代其實是相當辛苦的，第一年每天四點多就要從秀 水鄉通車到台中上課，當時的交

通環境相當不好，大半的路程都是用走路的，而身為醫學院的學生課業繁重可想而知，但林

老師當時也只能利用坐火車的時間準備功 課。大二時好不容易於台中找到一間關帝廟，在廟

裡打掃換取免費的住宿機會。為了賺取學費林老師什麼事情都肯做，送報紙、服務生等都是

他人生不可或缺的一 段。直到二年級到中醫師公會張理事長診所見習針灸，發現針灸的效果

驚人，奠立他將來走向針灸學發展的基石，大五大六於仁愛醫院當見習醫師，由於林老師的

勤 奮得到當時院長的賞識，得到相當多的皮膚科及外科的實戰經驗，畢業後於台北一家外科

婦產科服務三年，之後進入台北榮總針灸科，期間奉院長指派至沙烏地阿拉 伯行醫，由於醫

術精湛深獲皇族的信賴，終獲得沙國最高榮譽金袍獎及永久居留權。  

       離開榮總進入國科會針灸研究中心展開林老師的另一生涯高峰，期間完成了不少巨擘亦奠定

了林老師國內外針 灸研究的地位，回想起那段終日與屍體為伍的日子，林老師心中百感交

集。當年林老師在臺北榮總病理解剖室，四年間，日日夜夜面對八十多具屍體，用解剖刀劃

開 表皮，取出內臟，接著在危險部位穴位，下針測量安全深度，之後還得得把內臟移入，縫

合屍體，過程繁瑣勞累，但他不以為苦，幾乎廢寢忘食。  

       數年後，他又以電腦斷層掃描，測量胸背部所有經穴的安全深度，為不同年齡、身高、體重、

性別，統計出客 觀的針刺安全深度標準，這篇擲地有聲的論文，讓他成為臺灣首位中醫針灸

博士，歷時十二年的針刺安全深度研究，使針灸更有科學根據，安全性大幅提升，深具臨 床

價值，為國際所肯定，他的著作也成為全球從事針灸醫學者的重要範本。  

       林老師認為：「醫，無分中西。」因為有感于中醫在早期常被外界斥為不科學，他投入針刺

安全深度研究，過 去醫界中西壁壘分明，近年來各項整合漸興，但兩造思維理哲仍存差異，

要進一步對話，需要共同「語言」。所以「中西醫病名對照大辭典」的構想應運而生，林老 師

強烈的使命感，讓他向這部史無前例的鉅作挑戰。一九九二年，他召集中西醫師著手編書，

歷時九年完成，全書五大冊，書中引用四百九十五部中醫藥文獻、七十 五本西醫文獻，收錄

八百六十四種疾病，以國際疾病分類代碼為目，納入中西相關文獻，打破傳統與現代醫學藩

籬，獲國際醫界高度肯定，世界各大圖書館紛紛納入 收藏。  



       編書過程障礙重重，林老師面臨前所未有的挫折與挑戰，光是收集文獻的難度就超乎想像，

九年間，前後換了 五批人馬，中途經濟頓失奧援，他只好自掏腰包，紛至遝來的壓力，讓他

健康亮起紅燈，幾乎被迫放棄，在沒有人看好的情況下，他咬牙苦撐，最後還是做到了。  

       父親的庭訓「墊腳尖才拿得到的東西不要拿」與「要如成熟稻穗般謙虛為懷」的做人原則一

直深深的影響著林 老師。林老師說：「我是個窮人家的孩子，求學歷程非常艱辛，除了遵照

父親的意思選擇行醫這條路之外，從來沒有所謂的『生涯規劃』，也從沒想過要得到多少頭 

銜，唯一的心願，就是希望可以回母校『中國醫藥學院』教書，並回饋學校設獎學金。凡事，

都只是想著父親的叮嚀，腳踏實地的讀書、研究、做事，然後做該做的 事罷了。」而本持這

樣的心態做事，反倒讓他在沒有無謂壓力的心情下，一步步地實現了心願，到母校教書、以

薪水設獎學金，也當上了中醫師�蔆|全國聯合會的 理事長，得到許多榮譽。也因為林老師

懂得以平穩的心情、不強求的心態，順天應人地去面對問題、解決問題，時時腳踏實地，在

前往目標的過程中，不計成敗，只 盡全力，因為他深信：「只要凡事盡其在我，成功自在眼

前。」  

       近年來老師的卓越貢獻受到政府高層的重視與肯定，於九十二年七月獲頒象徵國家醫事人員

最高榮譽的「功著 杏林」匾額一方，以及由教育部所編輯，專門教導兒童如何向成功典範看

齊的雜誌中所特地介紹林老師對中醫及醫學界的貢獻，祈對我們的下一代有學習學問及做人 

處世的啟發。  

訪談的過程中被學士後中醫系的學妹打斷，其中對學妹的叮嚀仍言猶在耳，他提到對於針灸

科的教學評鑑相當重視，沒有做到最好，他不甘願，頻頻問及學弟妹那裡 還有改善的空間，

心中不禁愧然，一位國際級的大師對教學熱誠仍然這麼執著，可為後輩的我們建立起一超然

的典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