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真
巧，在民國100年的11月，《中
國醫訊》正好發行到第100期。

這意味著中國醫藥大學暨醫療體系的

院刊自從改名為《中國醫訊》之後，

已經8年多了。8年多來，中國醫訊月

月按時出刊，且能維持一定的水準，

實屬不易，由此也可看出本院對品質

的堅持。

中國醫訊的沿革

前身是一元醫訊

中國醫訊的前身，是許多老員工

仍記憶猶新的《一元醫訊》。一元醫

訊在民國70年，也就是本院成立後的

第2年創刊，陳立夫董事長親手寫下

「一元醫訊」4字為刊頭。其創刊宗

旨是提倡中西醫一元化，內容則與一

般大醫院的院訊類似，有中西醫的醫

療保健文章及中藥、西藥、護理等資

訊，當然也少不了一些文藝作品及員

工旅遊札記。印刷及紙張均採儉約原

則，黑白列印。

一元醫訊維持到民國85年，鑑於

許多醫院的院刊都已改為彩色版，因

此本院也決定改版。那一年是我剛到

本院服務、擔任放射線部主任的第2

年，蔡長海院長指定我當總編輯。令

我印象深刻的是會計室香梨小姐剛為

人母，我們拿她正在學爬的兒子照片

當改版第1期的彩色封面，象徵刊物的

新生。最近碰到香梨，得知多年前的

那位「封面人物」已就讀高一，時間

過得真快啊！

民國9 0年，蔡董事長將院長的

棒子交給林正介院長，而我剛好也奉

派去學校當醫學系系主任，總編輯重

擔便交給當時的彭慶添副院長。彭副

院長接棒後的次年，即民國92年，做

了一項重大改變：「一元醫訊」改名

為「中國醫訊」，同時組成編輯委員

群，讓更多同仁從旁幫忙收稿、催稿

或寫稿。民國95年，聯合報醫藥記者

陳于媯小姐自報社退休，蔡董事長聘

請她到本院擔任顧問，負責中國醫訊

的編輯事宜，彭副院長頓時輕鬆許

多，由於陳顧問的努力，中國醫訊的

水準及品質明顯提升。

兩年前，周德陽院長承接林正介

院長的院長職務，身為副院長的我，

又回鍋擔任中國醫訊的總編輯，偕同

陳顧問一起繼續為中國醫訊奉獻心

力，希望能編輯出一本既有可讀性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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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彰顯本院特色的刊物。此外，教材室盧秀

禎專員的美化版面，秘書劉孟麗小姐與放射

線部蔡侑娉小姐的協助邀稿、催稿，均功不

可沒。

每期刊物設定主題

主推醫療保健訊息

中國醫訊為免費贈閱，讀者主要是本

院員工、病患與家屬，以及特約診所的醫護

人員、病患及家屬，也會固定寄給一些機關

團體與公司行號。刊物內容偏重醫療保健訊

息，也是同仁分享各種心得與經驗談的紙上

平台，時見感動或激勵人心的佳作。

為使讀者的視線聚焦，中國醫訊每一期

都會設定主題，邀請各科撰寫相關的醫療保

健文章。每一篇文章刊登前，都會經過編輯

的整理潤飾和反覆校對，構思主標題與次標

題等。身為總編輯，我最主要的任務是寫總

編輯專欄，以及出刊前略加審閱，看看有無

不妥之處。醫護同仁工作忙碌，而醫訊每月

都要出刊，在稿源短缺的情況下，每個月要

如期誕生何其不易，但我們積極地邀稿和催

稿，總能克服重重困難，從未讓它開天窗。

在全國各大醫學中心及區域級以上大型

醫院的院刊中，我敢誇口，本院的中國醫訊

編得最好，如有客觀的評審，中國醫訊一定

會得第1名。其實這也要感謝蔡董事長對品質

的堅持，兩年前我接手時，看到財務報表，

中國醫訊由於用的是最好的紙張，最精美的

彩色印刷，每個月都要花不少經費。我曾向

蔡董事長報告，紙張如果降級，頁數再少幾

張，每期便可以節省一些開銷，但董事長認

為院刊是醫院的文化門面，要做就做最好

的。

中國醫訊一期期記錄著本院的發展軌

跡，希望全院同仁都能踴躍寫稿、投稿，用

文字灌溉它，使它更加茁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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