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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當代的耶穌！─《臺灣癩病患者的守護天使：戴仁壽醫師傳》

讀《臺灣癩病患者的守護天使：戴仁

壽醫師傳》，給人的第一個感受是：一樣的

一生，每個人卻展現出完全不一樣的生命力

道！這種感動，跳脫在文字之外；自然是因

著他的生命豐富，承載了許多「意在言外」

的深刻；而整本書最耐人尋味的是，主人翁

說的話不多，卻有一種奇特的默然，反倒添

增了戴醫師「勤做而不述」的性情之美！

因此，閱畢此書，即刻浮現在我腦海

裡的，便是聖經馬可福音中耶穌的形象：人

子降生，風塵僕僕在世上奔走；這苦難的人

間，有著搶救不完的病痛與傷心境遇，他來，

唯獨為了肝腦塗地、全心全意地服事眾人！

而作者董英義與陳秀麗伉儷，在戴醫

師病逝（1954年）後約莫50年，合力撰寫了

這本《臺灣癩病患者的守護天使》，我好奇

地查了一下馬可福音成書的時間，竟然也是

約莫在主後50至75年代（就是祂復活升天後

25-50年之間）。

這個巧合，在信仰上應該是有意

義的！因為作者與傳記主人的關係，

豈不亦如同馬可與耶穌？在癩病與醫治

救人的領域裡，戴仁壽醫師雖無可比擬成耶

穌，但倘要把他看為董氏夫婦的私淑師傅，

份量應是足夠的！

此書關於癩病的發展與演變之內容，

多於對傳記主的著墨，乍看似有缺憾，但仔

細一想，回味之間，卻發現實無損於此書之

價值，以及成為此傳的深刻意涵，因為戴仁

壽醫師既以其生命全然擺上在拯救癩病患者

的事工上，他的一生豈能不處處與這歷史重

疊？因而，作者末了還附錄了8篇與臺灣各地

癩病醫療有關的簡史或記載，恰可用「悄然

呼應」來形容，或與中國人很根深的一個美

好理念相扣合─德不孤，必有鄰！更豐

潤了這本書。

因為當那年代，上帝差派了不止戴醫師

夫婦，另有許多充滿憐憫與愛心的醫護者、

公衛先驅、宣教士，不約而同地在各個角落

服事痛苦與被棄的痲瘋病患，正如諾貝爾和

平獎得主德蕾莎修女所說：「從事癩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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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見證與體現基督的愛！」她又說：「每當

我為癩病患者洗滌傷口時，我就看到神在那

人的裡面，我感覺是在為神洗滌傷口，那是

美得無比的經驗。」因著有這群回應上帝呼

召而以生命投入的醫者，經過近百年的堅持

與奮鬥，今日臺灣的癩病方能近乎絕跡！

而戴仁壽醫師，絕對是這群「天上差下

的醫療團隊」裡的先知與先驅，他幼年時的

靈魂已被預備，因著雙親的虔誠與慈愛，更

有上帝國度的廣闊視野，加上天賦優異，年

紀輕輕已在醫學領域嶄露頭角。

這樣的傑出，他原本絕對可以在世俗的

醫界或歐洲時尚圈上流階層裡耀眼穿梭，然

而他卻願意放下這一切，遠渡重洋，畢生埋

首於當時尚落後窮弱的臺灣；若非有從天上

來的異象使命，怎能支持他視病如親，何況

此「病」更是病中之病，世人以為的「天譴

絕症」！

作者採取「編年」與「主題」複合之

方式呈現，全書共有60個單元，主軸則規畫

為五大部分：一、神的預備（1-6）─從

幼年到完成醫學專業裝備；二、神的呼召

（7-19）─回應東方海嶼臺灣的病苦呼

喚與重建馬偕；三、癩病的醫治（20-31）

─俯瞰癩病醫療的全貌及發展；四、建

立樂山園（32-46）─戴醫師全人醫治理

念的艱辛奮鬥過程與苦盡甘來的果實；五、

永遠的守護天使（47-60）─晚年生活、

收復樂山、遺愛人間。

若要提到臺灣近代史，歐美的宣教士群

絕對足以自成一大章，在那個人心乾涸、生

活困頓的世代，寫下洋洋灑灑的啟蒙與開拓

的諸多篇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當舉「南

馬雅各與北馬偕」，他們兩位都同時是宣教

士又是醫師。

馬雅各在1865年來臺，從臺南「新樓醫

館」開始；馬叡理（偕）博士則於1872年抵

臺，始於滬尾（今之淡水）街上行醫，他曾

在一小時內創下拔牙百顆的紀錄，且20年間

共拔了超過21000顆牙！

從醫療與教育兩大範疇來表達上帝對臺

灣人無條件的愛，正是這塊雖美麗卻民智未

開的福爾摩沙島土，那段篳路藍縷歲月的重

要寫照。

戴仁壽醫師生逢其會，他與史家所譽

為「臺灣盲人教育之父」的甘為霖牧師、被

尊為「宣教的妻子」的孫理蓮女士，以及獻

身在澎湖五十年如一日的白寶珠教士等人一

樣，其實都有著並無所求卻願埋骨斯土的感

人大愛！

臺灣人實在虧欠這群「生命的戰士」一

分還也還不清的恩情，尤其近二三十年，整

個社會文化風氣奢華虛浮、動盪多變之後，

新一代的孩子幾乎少有人聽聞過去先祖這段

辛酸歲月的歷史，即便略有所知，亦漸次淡

忘或擱置一旁，因而這本《臺灣癩病患者的

守護天使》，在此時際，能成書與出版，實

在有著特別的感恩意涵，更有對著人心叩敲

警醒之美！

癩病，在任何世代都被置於冷門的角

落，尤其因為人們誤解此病所帶來的懼怕，

令這群無辜染患者，猶如活著的死人，被唾

棄又孤離，加上病纏之苦，生不如死。因而到

了如今整個更看重享受、追求流行、人心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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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人情淡薄的這一世代，當然越發冷門，

乏人關注與問津，這是可以理解與推測的。

那麼，怎還會有人想到要撰寫這樣一本

「幾乎理當被遺忘的主題」的書籍呢？這樣的

感動應當也是從上帝來的吧！讓這世代依然

有心的人，看見祂的手仍牽繫著這溫柔人心

的慈繩，也許絲細近乎毫釐，卻永不致斷絕！

何況斯人故事，其實並不遠矣！以一般

歷史批判的角度來評價這本傳記的真實與客

觀性，這樣的成書時間與記載對象的距離，

算是準確度極高的。

何況董英義與陳秀麗伉儷更與傳主戴仁

壽醫師一樣，一生皆從事預防與治療醫學合

一的工作，不論專業度、引用的報章、資料

或著作，相關人士的訪談與考證，甚至許多

和當年有關的人事與景物的照片，特別是寫

書者懷著感懷之心儼然下筆，在在都讓這本

記錄著對臺灣癩病患者無限深情與醫療宣教

的傳記文學，增添了極高的可看性！

而誠如作者在自序中所引用，董芳苑教

授在國史館「20世紀臺灣歷史與人物」學術

研討會上的推薦，他說：戴仁壽醫師為臺灣

所做的貢獻，就像「一位當代的耶穌」，因

而深深觸動他的心決志寫成本書。

身為只需與我一樣撥空閱讀此書的各位

讀者們，當有著受惠者後代、蒙恩感懷的心

情來傳遞先賢之愛，與繼續對病苦者的關心

及付出，我深信這也是我等一同回饋戴仁壽

醫師無私奉獻精神最簡單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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