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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謙卑、樂於學習的心， 
 磨練創新能力、溝通協調能力、歸納分析能力， 

成為高 EQ、勇於接受挑戰、能同理眾人的公衛人！ 
 

 

筆者(右)與林秀亮系友(左)合影 
 
最深刻的大學記憶 
大學時期的醫療服務隊結合實務與所學，拓展視野、了解人群需求 
  談到副局長在臺大公衛系印象最深刻的活動，她說，那是大二加入醫學院醫療

服務隊的經驗。當時到臺東紅葉村、卑南鄉服務，在醫服裡公衛系同學負責田

野問卷調查，醫科學生進行義診，大家各司其職，也從中認識了很多不同背景

的同學，開擴了自己的視野。副局長特別強調，實地做問卷的活動確實把於系

上所學實踐出來，在那個推廣節育的年代，在鄉下鼓勵「兩個恰恰好，一個不

嫌少」的實務經驗裡，她深深體會到節育政策的必要性。除此之外，由於走進

鄉間服務，也親眼看見了鄉間嚴重的寄生蟲問題。這些由課堂內容走入實務經

驗的過程，讓她把所學與生活結合，將知識加以應用，這種不同於日常在學校

生活的觀察、體會，讓她在日後制定政策時能了解不同人群的需求，並設身處

地為弱勢族群的處境考量。 
 



公衛政策與進展 
鼓勵學弟妹進入政府機關，對國家社會貢獻所學，好的公衛政策就是行善。 
  話題一轉，我們聊到了公衛人的出路問題。待在政府機構的這些年，每當任用

新人時，她常常感到非常遺憾、困惑與不解──究竟，臺大公衛系的學弟學妹們

到哪裡去了？她深深覺得學公衛的人應積極爭取到政府機關參與政策的機會，

因為唯有受過完整公衛訓練的人，才能夠完整地推行與評估健康政策 (如預防保

健、三段五級的初段預防等)，也唯有具備完整公衛思維的政策，才能真正對民

眾、國家與社會有益。 
 
  副局長提到，現在很多同仁是從護理人員轉任，公衛系畢業生雖然無法用技術

人員任用的辦法進入政府機關，但她總覺得進了這個系，學了這麼多公共衛生

推廣的方式，就應該要有把這些想法和理念在實務上應用出來的熱忱。所以她

很鼓勵同學們無論是否有出國等進一步打算，都應該先參加國家考試，也希望

不要把政府機關薪水調幅低等顧慮看得太重。 
 
  公共衛生的行動透過政策的執行，不管從數據還是從實務上去看，都證實可以

有效率的幫助到民眾。所以副局長常常跟同仁說：「很多人喜歡去當志工，但我

們只要把工作做好就是在做善事了。」例如：在公車司機口腔癌篩檢的政策中，

篩選到八個口腔癌確診案例，救了八個人的健康，更守護了八個家庭的幸福。 
 
  她還記得以前系上的教授陳國輝老師說的：「想賺大錢不要來公衛。」一直到

現在回憶起來，她仍深深這樣相信著。「如果真的想對國家社會貢獻所學，走公

衛真的是條很棒的路。回頭想，那時班上大多數同學都可以填上醫科，但幾十

年看下來，我一點都不後悔走公衛這條路，我很感謝自己是走到公衛這條路。」

她說。副局長這段話給了我們很大的衝擊，我們看到了一個透過努力推廣、計

畫公衛政策，致力於改善民眾健康與生活品質的公衛人，以及背後那股實踐公

衛理想永不熄滅的熱情。 
 
  在政府機關三十餘年下來，副局長也親自參與並見證了公共衛生界這幾年來的

發展：傳染病盛行率的顯著降低、更多政府的資金與人才的投入、民眾對政策

接受度提高、預防接種率顯著的上升等等，她認為臺灣公共衛生的進步是明顯、

且仍持續進行的。未來應較重視的就是人口高齡化問題(增長健康餘命)、少子化

問題、長照政策、青少年肥胖等等，隨著社會向前進展，我們也需要時時調整

腳步，面臨各種問題。 
然而她也不忘提醒我們，在看見問題之後，還須記得，政策推動最重要的是能

否以有限的金錢照顧到最多的人，要學會分析投入的經費、成本與效益，選擇

最有利的策略，要讓投入的資源發揮最大的效益，這些都是除了熱忱與學養外，

也非常重要的事。 



此外，處理公共事務也要有喜歡跟人相處的心、對人有興趣，以關懷人群做為

政策的出發點，且具備基本的知識，再加上樂於學習的態度。在工作中持續不

斷地學習是非常重要的，在社會大學中有太多太多東西，需要同學保持謙卑的

心，像海綿吸水一樣的學習，才能跟上社會腳步而不被淘汰。 
「要謙卑、要學習」，副局長語重心長一再的提醒著，千萬不要驕傲自己是臺大

學生，正因是臺大學生才要表現得更好，態度與實力才是必須持續培養的東西。

副局長說在錄用新人時，聽到太多大家對臺大畢業生能力的質疑，因此絕不要

讓臺大成為你學習成長的阻礙，臺大學生沒有理由更沒有權力驕傲自滿，臺大

學生應該比別人更加努力前進，不要辜負了社會的期待與臺大的招牌。 
 
學習與工作態度 
抱著積極學習的心態，每件所學的東西在未來都是潛在的工具。 
談到目前所學與未來所用是否相符，以及公衛系是否具有專業的問題，副局長

回憶起學生時期，當時心裡也總覺得為什麼要念食品衛生、環境衛生等課程，

但現在回頭看，那些都是公衛領域很基本的背景知識，再搭配上流病、生統等

等公衛的專長，把它們學好，就不用擔心沒有專業。 
 
再者，從另一角度觀之，其實真正的學習往往是在畢業後。畢業之後要學的東

西更多，而上述學校裡的基本知識打穩了底子，未來的學習將更加容易。所以

她鼓勵同學每天在念書的時候要自問：「是不是很踏實的把老師這一天的課程都

學會了。」不要懷疑學的東西是不是跟未來職業相關，因為沒有人會知道自己

往後會走入什麼行業。對每件所學的東西都抱著積極學習的心態，因為在未來

它們可能都是潛在的謀生工具。 
 
你的表現和態度比學歷更能替你在職場上證明你的價值 
進一步談及職場表現，副局長非常堅定的說，最相關的其實還是付出努力的程

度、自我在職訓練的重要，培養自己「自主學習的習慣與能力」，讓自己能接受

「以做中學為精神的在職訓練」。再者，經歷每一件事時都要仔細觀察、體會其

中所蘊含的啟示。對於未來，若有肯學習上進的熱情與正確的態度，副局長鼓

勵同學不需擔心太多，過多的擔心只會阻礙自己往前衝。 
副局長認為，現在的年輕人常常把路想得太窄，她說:「永遠不可能等待萬事俱

全才往前踏一步，在工作上，有太多太多東西是大學四年的教育無法涵蓋的(如
當時遇到的 SARS)，遇到這些狀況時也只能努力去學。」 
副局長接著強調，大學教給學生的應該是做事做人的態度以及基本技能，而不

是一個職業訓練所，絕對不是教你該怎麼應付未來可能遇到的每一種狀況，因

此才會一直強調要謙卑、要學習，現在的學生最重要的就是專心唸書，厚植自

己的基本技能，增強自己的自信，不要讓害怕絆住自己，大不了，山不轉路轉！

對副局長而言，當時只是一心想找到一個工作，生活上不要再依賴父母，面對



工作時盡全力去做並同時加強自己的能力，然後才考慮自己到底喜歡什麼工作。

一開始就要求過高其實非常不實際，挑選工作的同時，也要衡量自己是否有相

對應的能力，才不會老來一事無成。 
 
公衛人 
應謙卑、樂於學習、具備課業之外的待人處世能力，並從困境中學習。 
當問到公衛人應有的能力，她語重心長地說：「不只是公衛人，我覺得現在人都

應該有高 EQ、需要具備溝通協調的能力、歸納分析的能力，創新的能力，隨著

知識、經驗的增加仍要保有對事物創新的看法。」臺大學生最可惜的是背負著

一個「優秀臺大人」的重重十字架，即便今天和不同學校的同事表現相同，放

大鏡般的檢視與要求仍會伴隨著這個十字架而來，更遑論表現不佳的時候遭遇

的耳語了。她說，實際上到了業界，最重要的，還是表現而非從哪裡畢業，在

這個快速進步的時代，職場也是個讓人成長的地方，想要在社會上立足，無論

年紀大小，永遠要保持謙卑、學習的心，只要沒有持續學習並督促自己進步，

就會落伍，被超越、被取代。 
 
訪問已接近尾聲。就像個經驗豐富的學姊急切地想給學弟妹建議一樣，她不停

強調並鼓勵學弟妹不要太驕傲，要學習謙卑，細細的聲音，但卻有著非常堅定

的語氣與神情，她說：「工作了 30 幾年，幾個基本原則她一定遵守，準時、重

承諾、態度誠懇、時時要自省，不自滿」她相信只要是人就一定會犯錯，勇於

承認、改進才是最好的方式，不要讓驕傲成為進步的阻礙、前進的沉重負擔。 
同學既然能進臺大，一定是優秀的，但臺大人沒有理由與權利驕傲，在外國同

年紀的年輕人都比我們辛苦得多，對課業及對每一件事都不能隨便，任何技能

都值得踏實地去學，唯一不讓優秀消失的方法，就是持續的努力、紮實不鬆懈

地學習下去，做任何事、與人相處都要信守承諾、踏實、誠實，並且認真去思

想、看待每一件事情。 
 
「處事上則要細心、有耐心、有同理心。用同理心了解服務對象的困難、困難

產生的情況，才能評估政策推行後的成效、每一個決定的結果，而這也是公共

衛生的 planning(規劃)。」她說。「畢業才是學習的開始，重新學習社會上的事

情。往往都要真的是遇到問題才知道問題的本質並開始學習解決方式。面對問

題與待人處事，也要漸漸培養自己的敏感度、懂得察言觀色，不要貿然行事，

要認真謹慎。」 
 
最後，副局長把「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形容為「苦難的祝福」，想告訴同學面

對困境時其實可以有另一種思考方式，試著停止抱怨、停止自卑、自責，靜靜

的思考與體會，苦難背後無價的祝福常常是令人無法預想的，換句話說，困境

說不定就是化妝成苦難的莫大祝福，是即將讓你煥然一新的契機，替你打開夢



想的大門，使你未來人生更加平順、幸福。 
 
踏著輕快的步伐走出市政府，手中還拿著副局長送的手工牛軋糖，我們的內心

充滿感動，因為真正看到一個正努力實踐公衛遠大理想的人。我們看見了公衛

的重要性，看見了公衛的影響力，更看見了身為公衛學生的任務與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