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級學術演講：
葉金川教授談「我的公衛學思歷程」

談到放棄臨床醫師工作、選擇公衛的原因，

葉金川教授表示，就讀台大醫學系時，對他影響

最大的就是參加登山社。有次爬南湖大山經過宜

蘭大同鄉的南山、四季部落，讓他印象很深刻，

於是在大四暑假跟同學自組山地服務隊，希望為

當地做一些事。

 原本他們以為準備了一堆藥和顯微鏡，可

以做些什麼，結果卻發現什麼都不能做；因為許

多居民都是慢性病患，頂多只能開幾天藥，唯一

有效的是多用途打蟲藥。他們觀察到每個小孩肚

子都大大的，趕緊進行檢查後，發現幾乎每個孩

子都有寄生蟲，乾脆全班投藥，隔天立即看到效

果。

那時候是民國 60 年代，當地缺乏診所，連

衛生室都沒有，只有一名保健員。隊員們不禁擔

心：半年後年再來，恐怕每個小朋友又是大肚子。

106學年上學期最後一次學術演講，邀請到慈濟大學公共衛生學系葉金川榮譽教授蒞校

演講。葉金川教授曾任全民健保局首任總經理、台北市衛生局局長、行政院衛生署署長等

公職，公共衛生行政經歷相當豐富。

在將近兩小時的演講中，葉教授以「我的公衛學思歷程～那些學校沒教會我的事」為

題，與陽明學子分享他投入公衛領域、推動重要衛生政策的歷程與體會；在率真平實的敘

述中，讓人感受到獻身公眾事務的熱忱，以及一路以來堅持的理想、理念，令人感佩也得

到許多啟發。

文、圖／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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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他們坐在地上，七嘴八舌討論怎樣才能解決

小朋友的問題時，有位同學提到應該要有一個制

度讓居民得到公平的就醫機會，讓當時的他萌生

出以公衛為未來志向的念頭。

同年，台大公衛所陳拱北所長為了草擬「山

地服務法」，找他去泰安部落幫忙，讓他認識了

這位被尊稱為「台灣公衛之父」的老師，也從此

深受其影響，這也是他從大學就堅定選擇公衛的

另一個重要原因。從自己的經驗，他認為：「老

師真的會潛移默化地改造每個人的價值觀，所以

老師其實很重要。」因此他也建議，同學們要找

到自己的典範、心靈導師；而身為老師，若發現

學生真的對那個領域有興趣，也可以引導他們慢

慢去了解，以栽培下一代。

 在陳拱北教授建議下，他念了台大公衛所，

但畢業、服完兵役後，卻因為台大公衛系所沒

缺，無法如願回台大任教，於是他參加公費留

考，到美國哈佛大學流行病學研究所繼續深造。

回顧這段職涯起步的不順利，葉金川教授認

為，困境其實是機會，機會讓人成長，安逸卻只

是抹殺潛力的殺手，而這也印證在求學上。他舉

自己的經驗說，當時在哈佛為了順利進入博士

班，修課都盡量選自己有把握的課程，每門都拿

到Ａ，只有「分子生物學」拿到Ｃ；但後來回頭

看這段求學過程，才體會到：真正學到東西其實

比拿到好分數更重要。

在當時衛生行政人才缺乏的時代背景下，葉

金川教授在哈佛還沒寫完博士論文，就被網羅回

台擔任衛生署醫政處副處長，從此走向衛生行

政、歷任要職，透過制度的建立、政策的推動，

發揮自己的理念、所學，也為促進國民健康、解

決公共衛生問題做出許多貢獻；即使退休後，仍

然透過公益團體、廣播媒體等管道，宣導衛教、

促進國民健康。

談到職場的工作心得，他想跟同學們分享的

是：學校學的東西跟職場不一定那麼相關，更重

		郭校長在演講的開場為大家介紹葉金川教授，以及他跟陽明的淵源

15　彙訊 



要的是要終身學習，像他自己在推動醫療法／醫

療網、人體器官移植／腦死、緊急醫療法等等重

要政策時，都不是在學校學的，而是因為工作需

要現學現賣。他特別提到，當初推醫療網時，台

灣落後美、日將近 40 年，但當時的許子秋署長

卻很有信心地認為台灣可以趕得上，並勉勵他要

有志氣：「學習最好的，做最好的！」這也讓他

後來抱著學習、無懼困難的態度，推動健保等許

多重要政策。

 葉金川教授強調，要認同工作的價值才能

做得久遠，因為沒有興趣的工作，即使賺再多

錢，也不會有成就感，但成就感有時需要長期累

積才能感受得到，「事實上，要追尋一個有價值

的事物，是花時間的、長遠的，不一定能立即成

功。」他以自己推動癌症登記與健保資料庫為

例，由於受陳拱北教授的影響，他深切了解資料

庫的重要性，但起初並未受重視，直到 20、30

年後，才讓大家看到它們發揮功能而終獲肯定。 

1993 年開始推動全民健保時，也是遭到許

多質疑，但他仍勇於投入，終於在日後獲得肯

		葉金川教授分享他如何受陳拱北教授影響而投身公衛領域，以及推動重要衛生政策的歷程與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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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甚至獲邀到美國國會介紹台灣的健保制度。

回顧推動這個重要政策的歷程，他表示，這個制

度的建立確實很困難，但如果不推，台灣不會成

為已開發國家，所以難不難是一回事，總需要試

一試、放手一搏。而不管外界批評的聲浪多大，

他自始至終都認同它的價值，也因此能堅持下

去，最終也證明這個制度確實達到「幫上窮人、

病人」的目的，所以他認為：「只要掌握主軸、

做到這點，其他都是可以被修正的。」

 最後，他以自己的例子勉勵同學：雖然每

個人不一定是最好的，但都有自己的特點、專

長，像他的特點就是很樂觀，再怎麼困難仍會想

要嘗試，所以有 passion 是最重要的；還有，雖

然口才不好，但他很有說服力，因為真誠比口才

更能獲得信任。

 passion、利他、團隊精神、終身學習，這些

學校沒教的東西，在他看來，其實是比能力、成

績、專業更重要，他強調：「專業的東西老師都

會講，但這些專業必須長在人文上面才會偉大；

如果這些專業不曉得是為了什麼目的、沒有辦法

服務民眾，其實它們的價值也會減少。」

		葉金川教授與校內師長合影，左起：藥學院康照洲院長、郭校長、葉教授、高代理校長、衛福所李玉
春教授、李士元教務長、林峻立研發長

		葉教授回顧推動全民健保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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