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銜哀致誠「比較病理一完人 慈濟志業躬行者」 許永祥教授 
 

劉振軒 
 
    二 0二二年四月廿八日接到慈濟李明勳醫師 Line簡訊，主任已簽署遺囑「老師之所以要
當無語良師，第一，是希望你們可以藉由課程學到解剖技術，其次，由於我這個疾病在臨床

表現上是相當罕見的案例，希望藉由這次可以幫助胰臟癌醫學上的研究。老師會幫你們加油！

加油喔！各位醫學系的學生們，希望你們多用心在病人身上，要當一位視病如親的醫師｣，捨

身肉體，字裏行間，滿滿是愛，依其生前遺願，指定學生李明勳醫師和陳彥璋醫師進行病理

解剖研究後樹葬。五月六日就傳來「主任於下午一點四十二分離開了」，短短數語，令人肝

腸寸斷，禁不往內心的悲慟，我痛哭失聲！猶記二 0 二一年五月三十日，接獲羅東博愛醫院
病理科施洽雯主任告知許教授住院開刀，我驚訝不已，因新冠肺炎疫情，阻隔了探望的心願，

但卻無時無刻不在深深祈福，希望積善之家有餘慶，希望有奇蹟發生，然事與願違，天不假

年，於母親節前驟然離世。憶及近三十年來相知相惜，如兄似弟，亦師亦友的情誼，一幕幕

湧上心頭，在腦海中不停地來回穿梭翻騰，實在有太多的不捨與不甘！一年內痛失方中民老

師及許永祥教授兩位一輩子助益我甚多的良師益友，實在是情何以堪！ 
我結識許教授於一九九四年成立比較病理學會時，自此，除了一九九五年他前往美國南

加州大學進修而無法與會，幾乎是全勤的模範醫師，從南到北，無論再忙再累都無役不從，

參加過七十次 (一年舉辦三次) 比較病理研討會，提供精彩絕倫的病例六十三例，並指導具病
理住院醫師水準的醫學生上台報告，同時對病例講評也非常中肯，深具啟發，遇有疑難，常

不計代價協助進一步染色確診，因此多年來成為與會同仁與學生心中敬重喜愛的許主任。其

間也擔任過台灣病理學會理事及中華民國比較病理學會理事長，推動會務，不遺餘力，他是

一位心存大愛，終身奉獻比較病理的躬行實踐者。他曾經在比較病理學會二十週年紀念特刊，

發表感言，說道：「每次都帶著期盼的心情參加，因為這個會議有學不完的新知識，怎能入

寶山卻空手而回呢？」，又說：「每次會議後回到花蓮的火車上，我都會再次溫習當天的收

穫，確實學問上又有所成長。」，在那個年代，對於獸醫病理多少還心存歧視，許教授卻能

獨具慧眼，了解病理一體（One pathology) 的重要性，他曾分享對參加比較病理的感想，認為：
一、比較病理學會是大家學習病理的園地，永遠學不完；二、人醫及獸醫病理合作；三、分

享研究成果；四、學生發表平台。一語道盡比較病理學會的功能，而學會的成立，實在是一

個劃時代的創舉，不僅為比較病理學留下最珍貴的病例資料，也在教學、研究與防疫上提供

許多本土性的經驗，更難得的是，二、三十年來藉著一張張切片討論所建立的深厚友誼與情

感，讓會員彼此之間可以坦誠協助，在研究或教學資源也能夠互通有無，經由這樣的合作，

許教授協助慈濟醫學中心成功地挽救一位在加護病房命在旦夕的弓形蟲感染症病人，以及快

速診斷鉤端螺旋體病，排除SARS風暴期間民心的不安，為此上人讚嘆道：「沒想到人醫與獸
醫合作還能救人」，更加肯定了學會存在的意義與價值。 

許教授於一九五九年出生於台南市，畢業於台南第一高級中學，於一九七九年考上中國

醫藥大學醫學系，在台北馬偕醫院實習時，從不錯過台大醫院素負盛名的臨床病理討論會 
(Clinicopathological Conference, CPC) ，當時即展現出對病理的熱愛與天賦，一九八六年就讀
台大病理學研究所碩士班，師承葉曙、侯書文、莊壽洺、黃德修及賴義雄等教授，自此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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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工作，在台大嚴格要求下，接受各種解剖、教學與研究訓練，一九八九年畢業後留任台

大病理住院醫師，並與卓麗貞老師 (現任慈濟科技大學副教授) 結縭，成為苗栗竹南人的女婿，
婚後育有一子一女，個個事業有成，家庭幸福美滿。於一九九0年七月十九日銜師命 (侯書文
教授推薦) 並獲岳父全力支持，攜家帶眷前往花蓮慈濟醫院病理科擔任第一位專任主治醫師，
開始一步一腳印地開疆闢土創建病理科，「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創建之初，備極辛勞，但

是許教授仍是「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發揮「雖千萬人，

吾往矣！」的大無畏精神，事事寧願犧牲小我，以公益為上。有一年強颱來臨，風雨交加，

許教授心繫的不是家園淹水，而是趕到科裏奮力搶救病理標本及切片，因為那是維繫研究與

教育學生的命脈。數十年如一日，用心用愛去關懷每一屆學生，誓願畢業學生一個都不能少，

是學生心目中最喜愛的慈誠爸爸，也是急公好義可以互通有無的好同事，所有與他相處共事

過的師生與同事，都一致認為他是一位「謙謙君子，溫潤如玉」的教育家與學者。許教授過

世當天，臉書及慈大追思網頁，如雪片般蜂擁而至的感念與留言，就是最好的證明。許教授

時常殷殷叮嚀慈大準醫師們：「得失之間要透過很多的勇氣和智慧，不然社會上的誘惑太厲

害了。慈濟需要你們，要趕快世代交替，把技術和知識傳承下去」。一九九七年在李明亮校

長的指示下，創立醫學院病理學科，並將台大醫院CPC的經驗引入慈大。二0一四年四月擔任
病理科法醫病理醫師，八月榮升病理學科教授，其間亦擔任醫學院病理學科主任及醫院病理

科主任，表現十分傑出，但因熱愛教學、研究及服務工作，數次婉拒提拔高升的機會。研究

領域主要在病理學、法醫學、解剖病理及一般病理學，尤其在泌尿系統病理生理學研究，成

果豐碩，每年均有SCI文章發表。三十二年來，始終秉持「慈悲為懷，濟世救人」的慈濟精神，
慈濟醫院自一九九0年成立病理科迄今，帶領住院醫師及醫學生完成三百四十二例病理解剖，
解剖數量全臺最多，尤其難能可貴在許多醫院病理解剖都斷炊的情況下，慈濟獨樹一幟，逆

勢成長，貢獻醫學研究，許教授居功厥偉，並繼承台大精神，在慈濟辦理CPC，贏得全院上下
一致好評，甚至醫院評鑑小組也讚譽有加。此外，隔週週三下午舉行全院外科病理討論會 
(Surgical Pathology Conference, SPC)，針對近兩週內所做的八百餘例病理切片，選擇最特殊且
具教學價值的二例，進行研討。會中由該例的主治醫師介紹臨床症狀及表徵，由許教授及主

治醫師講解病理變化，並有多位相關科別的醫師參與討論，此舉不但可嘉惠患者，對醫師學

術風氣的維繫更功不可沒。 
每年五十位慈大醫學系六年級的準醫師，即將進入臨床實習，校方會特地安排兩天一夜

的人文營。講師陣容十分堅強，尤其許教授談到醫師的「價值與價格」，最令人動容。他回

想剛開始，慈濟醫院每年的解剖數多達四、五十例，工作負擔很重，有些醫師不堪負荷，提

出離職，認為別的醫院做一個解剖病例，可以有相對的優渥報酬，慈濟都沒有。許教授卻堅

信，價格怎麼比得上價值？這個病例做下來可以傳承，也可以吸取經驗，救人濟世，就是最

大的價值了！這段話，擲地有聲，發人深省。因為對解剖病理的執著，診斷過罕見狂犬病、

庫賈氏病、鉤端螺旋體病及漸凍人等具教學研究病例，不但解開死亡之謎，讓醫師得以全面

了解病理生理及致病機轉，可全力救治下一位患者，造福眾人，並慷慨分享病例給其他醫院，

加速醫學教育與研究。除此，許教授也關懷原住民的健康，參與常見疾病的研究與防治工作，

因為多年來持續的優異表現，實至名歸榮獲花蓮縣第十五屆優良醫師，第八屆花蓮縣醫療奉

獻獎及慈濟志業奬等獎項。一輩子貢獻病理及教育學生，夙夜匪懈，身後以身作則，化作無

語良師，繼續作育英才，真是一代良師。再看一次人間菩提，上人與許敎授病中的對話，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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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養病須輕安自在，及透過螢幕看見許教授因病消瘦的身影，我不禁又潸然淚下了，真是生

命有期，大愛無期啊！「是日當揮師生淚，有公乃壯病理威」，誠然。慈濟病理學科前後任

主任黃德修教授與許永祥教授，都是身體力行，以實際行動捐贈大體支持醫學研究，真是集

大慈、大悲與大愛於一體，令人景仰的偉大教育家！ 
    許教授是我的圓夢人，此生無緣醫學院，但是許教授卻讓我站在慈濟醫學殿堂，對著醫
學生講授病理學，我仍然記得帶實習課的時候，黃德修教授、許教授及我三人，共同指導學

生看切片的難忘美好時光。這些年來，許教授除了推薦我參加慈大研究生口試及大愛電視台

錄影外，每隔一段時間都會邀請我在慈濟醫學中心晨會演講，前一天抵達花蓮，許教授一定

親自開車接送，陪同晚餐，並巨細靡遺安排住宿及第二天一早七點四十的演講，記得最後一

次是在二 0二 0年九月十七日，因應新冠肺炎疫情，由林欣榮院長主持，我演講「由動物感
染經驗談冠狀病毒性疾病」，會後許教授告訴我聽眾反應非常好，我也很高興，能不負所望，

並邀約未來辦理更大型的冠狀病毒疾病討論會，我也非常期待。二 0 二一年四月十七日在台
大獸醫專業學院舉行第八十次比較病理研討會，這也是許教授最後一次參加他熱愛的比較病

理研討會，也就是這一次的見面，竟成永別，人生無常，空留椎心之痛與遺憾！ 
    花蓮慈濟醫院在二 0 0 二年曾收治一名大陸來台依親狂犬病患者死亡案例，當時許教授
也邀請李進成教授（許教授的大學同班同學）及我共同參與解剖，這是我第一次參加人體解

剖，經驗難得也獲益很多。回到台北，立即向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李金龍局長報告，讓動物衛

生防疫單位急早因應，免除國人不必要困擾。也在切片下看到了典型狂犬病奈格利小體（Negri 
body)，許教授也慷慨贈我許多罕見疾病典型切片，成為我神經病理課堂的瑰寶教學片。此外，
他也贈送我一套慈濟病理教學切片，增添我從事比較病理的經驗與能力，並當作就讀醫學院

兒女及同學病理實習課的最佳補充材料，每每憶及，總是溫馨滿懷，常存感恩。對於我的請

求，包括協助疑難病例診斷，讓學生參加 CPC，參觀慈濟病理科，許教授都是親力親為，用
心講解指導，學生都感念於心。而慈濟病理階梯教室，也促使我在台大仿效建立，確實提升

了教學效果。我們也曾共同發表過論文，比較病理學在探究人畜共通傳染病扮演的角色 (The 
Role of Comparative Pathology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Zoonoses)，內容闡述新興與再浮現人畜共
通傳染病，利用人與動物共通的病理變化，可以儘速找出致病原因，加以防控。二 0一三年，
台灣發生首例狂犬病鼬獾攻擊人類事件，經由台東縣動物防疫所高淑娟獸醫師告知，我立刻

就近聯絡許教授及陳立光教授，雖近深夜，他們卻立刻啟動感染後的預防及治療等救援措施，

最終雖沒有派上用場，但兩位教授發揮救人如救火，視病如親的精神，令人敬佩不已。 
    多年來，許教授每一次都是熱情澎湃地參加比較病理研討會，我們總是並肩而坐，無話
不談。他不善巧言令色，但是發自內心的感恩兩字，常掛嘴邊，對學術的尊重與學生的關愛，

永遠只記得別人的好，卻忘記自己給予的其實更多。在比較病理學會慶祝二十週年的專刊，

許教授撰文回憶這一段歷史，多處表達對我的溢美之詞，可見他心胸寬闊，始終不吝讚美。

他待人處世謙和有禮，也非常熱心，常歡迎比較病理研討會到花蓮召開，只要到慈濟召開，

他一定盡全力上下張羅準備，並且安排會後旅遊景點，及熱情邀約留下來聚餐，離開的時候，

也不忘記讓大夥都帶上禮物，讓與會者享受知識的饗宴外也滿載而歸，任何地方，許教授總

是讓人感受如陽光般的和煦溫暖！一九九九年我轉換跑道任職台大，剛開始為居住的問題煩

惱，許教授義不容辭，請他的岳父母將台北的房子暫予保留到八月份，讓我及孩子們有一個

安身之地，可以順利展開工作及求學，於公於私的關懷照顧情誼，實難忘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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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0一九年許教授有感於傳承與教育的重要，把近三十年來病理解剖案例編集成一本「病
理臨床整合圖譜」，這本書最大的特色，是每一種疾病均以實際案例來說明，全書使用近一

百七十個案例，提供臨床器官肉眼病變（gross pathology）與組織病理（microscopic pathology），
以簡明的文字搭配精挑細選的代表照片，連結「病理特徵」與「臨床病理」，使讀者能以最

短的時間理解深奧的病理及其臨床意義。我有幸應邀參與編校工作，深知這是他多年心血結

晶與心願，受此感召，於是不計其數來回反覆校對及斟酌措詞用字，終於完成了台灣第一本

病理結合臨床的圖譜，許教授感動之餘，提出讓我一起掛名為共同編者，我婉拒了，這是他

一生心血，我只是回報他的厚愛，豈能貪天之功，奪人之美？但這本書也成了許教授的遺作，

他還告訴我下一步準備編寫泌尿系統疾病圖譜及力邀協助撰寫慈濟主編住院醫師訓練教材中

神經病理章節，然卻成了未竟之志，「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他真是立德、立

功及立言三不朽的完人啊！ 
許教授是目前少數仍服務於慈濟醫學中心的創院元老，終其一生，一路走來，無怨無悔，

服膺上人「心寬念純」及「做就對了」的精神，誠懇踏實，不慕功名利祿，寧願犧牲自己，成

就他人。熱愛病理學術，用心及愛教育學生，待人處世謙恭有禮，總是利人為先，提攜後進，

竭盡所能。身後仍不忘化作無語良師繼續教育學生，可謂是「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

始乾」！這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無私奉獻精神，功同日月星辰。現在歸依佛祖，離苦

得樂，走筆至此，耳邊又響起現代病理學之父-魯道夫.菲爾紹 (Rudolf Virchow, 一八二一-一
九 0二）名言，也是許教授一生奉行的學術信仰，「動物醫學與人類醫學之間並沒有分界線-
事實上也不應該有，雖然研究對象不同，但在彼此領域所獲得的經驗卻是建構了整個醫學的

基礎。(Between animal and human medicine there is no dividing line – nor should there be. The 
object is different but the experience obtained constitutes the basis of all medicine.)」。哲人已萎，
知己不在，知音難尋，昔日悲憫仁厚寬闊的胸襟以及有教無類大愛的表現，自是讓我點滴在

心，紙短情長，恩澤長留人間，思之念之，亙古綿長！ 
 

 

 

二 0 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許教
授來我台大實驗室指導研究生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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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0 一七年七月二日黃德修教
授逝世週年學術演講及追思會，

許教授應邀致詞。 

 

二 0 二一年四月十七日在台大
獸醫專業學院舉行第八十次比

較病理研討會，共同頒贈獎狀給

林佳萱醫師，這也是許教授最後

一次參加他熱愛一生的比較病

理研討會，也是我們最後一次合

影。 

 

二 0二 0年九月十七日於慈濟醫
學中心晨會演講後合影。左起東

區防疫指揮官李仁智教授、許教

授、作者、林欣榮院長及徐中平

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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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00 八年四月廿三日台大學生
參加慈濟 CPC，會後許教授帶領
參觀病理學科教學研究設施並

親自解說。 

 

二 0 一四年三月八日在比較病
理學會發源地竹南召開二十週

年慶，會後聚餐。左起張俊梁教

授、作者、許教授、卓麗貞副教

授、梁鍾鼎博士、林正忠副教授、

蔡睦宗獸醫師及李進成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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