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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接種的推手

「打疫苗預防  重於抗病毒治療」
疫苗安全性屢受質疑 李秉穎：施打疫苗絕對利大於弊

子女們呵護備至，讓他感受到與別的小孩不

同的關愛，因此小時候的李秉穎一直都是父

母親眼中的乖乖牌，後來兩位哥哥都選擇就

讀理工科系，從小成績優異的他，就一路在

父親的期許下考上台灣大學醫學系，成為家

族裡唯一的醫師。

而為何會選擇小兒科與感染症作為

研究領域？李秉穎說，喜歡小朋友是最主

要的因素，但從小愛看偵探小說也是原因

之一，他常被偵探小說的情境所牽引，而

將自身溶入書中主角的處境，隨著劇情的

鋪陳，試著去解構錯綜複雜的難解謎團，

所以進入醫學院就讀後，發現內科往往需

要推敲患者的病因，來找出適當的治療之

道，竟與偵探小說中的若干情節相符，所

以才一頭栽進小兒感染科領域。

李秉穎說，研究病毒就像偵破一起

神秘的懸案一般，像病毒最讓人驚訝的地

方，就在於它「突變」的能力非常強，可

以變成我們未曾知悉的東西，所以你必須

要先確認它是什麼東西、把它診斷出來，

才能找到方法避免其他人被感染，他以

「冠狀病毒」為例，以前世界上沒有幾個

人研究它，反而在獸醫學領域會比在人類

醫學界重要，因為過去冠狀病毒會讓某些

動物，引起像是腦炎、腹瀉、肝炎等的嚴

重疾病，對畜牧業的獲利產生影響，對於

人類而言，也只會引發所謂「感冒」的上

呼吸道感染，而感冒不吃藥也會痊癒，所

以怎會有人想去研究感冒病毒。

■台大醫院小兒部主治醫師、台灣兒科醫學
會秘書長，同時也是國內感染症的權威李
秉穎。(圖片由原水文化出版社提供)

或許眼尖的讀者會發現，本期介紹的

醫界人物彷若似曾相識，沒錯！每當國內爆

發傳染病疫情時，他就會在各大媒體或談話

性節目中現身，而且您也會時常見到他為

「建立疫苗預防重於抗病毒治療」的觀念大

聲疾呼，他就是國內感染症及兒科的權威

──台大醫院兒科部主治醫師李秉穎。

說起當醫師的經過，李秉穎在一篇紀

念父親的文章中曾提到『父親就像聳立的大

樹，他的庇蔭讓我們無憂無慮地長大；父親

又像炙熱的太陽，他的光輝照耀了所有身邊

的人』，『我們四個小孩都曾經坐著父親的

腳踏車上下學，聯考時父母親帶著扇子與冰

水全程陪伴，學校註冊、成功嶺受訓的畫面

中，也有父親的身影』，就因為父親從小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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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在SARS流行後發現，冠狀病毒

竟突變成可以引發下呼吸道病症的肺炎，

醫界那時才驚覺到「為什麼一種過去只能

在上呼吸道內生存的病毒，居然能夠去侵

犯下呼吸道？是哪些變化使它的生物特性

產生那麼重大的改變？」這些問題都需要

更多的研究才能解決，所以李秉穎強調，

國內自2003年爆發SARS疫情後，近年又

陸續有禽流感H5N1、H7N9及狂犬病等傳

染病出現，讓民眾聞傳染病而色變，病毒

快速變異，急性傳染病風暴一定會再發

生，唯有民眾建立疫苗預防重於抗病毒治

療的觀念，才能防範無藥可醫的「超級病

毒」出現，我們必須要用比較宏觀的角度

來看傳染病的防治，要知道疾病是怎麼診

斷、傳播的？才能夠保護其他人的健康。

對於專業領域，李秉穎總是侃侃而

談，但聊到他的父母時，可以感受到李秉

穎對父親李庭芳先生及母親林華真女士的

感念，而他待人處事的風格，也確實受父

母親深深地影響，李秉穎回憶道：「母親

雖出身台南的望族，但絲毫沒有半點驕奢

之氣，還相當獨立開朗，初二那年，母親

被送到青島念書，在那兒認識了父親，二

人相戀結婚後，一直到大陸變色，父親與

母親才一起回到臺南市居住。」李秉穎接

著說，小時候很少聽父親提起往事，但記

憶中有一事卻讓幼年的他感到很驕傲，他

說，父親雖然農家子弟出身，但身份證上

的學歷欄卻寫著「山東大學電機系」，畢

竟在那個時代，能夠讀大學的人是少之又

少，但父親對此事，卻往往只淡淡地說：

「當時戰亂時代的學校機制不良，那只是

隨便唸的。」

思想觀念受父母影響至深
李秉穎：「幸福，就是幫助別人！」

父母親的感情相當恩愛，這也讓李

秉穎深深感動，他回憶道，母親晚年有了

憂鬱的問題，父親為了不讓母親的病情惡

化，決心牽著她的手走遍臺灣，兩人互相

依偎的身影，一直持續到母親

去世，而他永遠都清楚地記得，

母親過世時，父親在母親的額頭

上深深一吻，然後對著他們說：

「你們平安就好。」往後的幾個

月，只見父親的形貌快速衰老，

行動也逐漸不便，雖然他們都未

曾聽過父親主動提到母親，但他

知道，在父親的內心裏，是獨自

面對著失去愛妻的巨大憂傷。

李秉穎提到，有一次他上電

視錄影，主持人在節目結束前，

突然要他用三十秒的時間說一下

「什麼是幸福？」我腦海中立刻

■李秉穎(右)對推動疫苗預防接種的觀念不遺餘力，他
說台灣仍有許多民眾不了解預防接種的重要性，而未
施打疫苗，尤其國內已逐漸邁入高齡社會，成人疫苗
將是下波防疫重點。(左為台大醫院呂俊毅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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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現父母親的身影，並且不假思索就脫口

而出：「每個生命都有結束的時候，那時

刻回頭看，我們看到的不會是個人曾經自

私地謀利或佔別人便宜，我們想到的

應該是我們是否曾經讓別人的生命更

美好，所以幸福就是幫助別人！」

李秉穎回想起雙親說，父親從

不追逐名利，並且十分樂於助人，他

曾說過如果哪天有能力，他的願望是

創立獎學金，幫助所有需要幫助的學

生，雖然這個願望父親始終未能達

成，但曾接受過他幫助的人卻不知

凡幾；另外記得有一次，母親突然問

起，她說在新聞媒體上看到台大小兒

科有一位魏火曜教授似乎很有名？他

回說魏教授是我們小兒科的大家長，

當時對母親的問題並不以為意，直到

母親病危的時候，父親才告訴他，母

親常把自己的私房錢捐出去做善事，

包括紅十字會以及魏火曜教授基金

會，這時他驚覺，母親早已經把對家

人的小愛，無私地擴及到其他需要的

人身上。

■求學階段的李秉穎醫師(中)，與父親李庭芳先
生(左)、母親林華真女士(右)合影。(李秉穎醫
師提供)

李秉穎說他常會感歎：「每一個

生命都有最後的終點，那麼生命的意義

何在？」許多人認為生命的意義在於利

己，讓自己的生活更加優渥無虞，這似

乎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因此在少子化浪

潮下，兒科醫師有逐漸式微的趨勢，李

秉穎坦言，醫學院學生愈來愈少人願意

投入兒科領域，原因是收入偏低，反而

是最近幾年來很夯的醫美業，錢多事又

少，很容易吸引學生加入，李秉穎說，

他常在課堂上勸告學生：「財富絕對不

等於快樂，當你未來褪下醫師白袍後，

腦海中的重要回憶，不是你曾賺了多少

錢，而是白袍生涯中，曾經救過多少

人。」

■李秉穎醫師將他行醫多年來，發現的許多錯誤醫
療觀念寫成書，希望能將正確的觀念推廣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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