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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表象下的溫柔關懷

│醫師專訪│經驗分享

          
疾病，這是他之所以選擇專攻巴金森病的原

因。此外，病程的緩慢及症狀的多樣性，也

是巴金森病吸引陳醫師的地方；透過症狀與

成因的研究，他進入巴金森這門博大精深的

學問，進而了解更多神經科疾病。

在學習過程中，他曾師承知名英國動作障

礙學者 John Rothwell，對於他研究計畫嚴

謹、飽學而謙遜的風骨十分景仰；但他更感

謝恩師「台灣帕金森之父」陸清松教授的「放

縱」。他憶及自己還是住院醫師時，無論想

研究任何主題、添購任何設備，陸教授總是

給他足夠的信任與自由，讓他「放手一搏」，

他才有機會深入鑽研神經電生理學，在巴金

森病及動作障礙領域中有些成果。他說，「是

陸醫師的放縱，造就了今天的我。」

鐵漢柔情　理性背後的溫柔

陳醫師從國中時期便接觸法國哲學家卡繆

的作品，「選擇的本身在於選擇」這句話對

他影響很深。至今面對每位患者，他總會認

真推敲患者的問題及其弦外之音，深究問題

的真正意涵，思考他能為患者做甚麼？「所

以，我不走溫情路線，因為真的沒有時間閒

聊。」

話雖如此，提起他的眾多患者時，這位鐵

漢醫師卻滿臉溫柔，清楚記得患者初診時的

模樣；當治療遇上困難時，陳醫師默默用盡

心思、想方設法奇招百出，更是令人動容。

這些沒寫在病歷上的努力過程，才是這位

「不聊天醫師」把患者放進心裡、刻在腦中，

理性留診間、關懷藏心底的鐵漢柔情。

這套系統的資料不但是台灣巴金森患者

專屬的在地化資料庫，其完整性更是獨步全

球。由於台灣沒有轉診制度，當患者尋求其

他治療，醫師便無從得知其後續；因此，這

些資料彌足珍貴，有助於醫師更了解病程和

療效，不但對病人本身有幫助，也能成為醫

師診治其他患者的重要參考。

謹遵醫囑正確用藥是不二法門

陳醫師表示，巴金森的發病過程緩慢，

隨著多巴胺細胞慢慢凋亡，症狀才會漸漸浮

現。一般來說，剛發病時只要配合醫囑用

藥，多半能維持七、八年的病情穩定，幾乎

不會影響日常生活；發病後八到十五年漸漸

進入第二階段，症狀才會較為明顯。因此，

醫師在發病初期除了穩定病情之外，也要為

後面的階段預做準備，透過嚴密的追蹤監

控，設想患者未來可能發生的狀況，若能採

取適當的預防措施，就有機會讓後續症狀延

緩出現或減輕。

陳醫師建議病友：面對巴金森應該像看

待糖尿病、高血壓一樣，同樣是無法痊癒的

慢性病，但只要症狀控制良好或延遲病程發

展，就是好事；患者一定要相信醫師的專業

判斷，遵循治療計畫，不自行變更用藥，才

能維持血中藥物濃度，這對病情的改善至關

重要！

感謝陸清松教授的「放縱」

陳醫師毫不諱言，巴金森病是神經醫學

領域中，唯一可以透過藥物明顯改善症狀的

半不會只看一個醫生，而是多方尋求不同意

見，因此他認為，「患者最後之所以選擇

我，不是為了來和我交朋友，而是希望我的

專業可以幫助他們。」

全台首創
巴金森患者追蹤登錄系統

由於巴金森病的症狀多樣，出現時間也不

同，若僅針對單一個案治療，很難窺得疾病

全貌；因此他認為需要建構一套長期的追蹤

系統。2011年，陳醫師向長庚醫院建議成立

巴金森病治療中心並建置登錄系統，透過個

案管理師定期追蹤，針對患者病況進行系統

化的分析。每位就診的患者都會被登錄到系

統中，填寫問卷和量表後，系統每隔12~18

個月會提醒醫師再次追蹤。目前系統中已有 

1,076 筆資料，至少完成一次追蹤的約有760

位，其中包括76位從2011年至今已完成四次

追蹤者。

採訪／趙瑜玲、姜欣慧

撰文／姜欣慧

專訪林口長庚醫院

神經內科系動作障礙科主任

陳柔賢醫師

真心讀懂病患的寄望，將每一分力氣都用於改善病情；

「不聊天」醫師鐵漢的表象裡，藏著默默為病人付出

的熱忱。

 「我是個不和患者閒話家常的醫生，因為

我必須把每一分、每一秒都專注在診斷和慎

重的調藥、醫囑上。」這是陳柔賢醫師受訪

時的開場白。有別於醫界普遍強調的「視病

猶親」，陳醫師認為醫師和患者之間最好常

保理性，把醫病關係建築在專業上。

分分秒秒都給病人最實質的幫助

陳醫師的動作障礙門診約有五、六成是巴

金森患者，人數還在持續增加。「因為患者

很多，看診的時間有限，所以我希望利用所

有的時間和精力來觀察及了解患者的狀況。

少聊一分鐘客套話，就可以多一分鐘了解病

情、詳細說明調藥並叮嚀按時用藥。」

陳醫師認為醫者最好避免與患者建立私人

情誼，診療時才能不受情緒影響，理性地聆

聽患者的陳述，做出最適當的診斷和治療。

他認為，禮貌性的寒暄對患者不一定有實質

的幫助。陳醫師表示，大多數病人一開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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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這是他之所以選擇專攻巴金森病的原

因。此外，病程的緩慢及症狀的多樣性，也

是巴金森病吸引陳醫師的地方；透過症狀與

成因的研究，他進入巴金森這門博大精深的

學問，進而了解更多神經科疾病。

在學習過程中，他曾師承知名英國動作障

礙學者 John Rothwell，對於他研究計畫嚴

謹、飽學而謙遜的風骨十分景仰；但他更感

謝恩師「台灣帕金森之父」陸清松教授的「放

縱」。他憶及自己還是住院醫師時，無論想

研究任何主題、添購任何設備，陸教授總是

給他足夠的信任與自由，讓他「放手一搏」，

他才有機會深入鑽研神經電生理學，在巴金

森病及動作障礙領域中有些成果。他說，「是

陸醫師的放縱，造就了今天的我。」

鐵漢柔情　理性背後的溫柔

陳醫師從國中時期便接觸法國哲學家卡繆

的作品，「選擇的本身在於選擇」這句話對

他影響很深。至今面對每位患者，他總會認

真推敲患者的問題及其弦外之音，深究問題

的真正意涵，思考他能為患者做甚麼？「所

以，我不走溫情路線，因為真的沒有時間閒

聊。」

話雖如此，提起他的眾多患者時，這位鐵

漢醫師卻滿臉溫柔，清楚記得患者初診時的

模樣；當治療遇上困難時，陳醫師默默用盡

心思、想方設法奇招百出，更是令人動容。

這些沒寫在病歷上的努力過程，才是這位

「不聊天醫師」把患者放進心裡、刻在腦中，

理性留診間、關懷藏心底的鐵漢柔情。

這套系統的資料不但是台灣巴金森患者

專屬的在地化資料庫，其完整性更是獨步全

球。由於台灣沒有轉診制度，當患者尋求其

他治療，醫師便無從得知其後續；因此，這

些資料彌足珍貴，有助於醫師更了解病程和

療效，不但對病人本身有幫助，也能成為醫

師診治其他患者的重要參考。

謹遵醫囑正確用藥是不二法門

陳醫師表示，巴金森的發病過程緩慢，

隨著多巴胺細胞慢慢凋亡，症狀才會漸漸浮

現。一般來說，剛發病時只要配合醫囑用

藥，多半能維持七、八年的病情穩定，幾乎

不會影響日常生活；發病後八到十五年漸漸

進入第二階段，症狀才會較為明顯。因此，

醫師在發病初期除了穩定病情之外，也要為

後面的階段預做準備，透過嚴密的追蹤監

控，設想患者未來可能發生的狀況，若能採

取適當的預防措施，就有機會讓後續症狀延

緩出現或減輕。

陳醫師建議病友：面對巴金森應該像看

待糖尿病、高血壓一樣，同樣是無法痊癒的

慢性病，但只要症狀控制良好或延遲病程發

展，就是好事；患者一定要相信醫師的專業

判斷，遵循治療計畫，不自行變更用藥，才

能維持血中藥物濃度，這對病情的改善至關

重要！

感謝陸清松教授的「放縱」

陳醫師毫不諱言，巴金森病是神經醫學

領域中，唯一可以透過藥物明顯改善症狀的

半不會只看一個醫生，而是多方尋求不同意

見，因此他認為，「患者最後之所以選擇

我，不是為了來和我交朋友，而是希望我的

專業可以幫助他們。」

全台首創
巴金森患者追蹤登錄系統

由於巴金森病的症狀多樣，出現時間也不

同，若僅針對單一個案治療，很難窺得疾病

全貌；因此他認為需要建構一套長期的追蹤

系統。2011年，陳醫師向長庚醫院建議成立

巴金森病治療中心並建置登錄系統，透過個

案管理師定期追蹤，針對患者病況進行系統

化的分析。每位就診的患者都會被登錄到系

統中，填寫問卷和量表後，系統每隔12~18

個月會提醒醫師再次追蹤。目前系統中已有 

1,076 筆資料，至少完成一次追蹤的約有760

位，其中包括76位從2011年至今已完成四次

追蹤者。

採訪／趙瑜玲、姜欣慧

撰文／姜欣慧

專訪林口長庚醫院

神經內科系動作障礙科主任

陳柔賢醫師

真心讀懂病患的寄望，將每一分力氣都用於改善病情；

「不聊天」醫師鐵漢的表象裡，藏著默默為病人付出

的熱忱。

 「我是個不和患者閒話家常的醫生，因為

我必須把每一分、每一秒都專注在診斷和慎

重的調藥、醫囑上。」這是陳柔賢醫師受訪

時的開場白。有別於醫界普遍強調的「視病

猶親」，陳醫師認為醫師和患者之間最好常

保理性，把醫病關係建築在專業上。

分分秒秒都給病人最實質的幫助

陳醫師的動作障礙門診約有五、六成是巴

金森患者，人數還在持續增加。「因為患者

很多，看診的時間有限，所以我希望利用所

有的時間和精力來觀察及了解患者的狀況。

少聊一分鐘客套話，就可以多一分鐘了解病

情、詳細說明調藥並叮嚀按時用藥。」

陳醫師認為醫者最好避免與患者建立私人

情誼，診療時才能不受情緒影響，理性地聆

聽患者的陳述，做出最適當的診斷和治療。

他認為，禮貌性的寒暄對患者不一定有實質

的幫助。陳醫師表示，大多數病人一開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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