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哪裡找「名醫」呢？

作者/ News98 名醫on call　節目主持人劉沛岭

主持名醫on call將近四年，最常被朋友或是聽眾問的問題是「某某醫生好

不好？」、「那個某某醫生真的很有名耶，要怎麼掛他的診？」，就是我們所謂的

「名醫迷思」。

叫醫藥記者或是醫藥節目主持人來說誰是「名醫」，其實是最可靠也是最不

可靠的。為什麼這麼說呢？最不可靠的原因是，「名醫」之所以有名，可能是因為

他的曝光率高（當然有一定的醫術），口才佳或是上鏡頭，對媒體的配合度高，

自然容易成為媒體寵兒，所以當別人一問我們的時候，我們就像電腦搜尋的速

度，自然而然的唸出一堆名單。但是大家不妨想一想，如果一個醫生常常上節目、

接受訪問，對病患的態度就一定會跟他在媒體上的表現一樣嗎？這必須親身體

驗才知道，因為知名度和態度不一定會畫上等號。

而最可靠的原因是，因為工作的關係，我們接觸的醫生自然比一般人多，

也容易獲得第一手消息，並且從跟醫生談話中可以稍微、粗淺的瞭解這位醫生的

「風格」。姑且不論醫術如何（因為這是專業的領域），視病如親的態度才是最難

能可貴的。大家可以試著想像一個醫生一整天下來面對數十個病患，不斷重複描

述類似的病狀，要不是有愛心和耐心，誰受的了呢？

我們常常哀怨，每個病患平均只分到三到五分鐘的看診時間，但是卻沒發

現其實很多醫生寧願餓肚子或是挨其他病患抱怨，也是耐心的替每一個病患看

診。或許大家該檢討的是，「名醫迷思」會不會也是造成我們看病來去匆匆的原因

之一呢？因為大家只相信某一些醫師，所有的人都跑去掛他的號，所有的人都

只能分配到一點點時間。我自己看病從不找「名醫」，也不會告訴醫生我的工作是



記者或是主持人，而是依照自己看診的經驗，感覺這個醫生是否值得我的信賴，

定期回診。

在醫藥記者和主持人的心目中，對病患有耐心、為病患著想，不因為病患身

份或是職業而有差別待遇的醫生，才是真正的「名醫」，他們可能在媒體上的知

名度不高，但是他們醫術和醫德一點都不遜色，重點是他們願意花時間在病患

身上。給自己和醫生一個機會，我想每個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名醫」。



「問清楚，聽明白」

就醫不用心慌慌

方儒

    「醫生說是肝硬化….。」媽媽皺著眉，憂慮的眼神嚇壞了全家人。「那醫生有

沒有再說什麼？」我急著問。「沒有呀…就說肝表面有粗糙的現象。」媽媽輕描淡寫

的一語帶過。媽媽有B肝帶原，但長期以來在醫師的叮囑下，都相當注重飲食控

制與身體保養，多年來的檢查也都維持正常狀態，怎麼會突然說有肝硬化呢？

我心裡泛起重重問號，深覺這其中必有差錯。但詳細追問，媽媽似乎也不太清楚

醫生到底說了些什麼。「這是檢驗結果。」媽媽拿出兩張檢驗結果單。數值都在正常

範圍內，「正常的檢驗結果，會有肝硬化的現象？」當下我馬上透過網路掛號，

再掛一次該位主治醫師隔週的門診，決心問個明白。

醫生，請問…

    門診外許多病患等著被叫號。這是位年輕的醫師，全家多年以來都是給這位

醫師做肝功能的檢查與監控，媽媽相當信賴他，全因為醫師有足夠的耐心與充

份的細心為病人看診。大約一小時的等候，診間外的電子叫號終於輪到了媽媽的

號碼。

    「妳好妳好..」醫師一見到是熟識的病患，滿臉笑容的向媽媽打招呼。「醫師，

不好意思喔，請問一下；」我開門見山的搶在媽媽前頭發問，「我媽媽上禮拜來

看檢查報告，我們問她到底怎麼回事，可是她也說不清…」我未說完，醫師馬上

笑著接話：「妳媽媽也說不清楚？」「是啊是啊，要麻煩醫師再解釋一遍我媽媽的

狀況。」顯然醫師對我這次陪媽媽看病的目的了然於胸，我心裡減輕了不少負擔。

    「妳媽媽是這樣子的喔，」醫師打開厚厚一疊的病歷，將上回向媽媽解釋的



檢驗數值與圖表全攤在我面前。「妳媽媽檢驗結果都正常，妳看，這兩樣數字都

在正常範圍內，…」「醫師，請問一下這兩個參考值要參考哪一個？」我指著兩個

不同的參考值。「喔是這個，」醫師指著其中一個參考值，「下面這行不要看，這

個 borderline容易造成誤解。」「那我媽媽肝表面的粗糙現象，是病毒引起的

嗎？」「對，是病毒引起。」「那…是肝硬化嗎？」重點問題。「不是呀！」醫生開朗的

笑容肯定的說。心中大石瞬間放下。「啊，我媽媽說是肝硬化，把大家嚇死了…」

「不是，那不是肝硬化。」醫師再一次肯定重覆。「啊，我這幾天好緊張…」媽媽鬆

了口氣。「呵呵，不是肝硬化。那是有一點點纖維化，但不是肝硬化。」醫師微笑拍

了一下媽媽的肩，緩和了我們母女原本緊張的心情。「不要緊張喔，沒事沒事。」

醫師笑言，「只要維持現在好的生活習慣去保養身體，就可以了。」「嗯嗯，這樣

子厚，謝謝醫師。不好意思麻煩你了。」媽媽相當感激。「醫師，那我媽媽需要去做

病毒定量檢查嗎？」「喔不需要，因為妳媽媽沒有藥物治療，那是不太必要的。」

我點點頭，「不要擔心喔。」醫師笑著說。

    一切都是虛驚一場。這次小小的突發事件，也讓我有不少心得。

病患會心慌，請陪伴長輩就醫

    大部份病患都不具有醫護相關知識，因此對於檢驗結果與醫囑並無法百分

之百瞭解，面對那些看不懂的檢驗數值與醫學名辭，很容易就因緊張而誤解醫

師的話，而只要些微之差，結果就差了十萬八千里。因此在得知長輩有就醫須求

時，最好陪同，較能夠避免長輩因不瞭解而又不敢發問的情況下遺漏任何訊息，

且有任何問題時，一定要勇敢發問。

多做點功課，讓自己與病患對病情有更多瞭解

    在陪同媽媽看診之前，上網查詢了不少關於肝硬化的醫學文章，也詢問關

於檢驗單上出現的疑問與檢驗相關問題，讓我對於檢驗結果有更詳細與深入的



瞭解，也比較清楚應該要問醫師哪些問題。

醫師應要再次確認病患是否已理解

    而對於醫療相關檢驗單上的結果，都是數據表格，以及英語醫學專業名詞，

是一般民眾所無法理解的，在看不懂檢驗結果的情況下，拿到檢驗單跟沒拿到

是一樣的，只能依靠醫師來解釋。因此假若醫師能在解釋後再次確認病患是否理

解，如此一來會使就醫品質更好，也可以避免病患不必要的恐慌。

    運氣好的是，媽媽遇到如此有耐心的醫師，給予我們充足的時間發問，和

靄的態度也安撫了我們緊張的情緒。這次良好的就醫經驗，讓我對優質的醫病關

係有更多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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