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27期 

 32

年中的四季、動物及海底世界⋯⋯等等。雖然他崇尚浪漫主義，但他也熱

愛科學，著重人道精神。此外他的生物知識也非常豐富，將這些知識納入

其作品中，藉此傳遞給小朋友，這樣不僅達到教育效果，更增添娛樂色彩。

然而安徒生的童話，他自己曾表明過，不只是寫給小孩看的，也是寫給大

人看的，所以他也會為大人們寫點東西，讓他們去思考，可見他的目的是

要教育大人及小孩的。也因此在他的作品中，不時的出現較成人化的語言

文字，這也是他被人批評的原因。 

安徒生的作品，最主要的是在倡導「遊戲精神」，讓孩子們在他的童

話中嬉戲，不給予壓力，就能使他們學習到許多事情，教導他們分辨是非

善惡，走向正途。他也深知兒童心理，寫出的童話皆具有「兒童精神」，

懂得小孩們的想像，一點一滴地刻劃出他們心目中的形象，將許許多的人

事物活生生地表達出來，呈現在眼前的每一句，每一事物，都像是生活中

的一部份，讓讀者跌入他無止盡的想像空間，引發兒童的想像力。總而言

之，安徒生對兒童文學的貢獻是相當深遠的，從古至今每個人都曾從他的

童話世界中成長，我也是其中的受惠者之一。由於自己本身對兒童文學也

有興趣，以後要以他為學習的對象，努力充實自己，創作出好的文章。 

 

生活筆記 

人物素描：悠遊在皮膚世界裡的廖泉生醫師 

期刊組  施麗珠 

看了幾次皮膚科門診，猛然發現身體早已劃下歲月的痕跡而不自知，

從中發現日常生活中很多的保健問題，每個人都需要隨時提高警覺的，願

藉此文分享看診的心得與想法。 

透過大學同學的轉介，我利用今年中秋節的休假時間，預約了仁愛

醫院皮膚科廖泉生醫師，第一次見到廖醫師，一襲白衣端坐在門診室內，

他慈祥的臉龐，和藹可親的問診態度，頓時讓我忘卻身體的不舒服，不太

敢相信一位年近九旬的醫師，竟然精神這麼好，還在為患者看病。廖醫師

話不多，但字字珠璣。護士小姐說明藥劑塗抹的方式後，廖醫師還再三叮

嚀他獨特處方使用的程序。 

人體體內細菌的活動情形雖然肉眼無法看得見，但可以反映在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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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皮膚的外觀上，所以皮膚膚色的紅潤與否，可做為人體健康的指標。但

人們遇有皮膚異常時，總認為是小毛病而輕忽細菌的頑強能力。今年初，

當我發現身上有一小片皮膚出現紅腫、癢、黑色沉澱的症狀時，自己也當

起赤腳醫生買成藥自行治療，但一直不見成效，反而皮膚上黑色沉澱的範

圍持續在擴散中。直到中秋節開始到仁愛醫院就醫後，我照廖醫師所開的

藥方吃藥與擦藥膏，癢的情況首先改善了，而皮膚紅腫與黑色沉澱的情況

也慢慢在褪色。每次看到我的皮膚狀況日漸轉好，廖醫師的臉上就會出現

笑容，似乎比我還開心，更不忘提醒我，要持續擦藥，以免黴菌捲土重來。 

自從廖醫師在台中創立仁愛醫院以來，該院素以皮膚科聞名中部地區，

早年全靠廖醫師一人廿四小時不眠不休的服務而打響名號，雖然工作辛苦，

卻也累積了很多寶貴的經驗與精湛的醫術。廖醫師將人生大半歲月投注於

病患與醫院，本著救人和服務的熱忱，堅守醫生崗位六十多年，不斷提昇

醫院設備與增加醫療資源；並將私人積蓄全部捐贈給仁愛基金會，幫助社

會上需要救助的人，這種身教重於言教的典範，深深的影響著周遭的家人

及員工，這是仁愛醫院能夠日漸擴大與成長的原因吧！ 

在行醫的漫長光陰裡，陪伴廖醫師一起成長的是來看他的眾多病患，

為了治療病患們各式各樣的病痛，廖醫師孜孜不倦的埋頭在無聲的皮膚研

究世界裡，不但不覺得苦，反而懷著悲天憫人的胸襟、樂在其中。把患者

的病痛當做最重要的事，這種出自內心真誠的關懷，不但溫暖了患者的心，

而且也給了病人無限的信心，這也是病人喜歡找他看診的主因。有些病人

還會主動推薦給周遭的親朋好友，除了對廖醫師的醫術有信心外，他親切

慈藹的態度，對病人而言，猶如吃了一顆定心丸。 

至今，廖醫師年事雖高，仍老當益壯，不減其早年行醫的熱忱，堅

守著醫生的崗位，為病人服務。每個月還不間斷的捐獻行醫所得，而且推

動仁愛醫院加入此為善的行業。望著病人們常駐足觀看且互相討論門診室

外的那篇專訪(2001.01.04《聯合報》18 版，記者陳于媯專訪廖醫師的事

蹟 )，給了我一個靈感，僅以個人有限的觀察為出發點，猶如畫素描般的心

情，將所見所聞的訊息，簡單的用文字描述出來，藉以表達一個患者衷心

的感謝。從廖醫師默默的堅守崗位，敬業精神的背後，似乎看到了一股強

大的支撐力量，那是孔子所提倡的仁愛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