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課 我能為你做什麼？ 61

求學與努力	

被稱為「台灣史懷哲」的陳五福醫師，於1918年12月20日出生於宜蘭羅東的基督教

家庭。在陳五福醫師的印象中，父親是位嚴格注重子女教育，又開朗溫暖的嚴父。陳五福

醫師的父親，對弱者的關懷與悲憫，還有對基督教的虔誠信仰，深深地影響著陳五福醫

師，對未來的價值觀、人生觀與待人處世之道。

生性樂觀開朗的他，在1940年，22歲進入了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院，接受日式的醫學

教育。求學過程中，不像其他醫學院同學們沉溺於玩樂而荒廢學業，相反的，更是努力求

學、增進自己的醫術能力。

唸書時，有一年聖誕節前夕，一群醫學院同學在公告欄前，看著聖誕節活動海報，當

時，陳五福正經過公告欄，同學們熱絡地邀請他參加聖誕派對，七嘴八舌地說著參加派對

可以認識很多同校的女學生外，舞會活動一定是精采熱鬧。陳五福以未來要當醫師，一定

得要求自己生活作息正常，更要努力研習學業而婉拒舞會邀約。

正巧系上的日籍教授經過，聽到了陳五福與同學間的對答，而開啟了這對師生的情

誼，陳五福醫師也因此獲得這位日籍教授的肯定與賞識。

在醫學院求學期間，日籍教授全心指導陳五福，告訴他未來立志要當眼科醫師的人，

一定要在平時著重訓練兩手並用的能力與技巧，讓雙手靈活自如，鍛鍊左手與右手毫無差

異般的靈巧使用。除此之外也要求陳五福作息正常，不菸、不酒、不熬夜，並穩定平衡自

身的情緒狀態。在長期的醫術專業訓練下，加上陳五福對自我要求與努力求進，醫術與眼

科專業更加地日益精湛。

回家，愛鄉的遊子	

陳五福畢業後，因為成績相當優異，在母校台北帝國大學的眼科部擔任住院醫師，做

了三年的研究工作。三年後，當時二次大戰剛結束，愛故鄉愛鄉土的他，放棄了在台北的

優渥待遇與大好升遷機會，在1946年5月踏出了人生重大的一步，選擇回到出生地――羅

東設立眼科，用醫術回饋故鄉，付出行動關懷鄉民。

因為當時台灣正處戰後時期，一般醫療設備與專業醫師普遍缺乏，人民物資貧困，百

姓生活困苦。在此時空背景下，雖然陳五福設立的是眼科，但受過完整醫術訓練的他，除

了眼科外，一般的內科、外科、兒科都可幫鄉民看診，更常常外出為病患服務，宜蘭地區

鄉親視他為全方位的好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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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五福與陳連年的「五福連年」姻緣，也相當有趣。

當時，陳五福曾藉故到三峽，偷看陳連年，只可惜當時風氣保守，陳連年只有簡單打

招呼後，就轉身進家門了。後來，陳五福的大姐出面幫忙，完成陳五福想認識陳連年的心

願，帶著陳五福遠赴台北，到陳連年上班的「救生牙科」，大姐藉故喊牙痛，要陳連年一

顆一顆慢慢地檢查牙齒，故意延長看診時間，好讓弟弟陳五福可以就近細看陳連年，當時

陳五福便下決心要與陳連年共度此生。

在1946年12月，陳五福與陳連年在台北中山基督長老教會舉行婚禮。婚後，陳連年為

了家庭與陳五福的社會醫療服務理想，放棄了自己的專長，全心支持陳五福，成為陳五福

在家庭上、信仰上與工作上的最佳夥伴與後盾。

苦人所苦 創立慕光的契機	

身為基督徒的陳五福，宗教信仰對他的影響極大，相當尊重生命，並且對病患也相當

關心，只要能力所及，陳五福皆以救人助人的精神，盡全力醫治病患。

有天，一位貧困的老婦人，帶著六歲的孫子到五福眼科看病，這位老婦人突然有感而

發地對陳五福說：「人活在世上沒有錢又貧困，已經夠辛苦了，如果再加上別人的藐視，

那日子真是說不出的難過。」敏銳的陳五福，將老婦人的話刻在腦海中，時時提醒自己，

多關心貧窮無依的人。

在行醫第十年時，陳五福曾面對兩位視力不好的年輕人，親口對他們說即將永久失明

時，他們的表情彷彿面對世界末日般，失望又黯然無語。陳五福看到後也不禁哀傷，想著

是否能為他們做些什麼，能幫助他們些什麼，好讓他們遠離痛苦的黑暗淵藪。

因著這顆悲憫溫柔、苦人所苦的心，陳五福有了創立習藝所的構想。他告訴了婚姻與

工作生命中最好的夥伴—陳連年，獲得極大的支持與贊同，開啟了他們夫妻倆全力投入

龐大資源、精力、愛心與無私奉獻、共同創立習藝所的決心。

事必躬親 建立慕光盲人習藝所	

因陳五福夫妻的理念與努力不懈下，「慕光盲人習藝所」於1959年11月3日成立。創

設目的是為了讓先天失明或是因為延誤就醫，而無法恢復視力的人，也能接受良好的教

育，習得自力更生的能力，不因視障而成為家庭或社會的負擔。

剛開始習藝所招生不易，原因是沒有人相信這世界會有如此不求回報的視障學校，不

僅提供膳宿，連學費也全部免費，甚至有人說「慕光盲人習藝所」會免學費的原因，是陳

五福為了要招收更多學生來做解剖研究的流言，這諸多的狀況，讓習藝所的招生之路是困

難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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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創立習藝所之際，陳五福曾在《大眾雜誌》看到一篇報導史懷哲在非洲蘭巴倫

納成立醫院的義行，深受感動的他，在1959年12月用德文寫信給史懷哲，而當時已高齡

八十四歲的史懷哲也親筆回信，鼓勵陳五福對台灣有需要幫助的人付出更多關懷與愛，並

且對他籌辦推動的「慕光盲人習藝所」給予祝福與肯定。

陳五福曾說：「盲人在社會上的謀生能力無法跟一般人比擬，甚至會常常受到欺負。

要幫助他們就是要訓練他們，也就是教育他們，讓他們不但擁有謀生技能，而且也能夠讀

書識字。」

陳五福夫婦從事社會關懷與對視障人士的教育，這些付出讓「慕光盲人習藝所」永遠

充滿著愛與關懷，讓原本身陷黑暗絕望深淵的視障人士，藉著上課學習技能，擁有自力更

生的能力，生命也由黑暗轉為充滿燦爛的陽光。這份陳五福夫婦對生命的愛，將永遠地傳

承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