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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is a Leader 

微免二十 

民國 72 年 8 月回成大時，成大醫學院還在籌備

階段，至 73年 2月第一班醫學生進來時才正式創立，

微生物及免疫研究所也在民國 80 年 8 月開始。回想

民國 66 年臺大農化系畢業，當完兵後 68 年出國唸

書，民國 72 年取得免疫學博士學位，然後回到當時

剛創立的成大醫學院任職，一轉眼己過 27 年，微免

所也成立 20 年了。在大學，教書是本職，做學術研 
究則是理所當然，透過教學來教育大學生今天的知識，以學術研究追求明天的知識，尤其是

培養研究所的研究生做學問的能力，邊做邊學，教與學二者相長，也相輔相成，所以一路走

來，從初期的基礎免疫、傳染病學和免疫、至肝臟免疫學，做研究是樂在其中，如果有什麼

獎勵是別人肯定的榮譽，不是初衷或能規劃的，被肯定後只有更加努力鞭策，做更大的貢獻，

因為已化成責任。 
來成大醫學院之後選擇研究方向或題目，真的是考驗每一個新人的智慧與勇氣，或甚至

時機掌握的運氣，27 年前的成大醫學院在黄崑巖院長領導之下，大家多的是機會，只問是否

準備好而已，相對於現在研究人員多競爭大，新人要能脫穎而出更是挑戰。回顧二十幾年來

自己的學術發展，從早期發現一個新的過敏反應開始，過去傳統的過敏反應分四種，從最快

的 30 分鐘到 1 小時的立即性過敏反應(immediate type hypersensitivity)到 24 小時之後的延遲 
性過敏反應(delayed type hypersensitivity)，這二種過敏反應是截然不同的，沒辦法同時在小鼠

的耳朵上給予抗原後依序表現出來，所以當我

們在免疫過小鼠再給予抗原刺激可以依時間

在1小時先出現水腫現象，之後腫脹消退一些，

於 24 小時再出現，我們知道有一個新型的過

敏反應出現，便命名為早期性過敏反應(early 
type hypersensitivity) ，會有此發現，也是實驗

過程中仔細觀察其動態變化才發現的，過去做

小鼠的延遲性過敏反應都是在耳朵注射抗原

後 24 小時再測量腫脹程度，我們仔細一點每 
幾個小時即觀察，才發現此早期性過敏反應。但整理好數據要投稿國際期刊時，困難重重，

一來是完全新的現象，要說服相同領域的審查者相信而不被挑剔是非常不容易的，因為是在

炒一個舊話題，只是有新証據。二來自己過去沒有相類似的成績，不易被取信，所以文稿被

一個期刊退了再投另一個期刊，屢敗屢戰，從最好的期刊到不忍見的期刊都試了，期刊審查

者就是不願相信此新型的早期性過敏反應。最後不死心，痛定思痛後重新整理後再試一次

Journal of Immunology，也不知那二位貴人當審查者，被接受了，它是國內第一篇本土發表在

美國免疫學會雜誌的文章(Lei, H-Y., K-J., Huang, C-L. Shen, and J-L., Huang. 1989. An 

antigen-specific hypersensitivity which does not fit into tradi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hypersensitivity. 
J. Immunol. 143: 432-438.)，因為它，升上了教授，獲得第一次國科會傑出獎，也包括成大醫

學院的最佳論文獎，似乎之後一切好運跟著來。不過很遺憾的是，至今對此早期性過敏反應

的作用機制以及生理角色卻沒有繼續探討，讓它仍停留在免疫學期刊的一份資料而已，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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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我們報導而已，我不曉得還有沒有機會去解開它的謎。 
    在研究上，學校並未提供研究經費，必須申請到經費才能支應實驗室的耗材、研究助理

及研究生的薪水，因此研究題材必須因應研究經費取得的環境而改變，無法長久專注於一個

子題，研究進度無法突破固是原因，但國內的研究經費支助環境未深化，也常流行改變，使

研究人員只有不斷地變才易發展。像之後發表的文章如 Sepsis-induced apoptosis of the 
thymocytes in mice. J. Immunol. 1994, 152: 5014-5021.，雖然都獲有成大醫學院最佳論文的肯定，

但跟最初的研究子題都不一樣，後來也沒持續。以敗血症過程中造成胸腺細胞會進行細胞凋

亡的研究也是當時流行的主題：細胞凋亡，趕流行而做的研究，到一個階段無法深入突破後，

就後繼無力。 
    雖然研究是一個很"個人化"的自由業，在保障"學術自由"的旗幟下，可以自己選擇有興趣

的主題做任何研究，只要能爭取到資源支應即可。但研究的目的最終則是對科學或社會能有

貢獻，而國際的學術競爭非常激烈，通常只有第一，沒有第二，創新又沒有國界，所以國際

化是學術研究唯一的路。但這些零星的創作是否是台灣科學家參與國際學術競賽的終極目標

嗎？所以一直思考我們競爭的利基在那裡？國際化和本土之間是否可取得平衡。如果解決自

己的問題是我們自己的職責，本土的題材只有我們有，是否可以轉化成為我們競爭的利基。

學術研究就像任何一事業，先要能生存，才有發展，必須按步就班，無法一步登天。也唯有

瞭解自己及所處的環境，才能選擇最適合自己的路，也才能競逐世界。所以後來的研究方向，

慢慢轉為探討國內重要的傳染性疾病，譬如登革病毒、腸病毒 71 引起的急性疾病，這些研究 
 
 
 
 
 
 
 
 
可以整合基礎與臨床，一個基 
礎觀念或技術上的突破可以帶

來進步，擴展到臨床的應用。

我們組成登革研究群及腸病毒

71 研究群，研究群含有不同領

域的研究室，針對登革病毒感

染引起登革出血熱或登革休克 
症候群的免疫致病機制，或腸病毒 71 的致病機制做探討。透過合作，以信賴及平等為原則，

共享資源，有好的領導就可以推動研究進展。群體的合作有助於爭取資源，對解決本土的問

題也有幫助，但在學術創新上則較不容易。 
    細胞自噬(Autophagy)這幾年繼細胞凋亡(Apoptosis)後已發展成為一個新的領域，細胞自

噬是細胞在演化上一個保守的代謝方式，在正常細胞可以控制細胞能量的平衡及維持胞內蛋

白質及胞器的品質，細胞自噬被認為是保護腫瘤細胞免於代謝壓力的威脅，可視為抑制腫瘤

的機制，參與腫瘤的發生。細胞自噬是保護性的，但過多或長期的壓力則走向細胞自噬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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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偶然的機會發現免疫學家長久以來使用的 T 細胞裂殖原，刀豆素(Con A)可以誘導

細胞的自噬。我們發表一篇文章 Chang, C-P., M-C. Yang, H-S. Liu, Y-S. Lin, and H-Y. Lei. 2007. 
Concanavalin A induces autophagy in hepatoma cells and has a therapeutic effect in a murine in situ 
hepatoma model. Hepatology 45: 286-296.。這篇文章是利用刀豆素(Con A)，從刀豆(Canavalia 
ensiformis, 又稱 Jack bean)種子分離出來的蛋白質，當它結合到細胞膜上含甘露糖的醣蛋白，

經胞飲作用吞入後集中在粒腺體，造成粒腺體通透性增加，啟動 BNIP-3 執行的細胞自噬

(autophagy)，造成細胞自噬死亡。另外刀豆素也是一個 T 細胞的有絲分裂原，可以刺激 T 細

胞的增殖，當注射至小鼠時會引發急性肝炎，透過活化 NKT 細胞以及 CD4+ T 細胞產生細胞

激素進而破壞肝細胞。利用小鼠原位肝癌的模式我們証明刀豆素對肝癌有治療效果，在小鼠

移植肝癌後給予刀豆素可有效降低腫瘤生長，效果和刀豆素的劑量有相關性。刀豆素吸引淋

巴細胞進入肝臟清除腫瘤，殺死肝腫瘤細胞的是 CD8+ T 細胞，同時也產生腫瘤抗原特異性的

免疫力，可以抑制以後相同腫瘤的復發。這研究有幾個特點：第一是好的肝癌小鼠模式，肝

臟因為特殊的構造及血流系統，會過濾血液中的異物，因此刀豆素容易被濃縮集中在肝臟；

當它結合到肝臟的細胞時，因此刀豆素會集中在肝腫瘤細胞。第二腫瘤細胞因為有不正常的

醣化作用，細胞表面上的甘露糖多於正常細胞，刀豆素集中在腫瘤細胞，對正常細胞傷害較

小。第三是刀豆素的特殊作用，刀豆素可以直接引發腫瘤細胞自噬似的死亡，也會刺激淋巴

細胞的增生，這種雙重的作用有局部腫瘤特殊的效果，吸引血液中的淋巴細胞浸潤至肝腫瘤

位置，引發腫瘤抗原特異的免疫力。化學療法仍是現階段惡性腫瘤的治療方式，免疫療法仍

在早期發展的階段，這二種方式過去是被認為不相干，也可能互相干擾的。如果結合直接的

細胞毒性作用和間接的免疫毒殺作用，可以有相乘的效果，刀豆素因為具有結合甘露糖的特

性，可以直接引發腫瘤細胞的自噬死亡，加上調節淋巴細胞的活化，因此它可以被視為一種

新的免疫腫瘤抗原治療方法，可以發展成一個新的抗肝腫瘤藥物。 
    利用細胞自噬的觀念，我 
們也發現幽門螺旋桿菌可以在

人類上皮細胞株(AGS) 或樹狀

突細胞內複製，複製的位置就

是細胞自噬小體，圍繞有雙層

膜結構。以西方墨點法、LC3-II
蛋白螢光染色分析均觀察到細

胞自噬反應。以螢光染色法追 
蹤發現細菌感染人類樹狀突細胞後，會進入自噬小體且在後期吞噬小體(LAMP-1+ vesicle)中複

製，另外也會使主要組織相容性複合物第二型分子傳送至細胞表面的能力缺損。此現象和

TLR2 與 TLR4 訊息路徑的參與有關，TLR4 缺失的樹狀突細胞中，感染後 24 小時可以觀察到

主要組織相容性複合物第二型分子回復表達至細胞表面，在 TLR2 缺失的樹狀突細胞中仍能

回復，但稍微延遲至 48 小時。受感染後的樹狀突細胞難以刺激淋巴細胞增殖，但在 TLR2 缺

失之下則可回復此功能。因此我們認為幽門螺旋桿菌的脂多醣體可能透過 TLR2 與 TLR4 訊

息路徑影響樹狀突細胞呈獻抗原分子和刺激淋巴細胞的能力。受感染樹狀突細胞製造細胞激

素的能力也受影響，導致 IL-12 減少和 IL-10 增加，這顯示幽門螺旋桿菌會感染樹狀突細胞，

並複製，也影響其細胞激素分泌的能力。文章發表在 Wang, Y-H, J-P. Gorvel, Y-T. Chu, J-J. Wu, 
and H-Y. Lei. 2010 Helicobacter pylori impairs murine dendritic cell responses to infection. PL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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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5(5): e10844.我們發現幽門螺旋桿菌感染其他上皮細胞後可以在細胞內複製，進而影響細

胞的功能如增加抵抗抗生素的殺菌作用，這指出幽門螺旋桿菌可以入侵細胞及在細胞內複製，

因此可以視它為一種胞內病原菌。我們的研究顯示幽門螺旋桿菌感染細胞後，可以在細胞內

複製，進而影響細胞的功能，這對於往後探討此菌在人類胃部疾病以及參與的免疫反應的機

制，提供一個不同於傳統的看法，當幽門螺旋桿菌是一種胞內病原菌時，很多以前不清楚或

矛盾的臨床觀察可以用此新的觀念重新解釋或驗証。 
    國內的學術界受限於客觀環境及文化思想的影響，每位研究人員都是獨立的，這固然保

障了學術自由，但如何將各小單元整合成具競爭力的研究團隊，是任何一位學術領導者的挑

戰。學術權威是賺來的，跟著來，不是別人授予的。大學的教師也須要成長，發展他或她們

的學術生涯，在研究團隊中如何創造、培養一個優良的學術環境，讓每個人，尤其是年輕的

老師，能發揮所長，也是學術行政領導者的責任。在微免所二十多年的學術研究工作是很愉

快地，11 樓有很好的環境供發揮，端視您是否準備好，能否掌握機會。對於研究是否能順利

進展倒是有心得供其他人參考，正如賴明詔校長在一次演講他的學術生涯發展時，聽眾問他

如何決定方向，他回答"要做能解決的重要問題"，我深有同感，也補充幾個原則：一、做有

結果的實驗；二、做能發表的實驗；三、做能申請到經費的實驗。這三個原則可以讓一個獨

立的研究人員生存及發展，如果要往產業界，則加第四點，做可以賺錢的實驗，如果喜歡被

人知道，則有第五點，做可以成名的實驗。值此微免所創所二十週年，要將本所每位老師這

二十年來最具代表性之三篇論文編撰成集以為紀念，利用此短文也將自己學術研究生涯的發

展做一檢討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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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合作的急先鋒～黎教授與越南胡志明市第一兒童醫院 

 

成大醫學院  小兒科部    劉清泉 

 

2000 年 11 月成大醫學院一群研究登革熱師生在黎煥耀教授帶領下到泰國清邁參加第三

屆國際登革病毒研討會(圖一~二)，那一次是成大登革病毒感染研究群首度踏入國際登革病毒

研討會，鶯啼初試，各國登革病毒研究者對成大新興的登革研究群頗感興趣。 
 

   

圖一、2000-1120-泰國清邁國際登革及登革

出血熱研討會。  

圖二、2000-1121-泰國清邁國際登革及登革出血

熱研討會。 

圖三、2001-0518-Dr.Chitsanu Pancharoen 與

Dr. Usa Thisyakorn 拜訪葉純甫院長。 

圖四、2001-0518-Dr. Thisyakorn與成大登革研

究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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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國後我們積極尋找國際合作對象，首先是泰國曼谷朱拉隆宮大學，也請他們這方面專

家於 2001 年五月中旬到成大演講及參訪(圖三~四)，但之後因研究合作經費問題很難在目前

的國內制度下解決而作罷。合作不成，我和 Dr. Usa Thisyakorn 及 Dr. Chitsanu Pancharoen 卻

因此機緣成為好朋友。 
 
2001 年 3 月 16 日出現一個新契機，Dr. Scott B. Halstead 到成大參訪，他當時是「美國在

華醫藥促進局」(American Bureau for Medical Advancement in China, ABMAC)會長(2003 年 9
月 ABMAC 結束)，更重要的是他為登革出血熱致病機轉“抗體依賴增強”(antibody-dependent 
enhancement, ADE)理論的創始者，在國際登革熱研究具有崇高地位。到成大醫學院除了代表

ABMAC 訪查外，他最有興趣的就是和成大登革病毒感染研究群的師生座談(圖五~六)，最突

破性的建議是他願意幫我們牽線促成與越南胡志明市第一兒童醫院合作研究登革出血熱致病

機轉。 
 
  

圖五、ABMAC Dr. Halstead與成大師生合

合影。 

圖六、Dr. Halstead與成大登革團隊老師合影。

圖七、2001-0415與Dr. Lan and Dr. Hung 

首度會面。 

圖八、2001-0416首次拜訪第一兒童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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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約定 2001 年 4 月 14~16 日拜訪越南胡志明市第一兒童醫院，黎教授和我由高雄出

發，他由美國飛往越南會合。在他引薦下我們和越南胡志明市第一兒童醫院登革出血熱科

(Department of Dengue Hemorrhagic Fever)當時的主任 Dr. Lan (Nguyen Trong Lan)和他的得意

門生 Dr. Hung (Nguyen Thanh Hung)會面並參訪第一兒童醫院(圖七~十)，短短的三天我們達成

多項共識及協議，其中最重要的是雙方互訪及研究合作，也開啟成大登革熱感染研究群的新

紀元。這次越南之首行我和黎教授兩人合計費用約新台幣四萬五千元(自費)，證明不必花大錢

也可進行國際合作研究。 

圖十一、2001-1031 Dr. Lan 和 Dr. Hung 

拜訪成大醫院葉純甫院長。 

圖十二、2001-1031 Dr. Lan 和 Dr. Hung 拜訪

黎煥耀教授。 

圖十三、2002-0626 Dr. Hung與成大登革研究群

合影。 

圖十四、Dr. Hung在成大研究期間發表的論

文 (J. of Infectious Diseases, 2004)。 

圖九、2001-0416於Dr. Lan辦公室。 圖十、2001-0416參觀登革出血熱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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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年 500 億經費的激勵下，國際合作研究已成為各研究型大學之新顯學。但如何生根、

達到合作研究的成果卻不容易，並不是灑錢下去就會有成果。相關行政配套措施更重要，例

如簽約的形式，法令規範及經費使用及進度監督等都要考量。我們很幸運在和越南胡志明市

第一兒童醫院合作之過程有許多高人的幫忙，Dr. Halstead 的牽線，黎教授的熱誠及堅持，加

上蘇益仁教授的經費籌募和國衛院的經費支持及人力支援，和成大醫院臨床病毒室在王貞仁

教授帶領的團隊的協助訓練，沒有他們的積極投入，我們和越南胡志明市第一兒童醫院之合

作也不會有今日之成果。

圖十五、2008年10月1-3日，第17屆國際熱帶

醫學和瘧疾會議，韓國濟州島。 

圖十六、2008年10月3日，第17屆國際熱

帶醫學和瘧疾國際會議。左起黎煥耀教

授、劉清泉教授、Dr. Hung、和Dr. 

Halstead，一起晚餐後合照紀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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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研成就受國際肯定 
EBM 亞洲地區編輯辦公室在

成大啟用 
 

 

 

 

 

    由美國實驗生物醫學協會

(Society of Experimental 
Biology and Medicine, SEBM)
出版的國際知名期刊「實驗生

物 醫 學 雜 誌 （ Experimental 
Biology ＆ Medicine, EBM）」

亞洲地區編輯辦公室，昨(7)日
上午 10 時 30 分在國立成功大

學舉行揭幕典禮，由成大校長

賴明詔院士與 EBM 主編史蒂

文古德曼博士 (Dr. Steven R. 
Goodman)共同主持，並於即日

起正式運作，締造國內第一個

國際期刊的駐點。 

    賴明詔校長致詞時表示，這是第一次有國際性的科學雜誌在國內大學設立編輯辦公室，

並由大學教授出任主編，這不僅僅是國內首創，也是成大至高無上的榮譽，代表著國際期刊

對成大以及黎煥耀教授在科研成就的肯定，更是成大邁向國際化的一大步。 
    EBM 主編史蒂文古德曼博士表示，他自 2006 年擔任 EBM 總編輯一職，瞭解到 EBM 期

刊 35%的投稿來自美國、33%亞洲、17%歐洲，EBM 已是一個國際性的醫學期刊，如果要擴

大其影響力，一定要增加來自亞洲地區的投稿及接受度，增加 SEBM 的會員及 EBM 的訂閱。

具體的步驟：第一增設亞洲地區二位副總編及三位編輯委員，其次，任命成大黎煥耀教授為

亞洲主編，第三則是在成大醫學院設立實驗生物醫學期刊亞洲地區編輯辦公室。未來亦將增

設歐洲辦公室，期讓 EBM 期刊發展更加完整與國際化。史蒂文古德曼博士進一步說明，以成

大黎煥耀教授的長才，加上亞洲辦事處的設立，是 EBM 和 SEBM 邁向全球化的第一步。除

了亞洲之外，也在歐洲開始了類似的計畫。這將使 SEBM 的期刊和該學會的視野都不斷地擴

大，除鞏固該期刊在科學界的口碑和信譽，也凸顯該期刊和本學會在全世界的影響力。古德

曼博士期望亞洲的新同仁們，能將目前在進行中的頂尖科學研究，做清楚地呈現，廣泛地與

全世界分享。 
    擔任 EBM 亞洲地區主編的成大醫學院基礎醫學研究所所長、亦為微生物和免疫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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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黎煥耀說，亞洲地區編輯辦公室的重要任務將以增加亞洲的 SEBM 會員數、增加亞洲地

區圖書館的 EBM 訂閱數、增加亞洲的 EBM 投稿數、增加亞洲的 EBM 投稿的成功率為目的。

既然是以提高 EBM 和 SEBM 在亞太地區科學界和學術單位間的知名度為主要任務，因此，

黎煥耀教授和他的編輯團隊，在 EBM 和 SEBM 建立全球版圖的目標上，扮演舉足輕重的角

色。自 2008 年 1 月開始，亞洲地區的學者上網投稿之後，會由 New Jersey EBM 總部轉至亞

洲辦公室，由黎煥耀亞洲主編做初步的篩選，做建議尤其是英文的改進，再進入一般的審查

系統，之後再決定是否適合刊登在 EBM 期刊。EBM 是一本以生醫科學為軸心的國際知名期

刊，專門報導奈米、幹細胞、神經科學、生物醫學工程、染色體組、系統生物學等等多重學

門和跨學門的研究。該期刊於 1903 年首次出刊，由美國實驗生物醫學協會出版。美國實驗生

物醫學協會設立於 1903 年，是一個致力於推動醫學研究、教育及學術溝通的組織與優良的傳

統。現任主編史蒂文古德曼博士自 2006 年擔任總編。為了更擴大期刊的影響力，史蒂文古德

曼博士又增聘成大蔡少正教授、大陸華中大學 Qingming Luo 教授、大陸重慶第三軍事醫學大

學 Chunyu Zeng 教授加入 Bioimaging 及 Physiology 擔任編輯委員。 
    EBM 亞洲地區主編黎煥耀教授，民國 66 年台灣大學農業化學系學士畢業，民國 72 年取

得美國西北大學微免系博士。歷任成大醫學院微生物科講師、成大醫學院微生物科副教授、

成大醫學院微免所教授兼所長、成大醫學院微免所教授、成功大學特聘教授。黎煥耀教授的

研究成果卓著，曾獲「第十四屆王民寧獎」的國內醫藥研究成果對國民健康有傑出貢獻獎、

國科會 80、87、89 年傑出獎、92 及 95 年特約研究員等榮譽，並於 89 至 91 年擔任國科會微

生物及免疫學門召集人。研究領域包括從早期的免疫學基礎的研究包括過敏反應、各種動物

模式、C60的生物醫學應用，至傳染性疾病包括登革病毒、腸病毒 71、SARS 病毒、流感病毒、

及 B 型肝炎病毒、及引起的疾病等，已發表近 170 篇國際期刊的研究論文。黎煥耀教授研究

以登革病毒、腸病毒、及 B 型肝炎病毒引起的腫瘤為主，在成大醫學院組成登革病毒研究群，

及腸病毒 71 研究群，針對國內二項重要的傳染性疾病，做整合基礎與臨床的研究。(摘錄自

成大新聞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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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具科學巧思與領導特質的智者─黎煥耀 教授 

 
李一平  

    "學而不思則罔，思而不學則殆。" 
    黎煥耀教授平常看似嚴肅拘謹，帶有幾分讓學

生裹足不前的威嚴，深談之後，其實不難發現其內

心對於學術的執著及對學生諄諄教誨的熱忱。走進

黎老師的辦公室，一眼就可以看見黎老師的座右銘

懸掛在其辦公桌的正對面，隨時提醒著自己，研究

之道必須思學並重，缺一不可，而黎老師正是最佳

的實踐者。 
    問起黎老師當初選擇到成大任教的機緣，他直

率地說：「這邊的環境比較好啊！」他並不喜歡待

在美國，當時成大醫學院籌備處正在徵求教師，在 
1983 年與黃前院長在美國芝加哥面談之後，確定可以回來任教。黎老師笑著表示：在國外唸

完博士學位，通過學校的種種考驗與要求，畢業之後通常以為信心就足夠了，就像在少林寺

練武功出師了，想出去闖天下，所以要找一個地方可以讓自己做事情，開始自己的學術生涯，

當年黎老師便回國到成大醫學院微生物科擔任講師ㄧ職，當時微生物科只有翁舷誌一位老師，

他是第二個進來任教的老師。翁老師在接受我們訪談時曾表示：在微免所醞釀成立之際，他

非常感謝黎老師在 Paper work 的部份幫了很大的忙，讓微免所成立的過程頗為順利。黎老師

謙虛地回應：這些瑣事當然是由資淺的人負責囉！此外，黎老師也心懷感恩地表示：他非常

感激當年黃前院長給了他這個機會到成大任教，他才能有現在的這番景象。 
    黎老師曾於 1994 至 2000 年期間擔任兩任的微免所所長，除了將前人建立的制度更加落

實之外，因為他在微免所大小事上的用心經營，無形中將微免所推向一個更嶄新更進步的位

置。他低調地表示：這些功過成敗就留給後面的人去評斷，他不願意多談。當上主管之後，

他才知道「什麼是可以做的」，「什麼是不能做的」，以及「什麼是做不來的」。 
    關於微免所的特色與優缺點，他提到所上從一開始就實施的新生 Rotation 制度，對師生

都助益良多。對學生而言，在選擇實驗室的時候能夠親身體驗，瞭解之後再做決定，因此可

以依志願進到自己理想的實驗室；對老師而言，就不會被歸類為熱門或不熱門，因此在選學

生的時候可以維持一個合諧的狀態。每年一度的 Retreat 也是我們微免所的特色之ㄧ，透過這

個活動，師生之間可以聯絡感情，增加彼此的瞭解，進而達到學術交流的目的。另外，所上

的老師人數不多，每個人都有輪到擔任所長的機會，因此老師們的配合度都很高，每任所長

上任後都可以依照自己的理念，建構出微免所的特殊風格。缺點的部份，黎老師認為所上學

生接受的刺激不夠多、歷練少，再加上沒有淘汰制度，造成進步的斜率很平緩。 
    談及黎老師所參與的學術研究對科學、社會的貢獻，黎老師靜靜的回到電腦前，在 Google
搜尋了 Dengue virus 的學術文獻，結果前十名都是我們成大的團隊所發表的文獻，我想這就

是最好的証明吧！另外，在 SARS、腸病毒…等其他領域的研究，黎老師豐碩的研究成果的

確提供了科學界很多珍貴的資訊。 
    前陣子微免所剛接受高等教育評鑑，評鑑委員認為我們的多數學生對事情持負面的想法、

對未來工作就業感到悲觀、對未來面臨挑戰沒有信心。黎老師也期許學生們必須更積極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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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像海綿一樣不斷吸收學習；此外還要有旺盛的企圖心，把拿到學位、做出滿意的東西

當做自己的目標，隨時提醒自己。如此才能徹底改善這樣的狀況！ 
    黎老師常說：「機會是自己掌握的，不是天上掉下來的！」微免所的學生們：您準備好

了嗎? 
 

 

 

 

 

 

 

 

 

 

 

 

 

 

 

 

 

 

 

 

 

 

 

 

 

 

 

郭俐亨 張文瑋 曹妮娜 黃國珍  
王舜德 
盧淑君 游佩芬 楊明臻 王雅慧  
張志鵬 何宗憲 
楊世婷 田婷怡 陳怡安 楊育靜  
戴惠玉 程麗菁 羅靜華 
徐英展 陳毓雯 陳煜恬 朱晏廷  
林雅葶 李婉綺 林妍君 
吳彥緯 蘇育琦 王政育 劉佳明 蔡宗婷  
李佩寰 胡佳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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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屆國內醫藥研究成
果對國民健康傑出貢獻獎

得獎人 
 

臺灣登革熱研究的先趨   
黎煥耀教授 

 
 

                                                                                                        文/胡靖宇 

 

登革熱剋星 找出致病機制 
    2002 年登革熱最嚴重，有五千多人感染，二十多人死亡，在東南亞嬰幼兒最易發病致死，

台灣致病而死的大都是中老年人。理論上，登革熱應與水痘等傳染疾病一樣，一旦罹患痊癒

後，自體就會產生抗體，不怕病媒蚊叮咬。但實際上，登革熱有四型，抗體可以保護宿主的

理論不完全適用，被不同型的病毒感染，原先的抗體在一段時間濃度降低後非但不能保護，

反而更加重病情，有所謂的抗體增強感染的反應。黎煥耀研究該理論，更進一步提出抗登革

抗體因為有分子模擬構造上的關係，變成自體抗體，更進一步增加登革出血熱的嚴重性，此

方面的研究報告，探討致病機制與疫苗研發安全的考量，對未來全世界登革疫苗的研發會有

重大的影響。在 2004 年獲得財團法人王民寧先生紀念基金會『醫藥研究成果對國民健康傑出

貢獻獎』。獲獎使他更加確認要以研究傳染性疾病，拯救人命、改善人們生活為終生職志。 
 
全球暖化登革熱流竄 臺灣經驗彌足珍貴 
    黎教授獲獎後，仍率領研究團隊持續進行登革熱及腸病毒的研究。日前除獲得國科會傑

出特約研究員，今年初在 American Society of Tropical Medicine and Hygiene 期刊上發表

Characteristic of Dengue in Taiwan : 2002 至 2007，就是以衛生署疾病管制局公布的統計資料，

分析 2002 年到 2007 年，登革熱病毒在臺灣流行感染的情況。因為近年全球暖化，登革熱流

行區將從原來流行的亞熱帶及溫帶擴大到其他有病媒蚊可以傳播的區域，如果這些區域也有

登革疫情爆發，臺灣經驗彌足珍貴，正可做為其他國家防疫的重要參考。 
    黎教授說，臺灣登革熱流行模式不同於東南亞的疫區，東南亞全年高溫，病媒蚊終年孳

生的本土型登革熱。臺灣每年都是由境外移入，成為本土型病例後擴散，從五月開始，十一、

十二月到達高峰，之後又因為寒流，氣溫降低到十五度以下，帶病毒的埃及斑蚊滅絕，中止

疫情，第二年夏天再重演一次。四個血清型病毒都會進入臺灣，但最後只有一型會成為主要

的流行型，2002 年是登革二型、2002 年至 2007 年是登革一型或三型。臺灣登革熱主要病患

是成年人，五十歲是高峰，若是二次感染時，就容易成嚴重的登革出血熱，甚至進展為死亡

的登革休克症候群，死亡率也很高，是全世界登革熱流行病學上最特殊的例子。美國的佛羅

里達州等歐美原沒有登革熱的地方，現今也有登革熱。臺灣經驗值得其他未有登革熱流行或

疫情尚在初期的地區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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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腸病毒則是另一種東南亞非常流行的疾病，大陸甚至一次有幾十萬人受感染，亞洲國家

腸病毒的研究領先全世界，臺灣則因研究早，成果領先亞洲各國，成大更是領先其他大學，

各國都來取經學習。日前成大協助越南胡志明市第一兒童醫院設立病毒實驗室，專門醫治重

症患者。就連 WHO 治療腸病毒準則都是參考臺灣研究成果。目前還擴大，小兒科、微免所、

醫技系、成大傳染病研究中心都參與，投入研發疫苗。 
 
王民寧獎慧眼獨具 肯定本土研究成果 
    以往臺灣醫療界的成果，都是在國外獲獎，才被國內發現獲肯定；王民寧獎則是發掘本

土醫療、學術有卓越貢獻在被國外肯定前，就先肯定你的成果及努力，這種前瞻性的作法是

國內的民間團體的第一個，對國內默默耕耘的學者是非常大的鼓勵。王民寧獎「國內醫藥研

究所博士班優秀論文獎」更是國內第一個針對博士班研究給獎的基金會，對於國內參與學術

研究的新血有極大的鼓勵作用。 
 
期盼設置醫學講座 擴大影響力 
    黎教授認為這種風氣的形成與評審團有關，因為王民寧獎都是請國內知名大學醫學院的

院長們來擔任評審，評審成員有代表性及延續性，因為他們最清楚國內各方面學者默默努力

研發的方向及成果。評選出的獲獎人都是對臺灣、世界醫學研究、發展有重要貢獻者。未來

若是經費更加充裕，則期盼設置王民寧醫學講座，規劃出對臺灣特定醫療、研究的方向目標，

投入更高的研究經費協助研究，擴大影響力，造福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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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立傳染性疾病及訊息研究中心 

 

 

 

 

 

 

 

 

 

 

 

 

【台南訊】傳染性疾病為人類最盛行 
的疾病，對社會大眾的健康與經濟都

造成重大衝擊，為此，成功大學 26
日成立全國第一個傳染性疾病及訊

息研究中心，並延攬冠狀病毒之父賴 
明詔院士、前國科會副主委張文昌院士、抗 SARS 專家蘇益仁教授、美國實驗生物醫學雜誌

（EBM）亞洲主編黎煥耀教授、…等許多位世界最優秀的訊息傳遞專家學者組成研究團隊。

希望讓腸病毒 71 型及登革病毒的研究持續領先亞洲及全世界，並從事疫苗及藥物策略的研究，

同時探討幾種病毒與癌症發生的機制，作為新穎藥物研發的基石，並且培養專業人才，成為

世界頂尖的傳染性疾病研究中心。 
    成大校長黃煌煇教授表示，傳染性疾病及訊息研究中心擁有多位國際級大師參與研究，

可謂陣容堅強，成大寄予厚望，他同時允諾將全力協助對外爭取計畫，在未來發展有一番新

的作為。成大醫學院院長林其和教授也說，傳染性疾病及訊息研究中心不只是校級的單位也

是國家級的單位，他期待未來朝向國際級研究中心的目標邁進。 
    成大傳染性疾病及訊息研究中心由國立成功大學醫學院、生物科技學院、成大醫院、國

家衛生研究院感染組及疫苗中心、臺灣疾管局及長庚醫學院的研究聯盟結合而成，配有 BSL-3 
第三級實驗室、實驗動物中心及國衛院熊菊貞病毒實驗室，進行整合研究。在教學上，成大

醫學院基礎醫學研究所博士班設有感染症學程及腫瘤生物學程，有跨領域的教學，培養國內

專業的博士級人力，無論是研究人才或研究設備都是世界最頂尖的。再者，成大醫學院病毒

實驗室不僅是第一個分離腸病毒 71 型之實驗室，成大醫學院附設醫院小兒部更獲獎卓越腸

病毒團隊。而且和國衛院感染組合作在越南胡志明市第一兒童醫院進行國際醫療合作，完成

第一個以 milrinone 治療腸病毒 71 型重症的臨床試驗。值得一提的是，WHO 出版一本”A 
Guide to Clinical Management and Public Health Response for Hand Foot Mouth Disease”做為治

療腸病毒 71 型感染的準則，台灣不是 WHO 的會員國，但成大劉清泉醫師及長庚林奏延醫師

應邀為專家參與準則的制訂。此外，1996 年起，成大醫學院登革研究群聯合六個不同專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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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做整合性的研究，從病毒至細胞、動物至臨床，已發表超過 60 篇的文章，在登革病

毒的免疫致病機制上獲致重大成就，並在 2008 年 1 月的 American 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期刊出版一登革專刊，所有 11 篇文章均來自此研究群。另外，2008 年在成大編輯

出版一本專書 Dengue Disease (ISBN: 978-81-308-0290-9, Research Signpost)，21 章全由臺灣的

科學家撰寫。難能可貴的是，冠狀病毒之父賴明詔院士，他在 C 型肝炎病毒、冠狀病毒及流

感病毒的分子機制研究卓越有國際聲譽。張文昌院士領導的團隊自 2002 年起，即整合成大

醫學中心及生物科技學院做癌症的基礎訊息傳遞研究，在 2006-2009 年共發表 155 篇高品質

的文章，Impact factor>5 的有 84 篇，平均 5.0。在 2009 年度評鑑時，委員們認為此訊息傳遞

團隊是臺灣最優秀的。以 Sp1 轉錄因子的研究為例，ISI Web of Knowledge 在 2010 年 4 月 10
日的搜尋資料，成功大學發表 31 篇，佔國內 24.4%(31/127)，為國內第 1，世界排名第 7。 

傳染性疾病及訊息研究中心主任黎煥耀教授指出，未來的研究內容包括（1）新興感染病

毒-登革病毒和腸病毒、（2）腫瘤病毒-B 型和 C 型肝炎病毒引起肝炎-肝硬化-肝癌過程致病機

轉及臨床應用性探討、（3）腫瘤病毒-從訊息傳遞研究腫瘤病毒致癌機轉（4）核心平台基因

體中心、（5）國際合作、（6）人才羅致/教育/研究生/國際學程、（7）開發感染性動物實驗模

式，系統生物學。(摘錄自成大新聞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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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 
 
收到您們的卡片及小冊子， 
當老師最大的收穫是來自學生的紀念， 
這陣子身體不適更是得到太多學生及同事的慰問， 
偶爾拿出來看總是很感動，真的謝謝您們。 
 
人年紀大總會有病，如果不能選擇得什麼病，只好勇敢的面對， 
我會努力，以科學、務實的態度對抗我的腫瘤細胞， 
爭取回實驗室再和您們一起工作的機會。 
 
黎老師 

 
 
 
 
 
 
 
 
 
 
 
 
 
 
 
 
 
 
 
 
 



 



 

 

 

 

 

來自家屬的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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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memory of my father, mentor, and best friend 

                                                                黎于綺 

 

去年夏天出國前夕，爸爸默默遞給正在整理行李的我一個小盒子。一個個夾鏈袋裡裝

了各式各樣的藥丸，上面貼了標籤紙載明各種適應症，從頭到腳無所不包。 

 

那時候他已經疾病纏身，卻總是先想到別人。我的爸爸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爸爸的學生們總說他嚴肅，但對我而言，他更像一個大朋友。小時候我們常一起下象

棋。他太聰明了，即使讓我車馬炮三子還是能把我殺得落花流水。他總是說，眼光要

放遠，走這一步的時候就要先想好未來的十步。回想起來，他在那時就已經把他的人

生哲學教給了我，只是我現在才明白。 

 

雖然他總是板著一張臉，但他其實充滿好奇心。他總是很有求知慾的想弄清楚年輕人

流行的玩意，還會跟我炫耀他新買的 iPod。哪裡開了新餐廳，最近出了什麼新產品，

他也永遠是我第一個尋求的贊助商。雖然他會陪著我一同嘗鮮，他的喜好其實相當單

一，決定了就不會更改。他的衣服總是那幾個牌子，冰箱裡放的總是綠豆冰棒和可樂，

車上播的 CD 也是那一千零一張的蔡琴。 

 

就如同他選擇了學術為終身志業，數十年如一日。 

 

常有人笑說他的生活中除了做研究沒有其他娛樂。他的床頭讀物是 paper，電腦裡「我

的最愛」清一色是各期刊的網站，甚至連寄給我的 e-mail 也絕大部分和科學有關。

閒暇的時候他會泡一壺茶，跟我講學術和研究，偶而穿插一些他當年的故事－那些他

愛講，我也愛聽的，老掉牙的故事。與其說他的生命中只有科學，不如說科學就是他

的人生。 

 

對於我也踏上科學之路這件事，親友們總嘖嘖稱奇。但最初的理由其實已經有些模糊。

我有點分不清究竟是先對科學有興趣，或者是起源於女兒對父親的偶像崇拜。後來我

才明白答案其實很簡單。我只是想成為和爸爸一樣的科學家，如此而已。 

 

2011 年的四月，一通電話打亂了原本平靜的一切。一直忙於工作的爸爸突然倒下了。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脆弱的爸爸。但他的脆弱只持續了一天，隔天他又變回那個勇敢的

科學家。這次他有了一個更難的新題目，這次他要研究的細胞長在自己身上。 

 

那陣子他最常說的話就是「我只是身體裡有兩顆腫瘤，其他功能還是和正常人一樣」。

他還是一樣地工作，一樣地開會，一樣地埋首電腦前。他的桌邊放了一本筆記本，記

載了他翻遍所有胰臟癌相關文獻的心得，還有接受各種治療後病情的變化。十一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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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來毫無間斷，日漸潦草的筆跡也掩不住他旺盛的求生意志。 

在最後的最後，他依然表現得像個科學家。 

 

這是他替我上的最重要的一課。關於如何熱愛工作，熱愛學術，堅持理想直到最後一

刻。 

 

出發那天爸爸堅持要來機場送我。我不敢看他臉上的表情，說了再見之後就大步往前

走。等到我終於鼓起勇氣轉身，他已經不在我的視線範圍內。我沒有機會問他當時的

心情，就如同我有太多話來不及對他說。而這一次，輪到我在這一頭，目送他走最後

一段路。 

 

爸爸。放心的走，不要回頭。 

 

 

 

 

 

 

 



 



 

 

 

 

 

來自同仁及好友的追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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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堂的模樣 

國立成功大學微免所教授 林以行 

 

   “Hi Huan-Yao”，這是與你通 email 的起始稱呼。過去這一年與你商量著各項事務，

已不清楚曾經有過多少次 email 往返，我知道你雖然是在病中，但也十分關心我們各

項事情的進展，所以仍會不時地向你報告，總是在你給了建議之後，我們更能確定研

究和做事的方向。現在，你要放手讓我們去 run 了。這些天來十分忙亂，也可用慌亂

來形容，彷彿掉進一個非常不真實的場景。平常總是覺得日子過得好快，但從 3 月 26
日星期一這個令人心碎難忘的日子到今天，好像過了好久。一年來祈禱懇求的 miracle
終究還是沒有發生，老天還是要你好好安息。同事以及朋友們對你的關切一直沒有停

過，你在世間的有限生命雖然令人不捨，但留下的影響力將會永遠存在。 
    每位與你接觸過的同仁們都相當感念過去你盡全力的協助，而我又何其有幸，從

進入成大醫學院開始，就與你是工作上的隔壁鄰居、好友、和合作夥伴，你的大器無

私影響了周遭的人，讓我們得以在一個互相幫助、不分你我的氛圍中，共同分享研究

的樂趣，也因為你有著超出一般人的 vision，我們只要跟隨著你就對了。你所設置的

Journal club，二十餘年來歷久不衰，除了讓我們分享新知以外，也凝聚了科學同好的

熱情。去年此時，你熱切地等待傳染性疾病和訊息研究中心通過的最後消息，至今我

仍清楚記得你出現在我辦公室門口的情境。你亟欲以累積的能量和經驗而有一番作為，

你的熱切之心感動了同仁們，讓大家樂意和你一起打拼。老友們都知道，你念茲在茲

的是醫學院的發展、是對科學的貢獻，你在傳染性疾病及免疫學界的歷史定位已被確

立，你的風範長存。 
    在你生病的這段時間，仍然是非常努力地協助各種事務的推動，我們所處理的許

多事情得以經由 email 而獲得你的指示，令人有安心的感覺，也讓工作順利推展，包

括與馬來亞大學的雙博士學位學程（這是你很在意的一件事）、2011 年 11 月的國際

研討會、傳染性疾病和訊息傳遞中心的成立掛牌、延攬人才到中心來、每星期五下午

EV71-dengue co-meeting 以及 TGIF。即使在病中，你仍然是勉力來做報告，或是來聆

聽同仁們的報告，只要是你在場的時候，就會讓大家為之振奮而激盪出一股活力，真

是令人懷念！你的 leadership 無可比擬，今後只有靠大家一起群策群力，好好支撐下

去了，請以一貫的微笑鼓勵來加持我們。 
     

 

  

每天早晚，我總是在電梯口微免所為你設置

的追思角落輕輕地向你道早安，也向你說聲明天

見，看著你笑得如此開心如此燦爛，這應是你在

天堂的模樣了，我們這些凡人又何須如此感傷落

淚呢？思及此，終能擦乾眼淚，拿出力量來奮力

做該做的事情。你的學生們在過去這一年來，如

常地在實驗室做研究；畢業的學生們也都在工作

崗位上努力不懈；你的好頭腦和豁達是得自於父

母的好基因，而于綺和光哲也遺傳了你和惠美的

優秀和堅強，以及對人生的正面態度，這些種種

應是足以告慰的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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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認識的黎老師---成大的戰車馬兵 

國立成功大學醫學院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教授 葉才明 

 

黎老師是少數幾位在成大我打從心底景仰佩服的老師之一，過去十幾年在黎老師

的帶領下，成大的登革研究團隊可以從無到有並展現成果，這都必須歸功於他卓越的

領導及無私的個性，才能凝聚眾人，同心一意只為學術研究來打拼，其風範將是大家

永遠學習效法的榜樣。 

黎老師對於一些事常有他自己的堅持，即使因此得罪人，他也依然故我，因他深

信所做的是對的；有幾次我的學生在博班 non-thesis proposal 報告時遭到黎老師的要求

而重新來過，有的學生在知道後很不能接受，甚至說黎老師對別的老師的學生都要求

特別嚴格，我基於對黎老師多年的認識都安慰他們說，這是黎老師看得起你才會要求

你，其目的是希望你更好，而這一點也在我後來遇到一個令我很頭痛的博班生，不知

道他要如何才能通過黎老師嚴格的要求而煩惱時，看到黎老師居然一句話也不說就讓

他畢業，更加證實我對黎老師的認識是正確的，如今那些被他多所要求的學生，也的

確在各個崗位上表現非凡，很多人也都特地來送黎老師最後一程，感念他在過去的提

攜。 

黎老師一生可說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為成大擺上，他第一次發病是在主持醫學

院卓越計畫的會議中，到後來臨終躺在病床中，仍一心一意掛念著傳染病及訊息傳遞

中心的運作是否能繼續，我們也是在他倒下後才知道他一個人是包攬了多少的事務，

那絕非兩三人可以分擔的，不過也因為他的精神感召，大家都很樂意的盡上最大的努

力，希望看到他的心血及精神可以在成大繼續發揚光大，以告慰他在天之靈。 

黎老師一生打拼就像是一名戰士，到最後接受化療時，都還來參加我們每週的進

度報告，相信如今他息了世上的勞苦，必有天上榮耀的冠冕等著，因那美好的仗他已

打過了，那當守的道他已守住了，有一天我們也都要離世而去，但有多少人可以有信

心說這句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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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念黎煥耀教授 

國立成功大學醫學院小兒學科教授 王志堯 

 

我第一次認識黎老師是在民國 77 年，成大醫院剛開幕時，因受到以前授業恩師—

謝貴雄院長的指示，到了台南成大時，要來拜訪基礎醫學院微免科的黎老師。當時在

11 樓的辦公室就覺得黎老師雖然不是很健談，但覺得到了台南以後還有地方可請益關

於過敏與免疫的問題，同時黎老師也有指導研究生，也有一間不錯的實驗室，就隨口

問他可否在黎老師的實驗室做些實驗，當時黎老師第一個反應是你們臨床醫師那麼忙，

有時間做 Lab 的東西嗎?也許黎老師是在暗示可以請助理幫忙，但當時真的是年輕不

畏虎，即使那時還身兼兒科最忙的總醫師，也在下班或晚上值班時偷溜到黎老師的實

驗室做細胞培養與刺激。與當時黎老師的碩士生—王舜德，常是實驗室值夜班的戰友。

後來王舜德以其碩士論文發表在 Journal of Immunology 風光一時，轉戰後中醫系，

現已是中國醫藥大學的助理教授。而我也常使用黎老師的 reagent 及培養液，卻又沒

有研究經費，黎老師的名言『所有的研究經費都會從洗盆中沖走，最重要是否有成果』，

後來我有自己帶學生及助理，一直引用這句名言，却遍嚐苦果、負債累累。現在我每

年經費可爭取到 2、3 佰萬，但欠廠商的錢却都在 4~5 佰萬之間。雖然我們辛苦做實

驗得到不少結果，但常在與黎老師討論後，被他的幾句話就電倒。有時還必須回去推

敲許久，才知黎老師想要點醒你的問題在那裏。在聊天時，突然黎老師會像無厘頭的

問出：『為什麼過敏發炎反應一定要有 IgE』或是『過敏的病人比較不會得癌症』。前

者問題是在 1990 年前後黎老師提出來後，一連串我們與國外的研究，才了解過敏原，

例如塵蟎本身就可引起過敏發炎。可以透過先天免疫反應的表面受體引發後天記憶的

免疫，這些過程完全與 IgE 無關。因此在 20 年前黎老師的問題，似乎是免疫學上的

無厘頭，但徹底改變過敏界在 1960 年以後確定 IgE 是過敏學主角的定論。在今天回

想起來，我才了解黎老師對於臨床醫師在做研究上的批評，因為我們都習於大師權威

及教科書上所寫的定律，認為是天生不破的真理而死抱著不放。身為科學家，其實就

是要勇於打破定論 (paradigm)，才有知識上的突破（paradigm-shift）。這是醫師與科學

家的最大差別。我想黎老師一直是堅守著知識上的突破與躍進，來做研究的工作。也

因為他的堅持，成大微免所的研究都有特定的指標，發揮集體相關的團隊合作。這從

登革熱、腸病毒的研究中即可看出。在 2003 至 2004 年 SARS 大流行時、國科會與衛

生署急於撥款做 SARS 的研究。我記得在成果結案發表時，司徒惠康教授現在是國防

大學教務長，就很羨慕成大有這麼好的研究團隊及密切合作的動力，因此成果上比單

槍匹馬的研究室好的太多。其實我知道這常是黎老師做研究的領導團隊，像母雞帶小

雞的方式，增加全體的戰鬥力。在國內外競爭的學術環境下，打出成大醫學院可以發

展強項的一片天。在這，我覺得這樣的學術領導不覺得有何稀奇，等到有機會與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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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個頂尖學研機構進一步了解之後，才知這種無私要照顧各領域專長的學術領頭羊，

却是鳳毛麟角。常見到是當了學術的大頭，所要發展的領域或要增加團隊的實力，都

必須與自己專長相關。這可從歷屆國科會各處處長上任後，所要發展領域中看得出

來。 

從宿舎到成大醫院，走在長榮路與小東路上這段路，我已走了 20 幾年。這段時

間，雖然路旁的人行道翻修了 5、6 次，倆旁火紅的鳳凰樹曾經也倒過幾棵大樹，新

栽的樹也在另一旁又站立成長起來。我常想這 20 年來，代表成大醫學院的人文特色

黃崑巖院長及學術尊嚴與良知的黎煥耀教授，都在 2、3 月間離開人世，這是成大醫

學院『偉大開闊歷程的結束』〝The end of the begining〞，這一棒誰來接?誰來延續這一

段〝開國史〞的遠大抱負，將決定成大醫學院未來百年的歷史定位。惶恐與任重道遠

都在我輩師生心中徘徊。 

醫學院中庭，黃院長畫像旁是他生前最喜歡的英國女詩人（Christina Rossetti）的

詩，誰曾見到風〝『who has seen the wind』〞有風行草偃的偉大教育家風範。雖然我不

是教徒，在約翰褔音 3:8 中，形容高貴的聖靈，如風一般自由選擇它的去向不斷徘徊

在我們心中〝『The wind blows whatever it pleases. You hear its sound, but you cannot tell 

where it comes from or where it is going. so it is with everyone born of the spirit』〞，所以，

it is with everyone born of the spirit，該是我們繼續把黎煥耀老師的精神，像風一樣繼

續傳承下去的時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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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多麼傷心的春天… 
國立成功大學副校長/環境醫學研究所教授 蘇慧貞 

 
    3 月 26 日黃昏時段，我在例常的混亂匆忙中，以電話向 Ms.李打探黃崑巖院長追

思會的就緒程度。她簡單幽幽地說「黎老師恐怕很不好了」…如月前面對黃院長離世

的通知一般，我的一半心思彷彿早有準備，也不捨他抗病過程的折磨，總想只是祝福…
其實，我更大一半的真正情緒還是拒絕接受…假裝淡定的說，「明早陪我去看他好

嗎？…」。然後便開始調動、取消了原已排定的會議、行程，勇氣十足地回覆 Ms.李說，

「搞定。我想黎老師一定有事吩咐我…」。旋即進入一個從 7 點開始、複雜困難的會

議中…不多時，Ms.李來電…我告假走出會場…眾目睽睽、爭執正烈之中，我自然接

受事實，繼續責任的承擔…9點 30分，楊倍昌老師來了簡訊，輕淡卻深刻地通知，「Jenny，
煥耀已離去…」…回家時已過 10 點半，我才有私自的空間和 Ms.李在電話兩端，一起

好好痛哭…頓坐許久，回給楊老師如下的話「…本來排定明天一早去探視…以為他會

等著參加黃院長的典禮…沒想到他不願意見我，大概知道我愛哭…大家加油！」這樣

想來，黎老師恐怕還是決定要在天上陪著黃院長一起，如他一向安靜厚實的體貼！但

是，這一夜有多少人在這一端難眠啊…。 
    回到醫學院任教以來，雖然有許多前輩、同僚溫暖的友誼，但是，最大的震撼教

育是在當年一片以基礎醫學為唯一學術評量標準的大環境中，如何去肯定自己原本在

應用領域已不受質疑的表現與價值…我永遠不會忘記，在基礎核心領域成名甚早、備

受老、中、青各輩肯定的黎老師，以他一貫輕緩淡定的方式，直接地肯定我接任在自

己關鍵領域指標期刊首位亞洲副主編的意義…以他舉重若輕、凡事盡其在我行事風格，

這一些鼓勵或者只是極為正常、不放心上的作為，但當時的種種的積極影響，我至今

依然奉為在困惑時給自己信心的最大支持！ 
    我相信這個醫學中心有許多比我有更長久的觀察、更直接的經驗來描繪黎老師對

成大醫學院真正無私的付出和不朽的貢獻…只是我永遠不會忘記，黎老師在病房中，

在 E-mail 中仍然仔細交待我「傳染性疾病及訊息研究中心」的發展期待…，擔任「頂

大計劃」執行長以來，日常繁瑣、內外折衝的壓力，非盡能對外人言…但是，假如說

因為擔負這個任務與執掌，而得以對幾位如黎老師一般，對追尋學術極致、協助成大

頂尖而全心付出的先進同事，而有所支持和回應的話，那麼這個代價我歡喜承受…。 
這個春天對成大醫學中心很是艱難、很是傷心…一剎時，好像有些典範、有些精彩都

離我們而去…但是，看著告別禮拜會場正中擺放的黎老師在講台上朗朗笑開的模樣，

在影帶中出現於抗病日誌中記載科學事證的字跡，更不用說已經培育的卓然有成的無

數後輩，我想，這個春天其實非常永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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良師益友 - 悼念黎煥耀教授 

國立成功大學醫學院微免所教授 余俊強 

 

從去年四月便隱約預料這一天的來臨，心中何嘗不冀盼奇蹟在 HY 的身上出現。 

 

與 HY 結緣於 26 年前，他引薦我進成大服務，擔當我公費進修的保證人，協助

我建立實驗室，在我研究瓶頸的時刻提點開導，是我人生中的貴人。 

 

HY 不多言，與他同坐共乘要努力找話題想必是你我都有的經驗。坦白說，至今

還不清楚他的嗜好和興趣。然而，HY 的研究興趣是廣泛多元的，遍地開花。這與他

大量閱讀文獻和對議題敏銳必有關聯。曾請教 HY 如何選擇研究題目，他戲言“做能

夠找到錢的”，又說“有多少錢做多少事”，道盡研究之艱辛！ 

 

一身及膝白色實驗衣是 HY 註冊商標，是他做為一個科學家的專業象徵。在所上、

在研究團隊中，HY 是穩定的力量，是團結的重心。微免所兩個歷史悠久的 Journal Clubs，

從發起到一路持守，看到 HY 始終如一的性格。 

 

人一生中知己難覓，HY 的離去讓人久久不能釋懷！ 

 

My mentor, my friend, fare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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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其有幸，何其不幸•••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 林雅俐 

 

    早上六點得知您往生的消息，好痛！生命中的一個典範消失了！ 

     

    在整個成長過程中，一直尋找不同的典範，讓我知道自己想成為什麼樣的人。隨

著年齡的增長，這樣的典範，不曾在法國找到，一心以為自己不再需要，直到和您共

事的一年間，您讓我知道自己想成為什麼樣的研究員，對年輕學子該有什麼樣的責任。

心好痛不是沒由來，多麼希望可以從您那裡學到更多東西；已經打定主意，跟您保持

聯絡，每次回台一定去找您，萬萬想不到去年三月的討論，竟然是我們最後一次的會

面‧‧‧‧ 

 

    何其有幸，能夠在您“有生之年＂認識您，和您共事；何其不幸，必須用“有生

之年＂來界定認識您的時間！多麼希望，“有生之年＂不只是最後短短的兩年半‧‧‧ 

 

    我將永遠不會忘記您對我的影響！謝謝您！ 

 



35 
 

懷念 

   國立台灣大學免疫所教授 伍安怡 
 

以前和煥耀碰面幾乎都是因為一起參加會議或是學生的口試，藉著一起搭車的時

間或是空檔時交談。他總是有許多資訊分享，言語中帶幾分幽默和輕鬆，像是不論發

生什麼事都難不到他。有事請教他時，他亦不吝給予意見，熱心相助。 

 

幾年前煥耀有鑑於台灣學術界登革相關的研究蓬勃，因此挑下編輯者的擔子，邀

請台灣的登革研究學者們分寫各領域的研究近況，出版了一本登革疾病的專書，這是

個少見的創舉，其遠見及雄心令人佩服。 

 

煥耀很低調，默默做事卻不張揚，性情和氣，不願麻煩人卻很願意幫助人，為大

家樹立很好的典範。他英年離世，令人不勝懷念及惋惜，免疫界失去了一位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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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黎教授 

國家衛生研究院  前院外研究業務處處長  陳振陽 

 

國家衛生研究院成立之初，為了增進國內從事醫藥衛生研究相同領域研究人員

的學術交流，在院外研究業務處的業務項下推出小型學術研討會。其方式類似在國外

舉行的 Gordon Conference。 

自 1996 至 2004 年共舉辦 39 場次。涵蓋免疫、癌症、遺傳、心血管、肝炎病毒

與肝癌、神經科學、老化、癌症基因體學、健康科學、腫瘤相關疱疹病毒、敗血症、

發育生物學、醫學電子科技、中藥開發、訊息傳遞、登革病毒、遺傳疾病分子診斷；

及細菌基因調控等 18 個主題。其中免疫學研討會總共舉辦八場次，是所有學門中最

熱烈參與的一個學門，顯現國內免疫學者們的熱心參與度及向心力。雖然因經費短缺

的原因使得國衛院無法再支持這個學術活動，但免疫學者們對國衛院學術活動的熱烈

支持歷歷在目。而其中特別要感謝黎教授。在規劃此小型研討會時黎教授即熱心參與，

並促成免疫學研討會為本系列活動的第一個會議。在八屆的免疫學研討會中，黎教授

擔任第一屆及第二屆兩屆籌備委員會召集人及第三屆與第四屆籌備委員，讓會議能夠

順利進行，在此特別以國衛院前院外處長的身分表達最高的謝意。 

回憶國內微生物免疫學界，一向有很好的傳統，各校之間的互動關係密切。黎

教授返台在成大任職，在南台灣推動免疫學研究，成果極為傑出。特別是對登革熱致

病機轉的闡明，受到世界的欽佩。可說是南台灣重量級的免疫學界領導人，而對全台

灣免疫學學術活動亦無不鼎力推動與支持。對全國微免界每年一度的聯合迎新也不辭

辛勞，推動與帶領學生南北參與。 

正期待他在壯盛之年繼續貢獻及領導免疫學界，卻不幸英年早逝。謹以最虔誠

的心，致上最高的敬意與謝意。並祝家人平安順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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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國快遞 

國立成功大學醫學院微免所教授 何漣漪 

 

Dear 黎老師： 

 3 月 24 日晚上將近九點的時候，牧師把手按在你的頭上為你禱告之後，你正式受洗為基

督徒。當時，我和你的父、母、妻、子同在一旁觀禮，我在心裡輕輕的對你說：「歡迎你，煥

耀弟兄」。 
    所裡的同仁，我恐怕是和你共事最久的一位。當我們還在醫學院舊大樓--也就是醫技系現

址--工作的時候，我們被安排在同一間實驗室裡不同的小間。有一天，你有些靦腆的來找我，

請我為你謄寫你的國科會計畫書，「你的字寫得比我的好看。」你說。那大概是我們共事近三

十年來，我為你做過唯一的一件事。 
 研究領域上，我們似乎沒有多少交集。不過，將近二十年前，我決定研究創傷弧菌感染

症的時候，你適時的建議我加入台大一個研究魚病的團隊，我因此順利的得到國科會的研究

經費補助。當時，我的研究主題與魚病一點關係都沒有，想不到幾年後，竟然真的做起創傷

弧菌對鰻魚的毒力機制，好奇妙。對研究，你真是一位深具古道熱腸的朋友，相信很多同仁

和我有同感。你對做研究的熱忱是有目共睹的。你所做的研究很早就嶄露頭角，而且，由於

你的點子多，研究的題目逐漸涵蓋不同的病毒和細菌感染症上。不管做什麼題目，你總是全

力以赴；四年前你被授以講座教授的榮銜，只能說是實至名歸。 
 家庭上我們的交集反倒稍微大些。我們住在同棟宿舍，你的一雙兒女我看著他們從小長

大；你女兒在我兒子出世整整一年後出生。你的妻子和我是查經班裡唯一有始有終的好同伴；

我們兩人的另一半都是慣於冷靜理性分析的人，剛開始對妻子的信仰都是抱持贊同但不參與

的態度，但我們毫不灰心地把對一家人同行天路的期待放在禱告中。近幾年，你和我先生也

真的先後踏入教會，認真去了解基督教信仰。 
 去年四月，晴天一聲霹靂，你病倒的消息很快散佈開來。談起你的病，大家都搖頭歎息，

不懂為何正值壯年的你會罹患如此惡性的腫瘤。連自以為堅定信靠神的我，也忘了神在掌權，

一逕的想著你比我年輕，為什麼反比我早病倒。倒是你的妻子提醒我，請我為你的健康禱告。

我另外邀請了十多位認識你的老師、校友、傳道人，同心為你的身心靈禱告。曾經我們禱告

求神醫治你的疾病，好見證我們所信的是位全能的神。然而，事情並沒有按著我們所祈求的

來成就；不過，有一件事卻大大地撼動了我。 
 你離世約三週前，我終於實現心願，把一位癌細胞已擴散正接受化療的乳癌病人帶到你

的床邊，和你簡短分享她走出心靈低谷，把自己的未來完全交托給神，因此能夠歡喜快樂的

面對每一天的心路歷程。另一位病的更重的癌友也隨著她來探望你。那一天，我親眼看到你

的心頭重擔在你專注聽她們分享當中，隨著你的淚水一起脫落下來。你跟我們一起禱告，一

起唱詩，這是我從來不曾見過想過的。兩天後，當我們再去看你的時候，雖然你的頸部一動

就痛，必須帶著頸套，你竟用我久違的燦爛笑容迎接我們。之後，許多見過你的人都注意到

你的轉變，感到非常欣慰。我猜想，造我們的主已經給了你生命的答案。 
    就這樣，你敎我的最後一個功課--不是用言語，而是透過生命--是：我們在世的年歲不是

自己所能掌握的，然而，天父要我們在祂的恩典慈愛中綻放生命的光與熱，然後，可以坦然

的面對此生的終點，安詳的回返天家。按著神所應許的，我回天家的那一天，會在那裡與你

再相見。或許，我會看見你天真爛漫的招牌笑容，聽見你說：「歡迎妳，漣漪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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令人尊敬懷念的好友─黎煥耀教授 

國立成功大學醫學院基礎醫學研究所所長 賴明德 
 

    每天清晨，我已習慣於在
醫技系正門對面左邊樹下的第
一個停車位，看到車牌 5663 之
車輛，就知道黎老師已到醫學
院了。若是其旁仍有空車位，
我就會將我的車停在右側，感
覺中，好朋友的車輛也應擺在
一起，會有一種更親切的感覺。
偶而，您若剛好從車內出來，
看看我車之不甚潔淨之外觀，
還會加上一句：該洗車了。然
而，這一年來，總希望能見到
您的汽車又停在老位置，我能
將我的車停在旁邊，再次擁有
那種溫馨的感覺。但這一點小
希望似乎是不可能了。 
    也不太記得我是如何和黎老師熟悉的，我的理想與行事作風和您是不太相同的。
您曾問我為何始終較關心[國家]、[人民]，對於這些遙遠的事，您認為我們不容易有什
麼作為？您的心中之理想就是[卓越學術研究]及[傑出的成大醫學院]，而這目標是可著
力而可實現的。理想雖然不同，但不知是什麼原因，我們卻成了好朋友。大家皆說黎
老師很少笑，始終嚴肅的盡心工作。幾年前我曾問您，您已有如此的成就，為何仍然
如此努力？黎老師您也簡單的回答：我們年輕時之志向難道僅止於目前這些成就？是
的，我們在成長後常被種種名利欲望之誘惑，而失去了年輕時那種追求改變世界，使
之成為單純美好之想法。您的特點就是常能以簡單話語，而直接點出我們被遮蔽的[理
想]及[原則]。 
    黎老師由於資質傑出，觀察敏銳，專心致力於研究，所以在學術上有極高的成就，
本是必然而可預期的。但令我尊敬您的最重要的原因，是您長期對成大醫學院 [無私]
的奉獻。吳念真在人間條件四｀一樣的月光’ 劇中曾說﹝冊讀多，萬項想自己，人情
世事丟一邊﹞。高級知識分子由於聰明才智高，常會有意無意的讓公眾的利益和自己
的利益自然混合成為一體。我們很自然的理解，學術研究不應完全自由放任，需要有
[重點]才能有突破，同時，自己的研究題目常常就剛好最適合成為未來研究之[重點]。
或許您不是個[聰明人]，您這麼多年來，努力的在有限資源內建立醫學院共同儀器設
備，利用研討會建立學術研究交流，強化基礎醫學研究所學生之研究氣氛，及建立各
種規範來加強學術倫理。在這些事務推動中，不僅佔用自己的研究時間，同時也造成
某些人之不方便。可以說您的努力既無益於自己的研究，也無益於可能之學仕之途。
但也因為您過去的這些努力，成大醫學院中仍能維持一種黃崑嚴創院院長所希望的[教
養]及誠摯的學術研究氣氛。這就是目前成大醫學院相對於其他醫學院最值得驕傲的地
方。 
    如今黎老師您已蒙上天給予永遠的福恩。在塵世間，您在研究上帶給我們[開放合
作]的研究熱情，同時在道德修養上則呈現[無私奉獻]的典範。希望您所希望的這些特
質能持續在成大醫學院中擴散，也許在多年後大家能在天國再相遇，像 TGIF 日子般
喝個啤酒，聊聊您始終關心的學術研究及成大醫學院。 

這是三年前基醫所所
長交接後主管出遊，
我邀您合照，您感觸
的說：「這是我們第一
次單獨合照。」我想
不到這也是最後一次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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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的免疫大師 

中山醫學大學微免所教授/所長 徐再靜 

 

  還記得幾年前,黎教授受邀至中山醫大免疫所演講,會場座位幾乎爆滿,台下慕名而

來的師生個個仔細做筆記,甚至還有大三大四的學生,不惜翹課也要來聆聽這一場大師

級的免疫專題演講。黎教授除了分享豐碩的研究成果外,也對中山醫大的學生暢談他的

研究觀念“實驗要認真追根究底  態度絕不能馬虎”。 

  也記得在幾年前,第一週期系所大學評鑑,黎煥耀教授至中山醫大免疫所評鑑,還記

得受評那天,黎教授在參訪時坐到我的身旁,和我聊了一下醫學院教師們的負擔,他說著

“記得研究所教師的職責,還是須要把時間多花在研究上”--勉勵我們年輕教師一定對研

究要有熱忱。 

  前年暑假,我到日本神戶參加世界免疫學大會,會場中看到了黎教授,黎教授很認真

仔細的在會場海報展示區研究論文,剛好有段時間是 Coffee Break,因為會場人很多,所

以必須排隊享用餐點,而當時黎教授和我排在同一條隊伍,和黎教授打招呼後,黎教授笑

著對我們說“腦子要能量(知識),肚子也要適時補充(食物)”--這讓有點尷尬排隊等待食

物的我們,感到原來處處也都是學問,當然也感受到黎教授幽默作學問的一面。 

  前幾天聽到黎教授病逝的消息,心裡感到很難過、很不捨,一些畫面和記憶頓時湧

上心頭--真的不捨。他不僅對臺灣的免疫學研究有卓越貢獻,更是我們這些後輩們學習

的楷模典範。在此,謹以此文表達我對黎教授的追思並感念黎教授對我們後輩的關愛與

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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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的諍友 — 黎煥耀教授 

國立成功大學醫學院生理所教授 湯銘哲 

 

醫學院有幾位老師，在 STS / TGIF/ Café Scientifica 中常常唇槍舌劍，嘴上春風。

我和楊倍昌老師常是ㄧ派，賴明德與黎煥耀是另ㄧ派。我們不作意識形態之爭，但是

每談起教育與研究，君子之爭就順勢而起，彼此表達各自立場與思惟，無優劣之分，

因無輸贏，也不鬥氣。黎煥耀的功夫常是不動聲色地表達他「反對」的看法，有時一

針見血，不費吹灰之力，他絕對是箇中翹楚。他的內功之造詣及底蘊之強，醫學院無

人可比。基本上我和楊老師是屬樂觀派，而賴老師和黎老師較悲觀，許多事從杞人憂

天的角度切入，常切中要害。ㄧ般人引以為鑑，也因此覺得他不易親近。 

真正的黎煥耀對教學及研究是充滿熱情的。他是黃院長的忠誠信徒，只是個性使

然，平常較少做正面之禮讚，師生們自然就少能了解他的另ㄧ面。我私底下和他談公

事的機會亦不少，最後ㄧ次和他深談是去年四月他住院之時。突然檢查出胰臟癌的事

對他而言真如晴天霹靂，內心的調適極度艱難，剛剛承接頂尖中心主任的重責大任猶

在心頭，面臨大病，第一次見他露出無可奈何的苦笑。我和他細談一個鐘頭，好不容

易讓他放下心中的大石，原來是對頂尖中心的前景之憂心，之後才見他臉上有了較為

釋懷的表情，這就是無私的他。最後ㄧ次見他面是他最後ㄧ次住院之三月二十五日，

他受洗的隔天。此刻的黎老師已在彌留之際，見他的時候心情是非常難過與不捨，幸

虧有牧師在場帶領我們禱告與唱詩，惠美的堅毅與篤信，讓我轉悲為喜。歡喜的是黎

老師終於榮歸主懷，並和他最景仰的黃院長一起在天上繼續同事之緣。 

有人說，最好的朋友是和你唱反調的人。黎煥耀老師就是如此令人尊敬的諍友。

我們不捨他的離去，也為成大醫學院失去一位最忠實的傑出學者懷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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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目中的黎煥耀老師 

國立成功大學醫學院微免所教授 劉校生 

 

民國八十年微免所創所，我是第一位在黃崑巖前院長引介之下新聘任的老師，仍

記得於八十年之一月專程自辛辛那堤大學來成功大學醫學院與相關老師面談及專題

演講，很榮幸當時負責接待及行程安排的就是黎老師，除了正式的活動之外，黎老師

也開著極具特色之深藍色OPEL轎車帶我參觀當時仍是成大醫學院教師專屬之宿舍區，

這是我第一次進入黎老師家參觀。對黎老師平易近人、熱心的態度當時即留下深刻之

印象。 

回顧在微免所之二十一年研究生涯(1991-2012)，我是微免所最早開始進行登革病

毒(1992年)及腸病毒(1998年)研究的，研究方向偏重於病毒致病性之分子生物學探討，

很榮幸也很有緣份，黎老師稍後從免疫學的觀點切入來探討這兩株病毒。研究期間對

此二病毒之免疫致病機轉不斷有創新之發現外，更結合本醫學院之研究能量，積極成

立全台首創之登革及腸病毒研究群，奠基於此基礎之上，我們的傳染病及訊息傳遞中

心才有實力獲選為成功大學之四大研究中心之一。 

我也是醫學院內最早開始進行自體吞噬(autophagy)研究的，也很有緣黎老師亦很

快的進入此領域，在很短的時間內即有傑出的研究發現，並進一步促成〝Autophagy 

Journal Club〞之成立，並帶動醫學院之自噬反應研究之新風潮。 

致癌基因 Ras 是我的實驗室多年來持續之研究主題，在 95%胰臟癌的腫瘤細胞中

Ras 基因均有突變的發生。黎老師在過去這一年裡為了抗癌親自投入胰臟癌的研究，

並安排其已畢業之博士班學生楊明臻進行抗胰臟癌之研究，也曾邀我參加成大醫學院

胰臟癌研究團隊在高雄漢來花季渡假飯店舉行之研討會(2011/9/10)，希望促成我在胰

臟癌方面之研究，很遺憾我們幫不上忙，但是黎老師抗癌之毅力與精神令人欽佩。於

胰臟癌研討會後有幸載黎老師回家，也是最後的一次機會與他長談並切磋研究。綜觀

之，我雖然在某些研究領域率先起步，黎老師總是能將他所投入之研究主題做出一片

光輝並發揚光大，他在研究方面之天賦、遠見、恆心與毅力將永留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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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的導師 

國立成功大學醫學院小兒科部教授  劉清泉 

 

3 月 23 日上午何醫師打電

話給我，說老師再度入院，且病

情惡化，我趕往6B病房探視您，

您明顯消瘦，已無法清楚表達，

言語不清，腹水增加迅速，腹膜

炎症狀明顯。其實 19 日您就因

腹瀉住院，但病情急速惡化，24

日晚上我和何醫師一齊去探視

您，那時林牧師及教友正在見證

您的受洗儀式，賴清德市長亦專

程來探視您，您仍有知覺，但無法言語。因您的病情變化太快，當晚引導家人對您全

身按摩及獨自和您真情講話，也和遠在美國進修的女兒通話，請她設法儘快回國。您

就這樣等了兩天，女兒回來後，聽到她對您的話別，才於 3 月 26 日晚上 7 時 18 分安

心的離去，卸下了世間一切病痛與重擔，安息主懷。 

去年 4 月 11 日，在週一例行的病毒研究群學生進度報告會議中，您突然昏倒，

被送到急診後發現血紅素比正常成人少了三分之一，因此建議您住院檢查，發覺是第

四期的胰臟癌，從此展開了您近一年的抗癌日子。罹病之初，您展現積極樂觀的態度

和癌症作戰，讀了許多胰臟癌相關文獻，也試著嘗試各種不同的治療方法，奈何效果

不彰，看著逐漸升高的血中醣抗原 19-9 (CA19-9) 腫瘤標誌，我們心知不妙，而您的

身體也因食慾不振，無法好好進食，日益消瘦。兩度的胃出血，在緊急處理後，您都

安然度過，奈何度不過這次的巨變。 

我的思緒逐漸回到 23 年前剛搬到醫學院基礎研究大樓 11 樓的情景，一大早，您

就已經在實驗室進行 B 型肝炎表面抗原免疫反應和 Early-type hypersensitivity (ETH)

的研究，研究以小鼠的耳朵為主，您的技術純熟，動作完美，很快就完成實驗。那時

研究所尚未成立，只有一個研究助理張小姐(目前在內科部)幫忙。ETH 的研究是您延

續在美國之研究，1991 年微免所成立之後，您開始有研究生，跨出 ETH 研究領域。

第一屆學生有王舜德、謝長奇等人，他們當時皆在資源匱乏的環境下，努力完成實驗，

也是我夜間部研究的伙伴，我的分生實驗的小老師。王舜德研究成果「Sepsis-induced 

apoptosis of the thymocytes in mice」，發表於 1994 年的 Journal of Immunology，揭開後

續成大微免所師生輝煌的研究成果序幕。您的研究範圍無限拓展，許多年輕的臨床主

治醫師和您合作，包括劉明煇醫師、李伯璋醫師、王志堯醫師等人，帶動臨床和基礎

圖、受邀參加第17屆國際熱帶醫學和
瘧疾會議，2008年10月2日，韓國濟州
島。 

受邀參加第 17 屆
國際熱帶醫學和
瘧疾會議，2008
年 10 月 2 日，韓
國濟州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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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師合作的模式與風潮。早期我和您合作 B 型肝炎疫苗接種後的抗體免疫反應及細菌

性腦膜炎致病機轉動物模式之研究，您的高材生曹妮娜是細菌性腦膜炎致病機轉研究

的最重要成員，也有許多突破性的成果發表。您對於臨床問題的探究，契而不捨的精

神，就如同掛在您研究室牆上黃崑巖院長寫給您的座右銘「學而不思則罔，思而不學

則殆」。學而不思，則是非不明；思而不學，則因果不辨；故您一再要求我們學思並

重。您堅持做自己擅長的研究，及做台灣本土重要傳染性疾病的研究，因此選擇了登

革熱與腸病毒等台灣重要傳染病進行研究。我許多臨床研究的方法及動力，都是在您

的激勵下逐漸形成與完成，您是我研究領域的導師和典範(mentor)。 

1998 年底台南市爆發登革熱流行，對成大登革研究群是一個很重要的契機。我由

臨床兒童個案觀察到的幾個重要現象，如白血球及血小板過低，凝血因子異常，肝功

能異常及血漿滲漏等在週五的 Infectious Disease Journal Club 報告，造成很大的迴響，

也開啟成大登革研究的新方向，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由您帶領探討登革出血熱致病機轉，

除了 Halstead 的 “抗體依賴增強(ADE)”理論外，您另闢一套假說「登革病毒感染的免

疫致病機轉」，發表於 2001 年的 Journal of Biomedical Science ，十年來成大登革研究

團隊已逐漸驗證此假說，我們的研究成果逐漸被國際認同與讚許。2008 年您主編出版

「Dengue Disease」Research Signpost，將台灣登革研究成果匯集成書。其實您尚有一

心願是將台灣腸病毒 71 型的研究成果集冊成書，我們也初步討論相關章節，可惜壯

志未酬，您就先離我們而去。 

2011 年 4 月 1 日教育部公布第二期的五年五百億頂尖大學計劃，成大有 4 個研究

中心獲得補助，以腸病毒及登革熱的研究為主軸的「傳染性疾病及訊息研究中心」是

其中一個，您擔任中心主任，是中心最重要的推手，奈何如今無法繼續帶領傳染性疾

病及訊息研究中心團隊，邁向頂尖大學之路。而後續學校之規劃及作法已和您當初之

構想漸行漸遠，您主張擴大參與、提攜後進，整合台灣，放眼國際合作之胸襟，也只

能在夢裡遙想了。但無論如何，成大傳染性疾病及訊息研究中心團隊，仍會秉持您的

精神與遺志，繼續努力，將研究成果展現給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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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念一位好友和一位真正的科學家 

中研院分生所 賴明宗 

 

    我在 1988 年回到台灣時，黎煥耀是國內少數幾位的年輕免疫學者，我們很快就

成了好友。二十四年來共同出席了不計其數的大小場合，從學生口試到各種研討會，

一起去了馬賽三次參加台法免疫研討會，其中兩次遇上戴妃車禍去世和 911恐怖攻擊，

普羅旺斯耀眼陽光下，地中海碧藍如畫，研討會上待理免疫問題千頭萬緒，不再計較

世事無常。1996 和 1997 年他主辦國衛院第一屆和第二屆免疫研討會，可能是國內免

疫研討會的一個巔峰。大多數免疫學者都出席了日月潭畔的這兩次盛會，會議上可以

感染到大家的興奮和熱情。第三屆主辦交到我手裡，就再也看不到原有的氣勢，人去

政衰。 
    黎煥耀講話行事永遠是斯斯文文，不急不燥，我還沒看過他大聲跟人爭吵。他應

該是成大醫學院教授的典型代表。跟北方醫學院的嚴肅緊迫不同，在成大醫學院作研

究，好像帶了幾分南國閒情，還有少許夏日慵懶。歲月悠悠，他展現了好的研究真的

不用伴著令人喘不過氣的節奏。在黎煥耀慢條斯理的談話中，還有很多他的真知卓見。

我曾經跟他同時研究陸天堯教授的 C60 在免疫上用途。在培養細胞上看到了相當明顯

的效果，很興奮找他討論。他很平靜的指出，他把 C60 打入小鼠，發現 C60 沒法被排

出或代謝掉。一語就點破了問題的癥結。 
    黎煥耀冷靜清晰的頭腦決定了他三十年來研究的成功。1983 年黎煥耀在西北大學

拿了博士，與黃崑巖院長一席談話，就很爽快回到成大，很多人不知道這是多大的勇

氣和自信。三十年前台灣的研究環境跟現在無法相比，雖然成大醫學院已是相當上軌

道的，還是差了美國一截。即使我回國時，博士後指導教授一臉無法置信，問我為什

麼要回去一個落後不能作研究的地方。黎煥耀赤手空拳回來，沒有國外的人脈，憑著

他的聰明智慧和精確判斷，無怨無悔，腳踏實地，建立了完全屬於自己的研究系統，

也建立了成大微免所。黎煥耀的成功，提醒了我們現今招募新聘教授的盲點，當我們

以 CNS 論文數量為憑依，比較每個候選人累積著作點數的高低，我們就往往會錯失

候選人最重要的特質。 
    黎煥耀是學術界公認的好人，只要他有的研究材料，一定與他人分享。黎煥耀不

追求時髦，行事低調，心平氣和進行他覺得值得作的研究，三十年來他在感染免疫，

細胞免疫，腸病毒，SARS，移植免疫做了很多貢獻。他主導和參與的登革熱研究，

靜悄悄的進佔了世界登革熱研究的大版圖。沒有鑼鼓喧天，不計較一時的光鮮亮麗，

他給我們看到了一位真正的科學家。 
我很幸運多年來有黎煥耀這樣一位朋友。他在時，人世安穩我們以為當然。他英

年早逝，不論在成大或在台灣，不論免疫病毒研究或學者風範，我們才知是難以衡量

的損失。我們或許可以找到研究跟他一樣好的科學家，但怕再也找不到像他這樣的謙

謙君子。煥耀兄，謝謝您，一路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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欸(ㄟˋ)！黎煥耀 
國立成功大學醫學院黃崑巖前院長秘書 李美穎 

 
    欸！黎煥耀！記得我都是這麼叫你的嗎？連名帶姓！即使你已當了教授、當了所

長…… 
你是成大醫學院創院時最早來報到的老師之一，那時，你才 28 歲，好年輕啊！

好一陣子，你是我們最年輕的老師。然後，我們參加了你的婚禮，惠美看起來那麼美

麗嫻靜。然後，你成了我們最年輕的副教授、最年輕的教授。然後，從一個略帶靦腆、

拘謹、但堅定執著的年輕學者，成了國際知名的登革熱及病毒專家！獲獎無數……還

有，醫學院創建初期，是你，幫忙擬訂了許多的辦法、規章…… 
    那些年，無數個中午，我們一夥人常吆喝著就去當時的名仕飯店，只為了吃一碗

牛肉麵；到天下飯店，為了吃炒米粉、虱目魚湯…或在地下室員工餐廳，“中常會(中
午常常在一起吃飯的會) ”或談 science、或談醫學院、或談學生、或只是彼此取笑，在

忙碌中，大家却充滿了歡笑，激盪著彼此的腦力。你一定跟我一樣懷念那些温暖、快

樂的日子的，是不？此刻，我彷彿就看到了你那一貫掛在嘴邊，淡淡的、酷酷的一抹

微笑。話不多，却常一語驚人。欸！我可以輕易說出你的幾句經典呢：“錢能夠解決

的都不是問題”、“ 找可以協調的人協調”、“ 我是石頭，但，是可以搬開的”、“想不

起來的都不重要”、“做可以做的事”…，看似普通，却深藏道理， 我們笑稱「黎子語

錄」…… 
    你的離去，較之黃院長的離去，於我，有更多的不捨。畢竟，黄院長一路走來，

完成了他想做的事，而你，壯志未酬……我知道你仍有許多想做的事，你的傳染性疾

病及訊息研究中心，你的登革病毒、腸病毒、腫瘤病毒、C 型肝炎病毒……你那麼愛

這個醫學院，愛你的研究工作，您那麼勇敢地、堅強地與侵蝕你的疾病對抗著到最後

一刻，都還不願退休，念茲在茲，只希望還能回到崗位上…… 
    二月中到三月中，我一直不相信那是跟你相處的最後一段日子。我載你去做頸部

的放射治療，你好虛弱，但，那一天，你露著淺笑，用微弱的聲音說你決志了，你要

把一切交託到神手中；你說，那時是你生病以來身心最輕鬆的時候；我心裡抱著希

望……三月十九日本來說要去抽血檢查的，但，却變成了住院，而，你就再也沒回家

了…… 
    二十六日中午，我跟林以行及陳麗玉去看你。你已昏迷。林以行在你耳邊說，會

幫忙家人，會讓中心繼續下去，也會照顧你的學生，希望你放心。我們看到你的眼球

在動，頭也動了一下，我們知道你聽到了！陳麗玉為你唱了首歌 “好朋友我們行個禮”。
我却講不出一句話，我知道只要一開口，我會淚崩，只能躲到洗手間哭泣。當晚，林

以行打電話來說你已走了！安詳地走了！ 
    欸！黎煥耀！你怎麼可以不說再見就離去？ 
    惠美及孩子們堅強得令人心疼。學校說失去了非常重要的資產，台灣醫界失去一

名基礎醫學研究的大將，學生失去了一位好導師、好典範。我們則痛失了一個有智慧、

具教授風格的好朋友。如今，上帝已卸下你肩上的重擔，令你放下手中的筐子。欸！

黎煥耀！在此跟你說再見了，送你一程，願你安息在神的國度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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黎教授追思文 

國立陽明大學微免所教授 謝世良 

 

    1994 年由美國返回母校陽明大學工作，即在胡承波教授所舉辦的免疫學討論會

(Immunologist Group Meeting, IgM)認識了黎煥耀教授。初次的印象中，煥耀兄是一個

溫文儒雅、平易近人的學者，經過幾次的接觸後，更感受煥耀兄對免疫學研究的熱衷、

幫助年輕學者的熱忱，及對學生不倦的諄諄教誨。 

煥耀兄的深思熟慮逐漸浮現在成功的整合成大團隊，共同致力於研究宿主及病原

菌(Host-Pathogen Interactions)的主題。他注意到登革熱不只是南台灣的地區性疾病，

也是世界性的重要醫學議題，然而能進行深入的研究團隊卻寥寥可數；自 2000 年以

後短短的十年當中，煥耀兄即將台灣的登革熱研究，尤其是宿主免疫反應與登革熱的

致病機轉，提升至世界級的水準，使台灣成為世界研究登革熱的重鎮。當我剛涉足此

議題時，除了中研院林宜玲教授在病毒學方面的協助外，煥耀兄更給我極大的協助及

建議，才能於 Nature 期刊共同發表 CLEC5A 在登革出血熱的機制。 

去年四月驚聞煥耀兄罹患胰臟癌，深為震驚，但在探視他時，卻發現煥耀兄仍一

如往昔，充滿了對學術的熱忱，暢談研讀抗癌機制的心得，病痛似乎毫無影響他樂觀、

沉穩、及執著的天性。 

今日的追思禮拜，看到煥耀兄的昔日身影及在接受化療抗癌的堅毅表情，不禁感

傷落淚。感謝神的恩典，在煥耀兄人生最艱困的時光，能帶領他至神的國度長眠安息，

願神的慈悲及仁愛，能永遠眷顧煥耀兄的家人及子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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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輕學者學習的典範 

國立成功大學生物資訊與訊息傳遞所教授 張文昌 

 

    去年(2011)清明節前一天的晚上，煥耀約益仁和我在明新麵包樓上 Tomato 餐廳吃

晚餐討論有關「傳染性疾病及訊息研究中心」業務推動事宜，在那時候，中心事務正

要開始啟動，而煥耀您一直期待能把我們成大醫學院在傳染疾病的研究，更進一步發

揮我們在腸病毒、登革熱等的研究特色，當晚我們針對中心未來的運作，做了非常充

分的討論及訂出一些執行策略。清明節假期過後，我就因國科會的業務，出差至美國

華盛頓 DC，而在 4 月 10 日左右，我的秘書就用 e-mail 告訴我您昏倒送醫院急診，生

病了，當時我獲知您的病情時，腦海裡的第一感覺是「怎麼會這樣？」，前幾天在 Tomato

見面，還是好好的。 

    您是在 1983 年 8 月 1 日來我們醫學院報到，而我是在當年 10 月初來報到。那時

至今年 3 月您離開我們，我們一起共事約二十九年的時間，在這一段期間，我常至 11

樓您的辦公室討論一些有關我們醫學院研究推動事宜。一般人對您的印象是一位不太

講話的人，但當您跟人談及有關醫學院研究發展事宜，您的話就變多了，而且意見也

特別多。您在學術研究這一塊，確實有您的堅持，也因如此，您才能帶領院內一些基

礎醫學教師和感染科臨床醫師合作，建立出我們成大醫學院在感染症研究的特色。

1983 年 8 月那時，您是剛自美國西北大學取得博士學位之後就馬上回來成大醫學院服

務，當時您雖還不滿 30 歲，但您充滿著年輕人的理想及抱負，並且非常努力工作，

在 1989 年你就把您在成大的研究工作發表在 J. Immunol.期刊，當時黃崑巖院長在介

紹成大醫學院，常會提到這篇論文是國內研究工作發表在 JI 的第一篇論文，醫學院以

您的成果為榮，同時，這也對微免所的研究工作做出「領頭羊」的效應。微免所過去

29 年的主要教學及研究工作方面的發展，處處皆可看到您參與及貢獻的軌跡，這一點

確實是您在我們成大醫學院最主要的成就。雖然您已離我們而去，但您已是許多年輕

學者學習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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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在夙昔: 一位懷念的免疫學前輩 

台大醫學院免疫所教授兼所長 許秉寧 
 

    驚聞黎煥耀教授過逝，感到無限的感傷。與黎教授雖然見面不多，但自從返台進

入免疫學領域就常領教到黎教授在教學研究上的風範。一轉眼就是十多年過去了。感

覺就像畢業後的時間過得特別快，只留下許多尚未整理卻又源源不斷湧入的回憶。讓

人無暇整理自己的思緒，只能回味過往的時光。同時，對於這位傑出的免疫學前輩英

年早逝，是免疫學界中巨大的損失，令人感到無限婉惜。 

    與黎教授較接近的關係應該是在我所長任內，他的千金報考我們研究所。大家對

於他女兒都很好奇，紛紛詢問許多她小時候在成大與她父親間的關係以及與黎教授實

驗室的互動狀況。也逐漸瞭解黎教授的治學態度，並逐漸瞭解這位免疫學前輩的研究

精神。此外，在與成大微免所的許多活動，包括學會及各種學術活動以及與微免所的

retreat 活動中，經由與黎教授的談話接觸中逐漸熟悉這位免疫學前輩的研究態度與對

學術的熱愛。"學而不思則罔，思而不學則殆。" 是黎教授最常見的座右銘。黎煥耀教

授平常看似嚴肅拘謹，帶有幾分讓人裹足不前的威嚴，但實際上不難發現其內心對於

學術的執著及對學生諄諄教誨的熱忱。 

      黎老師曾於 1994 至 2000 年期間擔任兩任的微免所所長，因為他在微免所大小事

上的用心經營，無形中將微免所推向一個更嶄新更進步的位置。此外，黎老師豐碩的

研究成果的確提供了科學界很多珍貴的資訊。黎煥耀教授去年十二月，已經罹患重病

之餘，還為人類腸病毒七十一型及登革病毒的疫苗研究及藥物策略操心，抱病成立台

灣第一個傳染性疾病及訊息研究中心，希望在登革病毒、腸病毒、Ｃ型肝炎病毒締造

好的研究成果，以造福人類，如此熱愛研究，為醫學奉獻生命到最後，如今卻是哲人

日已遠，典型在夙昔。 

      前陣子與黎教授參與微免所高等教育的評鑑工作，黎教授擔任評鑑委員召集人，

參加幾所微免研究所的評鑑。黎教授認真嚴謹，對於研究師資人才及研究環境頗為注

重，但對於學生非常熱心。認為我們多數學生對未來工作就業感到徬徨、對未來面臨

挑戰沒有信心。黎教授期許學生們必須更積極主動學習；此外，還要有旺盛的企圖心，

做出滿意的東西當做自己的目標。如此才能徹底改善這樣的狀況。從與黎教授的接觸

中學習到許多治學的態度與研究的精神。可惜未能有更多的機會請益，緬懷這位免疫

學前輩的風範，希望他的精神永遠長在，持續引導免疫學的後進們繼續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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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忘的早餐 --悼念黎煥耀教授-- 

國立成功大學醫學院神經部教授 賴明亮 

 

    記得是去載夏秋之間，大夥陪著
黎老師在 ORO 吃早餐。斜斜的朝陽，
慵懶地反映在大家的臉上。「是相互倚
靠著取暖的時候了」這是林以行老師
常說的名言，於是就辦了聚會。那晨
的感覺倒有些像在峇里島沙灘上的味
兒。 

廿四年前初到成醫，有天到地下
一樓找東西吃時，看到一票同仁在開
中常會（中午常常在一塊吃午餐的聊
天大會），大概是第一次見到他。黎老
師看來有些嚴肅，沈默的時候多，但
言則有物，頗有大鵬展翅沖天一飛的
味兒，是我的第一印象。後來幾次聽
黃崑巖院長誇他工作認真，論文發表傑出，漸漸又加添許多尊敬。據說東漢光武帝在
復國之後，把功臣肖像請畫師繪於凌霄閣中，我想，若成大醫學院也畫個凌霄閣，黎
老師鐵定上前茅。 
    幾年前自己剛搬了新家，請了幾位好朋友一敘。帶大家繞了一下，特別和他們簡
介小小的衣帽間“walk in closet”，是我家大人特別規劃的，將來要掛她的衣服。黎老
師看了，提醒我說：「沒有你家大人的衣服，好像都是你的衣服哩」自己一聽，確實
有幾分赧然，也令我感到他雖然不苟言笑，內在其實有顆溫暖的心，不論親疏皆是。
孔夫子說「益者三友，友諒、友直、友多聞」，黎老師大約是一人而有三種特色吧。 
 「老天爺不公平」林銘德老師聽到黎老師患病的消息時如是說。我也頗有同感。
他於是在成大醫院接受治療。有回在後甲國中操場走路時，碰到黎老師，第一回似是
他尚未接受成大的化療，因為自己是過來人，因此便一五一十把自己的經驗說給他聽，
盼有些幫助，因為要說的實在太多，就很突兀地請他一塊進早餐，他也很爽快地答應。
此後像是一種默契，約一兩週，不是週四就是週五，我們總會在操場上不期而遇，然
後相偕到附近的早餐店（最常去拉亞漢堡）聊聊。他把化療副作用用藥的作用談得如
數家珍，有時自己都不太好意思。自己生病時，心情一鬱卒，身體一虛，資訊大都是
明德老弟提供的。由於看他飲食漸有抉擇，本想帶他去附近清涼世界試生機飲食，沒
想到去了兩回，似乎老闆尚高臥隆中，只好作罷，為此有一絲兒歉疚。 
 除了談癌病，和他早餐時也彼此分享了很多的生命經驗和對世事的看法，在聊的
時候，更感到他對事情求真的態度。在理性的甲冑下面，可以感到如火山般的熱情，
這樣的為人工作態度，驗之於他當一個丈夫、當作父親、當為所長，使他在醫學院中
建立起一份崇高的清譽，朋友有時私下稱他為「黎子」，真的是名符其實。仲秋，他
很興奮地告訴我，要去高醫接受新藥臨床試驗，當時心中有一絲兒不安。自己查過文
獻，接受癌病臨床試驗的病人預後確比沒有接受試驗者為佳，但是會不會有更嚴重的
副作用，使得他需臥身在床或可能有感染？看他那麼期待，實在不忍心潑他冷水，何
況看來他也作了許多功課，應該是不錯的。不幸的是，那一絲不安竟然變為事實，那
回竟是我倆最後一回共進早餐。 
 跟在陳之藩教授、黃崑巖院長之後，半料到黎老師也就拋下大家而去。朋友們掩
淚搖頭嘆息，「難道也是坐同一艘船走的？」又記得有人說早餐要吃得像皇帝，固然
強調其豐盛，對我而言，吃早餐時聽黎老師談天說地，不管吃什麼，我會覺得心靈很
飽滿，更甚於皇帝。 
 黎老師，請安息，謝謝您把早餐變得這麼有意義。 



50 
 

In Memory of Dr. Lei 

Eunice Kennedy Shriver 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ld Health and Human Development 
Shousun Chen Szu 陳秀生 

 
It has been almost a year since Huan-Yao informed me about his illness. I kept on hoping 

that a miracle would happen; especially he had been such a good fighter. 

 

Huan-Yao and Dr. Huang Kun-Yen (黃崑巖院長) had been the main reason for my visits to 

NCKU during the past 15 years, including my last visit in November. My association with 

Huan-Yao and Dr. Huang started in 1996 during my frequent travel to Vietnam for our 

typhoid vaccine clinical trials. They’ve welcome me with open arms and we started to 

exchange knowledge of infectious diseases; Huan-Yao, from the pathogenesis point of view, 

I, from preventive. Our approaches are complementary to each other. During lunch, Dr. 

Huang would join us and we discussed humanity, creativity, and education. These 

discussions, later on joined by Dr. Tang Ming-Jer (湯銘哲教授) and my husband Szu 

Hwaling (斯華齡教授), a center named Creativity,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三創

中心) was formed. To exchange for more information in science, Huan-Yao was also 

invited to visit and give a lecture at NIH. Huan-Yao and Dr. Huang’s genuine interests in 

science, teaching and their friendships, amiable smiles, all constitute as the major 

ingredients to our friendships.   

 

Being a NCKU alumnus, the association with Medical school added another means for me 

to contribute to our alma mater. While reminiscent the productive moments we spent 

together, it is regretful that just when the dengue vaccine project started to take off, 

Huan-Yao did not get to see the results. But the legacy he left behind will stay and continue 

to have impact on the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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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失良師益友─黎煥耀教授 

國立成功大學醫學院生理所教授 任卓穎/陳洵瑛 

 

一向積極、勇於任事的您怎麼捨得熱愛的研究及教學而撒手不管呢？老天爺是否

怕您為成大、為研究、為學生無怨無悔的付出太過勞累而要您休息呢？ 

年紀輕輕便取得博士學位的您，在學成後立即返國貢獻所學。您為黃前院長的識

才而心存感恩，回顧這些年來，我們倒覺得成大醫學院何其有幸能覓得像您這樣毫無

私心、義無反顧地推動研究大業的泱泱學者。從草創期同仁們的Saturday Journal Club，

到成立研究所後推動各種學程、整合型計劃，您都不遺餘力地為提昇研究風氣及水準

而努力。除了安排各種演講及學術交流活動外，更鼓勵甚或要求研究生多聽演講、勇

於發問。有鑑於部分學生對於研究生涯還懵懵懂懂或不適應，您便邀請幾位老師集思

廣益，給基礎醫學所博士生一系列別開生面的演講；從「如何當個快樂的研究生」到

「思辨能力與學術研究相關的技能訓練」等等，包羅萬象，循循善誘，「恨鐵不成鋼」

的心情表露無遺。學生常以「實驗太忙」或「隔行如隔山」為藉口而不去聆聽演講或

參加座談會，工作繁忙的您卻常在百忙當中抽空參加非您指導學生之專題討論及進度

報告，並提供您的真知灼見，不僅令人敬佩，更顯出您是個百分百的科學家典範。黃

前院長曾說：Before becoming a doctor (scientist), become a man. 在我們的心目中，You 

are the Best Man. 

我們在教授休假(sabbatical leave)期間多會稍微放慢腳步、喘口氣，您卻馬不停蹄

地開拓研究的國際合作空間，並撰寫免疫學的教科書。在許多會議中，也可聽到您帶

著喑啞的聲音直言不諱，以及感受到您擇善固執的教授性格。您常說：「要 coordinate

可以 coordinate 動的人」、「錢能解決的問題不是問題」。從您的身上，我們學習到：只

要有心，發揮創意，並敞開心胸多與人請益，沒有解決不了的問題。 

失去您這樣一位不可多得的良師益友，怎不令人心痛？但老天爺急忙召喚您到祂身邊，

大概也是心疼您，希望您在另一個世界獲得安息。別了，our best man (註)！ 

[註：黎教授是我們在台南神學院結婚時的男儐相(best man)。他的追思禮拜正巧也在

此舉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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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念與黎老師的共事情誼 

          國立成功大學微免所助理教授 凌  斌 

 

初識黎老師時，曾被他嚴肅的外表，寡言的特質而產生距離感。但在與他共事之

後，就慢慢發覺到他內心存在著發光發熱的特質。而也因為他這股特質，成為凝聚成

大師生的力量，進而促成活耀的成大感染症研究團隊，為國內的感染症研究及公共衛

生做出良多的貢獻。去年，成大感染症及訊息研究中心的成立，更可視為是黎老師畢

生心血之代表。 

我是如此的幸運能成為成大微免所的一份子，並有機會與黎老師共事。這些年來，

在個人學術生涯發展過程中，我深刻感受到黎老師對於後輩的提攜與栽培之熱忱。他

總是不吝分享寶貴的經驗，讓我在發展實驗室研究及撰寫計畫上獲益良多，幫助我在

學術生涯發展的路途上站穩腳步。對於登革熱的研究，我是個初學者，但是每每有群

體研究計畫的機會時，黎老師總是願意給我這個初學者參與的機會，讓我從中慢慢學

習累積經驗。所以黎老師對我而言，不只是同事，更是良師益友。 

去年四月得知黎老師罹患胰臟癌的消息，心中感到相當的震驚。雖然知道胰臟癌

是一個不易治療的癌症，但是心中一直認定黎老師終究可以克服難關，並回到成大來

主持感染症及訊息研究中心。沒想到今年三月中，與楊倍昌老師一同去探訪在癌症病

房治療的黎老師，為他打氣加油，竟是與他離別的最後一面。也許是上帝對黎老師另

有安排，才讓他早日安息免於病痛之苦。雖然他離開了大家，但是他的精神與話語會

長存在大家的腦海裡。最後，我想向黎老師說：「感謝您的提攜，我會好好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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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Huan-Yao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Yu-Chung Yang (楊育中) 
 

Huan-Yao and I got our PhD in the Department of Microbiology/Immunology at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I was two years ahead of him.  In the late 1970s, there were 

not too many Chinese students at NW so along with couple other students from Taiwan and 

Hong Kong (totally seven of us--including two spouses), we soon found our lives 

intertwined with one another’s.  Because we all lived in the same apartment building and 

we were all poor students, a Friday pizza dinner was such a treat for us!  Every weekend, 

we would march down at least ten blocks (this was particularly challenging in winter time) 

like seven dwarfs to get our groceries.  To reward our “hardship”, we would play a game 

or two of Mahjong afterwards and Huan-Yao was always winning!  But, you can still find 

him in the lab working away the following day!  Because he was the youngest amongst us, 

we always teased him.  He normally would just smile but at times he would raise his voice 

(from his usual scale of 2 to scale 4) and defend himself.  He was just such a nice guy! 

Huan-Yao returned to Taiwan right after his PhD and started his career at National 

Cheng-Kung University, initially as a lecturer.  I had the pleasure of visiting him years 

later when he became “rich and famous”—at the time, he was the Chairman of 

Microbiology/Immunology at NCKU. He proudly gave me a tour of the department and the 

newly finished animal facility. I can truly say that Huan-Yao established his career all on 

his own without any big name pedigrees from abroad.  He should be very proud of himself!  

I also stayed at his house during my visit and met his lovely wife.  I was so happy to see 

him happy and successful in both his professional and personal life!  

I heard about Huan-Yao’s illness earlier this year and immediately emailed him.  He 

replied and we chatted a bit about NW. I still cannot believe that would be the last time.  

Huan-Yao, although we have not been in touch as much as I would have liked, I treasure 

our times together as peers and friends.  I am forever grateful for your friendship during 

my difficult times at Northwestern.  May you rest in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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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凝結的見面 

北京首都醫科大學病原生物學系 安  靜 

 

乍暖還寒的日子，傳來了黎煥

耀先生離開的消息。震驚，茫然，

哀痛之中，讓這個本就漫長的冬天

在我的心底繼續著它的冰冷。 
其實，我跟黎先生認識的時間

並不長，以往的神交全因先生在登

革病毒領域的卓越成就而讓我神往，

總希望能有機會當面聆聽先生的教

誨。2009 年歲末，終於有機會讓我

了卻了這個願望。在新加坡舉行的

登革病毒專題學術研討會上，我第

一次見到了先生。先生淵博的知識

和獨到的見解給所有參會人員留下了極深的印象。會後，我就一些有學術爭議的問題

嘗試著向先生請教，先生不僅全無架子，還耐心、細緻地對我進行了一些點撥，讓我

獲益匪淺。此後，我便常常通過 E-mail 向先生請教一些學術問題，先生都一一進行回

復，並給予了很多寶貴的建議和解答。最讓我難忘的是 2011 年 5 月 27 日，我和先生

的最後一次见面。那是我來高雄參加海峽兩岸熱帶醫學研討會，會議一結束，我便迫

不及待地搭上開往台南的列車，來到成大，與先生和林以行老師、劉清泉老師會面。

先生那時已經重病在身，但他依然熱情、認真地聽我進行研究工作的介紹，並在會後

和我一起進餐、一起討論有關後續研究工作的細節問題，雖有千秋萬壑，但先生徐徐

道來，只用略略數語，便解開了我心中的困惑和迷茫，使我意識到了自己思維的片面，

並更加明白了“登革病毒與宿主細胞相互作用機制”這項研究的價值和意義所在。席間，

先生依然氣定神閒，笑談著研究的進展和對未來的憧憬。只是先生偶爾露出的疲態讓

周圍人有了一些隱隱的擔憂。最後，在大家的勸說下先生滿懷歉意地先走一步回家休

息。回到北京，我回想着先生強撐著身體，忍著巨大的病痛陪著我這遠道而來的無名

晚輩，愈發仰視先生的為人與修養。 
我和很多認識先生的人一样，那麼想留住先生的健康。回來後我曾經從大陸給先

生郵寄過一些提高免疫力的中草藥，幻想著這些中藥能夠讓奇跡出現，讓先生回到健

健康康的從前。誰曾想病魔竟是如此無情，這麼快就讓先生離開了我們，讓我再次親

聆他教誨的希望從此成了奢望……。 
自從聽到先生離開的消息，先生與我在成大見面的情景就反復在我的眼前浮動，

他的儒雅、博學、親切、堅毅，在我的腦海裡凝結，成了揮之不去的影像。 
先生，您一路走好。您對我的教誨將使我受益終生。謝謝您，先生。 

  

2011 年 5 月 27 日
于国立成功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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煥耀，我感受到你 

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教授 胡承波 

 

Dear 煥耀: 

 

    自你病後，心中惦記著你，常常想和你談談天，又擔心你身體負荷不了。只好過

一陣子發個 e-mail，隨意說說聊聊。你一向有效率，即使在病中也是立即回音，雖然

簡短，我心中就是一喜，「你的情況還不錯!」如今你已離開人世，還能知覺到我的信

息嗎? 

    我們認識在 1984 年，那時你剛從 Northwestern 大學拿到免疫學博士，不到三十

歲，是成大醫學院開創時返鄉的老師。你博士論文做的是 T suppressor cells，那時還

有個 I-J locus 的理論，我立即邀你來陽明微免所教一堂 immunogenetics 的課，你一

口答應。從此，只要我邀你，你從未拒絕，而你只要開口，我也完全照辦。隨著年齡

增長，我們從邀請彼此上課到參加學生的 research committee、從指導碩士班學生到博

士班學生、從討論自己的project到評審國科會的計劃，再從個人的興趣談到群體研究，

在你病中我們談的是研究中心的目標及評鑑。我們雖沒機緣在同機構共事，卻創造出

許多機會共學。二十八年的歲月，一同成長，一起學習，只因興趣、理念相仿，從未

因南北而有隔閡，你如我兄弟。 

    因為你的緣故，成大微免所是我常來的地方，你有如夏日微風，和煦舒適，你一

向能欣賞別人，鼓舞自己，你聰慧明智，又含蓄寬厚，總能與人同情共感。多年來未

聽你罵過人、未洩過氣，總是熱情洋溢地工作。「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聖

人曾說「溫柔敦厚」的氣質得自於詩的教導。當我得知你在雙親眼中「除了話少之外，

找不出任何缺點」時，我頓時明白了，你的詩教來自家庭，父母的身教成就了你的性

格修養。除了深深不忍伯父母痛失愛子之外，我只想對他們說，「得子煥耀，夫復何

憾」!  

    在你的引介下，我漸漸認識了成大醫學院有熱情、有理想的老師們。這個醫學書

院有如一個大家庭，老師們就像隻隻蠟燭，炙熱地燃燒，不僅照亮自己，也照亮周邊

的道路。煥耀，你生命的火焰已點燃了許許多多成大的小蠟燭們，他們都在燃燒。 

黃崑巖院長生前很愛一首歌《化為千風》:「我沒有沉睡不醒，而是化為千風。我已化

身為千縷微風，翱翔在無限寬廣的天空裡。」 

    煥耀，我感受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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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愛研究、鞠躬盡瘁的黎老師 

國立成功大學醫學院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教授 王貞仁 

 

    去年也是在這個時候，我們剛得知您致力規劃的成大傳染性疾病及訊息研究中心

通過了教育部五年五百億補助的中心之一，還清楚地記得去年您那天病倒的場景，那

天(4 月 11 日)我們在例行的 virology group meeting，當學生報告之後，正要討論如何

進行研究中心之規劃時，您不斷地全身冒冷汗，臉色蒼白，之後我們(蘇教授、劉醫師、

王醫師、張老師、明德學生…等)匆匆地用輪椅將您送到急診室，當時還以為您只是太

累了，血糖太低，我還從包包裡拿了一顆糖給您吃，還以為您休息幾天就好了，沒想

到短短幾日之檢查之後，就得知事情可沒這麼單純，這一年來您也不斷地奮力抵抗病

魔，我總以為以您的毅力，一定可以戰勝的，沒想到您實在是太累了，匆匆撒手人寰。 

    認識黎老師 18 年，我們合作過好幾個研究計畫，有流感病毒，也有腸病毒 71 型，

不論您是否是該計畫的總主持人，您總是第一個把計畫寫好，提供我們參考，即便是

您病倒之後，雖然在我們現在進行之國科會的腸病毒 71 型計畫我是總主持人，但您

也是第一個告訴我們計劃國科會已公告通過了，您時時關心我們、鼓勵我們的研究發

展。雖然您在病中，我們仍又合提了一個群體計畫，雖然從您病倒之後，我就一直認

為您應放下這一切安心養病，也不會主動 Email 您，但您卻仍放不下您所摯愛的研究，

仍偶爾會給我個 Email，甚至在您走前 2 週還接到您的 Email 詢問有關研究之事。另

外，您在病中，也還不斷關心我的學生之去向，是否可留下當 Postdoc，所以我總樂

觀的以為 Everything will be OK。沒想到上帝還是覺得您太累了，帶您去休息了，留

下師生及家人無限之不捨及懷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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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念一位執著科學與教育的朋友-黎煥耀教授 

國立成功大學微免所所長 楊倍昌 
 

    二十年前，我剛到成大醫學院來任職，還不確定該研究什麼主題。黎老師會拿著

在雜誌上新出刊的文章來跟我討論，看看那些新發現是否能成為我的研究題目。雖然，

那些題目後來都不是我的研究內容，然而像他一樣幫同事找研究題目的人，在現代科

學競爭的氣氛下，其實很少見。有一回，他還主動引介我的國科會計畫案到別的研究

團隊計畫群內，以免我落了單，做不好研究。 

    這二十年來，每天一早走過醫技系大門，幾乎都會看到黎老師的車子停在同一格

停車位子上。每次看不到他的車，多半是他出差去了。那個停車格並不是什麼專屬的

位子，只是黎老師每天一大早就到了學校，很少人搶得贏他。 

    成大微免所算來年輕，這些年的發展穩定，除了大家的努力之外，我相信跟人事、

教學運作的制度有關。目前微免所有經常性的書報討論會、固定的春季與秋季學生研

究進度報告、專題討論課安排老師講評、實驗室的 rotation，這些都是塑造微免所的

研究氣氛很重要的活動。在十一樓擁擠的空間裡，甚至還設計了個咖啡角落，只為了

讓學生有個喝茶、喝咖啡聊天的地方。黎老師是這些事務最重要的發起人、認真的執

行者。他說：「人會來來去去，好制度才能長久發展」。如果有人挑戰所內共識的教學

標準，或者是在書報討論會的輪值上，有人賴皮開了天窗，就會看到他皺起眉頭。 

    黎老師擔任行政職多年，會說一些「做能做的事」、「做可以發表的研究」、「解決

能解決的問題」之類有趣的格言。不知道他是否是認真的，或者是在開玩笑。前些年，

我跨界去執行教育部的教學計畫，在微免所安排 TGIF 讀書會，談論一些「不知道該

如何做才妥當的事」、「可能根本無法發表的見解」、「高談短時間內可能解決不了的問

題」。雖然這些議題與黎老師的格言相異，如果以出席率來看，他算得上是出席率高

的前幾名。期間，曾經沒有經費持續。黎老師在我還沒開口之前，竟然就自掏腰包，

自己送錢到我桌上，叮嚀說不要讓這種可以一起討論的機會斷掉了。年前，我跟他說，

讀書會要轉移戰場，不在院內舉行了。他似乎有些失望，後來他乾脆自己接手續辦

TGIF，聽說經費又是他自己出。他會這麼在意這種無關痛癢的閒談，應該是用力替心

急的朋友們打氣吧。 

    雖然黎老師做了不少事，只是他對於科學與教育的執著，不在語言上。他話不多，

音量小，略為沙啞，不說大話，但是非常實際而犀利。朋友聚餐時，他低頭看盤子的

時間好像比較多。然而在專題討論課上，讓他講評過的學生應該都知道要好好準備，

不可以打迷糊。因此，這些年我逐漸了解，有些璀璨美麗的心意，不需要語言。也逐

漸了解，黎老師這樣安靜的朋友是：相見亦無事，別來忽憶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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黎教授追思文 

國防部軍醫局醫務計劃處處長/國防醫學院微免所教授 司徒惠康 
 

    第一次聽到黎教授名字是在 1997 年 3 月上旬，當時正由史丹福大學返台，並回

到母校國防醫學院微生物及免疫所報到。所內熱心的兩位老師陳立光及廖經倫教授告

知，當年 5 月國家衛生研究院將於日月潭舉辦全國性免疫學研討會，除安排國際免疫

學者專題演講外，並廣邀國內從事免疫學相關研究專家與會，這在當時台灣的免疫學

界是一大盛事。結合一群相似研究領域且具高度熱忱的研究人員共聚一堂，遠離塵囂，

往往更能聚焦所探討之研究主題，達到全面腦力激盪、深度學術交流之目標。但是當

時報名時間早已截止，陳立光教授抱著何妨一試之精神，電話聯繫了當時的主辦人黎

教授，黎教授立即要求傳真一份與主題相關之摘要到成大，經審閱後，決定”增額”錄
取一員，這是第一次與黎教授之”書面”接觸，內心感受到黎教授做事嚴謹但又鼓勵後

進之精神。 
    當年五月的研討會，是一次令人感動的會議，有學術上的激盪與衝擊，也體會到

台灣免疫學大家族世代的傳承與進步。當時的老前輩們如韓韶華教授等，以大家長的

風範，殷切鼓舞後進，並推動台灣免疫學各項交流與發展。而黎老師、胡承波老師、

賴明宗老師、孔祥智老師等人，儼然成為新一代的領導群，除繼續推動國內免疫學研

究發展外，更建構了一個合諧、互相幫助與良性競爭的免疫社群，這對台灣後續免疫

學相關發展具重大意義。 
    這次會議中，報告了過去在史丹福大學博士論文的部分結果，也獲林以行教授邀

請，到成大微免所做交流報告。當天在成大，與黎老師有更多學術上的討論，更能感

受到黎老師深厚且透徹的免疫學功力，尤其他長期投入國內重要感染疾病如登革病毒

的研究，非常早期即提出了登革病毒感染的致病機轉，包括免疫系統過度活化，細胞

激素高量產生，自體抗體形成，內皮細胞傷害過程等，並以不同實驗模式證實這些假

說。如此豐碩的研究成果，奠定了台灣在該研究領域的國際地位。 
    當天在談及該類病毒感染宿主後，體內 CD8 T 細胞的動態變化時，黎老師提到自

己一篇論文正在投稿，過一段時間刊出後可寄給我參考。在我”幾乎”忘記這件事時，

接到黎老師親自寄來的抽印本，內心充滿感動。這個上面有黎老師親手書寫筆跡的牛

皮信封，雖歷經多次實驗室與辦公室遷徙，仍完好保存在抽屜中。每次目睹此信封，

即感受到一個免疫學前輩對後輩的提攜與鼓勵，內心感佩莫名。後來的許多場合與黎

老師一同參與，不論是國科會審查、免疫相關研討會、考試院題目審查等，每一次的

接觸，都在黎老師身上得到新的學習。感佩他的冷靜、敏銳與堅持，他是一位兼具科

學家巧思與領導特質的智者，可以跳脫框架，突破研究困境的傑出導師。我相信他沒

有遠離大家，他只是化作春風，繼續吹拂著我們。同樣地，這不是一個時代的終結，

而是一個新世代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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黎教授促成國衛院越南感染症合作研究計畫 

國家衛生研究院感染症與疫苗研究所所長 蘇益仁 
 

    黎煥耀教授在接下成大頂尖計畫總主持人的棒子後，卻因病逝世，我與他相知相

惜十多年，近年共同完成卓越計劃的申請，正將展開各項規劃，真令我無限感懷。本

文特別記述的是一段大家未知的歷史。2002 年起，黎煥耀教授及登革熱研究團隊接受

國衛院專題研究計劃，隨後在越南舉行的登革病毒研討會中受到越南胡志明市第一兒

童醫院的 Prof. Lam 重視，而將他的愛將博士班研究生 Nguyen Thank Hung 醫師送來

台灣在黎教授的實驗室進行兒童登革病人細胞激素（cytokines）的演變，並發表了一

篇重要論文登在免疫學雜誌。Dr. Hung 也因此得到博士學位，並當上第一兒童醫院的

副院長。 

    因此一因緣，Prof. Lam 向黎教授提起我在 EBV 相關小兒噬血症候群

（hemophagocytic syndrome 或 hemophagocytic lymphohistiocytosis, HLH）的研究，希

望認識我並協助他們解決此病的診斷與治療問題。我於是在 2004 年赴越南實地瞭解

了越南小兒嚴重的感染問題，包括登革熱、EBV HLH、腸病毒七十一型感染、禽流感、

HIV、以及眾多感染疾病。 

    我回國後隨即向國衛院吳成文院長提起在越南第一兒童醫院成立一個病毒合約

實驗室的計劃，由國衛院提供預算，協助越南第一兒童醫院病毒實驗室的人員訓練及

儀器設備，自 2005 年開啟了至今已六年的研究計畫。至今，該院的病毒實驗室在成

大王貞仁教授、王雅芳博士及多位助理的協助下，去年及今年越南發生大規模的 EV71

疫情，該實驗室已能獨立完成病毒的分離及鑑定。EV71 的臨床治療也在成大小兒科

劉清泉教授、王世敏醫師、何宗憲醫師、及國衛院齊嘉鈺醫師的指導下，成了全越南

的示範醫院，並完成以 milrinone 藥物治療重症肺水腫小兒的臨床試驗。我也協助該

院 Prof. My 及血液學同仁改善了小兒 EBV HLH 病人的診斷及治療。 

    這一段台灣以醫療外交成功協助越南改善感染症診斷與治療的美話即由黎教授

的因緣一線牽所促成。至今此一計畫更擴大成與英國牛津大學及伯明罕大學，與巴斯

德研究所的國際合作。 

    此次越南第一兒童醫院Dr. Hung副院長因公忙而無法前來參與黎教授的追思會，

他特地要我表達他們對黎煥耀教授的懷念與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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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dolence let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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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飛翔種子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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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永遠的“小太陽”－黎煥耀老師 
1992 年的夏天，我還是醫技系大三的學生，我一如往常由醫技系館往醫學院大樓

的側門走去，趕著去上下一堂課。遠遠的望見曾上過我們免疫學的您迎面走來，我直
覺老師一定不知道我是誰，本能的把頭低下來想要閃避過去，就在交錯的瞬間您突然
對我笑了，那是第一次覺得原來您不如傳說中的嚴肅。而第二次則是在我參加大專生
論文比賽時，因為我是第一個上台報告的學生，當時呆呆的我根本不知道原來第三講
堂的講桌可以控制螢幕的升降，我講到一半螢幕突然升起來，當時我在台上嚇得不知
如何是好，我無助的以眼神尋求幫忙，此時還不是我指導老師的您，突然從人群中起
身請中控室的人員幫我把螢幕降下來，即時化解了我的尷尬。也許是這樣的緣分，我
在進入微免所後，我幾乎沒有太過考慮就選擇您當我的指導教授，一路由碩士到博
士。 

在您的實驗室我做的研究主題一直與您的研究計畫無關，您卻一直讓我自由發揮，
透過不斷與您討論實驗結果，無心插柳地開闢了新的研究主題。我一直很感謝您對我
的信任，不管做什麼題目您總是支持，即使花很多錢執行非計畫內的研究，您也支持
相信。現在已是 PI 的我，回想當時的情況，如果換成我是老闆，我恐怕無法做到這
樣。在實驗室內，我除了進行自己的研究主題外，您常會要我去訂一些藥品，嘗試一
些跟實驗主題無關的實驗，等所有的 protocols 建立好後，再去教其他實驗室的人。有
一次在精疲力竭的情形下，我有點生氣的問您，為什麼我必須要這麼做，您只是淡淡
的回答我”妳有能力幫助別人，為什麼不幫!”，這就是我所認識的黎老師！您從不吝嗇
去幫忙其他人! 也常常提供 idea 及經費給其他老師及學生，您常說”Idea 不值錢，要做
的出來才厲害!”只要做得比別人快，不用害怕 idea 被知道”。 

您總是以高標準要求自己的學生，當您的學生都知道只有在有成果時，才能見到
您如”太陽”般燦爛的笑容，所以私底下都稱呼您為”小太陽”。您不只一次的告訴我，
現在的研究環境不比以前，要生存不容易，所以您的訓練方式都要求學生要獨立自主。
您希望所有離開實驗室的 PhD 都能自己獨立作研究，不要再跟實驗室有牽連。其實，
我們大家都知道您用心良苦，在研究這個領域，唯有靠自己才能走得長遠。即使您的
態度堅持，我還是非常感激在我剛到義守大學的前三年，您願意讓我在週末及寒暑假
回到實驗室，進行一些當時無法在學校進行的實驗。雖然，我已經有四~五年不曾回
實驗室做實驗，但我仍然感激您當初的幫助及教導，讓我們這些已經畢業的學生，即
使在研究資源較缺乏的地方工作，也能有能力慢慢累積自己的成果。 

即使已有很久的時間沒回到實驗室做實驗，但與您的聯繫一直沒有中斷。偶而有
些工作上的問題也會諮詢您的意見，您每次都會以積極正面的角度，提供我一些不一
樣的想法，在我心目中您一直是積極正面的勇者。即使在生病期間，每一次的 E-mail
聯繫、每一次的探望，即便化療帶來極大的不舒服，您都維持著勇者的形象，也許這
就是您希望我們記得您的樣子。我也會記得您的諄諄教誨，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好好
發揮，將”小太陽的精神”傳承下去! 

謝謝您! 
 
 
 
  

 
  

曹妮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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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老師離去後的幾天，我一直在想，印象中的老師是怎樣的面貌? 
跟老師結緣是在成大生物系時，到老師實驗室當工讀生，洗瓶瓶罐罐， 

那時對老師的印象是嚴肅，幾乎沒見過他的笑容。而到了甄試微免所時， 
老師恰好是當時口試委員，問我“陳世輝老師免疫學教的怎樣？”，似乎有種“應該
沒有我教的好”的意味。而在微免所選實驗室時，原本要選擇楊倍昌老師，卻因為楊
老師說“我覺得你應該會去黎煥耀老師那吧？”，就進了老師實驗室，很奇妙的過程吧? 
而老師也就如我大學時的印象般，總是酷酷的表情，嚴肅地讓人不易接近。但就在我
第一次 seminar 後，當我覺得自己表現不好時，老師竟然從辦公室出來走向休息室，對
我說 “你知道我給你幾分嗎？90 分!”，那時我很意外，這一句話的確讓我振奮，嚴格
如老師，竟然給我如此高分！？ 

接著後來到了基醫所直升報名時，老師特地把我叫去辦公室，問我是否有意願申
請？其實我原本的打算是拿兩個不同領域的碩士學位，希望就此能到業界找到好工作，
加上實驗室國珍學長及妮娜學姊的鼓吹遊說下，改變了心意，踏入了研究這一行。 

老實說，過去我總覺得老師似乎對我特怪，當時實驗室只有我是自己寫 manuscript，
我們常討論實驗到意見相左，脾氣很硬的我也總是有意沒意地想找機會反駁老師，就
這樣的火花，卻也讓我拿到了學位，並且對於寫 paper 不是陌生。就在畢業前夕，我
去了一趟法國 interview，雖然對方滿意，卻需要寫計畫找經費，對於急需工作的我，
多了一分不確定性，因此我試探性問老師: 實驗室是否需要我留下來當博後？沒想到
老師想都沒想就說：不用！也因此我推辭了法國實驗室的邀請，轉而到中研院當博後，
而博後的題目也延續至今。 

現在想想，這就是老師，他總是希望學生畢業了，就要可以獨當一面，為自己負
責；也或許是他肯定我的一種方式，用行動告訴我: 我覺得你可以了，不需要留在這
裡；或者是他認為能教給我的都教了，我再留下來也不會進步。是哪一種，可惜現在
我也問不到答案了。 

所以，老師是怎樣的人？ 
老師是個心胸開闊的人，他總是為了群體利益著想，為了提升微免所的研究能量

而焚膏繼晷著。而就連生病的時候，也為了頂尖中心而奔走，在中心成立時有見到他
抱病參加，令人感動又不捨。實驗室的資源也總是不吝於分享給其他同仁，因此常有
其他實驗室的學生、助理來學技術，或使用儀器。這一點深深影響了我，讓我喜歡跟
別人討論實驗，而在自己獨立後，也樂於與人分享實驗室資源，提供自己的想法。 

老師也會為學生想，無論是被其他實驗室放棄的學生，或是求救無門的高中生，
他能提供的，絕不藏私，所以被別人放棄的學生後來順利畢業，研究成果已在國際期
刊發表，並到美國繼續攻讀博士；而求救的高中生也在科展中得獎，因此順利考上醫
學系。 

老師其實是個溫暖的人，還記得我家大女兒綺綺幾個月大時，有一次帶回去成大
找老師，老師出乎意料地從我手中接過綺綺，並且帶著她到實驗室看小白鼠，彷彿像
疼愛自己孫女一般地，介紹著阿公擁有的寶貝，在老師酷酷的外表下，可以感受到他
溫暖的心。 

老師極少出現的笑容，就像陽光般讓人開心，所以，我們這些學生私底下會稱老
師是小太陽。如今小太陽在盡了他的心力後，離開了我們，去天堂享受寧靜，我們這
些小蕃薯們，一定會永遠記得他--黎煥耀老師。  

張文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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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放棄的吾師~雖然告訴自己這一天會到來，但當我接到大寶
學長的電話時，眼淚還是潰堤了，心痛您不得不放下這許多未完的理想而離開，心痛
失去我最依靠的人生導師；欣慰的是您終於能免除病體的苦痛，前往另一個沒有痛苦
與淚水的世界，在那科學殿堂中，想必您現正神采奕奕地與過往的免疫學大師爭論吧!
是啊，談到科學研究，您那滿腔的熱忱與豐沛的知識總是讓我折服，獨特的見解與好
奇心總會引導我由不同層面來思考問題的核心，您常說“做研究就是要解決可以解決
的重要問題”要多多提出問題並學著問重要的問題是您訓練我做研究的基礎。漸漸的
我們因觀點不同開始對實驗或演講的內容而有所爭論，雖然老是辯不贏您，但往往能
激發我許多新的想法，您就像是一個知識的寶庫，並且永遠為我敞開大門。還記得我
剛踏入實驗室時，如同許多人一般，因您嚴肅、不苟言笑的外表而卻步，只會埋頭苦
幹卻無法有所突破，有一天被您訓了一頓後心情低落不語坐在休息室中，過一會您進
來把我叫到您的辦公室告訴我，不要自己一個人默默做實驗，要我每天跟您討論，我
才發現您其實是非常關心學生，只是不擅表達，無論多忙您總會放下手邊的工作來解
決學生的問題，而那我以為的距離根本就不存在我們師生之間，因此之後進出您的辦
公室就如同“走廚房”一般自然。除了實驗室的學生，您對醫學院基醫所的博士生也
非常關心，在您擔任基醫所所長任內舉辦與博士生的座談會，以確切了解學生的需求；
為了加強學生的基本技能與開拓視野，規劃許多新課程並邀請不同領域專業人士授課，
您總是可以為了學生盡心盡力，雖然有時您也會對於學生不積極的態度感到失望(老
是抱怨給我聽)，但您也從未放棄。在外人眼中您是成功的科學家，但在我眼裡您更
是不可多得的好老師。您平時總是教導我要以科學的態度來面對人生的課題，不能逃
避，因為這就是“科學人生”。在您生病的這段時間中，您很堅定的告訴我們您會用
科學的態度來打這場艱難的戰爭，您積極的翻閱所有醫學資訊，嘗試新的臨床抗癌藥
物治療，在這期間，您還關心實驗室學生的實驗進度，總是隱忍著身體的不適開心的
與我討論實驗室的事務，然而看著您一次次的忍受化療的痛苦，好幾次想勸您但您總
是這麼勇敢的面對，從未放棄，我看著難過但是卻又深深的感動與驕傲，我好高興能
成為老師的學生。老師，感謝您讓我這十一年來能在您身邊成長，您的諄諄教誨我不
會忘記，您雖然不在我的身邊，但您知道嗎？您的精神永遠在我的心中沒有離開，我
一定會努力的將它傳承下去。 
 

敬愛的黎老師，十年前認識您，與您的互動不是那種緊密 
的言語討論，而是在您的一言一行中得到的各種啟發。對 
科學的熱情和態度，是我對您最大的印象。每天看您七點就坐在辦公室電腦前，年假
初三就跑到實驗室如平常日坐著。我問您累不累？您說這是您喜歡的事情。還有一次
實驗室的人開心的吃著水果，你問我，這水果甜嘛？那甜度要怎麼測？我想我到現在
還是會含著水果定格吧！不是在想答案在課本哪裡？而是被這種科學是一種生活態
度感動。上次回去找您，我說我現在課題不做免疫而是做心臟發育及再生，您就問我
心臟的幹細胞在哪裡？您問的對！我想大家都還在找答案吧！您的問句都不長，但都
讓我記很久。不是記這個問題和答案，而是記住您這種從內心出發的熱誠和嚴謹且精
闢的態度。我現在喝著您推薦給我的茶，很可惜我不能找一天跟你一起喝茶給您問問
題。但我想您的這種態度，可以一直留下去教導許多人。老師，謝謝您！ 
  

張志鵬 

翁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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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當初進入黎老師                    敬愛的黎老師，我於老師
實驗室到畢業後，                     的實驗室內擔任研究助 

最深刻的印象是老師對學術研究的持      理三年開啟了我對生命科學研究領門。 
之以恆、以身作則，雖然我最後還是      猶記得在實驗室快樂的做實驗的日子，在
沒進入生命科學的學術殿堂從事研究     您的帶領下實驗室成員就像一個大家庭一
工作，但黎老師對研究工作的熱忱、      起解決研究課題。我對免疫與病毒學的認
正直樸實無華的處世態度，給我進入      識是在您的實驗室中養成，直至現在我仍
職場後為人處世很大的啟發，心中無      對這領域有著研究的熱忱，謝謝您當時對
時不感念黎老師當時的教誨。黎老師      我的教誨。老師總給予我們最大的自由度
雖已離我們遠去，但老師留下的不朽      ，讓當時身為研究助理的我們，可在這研
典範，永遠留存在我心中。              究主題內發揮最大的可能。雖然您現在到 

另一個國度，但我想您樹立的教學典範與 
做人做研究之態度，將永遠流傳於我們的 
心中。黎老師，永別了。 
 

 
寄一封信給吾師—黎煥耀 教授~~我親愛的老師，您去天國跟上帝
討論科學了，不知道有沒有什麼新進展？那天，文瑋打電話告訴我 

您生病後，我不論是在實驗前、還是在細胞培養室，眼淚都不斷的落下，無法自己。
趕去台南探您一眼，只為確認您是不是都好? 見您蒼白著臉、手臂輸血，我明瞭自己
心目中的巨人竟然重病時，有一個痛用力的揪住我。雖然當下忍住，卻在回程的路上
一路哭泣。我問上帝，為什麼是您? 久久不能接受這個事實，卻又被迫必須面對。身
為老師的學生十幾年、跟在老師的身邊三千多個日子，老師就像是我的親人一樣。我
們討論科學、爭論科學；我們彼此勉勵，也曾經為對方默默生氣，可是卻沒有看您這
麼虛弱與無助過。現在您回天家去，卸下地上的勞苦、脫去病痛。我雖然不捨，卻知
道您現在比以前更快樂。因為您現在已經可以和創造天地萬物的上帝討論更多，那些
是現代科學和普通邏輯難以解釋的生物現象。您不再需要侷限在有限的知識和空間裡。
不知道我以前是不是有告訴過您，我多麼以自己是老師的學生為榮。時間不是問題，
我們期待天國再見。如果您想念我，也可以寄張明信片給我。 
 
 
黎老師，在成大微免所的日子，能夠有緣當老師的學生很開 
心。您帶領我進入科學研究，分享人生經驗與生涯規劃。與 
老師您討論研究與實驗結果的時候，充滿驚奇與腦力激盪，雖然有時候實驗沒做出來
的時候，找您討論時會怕怕的XXD，有時候您會提醒我講話要有邏輯性，不要跳針，
雖然您都說你聽得懂，但常常提醒我別人可能catch不到XXD。謝謝您的指導與教誨，
因為有緣遇見老師您，我的人生成長路程，也因為老師您而增添了許多美好的點點滴
滴，還記得第一次做出實驗結果時，雀躍地迫不期待地馬上晚上寫討論隔天找您討論,
那時候我真的覺得，能跟老師您討論實驗上的發現，真的是件很開心的事情。碩二初
的時候有點迷惘，在老師您與實驗室的大家指導與陪伴下，我順利找到我的方向與初
衷。真的很謝謝老師您的鼓勵與指導。我會努力朝著我的夢想前進，成為全球頂尖的
科學研究者，一直探索未知的科學領域，幫助好多好多的人〜希望老師在天上也能夠
找到您的知音與朋友，每天都要開開心心的，能夠有緣當老師的學生，真的很開心與
感動。 
 
 

王雅慧 

王政育 

游佩芬 洪慧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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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敬愛的黎老師,能夠當您的學生是我的榮幸，回想初次見到 
您時，深深覺得您極具嚴肅與威嚴，隨著相處時間逐漸增加， 
發現講話特別小聲的您是那麼樣的有特色，授課與演講時候的您是那麼樣的充滿智慧，
討論科學時候的您是那麼樣的熱血，愛吃速食與愛喝可樂的您是那麼樣的親切，和我
們一起玩小遊戲的您是那麼樣的賣力，與我們一同到郊外踏青的您是那麼樣的隨和，
其實您是一位非常可敬又可愛的長輩。您的勇敢與奮戰到最後一刻的精神令人動容與
敬重，當您卸下一切病痛的同時，相信在另一個世界的您，依然進行著令您感到最熱
血的事情，而您留下來的精神將是所有人的寶藏與原動力，您是我心中的大師，永遠
以您為榮。 
 
 

Dear 老師，與您的初次見面，即是面試成大時，您是主考官之 
一。當時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面對未知的一切，更不曉得每位老

師們的個性為何。走入試場，看著您身穿白袍，坐姿頗有架式，心想：慘了，這位醫
生一定很電!果不其然，從頭到尾幾乎都是您在問問題，一個接著一個，各式各樣問
題都有。很多次表面上雖故做鎮定，但其實已經快招架不住了。事後心想：這就是傳
說中的「扮黑臉」吧。但，也就是因為如此，讓我決定想進您的實驗室，做您的學生。
說來也怪，可能就是有種越挫越勇的傻勁，加上老師您表面上看起來酷酷的不太笑，
可是看到您跟其他同事間的互動帶著一股幽默，覺得您一定是位很有個性的老師。我
想，這就叫做莫名的崇拜吧! 遺憾的是，與您的緣分真的很淺很淺…當初懷抱著接受
最嚴格也最殘酷的碩班訓練心態戰戰兢兢的進入您的實驗室，心想往後從這裡畢業一
定很不一樣，但可能天忌英才，上帝讓您休息去了。雖然跟您的認識很少，但從學長
姐口中，可以得知為何您這麼受到同事間尊敬、學生間愛戴及敬佩。您留在這世上的，
不只是學術上的功成名就；更教導我們如何做一位尊重自己，也令人尊敬的人。老師，
請您放心地在天上安心休息，也希望同黎小妹所說：上帝開間實驗室可再讓您盡情的
發揮吧~ 
 
 
給最敬愛的黎老師： 
老師,好久不見了，今天送完您最後一程，難過和感傷是難免的，但您的確以您對生
命和處世的態度為我們做了最好的範本，也會是往後我用來激勵自己的楷模。回想剛
進實驗室時，第一次和老師面談的過程，老師拋出一個又一個的問題，讓我應接不暇，
我從一開始的侃侃而談到最後的啞口無言，甚至緊張到頭皮發麻，這些問題其實並不
難，都是一些很核心基本，但我不曾好好思考過的問題，當時我就決定要爭取進到這
個實驗室的機會，當您的學生，好好接受訓練。平時您即使公務繁忙，也仍親自為我
們批改專題討論的摘要，指導我們挑選 paper 的要領，關心我們的學習狀況。雖然您
平時看起來嚴肅不好親近，但真的就像學長所說的，無論何時要找您討論實驗，您總
會放下手邊的工作，耐心地教導我們，直到您生病後，即使身上有病痛，仍不時的關
心我們的實驗進度，指導著我們，看得出您對教學和科學的熱忱和對學生的責任感。
不只是科學的知識,您也常告誡我們科學倫理的重要，千萬不要超越那條紅線，這些
我們都會好好記住的，雖然很可惜無法從老師手中得到那份畢業證書，但在您身上學
到的遠遠超過這張紙的價值，我永遠以當老師您的學生為榮。 
雖然再也見不到您穿著實驗衣穿梭在實驗室、休息室、辦公室 
的那一天，但是您的精神永遠都會留在這個地方。 
  

蘇育琦 

李佩寰 

朱晏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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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愛的老師：老師，辛苦了！自從離開實驗室進入職場工作後，
每次回到實驗室總是很期盼能看到老師，雖未能如願，但還在 

離開實驗室後收到老師的來信總是欣喜，因為知道老師仍與我們同在。幾天前回到久
違的實驗室，一樣的環境，熟悉的空氣，但多了些低迷的氣氛及強裝平靜、強忍哀傷
的心情。即使大家都不多談，但是老師您的身影、與我們討論科學時專注的神情及在
辦公室孜孜不倦的模樣就有如電影畫面般一幕幕出現在腦海中。能夠成為老師的學生
是我覺得最幸運的事，雖然只有短短的數載，卻也帶給我十分深刻的影響。雖然老師
您很酷，但是對於我們的關心與指導卻從來都沒少過。您對科學的熱愛讓我敬畏，也
使我了解要更努力鞭策自己追求新知。謝謝老師您的諄諄教誨，我們會永銘於心，您
的精神將永存在我們的心中！                                                     
 
敬愛的老師，您這陣子辛苦了。更辛苦的是您十數年來對 
我的教導，是我在生命科學領域研究的啟蒙者，耐心地教 
導與指導我，讓我對生命科學有著些許的了解。您孜孜不倦的學習態度與格物致知的
追根究底精神，都是我努力學習與追求的榜樣與標竿，誠如您研究室牆上掛著的座右
銘，「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做學問應當如是。您總是能在看似毫無規則
的數據裡，理出頭緒；在混亂當中，找到出路。就像是在知識迷霧中的指南針，為我
指引方向。我就如同是在海上航行的漁船，時時需要燈塔的指引，因為那是我可以靠
岸的地方，可以將我滿滿的收穫卸下的地方。然而您那熟悉的身影，卻在雙眼中矇矓
而模糊的遠去。您的教導是靜默的，沉穩而有威儀，博學而多聞，做的永遠比說的多，
想的永遠比做的深，在創意的發想與理論的實踐上，給予我莫大的啟發與領悟。暮春
三月，飛花似雪，細雨如冰，一聲急鈴，驚蛰四方，傳來的是您已絕塵而去，縱有萬
千不捨亦無動於上天的垂召。「哲人日已遠 典型在夙昔 風顏展書讀 古道照顏色」，
遺留下的是您的意志與精神，雖無生物遺傳的血脈，然此文化因子的印痕卻已深深烙
印心間，又豈是簡牘書冊可以道載。若為學處世有所精進，必是因之於您的教誨。您
的身教、言教，如沐雨春風般吹向無數子衿， 就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
上之風必偃。」那般。您若是那牧者，我則是您帶領羊群之中那個好奇心重又愛四處
探索的“迷途羔羊”，只是回過頭去努力搜尋，再也不見您那熟悉的背影。敬愛的老
師，感謝您的付出與教導， 我將秉持所學在自己崗位努力實踐，不負您的栽培。  
 
對於老師尖銳的問題，我在第一天就見識到「這個病毒都有疫苗也可以防範了，還有
必要做下去嗎？」就是在那樣一個下午，我開始了和老師的緣分。奈米計畫的合作進
行是我在實驗室的第一個工作，各個不同領域的專家，每個月都需要進度報告，老師
常常一次交代之後，就放手讓我進行實驗，他對實驗所需要的材料以及技術十分了解，
也深知合作間的配合是環環相扣，所以在辦公室的討論常會不知覺地越講越久！除此
之外老師也非常照顧學生，博碩士班的兼任助理薪水都給到足額上限，目的就是希望
學生能更專心在實驗研究上面，在報帳的時候更常發現到其他實驗室的學生也在名單，
以計畫核定的合理範圍內，老師真的不遺餘力地照顧所上學生！記得老師給我的最後
一封信是「Help」，內容是請醫生幫忙申請 IRB，因為在程序以及規章方面需要修改，   
所以這件事情無法順利完成，直到這個最後，老師仍然關心奈米計畫的重點工作，仍 

然親力親為地在打點實驗室的一切，這就是他，留給我們的典
範，留給我們無限的懷念！ 

劉佳明 

黃國珍 

蔡宜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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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謝謝您讓我體驗與國際      很榮幸能在成大的這段時間
接軌的過癮經驗。您無私的把      接受到老師的授課與指導， 

與國際接觸的機會給了我，我很緊張時，您把我抓      每次都讓我受益良多。老師
進辦公室裡，教我小撇步。我很心慌時，您陪著我     在身體不適的這段期間，依
在演講台上，讓我安心發表。這三年的訓練，這三     然掛念、關心著實驗室的狀
年的寶貴經歷，改變了我大半輩子的眼界。老師，     況以及大家的研究，老師辛
謝謝您對學生的眷顧。在天堂的實驗室裡，一定還有    苦了，謝謝老師指導與付出。
更美妙的新奇等著您發掘。老師，感恩您。                      
 
 
 
 
 
 

給親愛的黎老師，在研究所期間雖然僅僅上過您一學期的免疫學
沒有太多的交集，僅覺得您每次 seminar 所提出的問題總是讓大家 

有許多思考的空間，想當然也就是無法在第一時間回答您的問題，那時總覺得您有種
讓人敬畏的感覺，未曾想過畢業一年半後，2008 年一月我會到您的實驗室當助理，上
班第一天正巧是老師您美國實驗生物醫學雜誌（EBM）亞洲辦公室的成立，那天您非
常忙碌但在我跟您打招呼時，您露出了難得且親切的微笑，這時才發現其實您沒有那
麼令人有距離，您在 meeting 的時候會 challenge 學生，讓我們從不同的角度去探索問題，
但您也會在我們對自己的假設或研究數據抱持著存疑或不確定時反問我們：「如果你
都不相信你自己做的東西，要怎麼說服別人」，提醒我們要相信自己，這也代表著您
相信我們，這使我們有更多的信心去面對實驗中的挫折，您給了我們一個自由探索發
揮的空間，您會用您特殊的方式讓我們找到自己方向。您也給予我們許多自主權，由
於當時我負責醫學院核心實驗室流式細胞儀的管理，但因經常有學生使用完並未按照
合乎規定的方式清洗關機，我便訂定了一些規則以規範使用者的習慣，其中嚴重的會
有一個禮拜停權使用之規定，您非常擔心的詢問是否會影響其研究進度，在我解釋有
三個以上的單位亦有相同儀器可提供外借使用後，您也就認同這樣的做法，因為您也
擔心儀器未正常保養若壞損則會造成更多使用者的困擾。於工作與生活上，您也總是
對於我們有很大的包容與關懷，還記得我任職期間於 2010 年年初因家人生病需經常請
假回高雄看顧，您總是毫無異議的讓我可以安心回去照顧家人；任期間我一度因為生
涯規畫欲考公職，曾經於 2009 年年底跟您提出 2010 年想轉為兼職助理，您同意並開
始尋找新助理要協助工作部份，但因其他因素，我又於 2010 年年初跟您談到我還是繼
續擔任全職時，您並沒有因為我的決定改變而生氣，反倒是問我：「那你的考試呢？
要怎麼辦？」，接著也就叫我撤下徵人訊息，並同意我提出的請求。於科學研究上，
您總是希望能夠盡力讓研究可以更快更好，由於核心實驗室流式細胞儀每年皆需有定
期的保養合約進行保養及維修，您總是會請我統計使用時數進而想辦法向學校提出經
費申請，讓所有使用者有良好的機器狀態可以使用又不需負擔其費用，若需要使用分
選儀，也只需要預約就可以，這讓許多新進研究者或經費有限的實驗室可以安心做研
究。從您身上我看見了無私地分享與包容，這樣的精神我會謹記，願您在主的懷抱中
繼續您對科學的愛與奉獻。 
 
  

李璟采 

林雅葶 

高誌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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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Dr. Lei: 還記得第一次進入您 office 的                        親愛的黎老師，
談話…您侃侃而談登革熱、腸病毒、幽門                        回想剛進實驗室
桿菌的感染研究。當時感受到您對科學的      常常很不習慣您小聲講話方式，總是
熱忱及獨到的見解，這是至今留在我心中      把耳朵探到您面前想聽清楚您說的話，
最重要的事。每個星期一到星期六,每天       現在想起來還真覺得有些不禮貌，很
的七點半到下午六點半,都可以看到您在       開心可以在 Lei's Lab 跟著大家一起工
實驗室穿梭，或在辦公室裡改著 paper，        作，一起訂便當吃飯，一起慶生，一
這是三年以來最熟悉的畫面。感謝成為老      起辦研討會.......好多第一次都是
師的學生接受過老師的指導，這一切將永      在您的實驗室，希望在另一個地方老
遠留在我心中，                            師可以開開心心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謝謝老師。                                我會想念跟老師相處的這段時光！ 

                                             
                                                                           
 
 
     

親愛的老師，不知不覺在實驗室的日子進入了第九年，這些日子
以來謝謝您的教導，我學到了很多，與您一起走過的路，我會珍 

惜。我一直都記得我來應徵助理的那個下午，短短的面試沒超過五句話，從此我就成
為實驗室的愛瑞爾小姐，那時候的 FACS Aria 是亞洲第一台 sortor，在「第一」的光環
下隱藏的是機器的不熟悉與經驗的不足，在國珍學長的幫忙之下，花了好幾個月的時
間才勉強開張，那時候很菜，不了解為什麼我是您的助理，卻要收全醫學院，甚至其
他院校、公司、研究機構的檢體，為什麼明明花費很多，您卻堅持不收費，之後才漸
漸明白這是您在推動成大醫學院研究所做的成果，以及無私的精神。一段時間後，我
成為您的博士班學生，記得有一次我跟您抱怨沒人教我怎麼念 paper，您馬上答應每個
星期會跟我一起討論一篇 paper，那時候一度很後悔，但是到現在卻很感激您願意花這
麼多時間在我身上。在博士班的生涯裡，您的訓練是全方位的，要去聽演講、要會做
實驗、要會邏輯性的思考、要花時間看 paper、要會寫 paper…在這些嚴格要求的過程
中，我一直記得您說的一個比喻：念博士班就像打網球，我打出一球，你要回應一球，
如果你沒有辦法一直跟上，這場球就沒辦法繼續。在這個比喻的伴隨下，我完成了博
士學位。記憶中您從來不曾罵過我，甚至不曾說過重話，雖然我們對話的內容總是圍
繞在科學，但是您對我來說總是比較像慈父，您會拿著集滿的 Hello kitty 點數給我，也
會拿著從不知哪來的小叮噹拼圖給我，有一陣子我的實驗小鼠總是在手術之後不明原
因的死掉，您還頻頻的走過來幫我想辦法，試圖安慰我，當我告訴您我已經解決這問
題再也不會發生時，您臉上的開心與驕傲讓我難以忘懷。您被診斷出胰臟癌的那個星
期，剛好是我博士班口試的日子，畢業的雄心壯志瞬間被淚水淹沒，在我仍處於不知
所措的情緒中的時候，您已經決心要與胰臟癌奮戰，並且參加林炳文院長所主持的胰
臟癌研究團隊，積極的寄一堆 paper 給我，提出了相當大的計劃，想要研究胰臟癌轉
移的機制，並且將刀豆素推向臨床用藥，在這過程中，當您要我用您的組織做實驗時，
我一度無法承受，或許這是您對科學的執著最極致的表現，或許這是您想要教我的最
後一課。如果說我在您身上學到了甚麼，那應該就是勇往直前的精神與科學的態度，
我很感謝您為我所付出的一切，對我的包容以及給我很大的自由，我希望我可以將您
的精神傳承下去，不辜負您對我的信任及期望! 
 
       
  

楊明臻 

蔡宗婷 

李承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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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是 Lei’s lab 的人~~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影響總是在無形
之間，而老師的話總是不多，但他的影響早已在無聲之中改變 

著我們。在我走出校門走入社會的那一刻，這樣的影響才在心中漸漸發酵。“每一刻
都在思考著自己做的事”，是我一次回學校找老師時，老師給我印象最深的感覺。縱
使在外工作有時不盡人意，也非自己可以選擇所有的環境和事情。但老師還是會不停
止的問我 “為什麼”，“ 為什麼要這麼做?”，“為什麼不行那樣做”， “為什
麼……” ，“為什麼 ooooooo”，“為什麼 xxxxxxx”讓我這早已畢業的學生，還是
會被問得戰戰兢兢，因為每一次和老師的談話都是對大腦不停刺激的運動，但我還是
喜歡去找老師聊聊天，因為他總是提醒你，你可以做的事情，和那些你只是不想做的
事情，每次老師命中心臟的那些話，都可以提醒著你是否還有持續省思著自己。老師
雖然離開了我們，但我相信身為黎老師學生的我們，都傳襲著一部分老師的思想和精
神。所以老師依然存在著，存在在每一個學生的心中和言行之中。有一天我們都會在
彼此身上找到老師的影子，因為我們都是來自 Lei’s Lab 的學生。 
 
 
敬愛的黎老師，雖然研究所時期，我不是您的學生，但很有榮 
幸的可以在碩二下專題討論這堂課讓您講評。從碩一時的免疫 
學，到碩二時的感染與免疫，都讓我感受到了老師對科學的執著，精準的透析每個實
驗及對各種論點及文獻的精彩見解。老師總是可以將書本中制式化的課文變成生動又
活潑的生活實例！雖然碩士班期間，沒能好好的向老師討教一番，也沒能從老師那學
到老師做科學的那種執著的態度，但是我學到了老師最有名的座右銘“學而不思則罔，
思而不學則殆”，而這句話我將永遠謹記在心。最後，我想致上我最高的敬意，向老
師說一聲“謝謝老師，您辛苦了”。 
 
 
「他很兇的…」、「他不收大學部的學生，別傻了」，一聽到我想去黎老師家當 under，
周遭的人皆懷著過來人的心情給我這樣的忠告，只是不試怎麼知道呢? 老師約了一個
頗早的時間，是大三學生的我從未清醒過的時間，懷著忐忑的心跟老師談話，老師雖
然板著臉，但談的都是一些生活背景，提及我亦住在大樹鄉，老師似乎驚訝了一下，
可能也就是因為這樣，他讓我在這個家中待了下來。其實老師只問了我兩件事，第一，
你願意花多少時間在這個實驗室? 第二，你想做甚麼題目? 為什麼? 問題不多不難，
卻顯示出他的態度-花最多的時間在實驗室，做最有興趣的題目。隨著時間流逝，漸
漸的我融入這個家，老師在我暑假結束的時候告訴我，如果你喜歡這裡，開學還是可
以來，對我來說那是一種肯定，於是我成為他的碩士班學生，嚴謹但是愉悅的跟大家
在老師的帶領下做研究，老師也 很開明的讓我做自己想做的題目，
其中遇到的種種挫折也由他輕描 淡寫的指引出方向，其功力深厚真
的讓我難望其項背。但是這樣高 大的背倒下了…從老師確診為癌
症後，家中的學長姐扛下重擔，努力維持實驗室正常的運作，但我知道大家都想念他
的白袍及保溫杯出現在會議桌上、開休息門沖茶時所發出的聲響、細如蚊蚋的道別聲、
一枝鉛筆描繪出無數實驗設計、永遠開著的辦公室門、還有總是說「我沒有很喜歡可
樂」但卻總有冰著的可樂的冰箱，這些是我們和他一起共同享有的回憶，雖然您已逝
去，卻在我心中絕不煙滅。這日子還是到了，老師，辛苦您了，雖然您停在路上無法
再邁出腳步，但我看到您一如既往的用對科學的熱情目光督促著我向前，我向您保證
我會走的又遠又高，直到您放心的開懷大笑，希望在前方能替您找到想追尋的一切，
到時再與您報告，不過現在…我真的很想念你…老師 
  

吳彥緯

林妍君 

祁晨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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煥彰醫療 耀照成大~~想起彼時陣，我真正是不知洽啥借膽，
總愛跟老師相 t’siam，但是老師總是惦惦聽我講煞，然後老神 

在在，tau-tau（穩~穩~）的說「做！就對了」。「做！就對了」這種精神正港是真真正
正科學家的研究精神!一點都毋偷吃步。在伊的生活，在伊的研究室都看的到。所以
毋管是天狗熱（登革熱）亦是什麼研究發表受到大家及國際的肯定時，你猶原也是惦
惦做，ㄧ點點都未驕傲。不管是什麼時陣，你攏是說「做！就對了」，你總是一腳步
一腳印，將你的研究呈現在國人的眼前。今嘛，學生不認真，想嚜偷吃步時，我嘛是
常常共學生提醒，『做！就對了！』。耶！~原來，是老師你已經深深影響著阮!雖然阮
已經畢業了，但是每一年的過年前，想欲去看老師的時陣，還是會皮皮挫，阮總是深
深吸一口氣之後，拿著東西趕緊走進去，也不敢多坐一時~。因為，老師猶原也是惦
惦，不講笑誇，最多就是加說ㄧ句『啊~你最近好不好呢？』老師就是這樣。但是，
一直到告別式那天，師母說：「其實~`hoo 你老師是足愛跟你湊陣！」因為這句話，煞
我的目屎流下來，心裡想以後我是欲是要去叨位找老師呢？老師總是毋尬人講笑，但
是你甘知道？阮私底下攏叫你「大蕃薯」呢!，也還來不及問你甘知阮攏叫你「大蕃
薯」？啊~我們這群畢業生愛叫你「大蕃薯」你甘會生氣沒？還是你根本就知道阮攏
叫你「大蕃薯」！在老師你的身上，我看到的是~你無私的奉獻，是你對實驗及研究
的執著與負責任的精神，這就是我從你身軀學的耶!雖然你總是惦惦看、無講半句話，
但是，阮都可以感受你一份偷偷關心大家的心意，所以，你的精神已經深深印佇我所
有人的心裡。不管阮是做哪一途的，阮都會認真去~~「做！就對了」。今日阮雖然足
不甘你離開囉，但是阮更加不甘老師你會一直一直那辛苦，後阮會尬你記牢牢，記得
你無形的教育。雖然有較慢囉~但是阮猶原也是要尬你說ㄧ句「大蕃薯老師多謝你！」
經師易尋，人師難覓，別了我的恩師~~我敬愛的大蕃薯老師。保重了~~師母。 
 
「進了實驗室後，就把這裡當成自己的家…」剛進碩班時老 
師對我的教誨彷若在耳。我相信老師把實驗室為家的理念， 
並不單純的只是要求學生或員工把實驗室當成一個日以繼夜工作的地方，而是就像家
庭--家長，同輩晚輩間難免有磨擦，但是在一個情感的聯繫上，不應過分記恨，而是
在忍讓與合作的原則上完成事情。而許多事情的管理原則上，應以科學這個大家庭的
優先順序為考量來決策。這些道理並不是老師掛在嘴邊的東西，但是老師就是做的出
來讓人體會。曾經兩度老師讓我帶領了學習理念跟我不合的學生，在我受不了真的跟
老師提出不願在教導的狀況下，老師就默默的接手與那些學生討論和教學的工作，並
沒有多勉強我或指責我。在這些事情上，比起在帶領那些人的不愉快經驗上鑽牛角尖，
我其實更是佩服老師的 —這樣的處世讓我感受到身為小小助理也能得到的尊重與信
任；而老師有教無類的固執也讓我自嘆弗如。而在一同經歷過實驗室接管 Flow cytometry
這個公用儀器時，也曾無法理解老師堅持不收費的管理原則，因為這讓一些使用者會
盲目使用，也會使我們管理端有時難以控管。但我想比起來，老師是因為了解當大家
都能充分的使用好的儀器與資源時，對整體的科學進步是有益的，所以希望我們能在
不收費的原則上，訂立出其他的管理方法。在以這些角度來想念老師時，我總覺得老
師對科學的夢想其實是十分浪漫與固執的。這樣的固執最後會讓人覺得是種感召力，
覺得科學家的風範基本上不能違背哪些原則。大家可以跟他意見相左，只要有能力作
出可以支持自己理念的證據。就算提不出證據，只是理念上的不合，老師也不會加以
記恨而藉機報復找麻煩。而一個真正喜愛科學的人，是應該站在宏觀的角度上為整體
科學的進步做設想。這是我眼中的老師，而他也帶著這個形象完成了他在人世間的任
務。我們應期許自己能成為在科學態度上正直的人，因為老師以他的生命傳遞了一些
精神，而我相信這樣的精神不會因為肉體的凋零而遠去。感謝老師，我也會想念老師，
我很慶幸在學習科學的重要階段中接觸到您這樣的人。 

陳毓雯 

王舜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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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一無二的良師 非您莫屬~~ 
及至今日，每每回憶起能進到黎老師的實驗室，都覺得只能以神的恩典來形容我

的好運氣，或許是當時我比較積極表示極想當老師學生，儘管我不是當屆頂尖的優秀
學生，感謝老師仍願意給我機會，和我有師生的緣分。 

其實一開始老師給我的印象，就如他一貫在眾人心中的感覺:話少、嚴肅、常面
無表情，這對剛進到實驗室渺小碩一生的我，覺得老師非常聰明但好有距離，加上學
長姊們耳提面命，去找老師要準備好，老師雖然不會大聲斥責，但句句犀利，有一刀
見血命中要害的功力；讓我一開始便有 “能躲多遠就多遠，非不得已不要太接近，
有事問學長姐就好的心態”。就這樣，碩一的日子除了不斷上課，學習一些必要的實
驗技術外，Seminar 及 Lab meeting 也才偶爾一次，果然不用常和老師接觸；但一年的歲
月，足以讓人藉由許多特別日子和機會，觀察到老師面無表情下的許多不同面貌，例
如：當老師開心時，笑容很純真燦爛，連眼裡都有笑意，會感染學生們也覺得高興；
老師很冷靜，面對學生遇到在研究上的難題，總是有招牌式專注沉思的神情後，再提
出建議代替質疑與責備；老師很勤勞，總是全實驗室第一個到來開門的，他以身作則
帶領全實驗室每一天打拚的開始；還有老師其實很想與學生多親近點，很希望可以偷
偷聽到知道我們為什麼總能這麼吵鬧，到底都在笑些什麼，誇張的笑聲要掀屋頂了，
11 樓電梯門一開大老遠就聽得到。這些都是因為老師太疼愛我們，希望學生們能在沉
悶的實驗研究與技術操作下，自由地聽音樂，保持輕鬆愉悅的心情做學術，帶給我們
的好環境。 

漸漸地要進入我第二年的碩士生涯了，老師開始丟給我一些從前學生的研究成果
資料，有一些雖然已經看過，老師大概希望我能接續前人的研究成果，先照著並擴大
些範圍做再來探討主題方向。二年級課較少了，開始了我更加頻繁的與各種小黑小白
鼠們的奮戰日子，隨著點點滴滴的小 data，愈來愈擴大實驗的廣度與深度，需要一連
串緊接著進行的大實驗多了起來，加上牽涉到固定的時間點檢測，需要留在實驗室的
時間總數愈來愈多，儘管如此，我向來不是怕做事的人，為了能累積更多有用的 data，
並且希望 data 好看，我不時一大清早不到六點開始做實驗(老師不再是第一個到的人
囉！)，緊接著老師七點多來了，剛開始只趕快說聲早安便去忙了，老師只是默默看
著我在忙碌，個性內斂的老師才不會說：辛苦了，加油加油這樣一般的打氣話。隨著
次數變多，我發現老師其實隱約知道我何時要做大實驗，老師會更比平常更早一小時
來實驗室，一開始也那麼早出現真是嚇到我了，慢慢的在那樣的大清早會多問幾句：
現在做得怎麼樣了？有什麼問題等。雖然不知道是不是巧合，但老師的陪伴出現，確
實讓我覺得沒那麼孤獨冷清，這樣的關心比任何隻字片語更讓人感動。 

我當時進行的研究，有一項技術層面是需要大量提取小鼠某一 primary cells 直接用
以實驗，或者只提取出少量，再找出方法培養出大量細胞可供使用，又是個不小工程
的技術需要克服。當時看了許多文獻並嘗試後，還是覺得頗困難，常常一整天的勞累
最後結果還是很不讓人滿意，真的很煩很累很想放棄，覺得我不過是個小小碩士生，
畢業在即，哪有那麼多時間去嘗試各種條件建立方法。某一天，老師告訴我們，他知
道陽明醫技所有位老師也在研究，而且已經建立了一套不錯的方式，他已經聯絡過對
方老師打過招呼了，要我和那位老師的助理商量好時間後，過去學習，不要浪費時間
在交通上，訂好來回機票飛過去，有限的可用資源要做最大的效用！我當時聽到時真
的很傻眼，老師對學生的好是看得見，不是說說鼓勵的場面話而已，他不會任憑學生
自己碰壁一籌莫展，在我們愁煩時，老師已經默默付諸行動，並且不吝惜的用最有效
率的資源幫助我們，這是第一次看到老師對我的照顧與熱心，留下深深的印象。 

老師的疼愛並不是這樣就結束了，過了一陣子，我的 data 顯示了一些當初預想不
到明顯且有趣的趨勢，值得多往那方向探討，老師立即想起了七樓生理所陳麗玉老 

郭俐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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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實驗室的專長和這方面有關，電話馬上拿起來打給陳老師，親切有禮貌的向陳老師
詢問是否可以讓我過去向她的學生們學習實驗技巧。我再次呆呆站在那裡看著老師做
的一切，心裡的衝擊和感動已經不言而喻。 

透過這些事情，我看到一個真正的大師所表現出的身教，話不多但字字珠璣非常
珍貴，老師對人的好，要用“心”才感受的到，他不因為是個小人物，就放任不管，
相反，在他的種種行為上，我看到了一位真正科學家對學術研究的熱情、積極、執著、
認真與不凡的執行力，在我還自怨自艾想著自己又沒多優秀，何德何能讓老師費心幫
助時，老師早已毫不猶豫伸手幫了一把。到現在，我都會好奇老師似乎比我還著急著
我的畢業小論文，但我想這就是一位真正科學家的精神吧！ 

記憶中的老師，其實是非常忙碌的，不單是學術研究付上最大的時間與精神，還
有一些所內的行政事務需要他處理，但從不見老師喊忙，喊累。而當學生們已經在實
驗室憋到不行請求出去放風玩樂時，無論幾天老師也會全程陪同，老師會和大家開著
車，載我們四天三夜遊山玩水，平時看似嚴肅的老師，這時最易親近了，尤其還有黎
小妹的參與，更容易看到老師的慈父心腸。不管是有緣份當老師的學生或兒女，都是
件無比的福氣，老師雖然是研究生口中認定的“老闆”，但其實和學校之外公司的老
闆還是很不同的，這是我在畢業後離開實驗室到不同公司工作，非常深刻的體認，原
來在學校裡，我們仍一直在老師的羽翼下被好好保護著。 

黎老師一直是許多學生們的心理支柱，長期以來，我們都靠著這棵強壯大樹逐漸
長大茁壯；老師也是所上和學校不可缺的棟樑，雖然很可惜我蒙老師教導僅短短二年，
但老師一手創建的研究環境是我心目中好工作的理想目標，而影響我最深的莫過於老
師的身教，或許就是因為老師話不多，我的眼目只好定睛在觀察及學習老師的一切行
為。老師為我們做的，其實也不算很多，但每件事都非他不可。綜觀全醫學院，我知
道我可以很自信的說：老師給我們的環境最優良，不曾設限每天要幾點到實驗室，卻
能讓每位學生更加自動自發學習；不願讓實驗室給人的感覺就是沉悶孤寂，總是包容
我們無法無天的大聲嬉鬧，我想全所過的最自由開心的學生肯定是黎老師實驗室了~ 

最後我想要說：親愛的黎老師，謝謝您在我生命中帶給我的一切教導，我知道這
必會深深影響我一輩子，我感謝神當初帶我來到成大，就是要當世上獨一無二絕無僅
有良師的學生，在去年 2011 得知您生病後，雖然不時為您禱告，但很可惜一直沒有機
會去看望您，您在世上總是為身邊的人與事，付上生命與心力，讓我想到上帝說：「凡
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裏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太 11:28）我會衷心期盼
與您最終在天家相聚，再來續師生的緣分。與您只是暫別，我最敬愛的老師，您的精
神活在我心中！ 
 

 

致最敬愛的黎老師，在您擔任基醫所所長短短的5年半時光裡，
您時常說只要是對的、不違法的事，沒有不能協調及解決的。 

何其有幸、有緣能與您共事成為您的部屬，舉凡行政業務遭遇刁難或學生的困擾，只
要我們敢開口，您認為是應該協助的，一定會想辦法解決。雖然您外表是那麼的不苟
言笑，看似難以親近，卻是我們真真正正的“靠山”。我們永遠懷念您！ 
 

 

張儀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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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天在芝加哥參加 AACR 的會議，心情既平靜又複雜，因為就在出國前夕得知 

黎煥耀老師過世的消息，頓時百感交集，內心感到無限的遺憾與憂傷，這一切都來得
太快了，超乎我的想像，若非出國前 林以行老師的一番話，要大家都不能哭，實難
以自悲傷的情緒中抽離。之所以連著兩年參加 AACR 會議，無非是希望多獲得最新的
知識與觀念，從自身的研究來解決癌症的問題，特別是胰臟癌，雖然已無法幫助到 黎
老師，在聆聽演講之時，只要是有關於胰臟癌的報告，內心無時不浮現 黎老師的身
影。 

回想當初到成大微免學科 林以行老師實驗室當助理起，就時常感受到 黎老師無
私的胸襟與對研究的熱忱: 在研究經費上， 黎老師認為研究計畫是納稅人的錢而不
是自己的，要我們懂得共享研究資源，我相信有太多的老師或學生曾獲得 黎老師的
協助，我也是其中的一個；在研究上，每回經過他的研究室門口，他總是埋首於文獻
與書籍之中，要不就是跟老師或學生討論實驗。他的研究可以是多方向，卻也每個研
究領域都有優秀的表現，這些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也因為他對研究的投入，使得 黎
老師成為台灣免疫學界的重要人物。這就是 黎老師，一位全心投入研究的傑出研究
學者。 

在我就讀碩士班的階段中， 黎老師曾經問過 林以行老師是否要讓我直升博士班， 
林老師希望我能一個階段、一個階段地完成，所以我並未直升，但是可以想見到一位
非指導教授卻還時時關注到非自己的學生的未來，對我來說是種難以言喻的幸福。 除
了對學生的關心，他的研究態度也是令我感到欽佩。他曾說過: 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
你想得到的別人也想得到，要我們能更細心、更快速地去做研究；他也曾說過:每年
這麼多篇論文發表，但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論文成為經典，要我們不要侷限於部分論
文的結果，框架或誤導了我們自己的思路，所以我們必須花更多的精神與時間閱讀更
多的論文，以增加自己的知識與理解能力，方能做最佳的判斷與運用。他也要我們開
闊視野，不能短視或侷限於自己的研究領域。在我碩士班第一次 seminar 時，讓 黎老
師攻擊得十分慘烈(至少當下我這樣認為)，當時我正開始我的細胞凋亡 (apoptosis)的
研究，我所選擇的 seminar 題目是有關 HIV 病毒感染的領域，但報告內容自然也涉及
到細胞凋亡，他要我不要把任何事情都聯想到凋亡。 微免所規定學生 seminar 不能講
跟自己研究有關的主題，同樣是希望學生不要侷限自己的思維而限制了學習。 我最
欣賞 黎老師問問題的深度與角度，或許不少學生(也可能包括老師)可能會認為太過
深奧而難以回答，其實他正點出我們這些學生的盲點，我們並未努力去理解問題的本
質與可能潛在的意義，也缺乏知識與邏輯推演的能力，而這些都是我們需要再更加精
進的地方。再者，每當學生要跟他討論實驗，都必須先做過準備，才能跟他討論。並
非 黎老師不想討論，而是他不喜歡學生把問題丟給他，讓他去解決，因為這不是教
育，而是在扼殺學生自我求知的機會與樂趣。不管他身為微免所所長，還是後來成為
基礎醫學研究所所長，每每論及學生的未來，總是語重心長，希望能為學生多做些事
情，以增加學生的能力。雖然有些學生當下並不感激於 黎老師的嚴格要求，但在我
這種已經進入職場的人來看，學弟妹們真的是置身在福中。在我到台中中山醫大任教
之後，就比較少接觸到 黎老師，但是還是常常聽到他對於畢業後的學弟妹們，仍處
處關心並予以協助，不少畢業的學弟妹至今提及 黎老師對他們的幫助，仍感念在心。
而最令我欽佩的是他的身教，這一年來，即便有病在身，即使眾人希望他多休息，而
他仍然盡量參加計畫與成立中心的會議。這就是 黎老師，一位全職的教育家。 

除了研究與教育，他在生活上的點點滴滴也令我懷念。依稀記得早期他喜歡喝可
樂，不知甚麼原因之後改為泡茶。但我最喜歡看的卻是他喝著啤酒的時候，每每微免
所到校外舉辦學生實驗進度報告，他總是一派輕鬆，所上的學生應該了解 黎老師在 

詹明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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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那種一絲不苟的態度，但是否有見過他放鬆的時候那種未將襯衫紮進褲頭裡且俏
皮地坐在桌子上暢飲啤酒跟聊天的笑容。雖然我不清楚他的居家生活，但我相信 黎
老師絕對是一位好先生，他通常都按時回家，享受天倫。這就是 黎老師，一位輕鬆
的生活家。 

離開成大後，我常常跟我的學生提及在我心中有三位成大醫學院的老師是我人生
中最尊敬的導師， 黎老師就是其中一位。每回回到成大微免所，經過他的研究室門
口時都有種忐忑的心，如果被他看到了，他若給我一個淺淺的微笑，那當天我內心就
充滿喜悅，但如果他因專注於要事而沒有任何表情，我就會感覺到少許的失落，認為
一定是我不夠好，未能達到 黎老師對我的期待。如今 黎老師已經離開我們，但是他
對所有學生的期望卻仍是深深烙印在我內心深處的鞭策力量。徐麗君老師曾經告訴過
我一句話:當我們遇到問題的時候，想想 黎老師會怎麼想，會怎樣做。今天 黎老師
雖已無法讓更多的學子直接獲得他的教導，但我堅信就在這一刻起，猶如跑道上接力
賽的跑者，眾多受過 黎老師教導而成為人師者會將 黎老師的精神與理念繼續傳承下
去，擴散到各個角落。 

這幾天 AACR 早上七點就有議程，六點半搭專車抵達會場的路上可以看到橘紅色
的日出，搭配剛發新芽的扶疏樹影剎是美麗。心中想著要拍回去，把這美麗又有朝氣
的日出來比喻 黎老師給我的感覺，也砥礪自己在研究上該如初升的太陽般充滿活力，
於是就決定隔日一定要帶相機來照張相。未料隔日早上，縱使我已算好該上幾點幾分
的接駁車才有最美的日出，上車後卻發現滿滿都是人，而我也只能站著到會場，心中
雖懊惱但也體認到更多的意義:記得同學 王舜德醫師告訴過我，黎老師曾說過:做，
就對了。是的，機會瞬間即逝，人生亦短暫，更遑論世事難料，唯有當下才是最真實
的。如今我感謝現在所擁有的每分每秒，並不再感嘆過去無法獲得的部分，而是更珍
惜現在的我還能給予更多，面對未來的未知與衝擊，將會以更正面的態度去面對，也
更堅定自己在學術上該走的方向。  

謹以此文，感念與感謝 黎老師為我們所做的一切。 
 
 
 
後記: 寫到這裡，發現 黎老師真的在學術上以及生活上都給了我們很多的啟發，我
更發現，我從一開始在悲傷的心境中寫起，最後卻是充滿感恩與鬥志，該感謝的還是 
黎老師過去的教誨，確實深深地影響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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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憶黎煥耀老師~~  
仰望之際，耀目、溫煦、而無可知其高，這是黎老師在我心裡的形象。 
猶憶當年初入微免所碩士班、其後選擇博士學程、資格考試、及至論文口試的所

有過程，黎老師都在我的學習歷程中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他在思考角度和格局上對
我有極大的衝擊和啟發，因迥異於我過往的學習體驗，初時讓我感到震撼，再經細細
領會，隨後即觸動而有所得。我們這一批早期的學生最初對黎老師是既敬且畏，心底
深處相當崇拜黎老師的智識和風範，但也十分害怕他舉手發出 “大哉問” 。他的問
題其實直指核心，但是非常不容易回答，在逐漸習慣他在 science 上執著的態度之後，
我也開始對他的問題不再感到驚慌而能夠回應，也希望能有更多討論的機會，及至今
日，我更加歎服於他對重點的掌握。最近我的研究主題重回到免疫學，在 journal club
或是微免所的討論會中，我總是希望知道他可能會提出哪些關鍵問題。也許是因為當
年微免所碩士班人數少，學生和老師的互動較多，為了要能夠有自信地和黎老師在免
疫學課堂上對談，希望可以從中激出火光，而由他身上擷取更多看問題的方法，妮娜、
毓慈和我總是熬夜、或是大清早進入微免所，將指定的教科書內容以及每篇 papers 都
讀過，而這日後也證實對我們後來的生涯發展有很大的幫助。那時每天清晨七點鐘左
右總能在十一樓看見他規律的身影，科學家的堅持與勤奮形象在實驗室與走廊之間渲
染開來，我們也努力地想要讓自己更好，為的就是希望能夠更像他一點。 

黎老師在關鍵時刻的幾句話，曾經造就了我人生的重大轉折。因為他的一句話，
讓我開始思考是否進入博士班繼續學術研究的工作；畢業前的焦慮和不確定感交相逼
迫時，他教了我要沈得住氣的生存智慧。他雖不會明言，但是我們都知道他對學生極
好，隨時都在注意周圍學生們的需要。他的嚴格讓我們不敢鬆懈，但是他也展現了 
“人師”的氣度與溫暖，他在我們心中始終是一位無私而有大格局的強者，我何其有
幸親炙這樣讓人景仰的老師，也時刻提醒自己要竭盡所能地將我所領受的傳承下去。 

微免所裡有許多維繫多年的理想與堅持，與黎老師的態度有極大關係；他在沈重
的教學、研究與行政事務之外，仍然戮力親為而堅持與妮娜協力完成免疫學原文書的
翻譯工作，因為他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將免疫學瞭解得更透徹，這在多數人眼中是極
耗時而成果不大的事，他則認為這是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讓我相信在岸然的外表下，
他其實有著暗暗湧動的熱血與浪漫。在另一方面，我們也在黎老師身上學到務實的態
度，他總是要我們先認清情勢，想辦法去找到可為的方向而做可行之事。此外，黎老
師不爭逐名利，以及為眾人稱道的無私襟懷與慷慨，更是讓我深深敬佩。 

知道黎老師離開的消息以來，這幾天其實相當難熬，只要想起黎老師的身影或望
向十一樓窗口，淚即難忍而撲簌直下。我總是感覺黎老師一直跟我們在一起，彷彿還
是覺得他隨時會從轉角出現，酷酷地用他的步履速度走著，我的心中還有微免所 PR
時，他行走在山林步道間怡然的神態，他開懷大笑時的純真燦爛，以及出國開會時，
他認真投入穿梭在會場的態度和表情，會後微醺放鬆的真摯舒泰。 

黎老師所教導我的事，我將銘記不忘，也會更努力，這是我紀念他的方式。 
 
 
目送 --- 黎煥耀教授~~ 
曾經，在校門，我“目送”著孩子進課堂，內心是欣慰的； 
在機場，我“目送”著姊姊回美國，內心是祝福的。 
記得當年，碩士學位口試後，我“目送”著和藹的黎教授，內心是喜樂的； 
博士學位口試後，我“目送”著睿智的黎教授，內心是感謝的。 
然而，今天，在這一刻，我“目送”著黎教授漸逝漸遠的背影，內心是吶喊的； 
“目送”著黎教授的離去—永遠的離去，內心是多麼沉痛與不捨…。 

徐麗君 

黃毓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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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有限 風範長存~~ 那一年，我還記得，當我考上研究所抉擇要
去台大或留在成大時，您在新生報到時的一席話，時而溫文儒雅談 

話中充滿著學者風範，您的謙虛及內斂讓我印象深刻。在您安排的新生 Rotation 制度
下，讓我能從所上廣泛的研究領域中找到了我想探討的主題及指導教授，使我更確信
在成大微免所是可以讓我發揮及學習的重要堡壘。後來幾次的書報討論過程中，承蒙
您的指導提點，讓我能從至高點去看到 Paper 的精神，找出它的價值，使我能更靈活
的看待我所鑽研的領域，這對於我後來的研究及論文助益良多。去年得知您生病的消
息，心中幾次默默的祈禱，但殘忍的是，這一天畢竟來臨了。雖然現在您已離我們遠
去，但，老師您用您的生命，啟發並點燃了許許多多研究學子的熱忱，讓學子們繼續
著您的精神在研究的領域上奮鬥並開花結果!!這是件莊嚴卻又美麗的傳承，生命本是
無常的，在有限的生命裡，您的風範及精神卻已長存，並深遠影響著我們，您留下了
我們對您無限的敬仰及追思。老師謝謝您！謝謝您！讓學生再次由衷地向您說一聲：
黎老師謝謝您！！ 
 
 
致 不敗的勇者~在成大求學的過程中，感謝有您的指導及建議， 
我有幸順利完成短程目標。記得您說，這麼快畢業好嗎？當初 
一心想闖蕩江湖的我，一點都不知道自己是否準備好了？離開成大後，研究路途起起
伏伏，繞了一大圈，又回到成大，我終於知道您想說的是什麼…回到成大，免疫相關
的研究遭遇瓶頸，請您撥空指導…這幾年的您，身負重任，時間是最寶貴的東西。您
居然笑笑的回應，那有什麼問題！您的支持，讓我更有往前的動力!就在全院忙著攻
頂計畫的結案日。驚傳您離世的消息…這些繁雜聲音，感覺突然安靜下來!幾天後遇
到林以行老師，我們緊緊握住手遲遲不願意放開...非常不捨您的離開，但鼓勵自己
要堅守自己崗位，面對家人，面對學生，面對研究，像您一樣! 
 
 

第一次見到黎老師的場合，是在台大博士班同學的論文進度報告。
他給我的深刻印象是：輕聲低語，閒話不多，但發問總是簡潔俐落， 

直指核心。後來我到台南國衛院及成大微免所，跟黎老師接觸後的印象依然是如此：
平時低調少話，卻在科學討論時精闢犀利。黎老師最讓我欽佩的地方是：雖然低調，
但其研究成果的質量豐碩，自然獲得普遍的肯定和崇敬；雖然少話，但卻務實做事，
盡心盡力，對成大醫學院的教育研究環境有非常關鍵深遠的貢獻和影響。有些貢獻是
具體的，例如成大微免所和基醫所的成長茁壯，以及醫學院感染症中心的誕生。而更
可貴的是他的行事風格對我們後輩無形的啟發和影響。從黎老師的身上，我看到科學
研究的專注熱情可以如此單純美好，不靠包裝宣傳的低調踏實也可以成就卓越，與人
相處不需客套浮誇仍能以真誠的行動得到大家敬重，靦腆淡然的表情並不減損對同事
或學生的實質關懷和提攜。再見了，黎老師。雖然與您談話的次數不多，但從旁觀察
學習您做人處事的風範讓我們獲益良多。希望我們能將您對教育研究的責任感和熱情
傳承下去，不致辜負您的期許。 

  

何維修 

蔡佩珍 

張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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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 dependent enhancement~~                 
我會記得每次經過您辦公室時，您            Dear 黎老師             

放下眼鏡，專注讀 paper 的神情。我會記得您總是用“中          謝謝您的教導 
氣十足的氣音”犀利地提出問題。我會記得我 final PR 那    願您在天堂沒有病痛           
天，您的出現，淺淺的微笑，讓我頓時有了信心。我要           一切喜樂平安 
謝謝老師，您增進了我許多的知識。我要謝謝老師，您 
增加了我對研究的興趣。我要謝謝老師，您增強了我的 
解決問題的執著。謝謝您，想念您… 
 
 
黎老師，很有幸的可以從老師身上學到免疫學的知識，不幸 
的是無法再聽到老師對於科學、研究上的見解，但老師的精 
神會一直存在成大微免所這個家。謝謝老師，謝謝！ 
 

親愛的黎老師，非常不捨你就這樣離開了我們，卻也更不捨你
所經歷過病痛的折磨。非常敬佩老師一生對成大的貢獻，直到 

生命的最後盡頭。你未完成的夢想，我們這些你的學生們會好好替你完成。還記得 08
年回成大的時候，還在跟你討論科學，討論實驗的方向，討論未來的人生規劃。老師，
我還來不及告訴你：我已經完成了我的博士學位，現在有一份很好的博後工作，雖然
我現在做的癌症研究還在非常基礎的階段，但是我會更努力，就像你一樣，希望將來
可以真正幫助病人。老師你的離開，讓我們都重新檢視了自己的生活，我們的理想，
我們想為科學所做的貢獻。從大家對你的不捨言論中，我同時也感受到了一股正面的
能量。我們都以曾經是你的學生為榮，同時我們更希望自己能夠傳承你的精神，繼續
為科學付出。將來有一天，你也會以我們為榮。 
 
 
Hi，黎老師，與您相處的緣分雖只有短短兩個月，那是我 
剛進入成大基醫所博士班的前兩個月。重新熟悉成大的環 
境，找尋指導老師、研究領域與研究環境，對一位博士班生涯剛起步的學生來說，是
一段充滿著不確定感的緊湊時光。還好，微免所是溫暖的大環境，黎老師實驗室是溫
馨的小家庭，您是個關心學生學習狀況的老師，以及基醫所的大家長。您既關心我在
實驗室的學習進度，也鼓勵我有機會去其他實驗室進行 rotation。曾被這麼一位寬宏大
度，又著眼細節的教授指導鼓勵過，以及與厲害的學長姐和同儕相處過，何其幸運。
踏上研究之路，宛如一路攻頂的旅程。感謝您提供我旅程的中途休息站。如同小太陽
般的您，給過學生們許多的溫暖。謹以短短文字，寄予心中無限的追思與祝福。感恩
您，黎煥耀老師。祝福您在天國一切安好。 
 
敬愛的黎老師，聽到您病逝的消息，大家都很錯愕，心情萬般不捨。雖然不是老師實
驗室的研究生，與老師沒有很直接的接觸，但還是給您教過免疫課，有少許的一點認
識，想當初進來所上，對於微免所 注重免疫的風氣還真是有點適應
不良，總覺得不是自己的主攻，修 這門課大概不會好過，聽聞過老師
教學的習慣，多是說老師考題多變， 或是上的課很難不容易 follow，但
上過老師的課之後，對老師的教學熱忱很是敬佩，上課時老師常常問我們的一些問題，
都讓我覺得有腦力激盪的效果。在路上遇到老師您，老師對我露出的微笑都讓我覺得
老師超可愛的!！請老師在天上也要保佑微免所的大家實驗順利!! 
 

楊詠涵

李美逸 

李振婷 

萬書彣 

吳岳穎 

劉勇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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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猶記得第一次與老師見面是 1997 年研究

所甄試面談，當時覺得老師十分嚴肅，有著堅定的神情。選擇指 
導教授時，因為熱衷免疫學，一心想進老師實驗室，記得老師還問我，妳有來告訴我 
要進(我)實驗室嗎?那時的我真是太魯莽了，不知可有惹老師生氣。進實驗室後慢慢 
了解老師對學生真的很好，雖然您話不多也不常笑，對大家的照顧卻十分周到，那時 
實驗室學生人數多，休息室都快塞不下了，您要教學、要研究、要寫計畫申請經費、 
要綜理所務、要開會…事情真的太多了，但對我們的教導和關照卻絲毫不打折扣。記 
得第一次參加所上 retreat 前夕，老師找擔任班代的我去，打開皮夾拿出一疊錢說是給 
活動所需；去中研院學習技術時，出發前還幫我申請車資補助；在我趕報告、趕論文 
時，向來假日不出現的您，總會在資料整理好時出現。您營造良好的研究環境，完整 
的訓練，一肩擔起沉重的研究經費，雖然不以言語來表達關心，卻以具體行動關愛實 
驗室每個人。您是我心目中的巨人，讓我從對科學研究懵懵懂懂的大學生，經過研究 
所的淬煉，了解研究的樂趣及精神。從您生病後，看到老師辛苦的邊治療邊繼續研究， 
心中十分不捨，但看到您用行動表達出對科學的熱愛，也讓我慶幸能當您的學生，能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一窺科學的王國。謝謝您~老師! 
 
 
Dear 黎老師： 
很榮幸也很開心能在碩一時，上過老師                          黎老師，謝謝您!
的高等免疫學，讓我學習到很多免疫學                          上學途中，看到
的相關知識，同時也見識到老師高深莫     阿勃勒樹下很少缺席的米黃色 SAVRIN
測的知識以及幽默。老師與病魔對抗，     已經停在它的寶座上；堅持和努力，我
努力不懈的精神，真的是令人無比的敬      收到了~黎老師，謝謝您!星期二下午 602 
佩。希望老師在天堂上能夠快快樂樂地      教室，左前方第一排推著眼鏡、低著頭、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老師您是我們微免     看著 paper，難以招架的問題；對免疫學
所永遠的老師。                         的博大精深，我收到了~黎老師，謝謝您!     

每學期規定聽講演的時數，英文檢定的
門檻；對學生教育的用心，我收到了~黎
老師，謝謝您! 您的一言一行，流傳於
學生間的故事，在我心中，影響深遠~ 

 
 
親愛的黎老師，記得曾經在一次餐敘談話中, 您回答我們學 
生心中的疑惑時，說過：「我如果說鼓勵的話, 對你們會有進 
步嗎！」 是的，在我的印象裡，您教育學生絕不是走溫馨鼓勵的風格。每當您坐在
台下聆聽我們的研究報告時，站在台上的學生內心總是噗通通地跳，因為您的提問總
是直指研究盲點的核心，當我們回答得令您滿意時，您將要放送更具挑戰性的問題；
然而回答的不好…將會收到您的一個搖頭嘆息。這些年我在您犀利的問題下經過一次
次磨練，逐漸累積我的實力也品嘗到進步的成就感。如今忘不掉的，就是您教導我們
時威嚴中帶著智慧的神采，過往您這種酷酷的形象真是令我充滿懷念！這一年看著生
病的您自始自終帶著堅毅的骨氣對抗病痛的折磨，尤其承受身體的苦痛之外還為我們
費心費力，我的論文口試當天是您某次化療完的翌日，您挺著不適的身子依舊出席我
當天的口試指導，我感恩您的寶貴建議也對您超人般的付出萬般不捨。老師，請您在
天國安息。我們會努力承傳您對科學的熱情！ 
  

程麗菁 

方宜婷 

林裕萍 

蔡佳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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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老師的感激與思念~~                          給黎老師， 

                  進入微免所已經是 14 年       雖然沒有在 
前了，在成大的六年歲月裡，感謝老師殷殷       微免所，但黎老師真的讓我深刻
教導~勉勵與鞭策讓我們有能力在職場上與人      的感受到，一個人真正的價值與
競爭、當初您勉勵我們『創意與科學研究先從     成功，不在於他有多少的財富，
模仿學習開始』言猶在耳，也奠定我們日後的     而是他的影響力有多大！黎老師
基礎。謝謝您一直以來給我們指引到對的方向。    就是一個深具影響力的成功人士！
記得 2010 年應邀工研院生醫所演講，當時您笑     老師安息！                    
著對大家說您從未被自己學生如此介紹出場、 
也謝謝大家給予您的學生機會牽成。感謝這一 
路您亦師亦友的指導，您的精神我們會延續下 
去，我也會永遠記得我們這一段的師生情誼~  
 
 
聽到噩耗，感到哀傷也為您慶幸...慶幸您至少不用再受治療的 
痛苦。在 2004 的學術報告競賽中，您在我報告後，提問了一個簡單又重要的問題：「你 
的研究是腦部保護增加還是傷害減少？」對我來說，這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但必須以 
很多實驗來證明......我還在努力，卻沒機會跟您報告答案了；但是我知道，您的逝 
去，對成大而言，是傷害增加...... 
 
 

給親愛的黎老師，我很感恩，在我的人生中曾經與您相遇，師者，
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我在您的身上不僅僅看到這些，雖然 

您不說，但是當您暗自地為您認為應該做的事所努力的一切，我感受到了！當您用您
的言行做為我們的典範時，雖然您不說破，但是我懂…！我想  神給您的任務，一向
認真努力的您已經完成！在  神面前，您已經打完一場美好的仗。 神帶領著您躺臥
在屬靈的青草地，領您到可安歇的水邊，相信 神將帶領您住在祂的殿中，恩惠慈愛
伴隨著您。而我們還有許多任務需要去執行，我們會好好地努力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
也請您放心。 
 
 
親愛的黎老師：他們說，您走了。於是被留下的我們，只 
能試著用文字來回憶那些曾經，試圖再留下一些屬於你的 
什麼。與其他的前輩們相比，我進入成大的日子不長，認識老師的時間也不算久，但
我卻習慣了每次走過長廊時，一抬眼就能望見您坐在辦公桌前的身影。回憶過去與老
師相處的時間，多是身處課堂 seminar 的講台上、meeting 報告的台前，或者口試的會場
之中。面對您，我總是侷促不安精神緊繃，我想，很少人在面對您雄厚背景的專業詰
問下，還能泰然自若樂在其中。但是從您身上，我確實學到了許多許多，能夠身為您
的學生，我何其有幸。在免疫學的領域裡，您是悠遊其中的大師，在學術圈內，您是
受人景仰的優秀學者，在課堂上，您是循循善誘的教授，在 seminar 時，您是砲火犀利
的評論者，在學長姐口中，您是嚴肅中帶著詼諧的導師。毫無疑問的，我就像您的每
一位學生一樣崇拜您，對我來說，您是我親眼見證的傳奇。感謝您的指導，感謝您為
這個世界所付出的一切，脫離病痛的磨難的您終能歸於平靜，願您安息。 

  

陳志隆 林雲冰 

李英瑞 

周琬軒 

李學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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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最敬愛的黎老師，得知您辭世的消息，對大家都是無 
比的哀痛與不捨，但又欣慰您不必再忍受身體的痛苦，可 
以安詳地回到主的懷抱，回歸於平靜。此時，當年在微免所受您指導的日子歷歷在目，
依稀記得不管是不是您自己實驗室的學生，您總能在學生研究上出現挫折時適時的給
予建議與引導，讓我們能走在對的道路上，謝謝您這樣無私的奉獻，雖然您時常帶著
嚴肅的表情有時讓學生們覺得無法親近，但當我們有好的表現時您一抹鼓勵的微笑卻
也是給我們繼續努力的美好動力。記得您在我畢業時要我繼續努力，也記得我結婚時
您公務繁忙仍出席我的婚禮給予我們祝福，也記得當我的工作遇到十字路口時您提醒
我好好考慮自己未來的方向，小小的叮嚀流露出您對每一個學生的關愛與期許，真的
謝謝您對我的提攜與教導，讓我覺得自己還能對社會盡一點心力。此時雖然您不在我
們身邊了，我們會謹記您的指導，希望自己可以當一個小種子延續您的精神在學術研
究上繼續努力，這樣才不枉費您對我們的用心，也才能回報您在天之靈。再見了，我
最敬愛的老師。 
 
 

 
很慶幸在博士班這三年間有遇到如此認真盡心的論文指導委員，
還記得在我剛上博一的時候，對於自己的研究方向跟想法都充滿 

了不安全感以及不確定性；而黎老師總是不吝惜給我意見以及鼓勵，他總是在報告或
討論後跟我說:”很好啊!做的不錯喔!繼續加油!”在我印象中，他從沒給我負面的思
考，總是用鼓勵及微笑給我繼續堅持的動力。在老師抱病這段時間，老師仍給我們許
多意見及指導，讓我們的研究更加精進，即便到了最後一刻，我們都可以深深感受老
師對整個團隊還有成大的熱忱以及關愛。感謝老師用生命及愛成就了我們，使我們感
到無限緬懷與不捨。雖有許多無法言喻的哀慟，此時此刻的您必定帶著平安和喜樂在
更好的地方，感謝您的付出，謝謝老師。 
 
 
敬愛的黎老師，謝謝您，謝謝您，謝謝您！許多在您認為 
只是盡本分的事情，卻是為後來的我們開啟無限的學習機 
會與舞台。或許您的生理時鐘停了，但是您的堅持、您的笑容、講演時的神情動作、
小小聲音呢喃出的驚人的評論與建議，以及每次我們要進 82-1130 黎煥耀老師辦公室
時不斷預演練習的打氣動作，和您一切相關的強烈色彩將會伴隨著我們的過去現在未
來，不斷地不斷地不斷地……。最後，仍要謝謝您為這個世界做的一切，祝福您的一
切美好！ 
 

給我敬畏的黎煥耀老師~老師，當聽到您生病的訊息，我心想
您只是身體微恙，「老師應該隔幾天就能跟我討論 seminar 的 

paper 了」，當聽到您倒下的訊息，我心想您一定是太累了，「下次一定再將您填在講評
老師志願的第一欄」，當得知您走了的訊息，我知道這錯身而過的緣分讓我永遠無法
再聽到您從 seminar 教室最後面，用您平常細微的聲音，提出一道難以回答卻刺中紅心
的問題，謝謝您，謝謝您教給了我學習知識的方法，謝謝您告訴了我面對科學的態度，
當再也沒有機會在走廊間跟您說聲再見時，什麼都幫不了的我最後僅剩下一聲謝謝。 
 
 

陳嘉玲

王雅芳

莊詠鈞 

楊逸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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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思獻唱 
 

   

 

  

天使    

作詞：阿信   作曲：怪獸 

 

你就是我的天使 保護著我的天使 從此我再沒有憂傷 

你就是我的天使 給我快樂的天使 甚至我學會了飛翔 

 

飛過人間的無常 才懂愛才是寶藏 

不管世界變得怎麼樣 只要有你就會是天堂 

 

像孩子依賴著肩膀 像眼淚依賴著臉龐 

你就像天使一樣 給我依賴 給我力量 

像詩人依賴著月亮 像海豚依賴海洋 

 

你是天使 你是天使 

你是我最初和最後的天堂 

神並無應許 

神未曾應許， 

天色常藍，人生的路途，花香常漫， 

神未曾應許， 

常晴無雨，常樂無痛苦，常安無虞。 

 

神未曾應許， 

我們不遇苦難和試探，懊惱憂慮， 

神未曾應許， 

我們不負許多的重擔，許多事務。 

 

* 神卻曾應許，生活有力， 

行路有亮光，作工得息， 

 試煉得恩助，危難有賴， 

無限的體諒，不朽的愛。 

點名時候 

主耶穌再臨那日，必要高聲吹起號筒， 

那永遠光明清白華麗早晨， 

凡世上得救的人必在那邊一同相會， 

在那邊點名我亦必在其中。 

 

故我們應當從早到晚，爲主殷勤作工， 

歡喜傳揚主耶穌奇妙恩功， 

我救主所派職分已盡在祂面前無愧， 

在那邊點名我亦必在其中。  

 

*在那邊點名的時候，在那邊點名的時候，

在那邊點名的時候， 

在那邊點名我亦必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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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m A Thousand Wind 

Do not stand at my grave and weep;  

I am not there. I do not sleep.  

 

I am a thousand winds that blow.  

I am the diamond glints on snow.  

I am the sunlight on ripened grain.  

I am the gentle autumn rain.  

 

When you awaken in the morning's hush  

I am the swift uplifting rush  

Of quiet birds in circled flight.  

I am the soft stars that shine at night.  

 

Do not stand at my grave and cry;  

I am not there. I did not die. 

千の風になって 

私のお墓の前で 泣かないでください 

そこに私はいません 眠ってなんかいません 

千の風に 千の風になって 

あの大きな空を 吹きわたっています 

 

秋には光になって 畑にふりそそぐ 

冬はダイヤのように きらめく雪になる 

朝は鳥になって あなたを目覚めさせる 

夜は星になって あなたを見守る 

 

私のお墓の前で 泣かないでください 

そこに私はいません 死んでなんかいません 

千の風に 千の風になって 

あの大きな空を 吹きわたっています 

 

千の風に 千の風になって 

あの大きな空を 吹きわたっています 

あの大きな空を 吹きわたっています 

化為千風 

請別在我的墳前哭泣 

因為我不在那裡長眠 

我已化身千風 

遨遊在浩空 

  

在秋天化為晴光，遍照田野 

在冬季化為白雪，燦燦如鑽 

在清晨化為啼鳥，喚你甦醒 

在深夜化為星辰，為你守護 

  

請別在我的墳前哭泣 

因為我不在那裡永逝 

我已化身千風 

遨遊在浩空 

  

我已化身千風 

遨遊在浩空 

遨遊在浩空 



 

一顆感恩的心 

領著一群人向前衝 

感謝所有幫助籌辦 

黎煥耀老師追思會的單位與朋友 

以此紀念文集 

謹致 

敬愛的黎煥耀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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