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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醫學院附設醫院影像醫學部  蕭卓倫醫師 

大學的最後一年，S 和班上的同學們一同完成畢業前的最後一道關卡-

附設醫院的一年實習。實習不光是體力、心理上的雙重挑戰，S 同時也面

臨著和同學們一樣的心理壓力，實習的這一年如此辛苦，每個週一想著週

五、月初想著月底，祈禱著它早日結束，但是結束之後呢？猶記得剛入學

的幾次學長姐聚會，前輩們總是語重心長的說著大環境下的無奈，分享著

令人卻步的薪情，甚至要大家早早準備第二專長或是後路，也的確很大部

份的學長姐們，畢業後有著非常多元的職涯發展，像是重回大學生、機

師、高考公務員都有聽過。有些同學倒也未必是因為就業環境太差而轉換

跑道，而是在實習過程中，對於臨床上的壓力、顧客同事間複雜人際關係

承受不住，因而決定遠走高飛，一輩子不再接觸。 

 

就在這樣懷抱著迷惘、未知下，S 終究還是迎向了混沌不明的未來。

部份還沒有做好心理準備的同學，僅管附設醫院帶來了千錘百鍊的生活，

但因為是個熟悉的環境，所以還是沒能跳出這個舒適圈，就算那個舒適，

只是因為熟悉而帶來的錯覺。對 S 來說，留下來的確是一個考量，但是過

於嚴重的學長學姐制度，終究還是成為出去的最後一根稻草，畢業季之

後，S 也毅然決然的決定出走。經歷了一連串繁瑣的步驟，打聽診所情報

以及老闆人品、投履歷求職、面試考驗……，最後終於找到了新鮮人的第

一個歸宿。 

 



上班第一天，走到診所 V 時，S 怔住了，市中心的精華地帶旁，豪

宅、高級精品店中間，十分突兀地座落著一間豪不起眼的老舊建築，沒有

架社群網路行銷、沒有粉絲團以及通訊軟體聯絡客戶、老氣的招牌設計以

及名稱；開始工作後，又發現到診所用的藥、儀器、設備，都是上個年代

的產物……這樣一間充滿老氣的診所，能夠在市中心生存，想必也有它的

道理存在。診所的老闆 T，畢業後馬上出國，學會的開刀技術一路運用至

今，口耳相傳下廣為流傳。原先單打獨鬥的 T 老闆，意氣風發地僅以一己

之力再加上一個親密助理、一個櫃檯人員，這樣子的人數白手起家最終成

立了自己的診所，但隨歲月漸長下滑的體力，終究是讓 T 興起了栽培後進

的想法，這才開始招聘畢業生來分攤診所業務。 

 

然而，從沒有帶過下屬的 T 老闆也不知道如何開始培養新人，於是 S

就先從打雜做起，每天上班的內容就是幫 T 老闆的開刀對象上針、固定、

包紮，開刀全程由 T老闆獨立完成，或許 T老闆覺得 S應該專注最基本的

技能，也或許 T 老闆不願珍貴的開刀技巧輕易外流。工作的日子十分快

活，S 每天中午上班後，協助上針，T 老闆開刀的幾個小時都沒有事情

做，剩下就是下刀、關店的善後。空閒的上班時間，S 全部用來唸書，但

是 S 發現唸再多書，也比不上真正有前輩帶領的一步一腳印學習。此外，

T 老闆的開刀一招半式可以做到業界頂尖，但是其他的技術比如麻醉技

巧、藥物開立、術後照顧、慢性病處理等，卻永遠停留在老闆畢業那個年

代的水平。所以就算學徒一路在旁觀察學習，之後還是難以獨當一面的看

診。 

 

下定決心後，某天下班後，好不容易抓緊時機，忐忑地和 T 老闆說出

了心裡的想法，T 老闆沒有出現意料中的慰留抑或責罵，反而一臉淘醉般



想起他年輕時的過往，過去他也是這樣，歷經了不斷找尋歸宿的過程，帶

著前老闆的勉勵，S 開始了下一段的診所生活。尋尋覓覓，最終剩下了兩

個選項：診所 L和診所 N。 

 

具一定規模的診所 N 是教學醫院的老師們出來聯合開業，承諾給予最

好的訓練，學成之後有大機率學有專精，和坊間多數的一般科診所做出市

場區別，財富、名望自然也是一同獲得，但高強度的訓練走的是教學醫院

模式，得付出無盡的精力、時間、青春。診所 L 則是不同，它是由一個夫

妻共同創辦的新興小診所，業務以一般科為主，訓練過程安排相對自由，

因為是新診所，和年輕老闆一起摸索，沒有什麼傳統、輩份的包伏。此

外，年輕夫妻生了 2 個小孩，全家人極為享受生活，假日總會上山下海，

相比學院派老師們埋首研究、教學而忘卻家庭、生活，年輕老闆夫妻更能

體諒員工請假出國、生育。公司福利也相對開明，每月的餐聚、每年的員

工旅遊都是由一樣年輕的員工們一同決定，不會再像教學醫院一樣，總是

類似的圓桌型合菜、長官坐在一旁帶來強烈的不自在、員工總要被拱上台

表演的煩人尾牙…… 

 

時間、金錢、未來性的取捨，這個再常見不過的工作抉擇困擾著 S 好

久好久。同時，S 也得考慮那位在不同行業的另一半，另一半的行業也是

以勞累著稱，如果選擇了診所 N，僅管未來的物質生活一定不成問題，但

是孩子們的照護、教育可能都要缺席好大的一部份，想起過去求學階段以

來身旁的同學們，總有那些雙親同是上市老闆、牙醫、科技新櫃的小孩，

他們滿身名牌、一擲千金，但是感情、友情、升學等非物質領域他們卻反

而走得比一般人坎坷，這些小孩就算同是明星高中的同學，走上歪路的人



也是屢見不鮮。最終，S 回覆了診所 L 的入職通知，正式邁向下一段人

生。 

 

診所 L 的年輕氣息是一進門就能全身浸潤，電子病歷系統、Line 預約

看診、Facebook 粉絲團公佈診次、線上病情諮詢服務、非現金支付看診

費……來往的顧客很多都是網路上慕名而來，所以也是年輕族群居多。老

闆以外，是另個和 S 相仿年紀的同職位同事，另外就是十多名助理。年輕

老闆們對員工的態度不是傳統的高壓統治，相反地以自由放任為主，比如

一般公司遲到早退扣績效的制度，這裡變成每個月全勤者頒發獎金。福利

好，所以助理們多是跟隨許久的忠心老員工，就算職級是最底層，但憑藉

著資歷以及老員工及老闆的革命感情，新來的醫生們反而都得叫她們前輩

以及與之請教。而她們又清一色是女性，自由風的公司下，自然而然形成

一個人際圈子，自然沒有如同教學醫院的學長學姐那般病態。相比上一家

診所 V，那裡全院只有不到 5 人的員工，使得初來乍到的 S，在臨床經驗

是得心應手，反而對於這些人際關係是一籌莫展。 

 

老闆、S、S 的同事多是相似背景，大家都是來自那幾間大學，因為就

只有那幾間有設立相關學系，順利畢業後通過國考，經歷實習，輾轉於各

間診所，最後或繼續受僱或自行開業。有別於他們，助理們的背景十分的

五花八門。由於目前的法規並沒有限制證照，也沒有要求要有相關的任何

相關工作經驗或背景，只要能夠接受工作內容的人們都可以來申請，工作

內容慢慢學習即可，這並不是太難的工作，只要做久就一定能上手，所以

唯一的困難是工作環境的接受度，以及相對緩慢的加薪以及陞遷機制。因

此，通常是較無養家壓力的女性會來應徵，特別是一些求職較無優勢的科

系畢業生，一畢業會先來一邊賺錢一邊思索人生，也有些是在其他更為低



薪高工時的職場轉行過來。就如同任何一個男女一同相處的職場一般，也

有聽說過很多助理和老闆的瞹眛故事，這樣子的陞遷，來得非常之快。不

過在診所 L 裡，畢竟夫妻共同經營就近監視，目前還沒有這樣子的事情出

現。 

在學時期，常聽到資深老師感嘆，好的助理或是手術助手，相比於實

習生來說更為難得，聽到這句話的同時，S 連同身邊的學生們往往覺得十

分難過，然而真正進入職場，S 才明白為何師長們會如此說了。S 能夠進

入診所 L，是因為同樣職位的人離開，前面提到週遊於各診所，幾乎是大

家的必經之路，老闆常常面臨到底下的員工三不五時的跳槽，或因為學了

技術、開拓了客源，羽翼豐滿了就想自行開業；或因為和老闆理念不合、

業務分成談判破裂；或因為搬家……各種離職原因都有。 

 

助理就不是如此了，資淺的助理當然流動性也是居高不下，因為很多

人畢竟就只是畢業來過個水，或是上班後才發現完全不適應臨床，然而年

資越久的助理會越來越傾向留下，一方面他們無法獨立開業，跳槽的薪資

差異也不大，很有可能要重新計算年資。雖然重要的醫療決策、主刀不是

他們執行，他們負責的是發藥、接待、照護、清潔……這些看似非常基本

的事情，卻還是有人可以做不好，比如 S 就曾遇過極其隨性的助理，給藥

沒有再三確認，所以造成了藥物誤用導致傷害發生。此外，櫃檯也是他們

負責，S 也有遇過人際關係有障礙的助理，有些人待客極為不耐煩，只想

打發來客，或是有些人常常記錯客人指示、或是答非所問。遇到這樣的助

理，就算看診再精準，刀開得再好，客人還是會跑掉。更有甚者，資深的

助理佔地為王，覺得自己在這家診所待了那麼久，遇到新的同事帶來教學

醫院傳授的最新觀念時，往往拿出過去他們習以為常的醫療常規來挑戰，

甚或霸凌新人，最終使得診所沒有新血加入，落入惡性循環。正因如此，



遇到一個細心、好相處、好溝通的助理，會對診所帶來莫大的幫助，但通

常老闆們也不願意為這樣子的一個職位開出太好的條件，最終造成了好助

理難尋的現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