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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合組李尚林副主任的十年歷程

「成為父親後去義診，
看見和女兒一樣小的顱顏患者，
我躲到走廊盡頭哭了好久」

# 國際醫療服務      # 職人心聲      # 蒙古      # 唇腭裂義診      
# 成為父親以後      # 職涯歷程      # 越南

0 2 — 3

歷來的年報我們介紹了許多患者與家庭的故事，其實在基金會工作夥
伴的身上，也有滿滿心路歷程想與大家分享。

高高瘦瘦，戴著眼鏡，溫文儒雅的李尚林是國際合作組副主任，自
2011 年就加入基金會的他，已有十年的工作資歷，但回憶起當初的起
心動念，尚林坦言：「我什麼想像也沒有，對顱顏議題也不認識，像
一張白紙一樣就進來了。」他從未想過，後來這段歲月為他的人生畫
上最豐富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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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會國外服務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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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會是尚林的第一份工作，也是到目前為止唯一的一份工作，歷史與國際關係背景出身

的他，初到基金會，就從最基礎的寫 email、打電話、寄公文開始學起。

2013 年第一次擔任蒙古義診團領隊，醫療團成員的經驗都比他豐富，才剛要從機場出發

就因行李超重卡關，團員幫忙解決後對尚林說：「現在是我們在幫你處理你的問題！」讓

他備感挫敗。

但一到了蒙古機場，當地醫療團隊前來接機，雙方一見面就熱烈打招呼、擁抱，和樂的氣

氛讓他感受到這是多年的情誼累積，「我們真的是彼此理念相同，互相幫忙的好朋友！」

基金會的義診其實是方法，重點是為了協助當地醫療團隊精進技術，讓他們能一起學習的

「示範手術」。每次的義診約 5-7 天，為 20 多位病人開刀，這些病人的狀況複雜，當地

尚無法自行處理，就會由台灣團隊操刀，當地醫師圍在一旁見習。「我有時會覺得，醫生

們好像在開演唱會，旁邊圍了三層的觀眾，大家全神貫注，看醫師怎麼操作細膩的手術。」

因初當領隊出包，與醫療團隊悉心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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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台灣義診團特有的模式，希望能根本性地改變

各國唇腭裂的醫療環境，讓當地能有自己的醫療能

量、後勤團隊，建立完整的支持系統。

尚林回憶 2019 年到美國受訓時，曾跟著義診團到

瓜地馬拉，發現當地公立醫院完全不做唇腭裂手

術，都交由國外的義診團處理，因為不必花錢品質

也好。但產生的後續問題如患者的術後保養、語言

學習，或是如 2020 年疫情衝擊後義診團無法到訪，

就暴露出了「援助依賴」的脆弱處。

所以就算基金會國際合作的做法比較辛苦，但每年

固定舉辦的義診團、種子醫師來台培訓，都是帶動

當地長出自己醫療力量的重要一環。

這是台灣義診團特有的模式，

希望能根本性地改變各國

唇腭裂的醫療環境，

讓當地能有自己的醫療能量、

後勤團隊，建立完整的支持系統。
2015 年尚林的女兒出生，初為人父一個月，當他再

次到柬埔寨義診，發現心境有了改變。

「我看到那些小嬰兒，跟我女兒長得一模一樣，但

是這世界多不公平，他們可能因為醫療資源匱乏、

家境貧窮，無法獲得應有的醫治和照顧。」那一趟

義診讓他湧出許多情緒，甚至跑到走廊盡頭一個人

默默地哭，成為父親後讓他的心更柔軟，也對於家

長的心情有了更多同理。

尚林觀察到不同國家發展階段，家長們有著不同期

待，例如在柬埔寨，只要手術有完成他們就很開心；

越南唇腭裂醫療發展已超過二十年，家長們會開始

思考孩子日後的語言溝通能力、心理問題；菲律賓

則已經漸漸出現家長間的支持性團隊，彼此分享醫

療與照顧經驗。

而台灣的基金會早已延伸出生活各面向的服務，包

含新手爸媽諮詢、新生兒到宅喘息照護、兒少營隊、

親子團體、經濟補助、大眾教育等，「是我們未來

希望可以輸出給各國的珍貴經驗！」

成為父親後，
看見顱顏患者有了更多感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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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偷問尚林，這十年間都沒有想過離職嗎？尚林說有想要翻桌的時刻，但離職還真的沒想

過。「我的工作大部分都遇到好人，所以正面能量很多！」

曾經有熱情的蒙古患者為了感謝義診團，邀請他們到大草原玩，一行人圍著大爐子，面對

一望無盡的草原聊天唱歌，真摯的友誼讓他一直記在心裡。

回憶這十年的歷程，前五年都像在練功蹲馬步，嚴謹遵守著 SOP 把該做的做好；從第五

年開始，掌握了基本功熟悉事務後，尚林開始能去思考哪些細節還可以做得更好，或是在

與國外團隊溝通時，能分辨出當對方回：”Oh YES!”時，可能代表的是「好吧，我等等

去找再跟你說。」還是其實根本就沒聽懂。

如今邁入第十年，尚林開始敢去想像未來十年，他希望基金會能長成什麼樣子？「台灣

豐沛的社工經驗，以及超強的醫療團隊都是最珍貴的資產，我希望台灣經驗可以成為亞

洲的唇腭裂議題典範，將我們的模式分享出去，在每個國家建立出自己的醫療團隊與基金

會。」」

從迷惘到熟悉，如今找到自己的專業

台灣從曾經的受援助國，到如今能夠援助他人，就是最成功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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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林說自己是中生代，從羅慧夫醫師、王金英前執行長、陳依伶執行長，與眾多前輩們的

開創中接棒，面對台灣的少子化、全球化環境、更多 NGO 的出現，要思考基金會的下一

步能夠如何提供獨一無二的服務與價值。

「過去的我並不知道自己的專業在哪裡，如今我可以自信地說：『我就是那個讓事情發生

的人。』」曾經覺得自己只是打雜小弟的尚林，終於明白能將不同國家的醫療團隊、政府

資源、民眾捐款聚集起來，變成一個個拯救生命的顱顏手術，就是自己的職人價值。

與專業人士們一起做事，聽懂他們的需求，讓事情能順利推進成功，「我的專業是照顧好

所有人的專業。」曾經害怕自己沒有專長，對職涯無所想像的一張白紙，如今已被畫上多

彩繽紛的美麗，並想像下一個十年，羅慧夫顱顏基金會要走得更深更遠，帶給世界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