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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在台僑生聚會，大家都稱他將

軍。

什麼？他是將軍？當初還以為只是

開玩笑的稱呼，這位看起來溫文儒雅，

既無軍人雄糾糾的外表，也沒有可讓人

驚悚威嚴的眼神，怎麼可能是將軍！

人不可貌相，李偉政確是一位將

軍，擔任過台北801醫院院長；台中803

醫院院長，以及陸軍軍醫署的少將署

長。

他出生在印尼蘇門答臘島的先達

市，先達市距離蘇島首府棉蘭約兩小時

車程，素有「小延安」之稱，因為該地

的僑胞絕大多數是左傾且效忠「新中國

（中共）」。

李偉政的祖父來自福建省南安縣，

父親是先達市僑校的中學教育長。雖長

年住在先達卻不受當地環境的影響，堅

守忠於黨國的態度。李偉政初中畢業就

到棉蘭唸高中，在棉蘭最高學府─蘇東

中學畢業後，父親便決定送他到台灣唸

大學。

民國47年正逢金門823砲戰開戰，李

偉政說當時父親雖然有一點猶疑，但相

信國軍絕對守得住台灣。

就在同年9月，李偉政考進了國防

醫學院。父親的願望以及當時印尼的政

情，他絕不可能說要回去就可以回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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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下，再怎麼辛苦他都要撐到底，如

果自己不努力完成學業，就等於放棄了

自己的未來，自己的人生。

那個年代的軍中入伍訓練是最恐怖

的，他說那四個月過的是人間地獄，想

想在印尼，雖不是很富裕，但是家家戶

戶有三五個幫傭是很平常的事，家中的

衣食住行都有人照顧。回憶那短短的四

個月，好像作了一場沒完沒了的惡夢，

最終還是靠自己的耐力、毅力，咬緊牙

根也就撐過去了。

說到這裡，李院長自己覺得好笑，

他說幾次想哭又怕同學們嘲笑，在訓練

期間，有時還得在爛泥沼中，赤膊，只

穿短褲，在泥巴中匍匐前進，弄得滿臉

滿身都是泥巴的時候，突然鐘聲一響就

得衝往餐廳吃飯，大家都是全身髒兮兮

的邊吃邊喝，也不知吃下了多少細菌，

說來真怪，這麼髒的環境下，也沒有人

中毒或細菌感染。

第一天到國防醫學院報到時，讓

他感到意外又有點驚嚇的是一次就把頭

髮剃光。年少的僑生們一向都很愛「耍

帥」，最不能忍受的是頭髮被剃光。能

反抗嗎？他心中感到十分委屈，不能反

抗也只好接受了。

求學期間，雖能漸漸適應環境，但

功課的壓力讓他透不過氣來，知道必須

加倍努力，因為只要有一科不及格就得

再留一年，兩科不及格那就請你get out。

國防醫學院畢業後，必須在軍中

服務十年，其中兩年是要分發到部隊服

務。金門砲戰尚未結束時，他被派到金

門，一年八個月的時間，他幾乎居住和

工作都在坑洞裡渡過，幸好那段時間，

正是中共單日打，雙日不打的戰略方

式，而打過來的砲彈，大部份都會散

發統戰宣傳單，不像民國47年時無預警

的突然開砲，兩個小時內落彈達四萬餘

發，8月23日當天一天共五萬七千多發，

國軍死亡440餘人，包括金門防衛部三

位副司令：趙家驤、章傑、吉星文均在

砲彈中喪生，而司令胡璉，參謀長劉明

奎，前往觀察的國防部長愈大維以及兩

名美軍顧問都負傷。

十年的軍中服務結束後，李偉政自

動請求續留軍中服務，因為他在軍中已

付出了感情，而且認為一生報效國家的

軍人更應該得到照顧。

留在軍中也需要經過考試，成績好

的可以優先選擇在醫院，於是他選擇台

北801陸軍醫院，任內科住院醫生，住

院醫生最辛苦，管理很嚴格四年沒有假

期。之後他升任主治醫生，再分內科、

專科、次專科。訓練兩年後，取得血液

專科醫生的資格。

民國78年，李醫生升少將，調升台

中803總醫院院長，82年任陸軍軍醫署

署長。57歲那年，他屆齡退休，與同業

250名醫生共同投資創辦台北中山醫院，

該院全體股東都是醫生，每三年檢討股

東代表產生董事會，再由董事長指定院

長。

今年四月，李偉政被指派接任中山

醫院院長，該院就位在仁愛路圓環附近。

李院長有個美滿的家庭，院長夫

人趙淑娟女士是河北人，趙小姐當年陪

同父母親到醫院看診，幾次見面後，李

醫生發現趙小姐不僅孝順父母，體型健

美，容貌出眾，那麼好的姑娘怎能輕易

放過。而趙小姐也認為醫德好的醫生一

定會是顧家的好丈夫、好爸爸。經過三

年愛情長跑，這位健康又美貌的河北姑

娘就成了「醫生娘」。目前他們育有三

男一女，四個孩子都已取得碩士學位，

但是沒有一個是學醫的，因為從小看到

父親的工作實在太辛苦了。（作者為前

台灣新生報社社長） 

▲李偉政戎裝英姿。▼賢內助趙淑娟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