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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題： 那些年那打素教曉我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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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七年醫科畢業後，鄭信恩醫生先從事急症室前線，後再轉向管理工作，二零

零九至二零一五年任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下稱那打素醫院)行政總監，六年來見

證上帝「給予那打素豐盛的支持」，帶領她過了一關又一關，今天她提醒自己，無論

在哪一間醫院工作，都要活出基督的樣式來。 

 

 

http://www.christianweekly.net/2020/ta2038917.htm


急症室反映現實 

 

單從她的名字，鄭信恩說「已經知道我是在基督教家庭長大的」，家族從祖父開始已

信奉基督，父親曾服務浸信會聯會。家人不少從事醫療界，媽媽是護士，所以自小

的志願是當醫生，希望藉醫術來幫助別人。 

 

實習後，鄭信恩於一九八九年到基督教聯合醫院急症室工作，她形容「急症室就像

一個社會的縮影」，聯合醫院位於觀塘，在那裏「我看到很多社會上的問題，包括嚴

重的貧窮問題」，在富裕的八十年代卻讓她「真的看見小朋友營養不良」。 

 

當時聯合醫院屬補助醫院，資源有限，若被懷疑染上肺結核，只能做一些簡單化驗，

較複雜的檢查，病人就要自費；而且沒有電腦掃描設施，頭部受創的病人若是緊急

情況，便要轉送伊利沙伯醫院。鄭信恩那時就想到「假如我們能在規畫上作出改變，

從而體現病人的需要，那不是很好嗎？」就此推動她後來向醫療管理上發展。 

 

面向傳媒交代沙士疫情 

 

不到一年後，她轉到政府醫院工作，一九九四年進修醫療管理，一九九五年起在醫

管局總部辦事處，統籌各項專業及應變服務。而鄭信恩為外界認識的是二零零三年

沙士時，被委派於每天下午四時三十分向傳媒交代最新疫情，她記得第一次(五月十

五日)主持記者會時，需要公布聯合醫院病房助理鄧香美的死訊，那時「我不能控制

自己悲傷的情緒」而自責表現不好，「說話一直處於結巴狀態」。 

 

事實上二零零三年三月下旬，淘大花園大規模爆發沙士時，大批病人湧進聯合醫院，

鄭信恩跟在那裏工作的舊同學，只能以舊約聖經詩篇一二一篇互相鼓勵︰「我要向

山舉目，我的幫助從何而來？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 

 

與那打素共度時艱 

 

二零零九年鄭信恩出任那打素醫院行政總監，雖然距離沙士已有六年，但她發覺醫

護人員仍然留有一些創傷。原來當年威爾斯親王醫院為了實施控制措施，於三月十

九日暫停運作急症室，而急症病人亦需往那打素醫院求診，當中有些是隱形沙士患

者，致使有四十一名醫護人員不幸染病。 

 

那時，鄭信恩還面對一個很大的人手短缺問題，因為「曾經有一個時期是醫護人員的

逃亡潮」。問題雖然棘手，但因之前的沙士讓她看到香港醫護人員的自我犧牲精神， 



體會「醫護是懷着多大的勇氣衝進病房」，致使她在管理的崗位上，更加體恤前線的需

要，最後「我十分慶幸天父眷顧了這所醫院，讓它能度過難關」。 

 

兒科面對的壓力 

 

她記得初到那打素醫院時，正值「雙非」高峰期，所謂雙非是指父母皆非香港居民，

但他們在港出生的孩子可以取得香港居留權，導致不少內地孕婦跨境到香港分娩。因

着地緣關係，鄭信恩指當時雙非問題「最嚴重的是那打素和北區醫院」，但由於北區醫

院沒有兒科，所以當雙非兒童遇有甚麼問題，都會湧去那打素醫院；加上同年又出現

豬流感，「兒科醫生的壓力很大，很多醫生都離職」。 

 

在兵荒馬亂中，一位基督徒醫生的主管替她重組兒科服務，甚至吸引兩名私人執業的

醫生加入，鄭信恩說：「其實他們在私營做得十分成功」，願意放下一切只是「因為他

們想在基督教的環境下服務」，亦因此而舒緩了兒科的壓力。 

 

二零一一年，那打素醫院的兒童精神科成立跨部門的「怡晴軒」發展計畫，為整個新

界東聯網開展兒童精神健康服務，這個大型計畫獲李嘉誠基金會贊助。但原來鄭信恩

之前曾面對一大難題，「當時醫生的數目並不足夠」，但卻碰到「政府突然有一些撥款」，

讓她解決人手的問題，同時間，「我也拿到一個跟李嘉誠基金會配對的機會」。 

 

這樣在人手上過完一關又一關，鄭信恩相信那是「主的能力」，即使是自己怎樣祈求也

不能得到，「作為院長，我也沒能力去吸引這些醫生」。 

 

「矜憫為懷」的現代版本 

 

作為一間由宣教士於一八八七年創立的醫院，那打素醫院的院訓為「矜憫為懷」，本於

基督對人的憐愛，一百多年後接任為院長的鄭信恩，理解為「要了解病人的需要」，她

借用另一位醫生的說話，就是「同在、同心、同步、同行」。 

 

「同在」，是指醫生可能要在數小時見數十個病人，每人只給予五分鐘時間，但病人其

實已等了數小時，且數個月甚至半年才見醫生一次，鄭信恩認為此時醫生「要讓病人

感覺與他同在」，不要跟病人沒有眼神接觸，「或好像沒有聆聽別人的說話」。 

 

「同心」，是指同理心，醫生要體恤病人內心所關注的事；「同步」，是指治病有不同階

段的需要，就像當救活了一個突然中風的病人後，就要關注他以後復康治療的需要， 

 



「出院後如何處理日常生活的事情，替他考慮家居改裝服務」。「同行」，就是關心病

人整體需要，「與他一同共度他疾病的旅程(disease journey)，克服他的困難」。 

 

鄭信恩相信這四點其實就是基督教醫療強調的「全人治療」，那是她在那打素學到的，

「用這個方式思考，也就能體諒到病人的身、心、社、靈的需要」。 

 

她還想起一個傷痛的經歷。一個五十多歲的男士因糖尿病而要切除雙腳，否則雙腳

會壞死，手術成功後病人卻接受不到，當天晚上在醫院自殺。「同事都感到十分傷心」，

然後「大家都上了一課」，就是「當你治好了他的病，卻沒有醫治好他的心」的教訓。

那次病人的心理狀態雖然曾被檢視，但因他故意隱藏自殺念頭而未被發現，所以鄭

信恩也提醒「醫護人員要有一個敏銳的心」，而不僅只是「做到醫科書上教導的東

西」。 

 

院牧關顧心靈所需 

 

那打素醫院還設有二十四小時候命的院牧服務，為病人和家屬提供心靈上的支援，

貫徹全人治療和實踐「矜憫為懷」的精神。院牧的經費由那打素慈善基金會支付，

鄭信恩說她當年曾見過一位黑社會老大，「跌斷了腳，到骨科進行手術」，因此認識

了院牧，接觸了宗教，最後改變了人生。 

 

院牧亦會支援醫護人員，「每個星期都會有恆常的午餐聚會，給醫生、護士、各職系

的人員午餐時可以有一個敬拜的時候」，而病人只要沒有傳染病的都可以參加。 

 

那打素醫院有一個小小的博物館，見證醫院走過蒙恩的歲月。在醫院員工中心出入

口寫着「上帝活在我們醫院」，鄭信恩說那六年在那打素的日子中，每遇到困難就想

起這句話作為她的幫助；而作為管理層，她祈求自己有屬天的智慧，在作任何決定

時，「希望自己能站在上帝的一方」。 

 

鄭信恩 ︳律敦治及鄧肇堅醫院行政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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