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醫藥大學傑出校友 

  王輝生 112 年 6 月 
 

 畢業系所： 

醫學系 63 年畢 

日本京都大學醫學博士 

 現職： 

日本醫療法人輝生醫院理事長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第二次連任) 

全球台灣醫衛聯盟(Global Taiwanese Medical Alliance)副總會長暨日本代表 

 經歷： 

京都大學附屬病院醫長 

大津市赤十字病院醫長 

 傑出事蹟及貢獻： 

2000 年我以京大校友的名義發起「贊同李前總統訪日及母校京大」的簽

名運動，共有 1 萬 5 千多人及 88 名包括諾貝爾醫學獎得主本庶佑教授在內的

京大教授簽名響應。日本輿論譁然，促成了李前總統卸任後首度訪日的臨門一

腳。 

2012 年「國際糖尿病西太平洋地區會議」及「亞州糖尿病集會」會中台

灣國名被寫為 Chinese Taipei ， 台灣外交單位要求我出面交涉改正，在 18

天後成功地將 Chinese Taipei 正名為 Taiwan 。這是近年來大型國際會議，正

名成功的首例，台灣馬政府外交部頒贈我「外交之友貢獻獎」的殊榮。 

2015 年，我與我的老戰友江口克彥參議員，密謀李前總統前往日本國會

演講，並安排安倍前首相及李前總統不期而遇。僑務委員會吳新興委員長，親

赴京都頒贈「華僑之友榮譽獎章」給我的老戰友江口克彥，及「二等華光專業

獎章」給敝人。 

2021 年我投稿台媒呼籲台灣鄉親答禮日本捐台疫苗，共發動九次「遠水

救近火」的救援活動，回饋給日本的弱勢團體。嬴得日媒關注，五大報都以 1/4

版面大幅報導、產經新聞更是一報再報，甚至位列頭版，NHK 也日夜播報四

次。2022 年敝縣滋賀縣縣議會全體議員通過贊成台灣加入 WHO 的決議文。 

2023 年 3 月，我與老戰友日本《東亞情勢研究會》江口克彥理事長，親赴台

灣，召開台北論壇。發揚李登輝精神、落實安倍生前挺台遺志，響應賴副總統

的「和平保台」理念。 

 當選感言 

母校在 1958 年的紛紛擾擾中倉促成立，風雨一甲子。春秋名相管仲在其

《管子·權修》中曾說：「十年樹木 百年樹人」，強調教育是百年大計。然而，

母校於 2001 年自從蔡長海董事長領導後，在短短 20 年中，就有如脫胎換骨

般地飛躍進步，如今母校已經位列世界 500 大名校之林，甚或高居台灣私立大

學的榜首。 

全球的校友們、都與有榮焉。正值母校欣欣向榮的此時此刻，我以一介寓

居日本的開業醫，竟然榮蒙母校青睞，當選傑出校友，母校千里送殊榮，然而，

對母校毫無尺寸之功的我，實深感汗顏，受之有愧。茲以誠惶誠恐之心，寫此

感言。 

我是 CMU 第十屆醫學系、於 1974 年畢業，在台北空軍總醫院當完婦產

科的 CR 總醫師後，通過教育部的留學考試，於 1978 年負笈東瀛、入學京都

大學，專修生殖免疫學，1988 年取得京大醫學博士學位後，任職於京大病院

及關連病院，直到 1992 年，滿 45 歲時才選擇在與故鄉魚池鄉(日月潭所在)酷

似的日本琵琶湖畔，與內人小兒科醫師(台大醫學系 1979 年畢業)攜手，在異

國篳路藍縷、展開懸壺生涯迄今。 

我初離國門的翌年 1979 年，台灣接連發生許多天搖地動的大事件，從台

美斷交到美麗島事件、林宅血案等壞消息接踵而來。台灣一時風雨飄摇，謠言

四起，海外遊子更是徬徨無著。當年日本媒體對台灣視若無睹，對台灣島內的

消息更少著墨，來自台灣免費的《中央日報》海外版及自購的《聯合報》海外

版，非但不能幫我解疑釋惑，反而治絲益棼，所以我又從香港訂閱客觀中立的

報章雜誌，讓我對自己祖國盤根錯節政治生態的無知及懵懂，多少有所啓蒙。 

在京都大學十四年繁忙的研究生涯、及吃力的臨床工作，使我無暇也無力

介入關懷台灣的具體行動。開業後，在自已的小天地裡，候診室中懸掛著一幅

二公尺長，從衛星拍下的台灣地圖，昭告病人這家醫院的主人來自台灣，也隨

時自我提醒，毋望出生之地台灣。 

2000 年由於京大前輩李前總統在卸任公職後，想赴日訪問，但日本政府

百般阻擾，拒發簽證。身為在日台灣人，不免義憤填膺，挺身而出，開啓了我

一邊行醫、一邊積極關懷台灣的行動，茲舉其犖犖大者簡述如下： 

1、我以京大校友的名義發起「贊同李前總統訪日及母校京大」的連署運動，針

對京大校友，致函求援， 共有 1 萬 5 千多人包括 88 名京大教授響應，諾

貝爾醫學獎得主本庶佑教授(時任京大醫學部部長)更是率先簽名連署。日

本輿論譁然，促成了李前總統卸任後首度訪日的臨門一腳。隨後我在京大

成立「日本李登輝之友會」，李前總統卸任後，九訪日本，我鞍前馬後、無

役不從。2004 年除夕日，在大雪紛飛中促成李前總統拜訪 96 歲高齡的京

大恩師，睽違一甲子的耄耋師生會，賺人眼淚也虜獲了萬萬千千的日本人

心。由於台日無邦交，敝人肩負起李前總統與日本官方、尤其是國安人員

的溝通平台。 



2、2012 年「國際糖尿病西太平洋地區會議」及「亞州糖尿病集會」會中台灣

國名被寫為 Chinese Taipei ， 由於主辦單位是母校京大，所以台灣外交

單位要求我出面交涉改正，經過穿梭折衝，在 18 天後成功地將 Chinese 

Taipei 正名為 Taiwan 。這是近年來大型國際會議，正名成功的首例，台

灣馬政府外交部頒贈我「外交之友貢獻獎」的殊榮。 

3、2015 年，我與我的老戰友江口克彥參議員，密謀李前總統前往日本國會演

講，並安排安倍前首相及李前總統不期而遇。僑務委員會吳新興委員長，

親赴京都頒贈「華僑之友榮譽獎章」給我的老戰友江口克彥，及「二等華

光專業獎章」給敝人。 

4、2021 年日本醫療物資短缺卻義捐台灣台灣疫苗。我在感動之餘投稿台媒呼

籲台灣鄉親答謝，共發動九次「遠水救近火」的活動，將募得的醫療救援

物資回饋給日本的弱勢團體。嬴得日媒關注，五大報都以 1/4 版面大幅報

導、產經新聞更是一報再報，甚至位列頭版，NHK 也日夜播報四次，多家

地方電視台更以特別節目的方式播出。2022 年敝縣滋賀縣縣議會全體議

員包括共產黨在內，通過贊成台灣加入 WHO 的決議文，成為意外的收獲。 

5、2023 年 3 月，我與老戰友日本《東亞情勢研究會》江口克彥理事長，親赴

台灣，召開台北論壇。發揚李登輝精神、落實安倍生前挺台遺志，響應謝

長廷駐代表所揭橥的「日台共築和平共同體」以期達成賴清德副總統「和

平保台」的目的。 

離開母校、走出國門，奔波了半世紀，值此從心所欲不逾矩之年，深深體

會「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的道理。雖然枝茂

葉盛、失根則萎；縱使江水滔滔，源絕則枯。所以，對於我的源泉根本之地，

無一日或忘，強化僑居國日本與母國台灣的交流，已成為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此次感謝母校的殊遇，使我有機會溫故知新，了解母校的突飛猛進絕非偶然，

更高興看到母校的卓越環境，嘉惠莘莘學子，增加了我深根固抵的動能，相信

重視國際交流的母校及學弟學妹們，將來在台日友好的大道上後會有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