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前醫療設施尚

未臻完善的時代，孕婦

的生產乃是生命安危的

大事，而肩負接生的重

責大任就是當時俗稱

產婆的助產士。本月份

適逢「母親及兒童健康

月」，使我想起一位在

偏遠山區拯救無數產婦

的偉大助產士――張詹

阿甘女士。

她於日治時期的 1911年出生於漢番交界

之卓蘭鄉的殷實農家，生來就具有客家傳統女

性之爽朗堅忍的個性。當時卓蘭山區的番社尚

未完全漢化，因此她在幼年時期還曾目睹原住

民出草的狀況，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她從卓蘭公學校畢業後的一段時間，曾留

在家裡協助農事。在農忙之餘也注意到鄉間的

醫療制度及生產教育尚未健全，加上保守的傳

統思想，使得正規的產婦人科醫院，很難發揮

其功能，致使分娩成為產婦面對生死的關頭。

由於鄉下地方助產婦不足，詹氏乃於 22歲時

毅然離鄉北上，報考名醫張文伴所開設的蓬萊

助產婦講習所，接受嚴格的培訓。修業期滿

後，她順利的通過官方的資格考試，於取得助

產婦執照後，即束裝返鄉服務。

由於當時的孕婦還沒有產前檢查的觀念，

因此都以傳統的方式來「安胎」，即使當時的

衛生機構很努力的推廣婦嬰護理觀念，但是囿

於助產婦之不足，因此成效不大。詹氏乃勤奮

地奔走於卓蘭、東勢鄉間的山地村落，努力宣

導公共衛生觀念及基本的醫療常識。

直到 24歲時才與神岡望族張耀鐘結婚，

未幾先生即赴日本福岡大學專攻齒醫學，返國

後於東勢開設耀鐘齒科醫院服務鄉梓。當時

的鄉民並不重視牙齒的保健治療，因此診所的

的收入並不理想，詹氏乃繼續擔任接生工作以

貼補家用。當時一般的助產婦都不太願意到山

地聚落服務，然而年紀輕輕的詹氏仍然不顧安

危，經常在交通不便的情況下，翻山越嶺的徒

步前往偏遠山區接生，甚至徹夜無法休眠。在

如此艱困的環境下，十幾年來她堅毅不屈的盡

澤被偏鄉 35載歲月──

助產士張詹阿甘的故事

荳蔻年華的詹氏阿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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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產婦人科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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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產前檢查的觀念，以及

幼兒哺乳的方法等等，使得

位處台中邊陲的和平鄉民深

受其惠。直到 1971年才屆齡

申請退休，她從青春年華的

時代，迄告老引退長達 35年

的積極奉獻，對山地部落的

公共衛生及保健教育，貢獻

極大，不但獲得原住民的愛

戴，也是我們社會的典範。

其夫張耀鐘牙醫師於

1980年代以 77歲高齡去世。

由於她在公私兩忙之間，仍

然持家有道，教子有方，五

位子嗣也均接受高等教育，

各有成就 (註一 )，因此榮膺台中縣及全國模

範母親的表彰。在他 90歲的晚年，仍然耳聰

目明，身心健朗。並於社區大學習英文、音

樂、勤練太極拳、元極舞及槌球等。

筆者在 2000年擔任助理總監時，曾經聯

合分區八社舉辦了「跨時代的世紀風華」資深

職業婦女表揚大會。當時我曾親自前往東勢採

訪張詹女士，可惜她後來謙辭受獎，乃遺珠之

憾，至今仍然令我耿耿於懷。她以一介平民，

卻成就了人間的大事，這些真正感人的事蹟，

總是隱藏於民間，因此我覺得她的故事不容埋

沒，故特藉此披露，與各位讀者們分享。

心為山地鄉民服務，而成為當地婦女之精神支

柱，廣受敬愛。

1945年太平洋戰爭結束，「助產婦」的

名稱正式改為「助產士」。張詹女士則一如往

常般的奔波於其繁忙的工作。迄 1956年應聘

於石岡鄉衛生所，方才獲得一部自行車得以代

步往診。四年後奉調和平鄉衛生所，這時她就

得必須每天清晨搭一個多小時的公車，從東勢

前往任所。和平鄉是地處偏遠的原住民山區，

鄉民散居於各小部落，交通極其不便，甚至有

些聚落連自行車都無法進入，只能跋山涉水，

徒步於崎嶇的山中小徑。在此環境下，她仍然

堅忍不拔的悉心為山地婦孺教導衛生保健的知

騎自行車往診的助產婦

卓蘭山區現況

詹阿甘的恩師――培育無數台灣助

產婦的張文伴醫師

註一：張詹女士之五位兒子，在各界都

各有成就，其中三子張隆盛曾任內政部次長，

四子張茂生克紹箕裘擔任牙醫師，接掌牙科診

所，並曾任東勢扶輪社 1985-86年度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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