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十歲人生的逆襲---陳國柱 

 
    隨著高齡化社會的到來，人類活動的年齡逐漸的拉長，老當益壯不服輸、不

退休的大有人在，電影「不老騎士」敘述幾個平均起來超過八十歲的老先生，騎

上重機環島，一點都不輸給年輕人的熱情和體力，電影「金盞花大酒店」敘述生

活陷入不同考驗的年長者，決定及時行樂，到印度的金盞花酒店度假，過程中遇

見自己從沒預料過的風景，人生也因此有了新體會和活力。 

    既然高齡化社會的趨勢無法擋，年長者不畏年齡和體力的弱勢，和年輕人一

樣築夢，不再每天只是唉聲嘆氣的面對即將到來的生命終點站，不失為另類解決

高齡化社會問題的方法。美國或其他國家不乏八、九十歲老當益壯的上班族，仍

在社會上扮演著很重要的生產腳色，退休年齡延後，不僅加長了人類活躍的時間，

和年輕人一起活動的過程中，可激發他們的鬥志與愛心，何樂而不為。陳國柱，

七十歲，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四年級生。 

 

金庸的啟示 

 

     陳國柱來自香港，說著廣東腔的中文，見人就親切的喊「老師」，即使老師

的年紀比他輕很多，他說當初就是聽到武俠小說大師金庸，八十幾歲還到英國牛

津大學進修學位，他才鼓起勇氣，在退休之後，再度啟動進修計畫。一旁來自馬

來西亞的年輕同學周發揚也說喜歡看改編自金庸的電影和電視作品，可見金庸的

作品跨了三個世代以上，成就斐然。陳國柱說年輕時家庭環境好的同學，家裡買



了一套金庸，大家輪流看，看了入迷， 飯都不要吃，晚上覺也不必睡。 

 

成長故事 

 

    陳國柱小時候家裡很貧窮，爸爸是餐廳的侍應(服務生)，所以家裡很節儉，

花錢讀書是很不容易的事，當時住在中環舊樓，是 2、 3 層樓房，後來都更拆

掉，舉家搬到柴灣區住木屋(貧窮區)，中環後來繁華了起來，年輕的發揚說他有

去過，香港商業經濟金融區都在那裏，跨三個世代的對話，時空不斷的交錯，依

然能找出對話的中心點。 

    陳國柱出生於 1943 年，日本佔據香港 3 年零 8 個月，媽媽揹著他回廣東順

德(鄉下地方) 賣菜求生活，戰亂平息後回香港，他在五個兄弟姊妹中排行老大，

當時的學費很貴，父母能提供他念到高中就已經很不容易了，他高中念的是中環

中學中文學校。高中一畢業就出社會，賺錢養家供弟妹念書，學校介紹他到銀行

工作，當時銀行有陸資、港資、外資，他在陸資銀行工作五年多，1966 年爆發

香港事件，大陸文化大革命致使香港發動遊行示威運動，反陸聲浪致使陳國柱的 

工作被波及，離職後，他陸續在大樓樓層水電供應系統公司工作，擔任繪圖師，

負責水電管路配置圖的繪製，從手工畫到電腦。 

 

感謝來中山圓夢 

 

    退休很久後，陳國柱常常跑圖書館聽講座，有一天在灣仔會議中心聽完演講

後，發現樓上還有免費講座，那是一場海外華僑基金會舉辦，負責海外僑生招生

計畫的講座，他發現最感興趣的醫學系，入學申請沒有年齡限制，只要學校證明

高中畢業即可申請，不像在香港讀醫學系要好幾種會考，門檻很高，雖然香港也

有不限年齡的公開大學，但就是沒有他喜歡的科系，他認為機會千載難逢，第二

年就考上了，開心的來中山醫就學。 

    因為非常有興趣，國柱平常在家裡也都自學看有關健康的書，問他適不適應

學校生活，他說他很喜歡，老師、同學都對他很好，他很感激，就是考試不好， 

壓力很大，要記很多東西，年紀大記憶力不好，記不來。  

 

希望畢業後回香港行醫 

 

    國柱目前最大的希望，就是可以順利畢業，回香港行醫，他想走神經科，因

為和筋絡有關，他對中醫也很有興趣。香港承認台灣幾家醫學院的文憑，回去後

考上醫師執照就能開始執醫。他說過去香港開放大陸醫學生到香港執醫，是因為

香港醫師不夠，香港沒有獸醫系的時候，在台灣念完獸醫的學生，到香港幾乎可

以直接執醫，現在香港也開始成立獸醫系，實施保障名額措施。 

 



周發揚---翻譯兼生活功課照顧 

 

    雖然是如此想望，當初考上時，不想太多就帶著五十萬台幣積蓄來念書，兩

年就用光了，回香港跟妹妹借錢再來，有些同學資助他，他說有位同學把工讀金

都借給他，周發揚也常帶他去教會吃飯，同是來自外地，會說廣東話的發揚特別

照顧國柱，當國柱聽不太懂中文的意思的時候，發揚就會用廣東話翻譯一遍給他

聽，他非常細心，不僅關注國柱的身體也關注他的心理，他說目前想走的是心臟

科。中山醫學系要九年半才能拿到學位，國柱現在大四，許多科目被當，問他還

要念到九年半嗎？他說：沒有了， 畢不了業呀！  

 

辛苦又快樂 很踏實 

 

    和國柱同年紀的人，幾乎都退休了，他每天跟年輕人一起學習，年輕時喜歡

念書，卻因為經濟因素無法繼續升學的他，認為有書讀就很快樂，年紀大了，不

能畢業就算了他說:「 如果還年輕像我這樣的成績， 其實是很悲哀的，醫學系

很難進來，若不能畢業的話，前途堪慮，打擊很大的」。 

 

 

下一個挑戰？ 

 

    國柱說除了執業、工作之外，就沒有了。年紀大了，可以賺錢穩定生活就很

滿足了，如果還年輕就想繼續唸到博士、當教授。他說香港有 100 歲了還在醫學

系教書的教授，但他說他不是一個喜歡冒險的人，他總是跟年輕人說，有機會就

要讀大學，有的人雖然生意做得不錯，有成就，但我還是勸他們要上大學。他出

自一個貧窮的家庭，總認為不必挨餓就已經很好了。他說如果畢業要想辦法工作

還錢，欠老師、同學、妹妹的錢，要盡快還。香港有社會福利保障，公民滿 65

歲可以申請生活補助金，他來台灣念書之後就無法申請補助，若這時候回香港， 

還需要再等八個月的規定時間，補助金才會核發下來。但如果有工作收入，就不

能領補助金。 

 

醫學系限制年齡 

 

    聽聞醫學系之後對外地人士招生增加年齡限制的規定，門檻是 40 歲以下，

國柱說他對不起後來想念醫的許多人，因為不代表每一個上了年紀的人都有財務

困境，身體也都不好呀！他說剛入學時，老師有勸他轉系，但他實在是太喜歡讀

醫了，沒有接受建議。 

 

對醫執著終不悔 



 

    縱使經過這麼多的困難，國柱還是難以割捨對醫的喜愛，他說若沒完成醫學

系的學位，回香港後，還有機會的話，還是會想辦法找念醫的機會，最主要是趕

快賺錢，繼續圓夢。 

 

忘年朋友周發揚 

 

    國柱和發揚相差四十幾歲，是爺爺和孫子的輩分年記，但兩人忘年的同窗緣

分，是善良的發揚所促成的，發揚從小就想當醫師助人，所以選念醫學系，他說

要由上帝帶領，去偏遠地區行醫，目前認為畢業後台灣跟馬來西亞可能都不是他

選擇行醫的據點。提到同樣從馬來西亞來念醫的練穎霜學姊，現在可能正在某個

偏遠國家、物資缺乏的地方做志工醫療，發揚眼睛發亮，說聽過這位學姊但不知

也是從馬來西亞來。發揚出生自基督教家庭，從小看很多宣教士的榜樣，希望將

來也能到偏遠的地方去服務，即使收入不多也沒關係，他的父母也已同意。 他

說：「會盡量朝這目標去努力， 現階段先把學業完成，未來還是會有考驗，還沒

達到的目標，還是先不要說太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