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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籍医生狮城故事
如果说日暮浩实医生是在过了四分之一的

人生后才与医学结缘，那元田玲奈可说
是在人生开始时就立志要当医生。
　　这位娇小玲珑的小儿科医生，目前是莱佛
士日本人诊所的副院长。她于2003年到2006年
来新从事分子细胞生物学的研究工作，并于
2008年加入莱佛士日本人诊所。
　　她说：“我从三岁开始，就梦想成为一名
小儿科医生。我小时候身体非常虚弱，想长大
后帮助像我一样的小孩。母亲因为我生病而受
尽委屈，以前的医生思想古板，态度傲慢，母
亲还得看他们的脸色。每当想起这些事，我就
想帮助体质虚弱的小孩的家人。”

坚信当儿科医生是天职
　　元田玲奈办公室的墙上，贴满了小孩的绘
图，许多幅图画上都写着“谢谢玲奈医生”。
元田玲奈说，成为小儿科医生后，她更坚信这
就是她的天职。
　　“在小孩面前，我变得谦虚又自然。只要
看到他们，我就打从心底想帮助他们。这种感
觉不是因为义务或强迫。我真的感谢他们带出
我的这一面。”
　　当初来到新加坡，纯属机缘巧合。2003年
到2006年，元田玲奈以东京大学医学博士生的
身份在本地从事研究工作。当时，她的导师刚
好正为居住在本地的日本小孩进行成长期辅
导，并告诉她需要儿科医生来照顾住在新加坡
的他们。
　　“他的话真的激发了我。于是，我下定决
心，完成博士课程后，在日本重新熟悉临床知
识和技术，再回来新加坡。”
　　完成博士课程后，她在东京都医院累积了
两年经验。刚好莱佛士日本人诊所正在寻找小
儿科医生，元田玲奈于是致函诊所院长询问就
业机会，并顺利被录取，得以实现梦想。

从病童身上学到关爱
　　元田玲奈对职业的热忱，从她述说的一个
故事可见一斑。
　　多年前，她曾在日本的德之岛上进行第二
年的医生实习。岛上只有一家医院。元田玲奈
就在这家医院结识了一名女生，她患有与神经
肌肉有关的不知名疾病，在小儿科病房已住了
10年，以人工呼吸器维持呼吸。她的身体有障
碍，很难随意运动，不能讲话，只能听，而她
的家人住在另外一个岛上，很少来看她。
　　为了带这名女生到户外走走，元田玲奈说
服女生的家人买了一台机动车，并利用手动的
人工呼吸器，以确保女生在车里能继续维持呼

吸。这种呼吸器，需要有人不断地用手操作。
　　“我们带她到医院附近散步，岛上的人看
到这样的女生出来走动，都感到很意外，但开
始和她做朋友。更让人意外的是，她的脸色开
始好转，而且对父母、小孩和动物的叫声会有
反应。”
　　有一次，元田玲奈带女生坐船回到冲永良
部岛，也就是她父母住的地方。一群人一起散
步时，女生的母亲突然向邻居大喊：“这是我
的女儿！”
　　到了要回德之岛的时候，女生的父母向元
田玲奈坦言，他们曾经因为孩子的疾病，多年
来感到羞愧，不敢告诉外人，而这次能够向邻
居介绍自己的女儿，他们感到非常欣慰。
　　此时，患病的女生看上去好像要哭了。
“她知道要离开家人了。也就是说，她正在接
收外界的信息，正在表达她的情感。和这个病
人相处的日子，让我学到很多，特别是学到当
孩子们有人关爱时，他们能变得更好。”
　　如今，元田玲奈已是一家诊所的副院长，
营业时间要看病，营业时间结束后，她得处理
管理方面的工作，如解决员工的问题，改善员
工的工作情况等，相当忙碌。
　　她说，日本与新加坡的医药保险体系有
别。在日本，病人可利用国家的医药保险支付
医药费，但在新加坡居住的日本人一般上是在
旅游保险下获保，有诸多条例。“我在日本从
事医疗工作时，很少顾虑这一点。在这里，我
们必须更小心地管理医药保健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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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人或许不知道，为了让日本人看病时能够用日语更好地沟通，新加坡设有数家专看日本病人的诊所。
《新汇点》与两位日本人门诊医生进行专访，听他们分享人生阅历，以及让他们迁移到新加坡的种种契机。

日暮浩实在成为医生之前，是一名文学专业毕业
生。在众人的想象中，报读医科的人，肯定有

某些“冠冕堂皇”的理由。然而，大器晚成的他忆
起行医的初衷说，他是为了让人生有个新的开始。
　　日暮浩实来自日本，在新加坡日本人协会诊所
工作已有10年。由于长期受到本地文化耳濡目染，
他的口音稍带新加坡腔。
　　本地人或许不知道，新加坡设有数家专看日本
病人的诊所，主要是因为日本人看病时需要用日语
沟通。新加坡目前有30名日籍医生在日本人诊所工
作。此类诊所估计有六家。
　　据了解，通过新日两地政府的合作，新加坡允
许最多30名日籍门诊医生在本地工作，目前配额已
满。据知，约10年前，配额人数为15名。
　　根据日本外交部的数据，截至去年10月，住在
新加坡的日本人将近3万6000人。以这个数字计算，
日籍门诊医生对病人的比例约为一人对1200人。此
外，门诊医生的执照不允许他们看住院病人，可服
务的病人群较小，因此有一定的竞争。

新加坡中医学院针灸课程 
首批毕业生
　　因为妻子想要到外国生活，日暮浩实于2005年
迁来新加坡。刚到时，他报读了专为西医而设的针
灸课程，除了多学一门知识之外，他也希望通过与
班上的同学交流，提升英语会话水平。
　　他说：“班上大概有50个新加坡人，只有两个
外国人，也就是我和另一个欧洲人。”
　　2007年，他毕业于新加坡中医学院的针灸课
程，是针灸课程的第一批毕业生。如今，他不仅运
用西医的方法治疗，也可为病人针灸止痛。
　　当年让日暮浩实报读医学的契机，并不像许多
人想象中的理想化，而是让人感觉很真实。
　　大学毕业后，他曾在日本航空自卫队工作约两
年。但父亲过世的噩耗从乡下老家突然传来，他于
是辞去工作，回乡办理父亲的身后事，后来却发现
在当地求职无门。
　　他说：“于是，我就想再去读书，重新出
发。”
　　当时，日暮浩实年仅25岁，但在日本社会，这

个年龄加入日本企业为时已晚。由于医学行业比较
不受年龄限制，他决定转行当医生。
　　他说：“要加入一般企业，尤其是日本企业，
一开始不需要特别的知识。日本企业会在公司内部
培训新人。加入公司后，公司会展开非常严格的培
训。
　　“医生则必须从医学院毕业。有些医学院的学
生并不年轻。工作几年后，他们又重返校园。当
然，他们必须先通过考试。只有考试及格，才可考
入医学院。”
　　他指出，有些医学院的学生拥有截然不同的本
科文凭，如法律或文学，因为中途想要转行，所以
报读医科。
　　他说，虽然高中毕业后直接报读医科，是成为
医生最短、最直接的途径，但中途转行的人可受惠
于较丰富的人生阅历。
　　“医学很复杂。有时，有其他方面的经验反而
更有帮助。”

曾经梦想成为宇航员医生
　　日暮浩实毕业于千叶大学医学院，专攻呼吸器
官内科学，后来完成博士课程，获颁医学博士头
衔。
　　对天文有浓厚兴趣的他，年轻时曾经梦想成为
宇航员医生。心血管专家向井千秋是日本第一位到
外太空去的女性宇航员，她的经验曾让日暮浩实充
满向往。
　　他说：“我从小就想当宇航员，所以我把这次
（求职无门）的危机当作实现梦想的机会。”
　　尽管最终没有实现少时的愿望，日暮浩实仍热
爱阅读与天文相关的刊物。在访谈过程中，他从书
架上拿起日本权威科学杂志《牛顿》（Newton）给
记者看。
　　他解释道，《牛顿》的科学内容涵盖面广，深
入浅出，不仅适合专业人士阅读，普通人也容易看
得懂。
　　《牛顿》是从学生时期就伴随日暮浩实成长的
科学刊物。他翻到一页布满外太空照片的页面，一
边欣赏，一边回答问题。
　　“这是我很喜欢的刊物。从创刊号到现在，我
每一期都有。”

陈劲禾／报道

元
田
玲
奈
从
三
岁
开
始
，
就
梦
想
成
为
一
名
小
儿
科
医
生
。
如
今
，
她
是
莱
佛
士
日
本
人
诊
所
的

副
院
长
。
她
说
，
成
为
小
儿
科
医
生
后
，
她
更
坚
信
这
就
是
她
的
天
职
。
（
陈
斌
勤
／
摄
影
）

日暮浩实在新加坡日本人协会诊所工作已有10年。刚来新时，他报读了专为西医而设的针灸课程，如今，他
不仅运用西医的方法治疗，也可为病人针灸止痛。（蔡婉婷／摄影）

▌日暮浩实：新人生始于报读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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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为本地日本人看病

元田玲奈办公室的墙上，贴满了小孩的绘图，
许多幅图画上都写着“谢谢玲奈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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