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醫林
特稿

美國St. Louis大學及Glennon樞機主教兒童醫學中心小兒科  朱真一

日據時代的醫學教育(6)—
台灣人到中國習醫（二）

《「副/福」業回顧》-20 

醫
林
特
稿•

日
據
時
代
的
醫
學
教
育(

　)—

台
灣
人
到
中
國
習
醫
︵
二
︶

6

前言

這《「副/福」業回顧》系列，回顧醫學

院畢業及各類訓練完後，在St. Louis大學小兒

科服務時，因為主任突然逝世，改變自己的研

究計劃，以後較有業餘時間，探討自己有興趣

的台灣歷史文化，以及醫學人文。在本刊寫了

「副/福」業專欄，最先開始回顧探討台灣醫

學史的經歷、感觸及新發現。討論台灣現代醫

學的進展，譬如馬偕的生涯及早期來台灣的歐

美醫師的貢獻，尤其在醫學教育的努力1-3。

上幾期開始討論，日據時代正式的醫學校

教育，尤其有關其演變及進展4-7，特別強調台

灣的醫學校，從1918年開始，醫學校開始台日

共學制後，就有保障日本人學生的名額，佔全

台灣人口最多時，只6%的日本人，佔以後醫

學校學生的一半略多些。台灣人在台灣習醫反

而受歧視，習醫的機會大為減少，所以積極地

找島外習醫的管道。當然去日本讀醫最多7，

到中國習醫的是另一的管道。

上期討論台灣人到中國習醫的的一般情況

8，討論日本勢力在中國崛起及強大，在中國

增加了不少占據地，租借地、租界等外，還有

傀儡政權的滿洲國。用日語教學的醫學校，在

中國各地成立。接著討論台灣人到華南及東北

地區醫學校習醫歷史。下面來繼續討論，台灣

人到華北及華中地區習醫的情形，以及一很特

殊的，台灣密醫到中國變成「醫師」的「醫師

養成術」。

華北地區

 台灣人醫師到華北不多，陳力航的書及碩

士論文9,10，提到有些先進到天津發展，接著提

到五位有名的醫師們，到北京發展。他們前往

天津及北京，開始時，跟日本人/政府有關，

譬如先到日租界内的日本醫院工作，有些以後

離開日本醫院，自己開業。戰後尤其中共/國

民政府内戰時，有些回台灣觀望，以後再選擇

留在台灣，或是再去中國。結果不少留在台

灣，可是有些還是再回去中國。

 關於本期主題的日據時代，台灣人到中國

習醫的主題，在華北的北京/天津而言，台灣

人只有一位顏春輝前輩到北京的協和醫學院就

讀。協和醫學院，不能算是中國的醫學校。協

和由美國機構及資金設立，教授大部分是歐美

人士，用英文教學，畢業時還獲得美國紐約州

的醫學博士(MD)學位。台灣人在華北醫學校

習醫，最應該討論的是青島的醫學校，這醫學

校的歷史非常有趣。

 青島原是德國的租借地（1898年開始，

當時稱膠州灣），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失敗，

改由戰勝國的日本取代，變為日本的租借地。

那時上期討論過的同仁會，於1920年代，曾成

立青島醫學校，但經費不足及時局不安，很快

就停辦。那時代台灣人醫師，沒有人到青島發

展。

 1 9 2 2年青島又回歸中國，1 9 3 0年代時

代，日本在中國的勢力漸漸強大，1938年日軍

又再度占領青島。日本政界及醫界人士，創辦

「東亞醫科大學」，向政府申請時，就在各地

登廣告並舉辦入學考試。標榜「日中共學」的

口號（圖一），更在台灣大事宣傳，雖中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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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標榜「日中共學」的口號，在台灣報紙大
事宣傳「東亞醫科大學」設立及招生。

圖二「東亞醫科大學（青島醫專）」第一届畢業

生蔡錫圭，是台大醫學院解剖學科教授 。

圖三 東南醫學院（東南醫科大學、東南醫科學
院）正門。

生很少，不過這口號反吸引台灣學生前來，因

台灣人對中國的憧憬，吸引很多台灣人報考。

 第一屆錄取200人中，主要是日本人，台

灣人只有58人（圖二），中國人學生很少。

因為創校時混亂不堪，文部省先批准可設校，

但不久又取消。因師資及設備差，不久就有人

離校，第二屆開始，台灣學生銳減。後來改名

「東亞醫科學院」，再度申請而成功設校，而

且從私立變成「公立東亞醫科學院」。

 1941年改由同仁會接管，以後師資及設

備大為改進，附設醫院變成青島最好的醫院。

畢業生以後可到華北各地，在同仁會的醫療機

構服務，名聲大為提高。1944年又成為日本

「文部省認定學校」，並改名為「青島醫學專

門學校（青島醫專）」。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

投降不久後學校關閉，陳力航的書上及碩士論

文9,10，附錄中有台灣醫師從青島醫專出身的名

單，共培養出88位台灣人醫師。

華中地區

 不少台灣人醫師很早就到上海，上海是中

國最大城市，人口多而且醫學校也不少，跟台

灣人習醫最有關的醫學校有兩個，較多人就讀

的是東南醫科大學，這醫學校成立於1926年，

由中國人創辦，1930年改稱東南醫學院（圖

三），有不少台灣人前往習醫，中國人的教員

中，很多是到日本習醫的，尤其是從千葉醫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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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大）畢業，另外較多的是留德的醫師，張

力航的書及論文中9,10，列出18位台灣人畢業於

東南醫學院。

 東南醫學院跟台灣關係密切，尤其張錫

祺醫師（圖四）。張醫師雖出生於閩南，不過

小時候隨母親住台灣，然後到日本讀中小學，

再進入千葉醫科大學。畢業後先回台灣高雄行

醫，開設「光華眼科醫院」，然後到廈門，再

轉到上海，他在上海行醫非常成功，而且在東

南醫學院教學，並出資幫忙東南醫學院。張醫

師是傳奇人物，請看張力航的書或論文，有較

詳細的典故9,10。另外顏世鴻的《青島東路三

號》11以及《故事的電子報》的網站上，張力

航有一文12，有更詳細的典故。

 戰後張醫師又回台，擔任行政長官公署參

議，及遞補第一屆參議員。不久回去上海行醫

及教學，1947年被選為東南醫學院的校長。台

圖四 張錫祺醫師（𧫴謝 顏世鴻：《青島東路三
號》11）

灣跟東南醫學院有關人士中，還有台大婦產科

出身的李枝盈及李卓然醫師，病理科的葉曙教

授，來台大醫學院前，好像曾在那醫學院教學

過。另外1940年代初期日本勢力大擴張時，日

本人在上海創立了厚生醫專，這應該是用日語

教學，張力航的碩士論文中有一表格10，列出9

位台灣人畢業於這醫專。

就讀中國其他醫學校

台灣人在中國各地區習醫，大都集中上

期及上面所討論各地區的幾個醫學校，尤其是

用日語教學的，但是有些人在其他較少人知道

的醫學校就讀。在張力航的碩士論文10，最後

有一附錄〈附錄五：具有中國經驗的台灣醫

師〉。有些列出他們畢業的醫學校，發現一些

只有少數台灣人就讀的醫學校。

在廈門東洋醫學院或東洋醫學校有3名，

另外中華醫學校2名。還看到有4位列為閩南醫

學校或醫學院，上網找不到這閩南醫學校坐落

於那個城市。另外一位到嶺南大學醫科，所以

到過華南其他醫學校習醫的約有10位。

在張力航碩士論文10，後面的附錄中有一

表格〈附錄四：前往滿州習醫者〉，表上列有

一百三十多位。有些看來有些疑問，不是日據

時代的東北醫學校畢業。無論如何，去東北醫

學校的台灣人學生，是各地區中最多的，最少

120人以上，但不知到底多少，真畢業且有醫

師資格。

在華北地區，除了從上述的主要的青島

醫專外，張力航碩士論文的附錄五10，找到一

位畢業於北京大學醫學部，一位肄業於北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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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一旦被抓到，會被痛打及坐牢。密醫在台

灣無法生存，就找機會向外發展。閩南自然是

最好的選擇。無照行醫，雖然後來在中國非

法，但是中國時局不穩定，根本無法落實法

律，根本無法管理及取締密醫。

這類密醫在廈門暢行，1930年廈門地區有

台灣的「醫師」60名，只有17位是有台灣醫

師執照的醫師，43名(72%)是無執照的10。上

述張力航的碩士論文的附錄五10，就有不少人

沒上過醫學校不過仍可在中國行醫。依據中國

法律，只要行醫三年，再找人證明就可變成醫

師。很多的無照密醫，到中國行醫後，再回台

灣變成有照醫師。那碩士論文中特別寫一段吳

平城醫師的感概：他說只要經過形式上的考試

院甄選（甄訓），密醫去了廈門回來台灣，就

是大醫師了，從密醫變成有照醫師，他稱那些

為「光復牌」醫師。

到中國習醫或「甄訓」成醫師

雖然到中國習醫的台灣人比到日本習醫者

少得多，較集中幾個醫學校，最主要的一些醫

學校，是日本人或政府創辦，而且用日文教學

的，最多台灣人習醫的滿洲醫科大學及青島醫

學專門學校，是日本文部省認定的醫學校，順

便一提旅順醫專也是。這三校跟台灣的醫學校

一樣，畢業後就有醫師免許證（醫師證書），

可到日本及台灣開業。不過其他中國醫學校就

讀的，在日據時代及戰後，還是可以回台灣行

醫，不知須要其他手續否？

滿洲醫科大學及青島醫專的畢業生相當

多，各有百位及88位以上。根據卡鳳奎的書

學醫學院以及一位協和醫學院畢業。在華中地

區，找到在上海的中國醫學院2位，亞東醫大

及後來改稱為南洋醫科大學2位，還有位寫上

海醫專，及一位到江西省立醫專，一位到江蘇

醫學院等，以及有位寫中央大學醫學部。上網

查看，中央大學醫學部，在上海創立，以後搬

到南京去。所以在上海東南及厚生兩醫學校共

有17位（18+9位）台灣人就讀外，上海的其他

醫學校約有5-6位，以及其他華中的醫學校有

2-3位，讀其他醫學校的人數不多。

若把到華南、華中、華北及東北醫學校

習醫的台灣人學生一共加起來，大約有280人

到中國醫學校習醫過，有些不知道是否畢業。

不少就是明知未畢業，不過從下段的討論，他

們以後仍可能是「醫師」。這280人想來想還

是低估些，尤其畢業後沒回台灣的，就沒有資

料，有些遺漏的人但不會很多。

另類在中國的「醫師養成」：無照（密

醫）變有照醫師 

在這些醫學教育系列，就討論不少，沒有

正式的醫學校前，早期就討論不少「學徒式」

的醫師養成，尤其早期歐美醫師剛來台灣時，

就訓練一些助手成為「洋醫」。想來歐美醫師

的醫療效果較好，有些人造假是由歐美醫師訓

練過的「洋醫」，洋醫的「密醫」很早就盛行

於台灣。

日據時代開始正式的醫學校成立，除了

「洋醫」的「密醫」外，藥局生及各類的助

手，有些離開職位後，當密醫行醫，這類「密

醫」也暢行。不久後，日政府開始嚴格取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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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朱真一：《副 /福業回顧》7-10-戰前來台

醫療有關的歐美人士1-4。台北市醫師公

會會刊1）2024；68(3)：90-5；2）2024；

68(4)：85-9；3）2024；68(5)：89-95；4）

2024；68(6)：89-95。

3. 朱真一：《副/福業回顧》11-14-戰前歐美

醫師與醫學教育1-4。台北市醫師公會會刊

1）2024；68(7)：85-9；2）2024；68(8)：

82-8；3）2024；68(9)：89-95；4）2024；

68(10)：80-5。

4. 朱真一：《副/福業回顧》15-日據時代的醫

學教育(1)：從土人醫師養成所到醫專。台

北市醫師公會會刊 2024；68(11)：86-91。

5. 朱真一：《副/福業回顧》16-日據時代的醫

學教育(2)：台北帝大醫學部及醫專部。台

北市醫師公會會刊 2024；68(12)：90-5。

6. 朱真一：《副/福業回顧》17-日據時代的醫

學教育(3)：多元化的台灣醫師養成。台北

市醫師公會會刊 2025；69(1)：82-7。

7. 朱真一：《副 /福業回顧》18-日據時代的

醫學教育(4)：日本醫學校習醫的台灣人醫

師。台北市醫師公會會刊 2025；69(2)：81-

6。

8. 朱真一：《副/福業回顧》19-日據時代的醫

學教育(5)：台灣人到中國習醫（一）。台

北市醫師公會會刊 2025；69(3)：80-4。

9. 陳力航：慢船向西-日本時代台灣人醫師在

中國。2024；前衛出版社，台北市。

10. 陳力航：日治時期在中國台灣醫師

(1895-1945)。國立政治大學碩士論文。

13，台灣人畢業於日本醫學校的人數，只有三

個學校有百位以上。所以這畢業人數多的兩個

醫學校，在台灣醫學史上，還是有其重要性。

上幾期討論中，我曾提到過的台灣醫師名鑑

14,15，在戰後約九年(1954)或十三年(1958)，就

有不少畢業於這兩「中國」的醫學校的，在醫

學院當教職，或是地方醫界的名人。

到底有多少密醫到中國執業「醫師」後，

回台灣當「光復牌」的「大醫師」？可能不

是少數，上面提過，1930年廈門有台灣「醫

師」60名，只有17位是有台灣醫師執照，43

名(72%)是無執照的。再去看張力航論文附錄

五的名單10，從列出的前三頁中，算了一下，

沒列出就讀過醫學校的比列出醫學校畢業的還

多。前兩期提到1958年的《台灣省醫師名鑑》

上新竹縣的名單上，共144醫師，其中有19位

(13%)是靠考試而成為醫師7，想有些可能是到

中國行醫而有醫師執照的「光復牌」醫師吧！

最後順便一提，上面提到的顏世鴻及吳

平城醫師，我曾在《成大醫訊》上，寫過一文

〈讀台南醫師傳記多瞭解台灣〉16，介紹過他

們，以及張力航書中提到不少的另一醫師：葉

盛吉醫師。若您有興趣可在網站找到，他們的

生涯很有意義及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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