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上幾章談國際鴉片會議，及跟鴉片會議關

係密切的賀來佐賀太郎及賀來寫的《日本鴉片

政策（Opium Policy in Japan）》一小書1-4。

可瞭解台灣鴉片問題的國際關聯，台灣人把鴉

片抗爭運動國際化的意義。

上幾章提到日內瓦會議日本獲好評，英國

為了使日本「露馬腳」，建議國際聯盟派員去

遠東調查。總督府要趕緊補救1925年日內瓦會

議中「強制治療」的不實宣傳。調查團來前先

公佈總督的訓令「鴉片癮矯正所規程」，匆匆

忙忙成立「臨時鴉片癮矯正所」，開始矯正治

療。這矯正所的規程及矯正治療，本是為國聯

調查團前來的急就章措施，無論如何開始了鴉

片癮者的治療。

更早矯正治療記載

上述的法令的規程雖很簡單，匆忙成立

的矯正所，雖為應付來台灣的調查團，總督府

把矯正所附屬於警務局，意義可說很重大，表

示政府有決心開始矯正工作。劉書說這批治療

「非只台灣、日本、即使是人類史上，此亦為

首次依靠近代醫學矯正煙癮成功案例」5。

從《台灣府城教會報》登的〈醫館的告

白〉或〈府城醫館的消息〉，為戒除鴉片習

慣，馬醫生後來在新樓醫館設立四個人可住的

「勒戒所」，應該也是「依靠近代醫學矯正

煙癮成功案例」6-8，那教會報稱兩星期就可出

院，大概沒在醫療文獻上報告，報上也沒登載

治療方法。

杜聰明的第8報告提到9，1929年他向總督

府提出設立治療鴉片癮醫院的建議書上，韓國

美國St. Louis大學及Glennon大主教兒童醫院小兒科血液癌瘤組 朱真一

在1926-29年間共設立10間治療的「解癮收容

所」，還說當時的京城帝國大學藥理學科及內

科做治療的學術研究。大連市有關東廳立的救

療所，中國各地也有幾所戒煙院，都沒有較詳

細的治療資料。無論如何，就是其他地方有早

些的治療計畫，沒有任何地方有台灣那樣多

人、有數據的成功治療結果。

更生院及更生矯正科

上述這臨時矯正所，稱為更生院是否正

確？劉書用「臨時鴉片癮矯正所」5，更生院

是否遷離中央研究所後，3月28 日喬遷到大稻

埕的醫院以後的名稱？不過杜聰明的第8報告
9，還是把中央研究所的臨時矯正所都稱為更

生院。表一列出更生院的開始矯正日期，就是

臨時矯正所設立的1930年1月15日。

無論如何，首批37名志願矯正者，使用

杜聰明約一年前在愛愛寮，治療鴉片上癮者的

方法，這些治療下面會再稍討論。「臨時鴉片

癮矯正所」喬遷到大稻埕當天（1930年3月28

日），還公佈「鴉片癮矯正手續」，有較正式

的矯正工作規定，訂各醫院矯正名額為總計425

名（表一）。表一可看出不但台北有專設立的

更生院（圖1），各地的政府醫院還設矯生科，

各醫院依大小情況不同，有不同名額。台北的

更生院，以前談過，院長雖由日本總督府的技

師擔任，杜聰明身為醫局長全權管理經營。使

用杜聰明研發的方法治療（圖2），各地醫院的

矯正科也採用與更生院同樣的治療法9。

治療原則

以前本系列未討論過台灣研發的治療法，

上面提到，沒有任何地方有台灣那樣的好成

早期台灣與歐美的交流
台灣的「鴉片戰爭」(十六) --
更生院的矯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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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這裡不談杜聰明前輩的詳細治療法，因為

醫學進步很多，70-80年前的方法，早已過時

而不適用。這裡只討論他研發治療的原則，這

可能仍很重要，現在不再是吸鴉片的問題，而

是使用麻藥、大麻、迷幻藥及其他毒品，可是

仍可參考以前如何研發治療鴉片癮者的經驗。

首先須瞭解台灣的鴉片癮者，所吸收的

嗎啡（morphine）量並不多，專賣局製作的煙

膏，本分等級，含量不一9。以後專賣局漸廢

煙膏等級制度，以後只有一種煙膏，而且刻意

漸減嗎啡含量，到了1928年煙膏的嗎啡只剩

6％而已。比日本剛佔據台灣時的一等煙膏的

10-12％，只約一半而已。靠燃燒的煙霧中，

人體從肺部吸收的嗎啡量不會多。

一般的禁斷法有即時及長期兩種，若短時

間（數日間）內就除癮，禁斷症狀劇烈，患者

不堪其苦，尤其對身體虛弱、老年及心臟病患

者不適合，長期禁斷時間很長。所以杜聰明教

授就改進此兩法的缺點，用藥理學原則研發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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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總督府更生院」，原圖網站上註明是
1931年。應是遷出中央研究所後的地
方。圖來自：http://memory.ncl.edu.tw/
tm_2007/hypage.cgi?HYPAGE=all_
detail.htm&subject_type=image&did_
id=10&project_id=tpphoto&xml_
id=0000358810

表一：1930年代的更生院及矯正所的成績。（轉載自註9）

圖2.杜聰明教授（後中）與
鴉片癮者於更生院。
（轉載自杜淑純女士編
著的《杜聰明博士留真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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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法，使除癮者沒痛苦。時間比長期時間縮短

很多。使用藥理學的原則，是他治療法很特別

的地方。

用藥理研究找治療法

這裡特別提他用藥理學的原則，根據他的

第8報告9，他不但找其他歐美日各地學者發表

過的的方法，他的藥理學研究室致力於鴉片有

關的研究。這裡只列出他在第8報告提到的幾

位研究者，沒去找他所有的鴉片有關研究。

台北醫專的藥理學教室，在杜教授指導

下，最少有邱賢添、葉貓貓、張紹濂、窪田

（日本人）、王人喆、呂阿昌、黃文、王耀東

及林金龍研究者9，做各種不同有關鴉片的研

究，包括藥物生理學、新陳代謝以及臨床的試

驗，研究大概也為配合除癮的目標，希望找出

最適合台灣鴉片吸食癮者的方法。

1929年3月10日到該年12 月，先在愛愛寮

使用他們研發的治療法。主要由邱賢添、葉貓

貓、張紹濂前往，用他們研發的治療法，治療

過程幾乎沒有痛苦。他們的除癮法，對禁斷時

症狀用藥物治療，以藥物減少各種症狀。他說

治療時飲食及作息與日常無異。他們也顧慮到

上癮者的種種痼疾，痼疾是使癮者吸食鴉片的

原因，若給予治療，可避免退院後又再度使用

鴉片9。

矯正成績

更正院喬遷後新址後，1930年4月1日開始

正式的鴉片矯正工作，因為一、兩個月前（1

月15日-3月28日）「臨時鴉片癮矯正所」的治

療很成功。此矯正法計畫4年間對1萬7千餘名

癮者治療，這數目以臨時治療所的治療經驗來

估計。以425床每病患須一個月的治療，則4年

間可以治療425x12x4＝20,400癮者。若考慮有

些醫院如表一仍未準備妥當，有的醫院6到8個

月後才開始治療，4年間共治療1萬5千餘名，

相當符合原先的計畫。

矯正治療仍須繼續，第二階段從1934年4

月1日開始到1942年3月底共8年。第2階段的更

生院床位減至50外，其他醫院的矯正科顯然廢

除，接受治療者8年只1815人。若以50x12x8

表二：第二階段（1934-1942）的治療成果。（轉載自註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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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0來估計，治療人不多。劉書還特別說，

第二階段治療結過並不理想 5。從表二可看

出，這第二階段期間，治療麻藥中毒者還佔相

當大的比率（1815人中的136位）。

鴉片特許人數，1 9 4 1年底雖減少到的

7,560人而已，1941年實施全島的特許者檢驗

時，發現鴉片煙癮問題仍嚴重，1942年起台

北的更生院再度擴張為100床，1944年更擴張

為180床，以便增加矯正能力。戰後改由民政

廳的衛生局接管，1945年11月17 日改稱為台

灣省立戒煙所，關閉更生院，將病患移往當時

的台大醫學院第2附屬醫院，即前日本赤十字

社台灣支部病院，後來的省立台北醫院，實施

矯正治療。1946年6月10日所有的矯正工作完

成，6月底結束。

上段期間的治療，杜教授的第8報告稱為

第三階段（表三），從1942年4月到1946年的

6月，4年共治療了3119位。很值得注意，此表

列出有49名日本人及2名韓國人。51位日本人

中，21位是麻藥中毒者，30位是鴉片癮者。顯

然日本人也有些（最少30位）鴉片癮者。雖未

言明是從日本來的或在台灣的日本人，可見日

本這樣嚴格的預防措施，連有些日本人都逃不

過變成鴉片癮者。

總督府有決心禁鴉片 

總督府的確有決心從1930年1月加強取

締，開始把不合法的鴉片吸食當犯法看待。新

設40名「鴉片警官」處理有關鴉片的罪犯，執

行有關取締違法吸食及走私鴉片等工作。根據

劉書5，除了5名在州政府兼管有關鴉片的行政

工作，其他35名鴉片警察專職於控制違法吸食

及鴉片走私。他們將違法吸食的嫌疑者強制檢

查，以醫學來診斷有否吸食鴉片。

警察對煙膏的零售商更嚴格管理，限定只

能在販賣地區出售，還要厲行核對零售商的帳

簿，看與特許者的購買簿摺相同否。這樣可阻

止不法鴉片吸食者的鴉片來源。劉書說矯正工

作隸屬於警務處，表示總督府的決心，劉書還

特別說台灣的警察的確「萬能」5。

更重要地，台灣從日本據台開始 30 幾年

的台灣鴉片漸禁政策，1930年正當國際聯盟要

來台調查的時候，才真正開始改變。日本當局

改變放任的漸禁主義，決心尋求矯正治療的措

施。

更生院的意義及成就

從上幾章很容易瞭解，戰爭後期，因為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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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第三階段（1942-1946）的治療成果。
（轉載自註9）

2012年第56卷第5期      台北市醫師公會會刊82



片原料的罌粟來源會有問題，假如沒早先的治

療，鴉片膏可能缺貨。幸虧有這鴉片癮者的治

療計畫，減少鴉片癮者及鴉片膏需要量，為台

灣減少不少的社會問題。

有這麼多的鴉片癮者的治療經驗  (2萬以

上 )，全世界大概只此更生院有這麼多的數

據。不但報告醫學臨床方面的衍生症、死因及

死亡率，孕婦及數十例的新生兒鴉片中毒者等

等，其他在社會學上有意義的事項如犯罪之種

類及比率，都加以整理研究，以學術性態度來

處理這些數據，發表了很多的學術研究論文。

因為治療鴉片癮者，帶動了「台灣人」醫學

界，影響以後的台灣醫學更進一步的進展，這

裡用「台灣人」醫學界，因為對台灣人更有意

義。

對鴉片的學術上的研究成果，每年提出

論文到台灣及日本各種藥理學會、醫學會上報

告外，也到國外如極東熱帶醫學會發表，受世

界之注目，以後杜聰明教授更因此獲得日本學

術協會獎。對醫學上的貢獻，下章再更詳細討

論，尤其對成功地用尿檢驗嗎啡最有意義。 

必須一提，總督府有決心，委託杜聰明

領導從事鴉片。總督府還為此編定預算除了設

立「更生院」及更生科推行治療工作。帶動了

「台灣人」醫界突飛猛進。我認為對台灣的醫

界、學術界下列三點意義重大的貢獻： 1) 使

台灣的醫學更有學術風氣，更有研究精神。 2) 

培養了更多的「台灣人」醫界的人才。 3)促進

台灣跟歐美的交流。鴉片問題在台灣醫學史及

台灣歷史上，都是很重要的關鍵處，下章再來

討論。

對此事件以及其他從醫師醫界角度去探討

台灣與歐美交流有資料的前輩先進，請大家多

多來信來電話或 e-mail 指教並提供資料及線

索，先謝謝大家。我的E-mail: chuj@slu.edu

及aljychu@yahoo.com (請送兩處)，Fax: 314-

268-4081。住址Dr. J. Y. Chu, Cardinal Glennon 

Children's Hospital, 1465 S. Grand Blvd, St. 

Louis, MO 63104。電話314-577-5638 (office若

無人接請留話)。

謹謝杜淑純女士贈送她編著的《杜聰明博

士留真集》及杜武青教授贈送《杜聰明言論集

第二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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