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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公共衛生百年史」 

研討會報導 
 

王品涵* 
 

前言 

今年（2011年）恰逢民國百

年，本所范燕秋所長協同許佩賢

副教授向教育部提出「多元鑲嵌

與創造轉化：臺灣公共衛生百年

史」此計畫，欲藉由此計畫來釐

清多元文化對臺灣公衛所帶來的

影響、這些影響是如何與今日的

臺灣相互嵌合？期間經歷過什麼

樣的創造與轉化？與東亞的其他

國家又有何異同等？並回顧臺灣

百年來公共衛生發展的歷史軌

跡。藉此，不僅可確立臺灣作為

現代國家的信心，同時也希望討

論出未來可供進一步發展與研究

的方向與途徑。 

                                                 
* 「臺灣公共衛生百年史」計畫專任助理、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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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計劃共舉行兩場系列學術研討會。首先登場的是「臺灣公共衛生百年史

研究生論文研討會」，其次為「公共衛生與現代國家國際學術研討會」。前者基

於培養新世代衛生史研究人才之考量，以公開徵文的方式提供博、碩士研究生

發表衛生史學術論文之場合；後者則匯集國際學術精英同台較勁，邀請東亞各

國專精東亞地區衛生史研究之學者發表其研究成果，深化衛生史的討論與研

究。以下將分別做一簡單介紹。 

一、臺灣公共衛生百年史研究生研討會 

「臺灣公共衛生百年史研究生論文研討會」於2011年1月7日，假行政院衛生

署樂生療養院院史室舉辦。本次徵稿日期自2010年9月開始，至11月評選出十篇

來稿。最後於研討會上發表之論文名單，謹羅列如下（按議程順序排列）：陳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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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生）〈臺灣醫生與日本在廈門的醫療活動 

(1895-1945) 〉、陳雅苓（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生）〈臺灣公醫的

來源與職責〉、張達欣（新北市八里國民小學教師）〈近代臺灣漢生病醫療機構

與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以樂山園為例〉、劉燕琪（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研究所

碩士生）〈鼠疫肆虐下的金門：1945至1952年金門的公共衛生建置〉、李佳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生）〈日治時期台北汚物處理之初探〉、沈

佳姍（國立臺北大學民俗藝術研究所碩士生）〈日治時期台灣之小兒保健──以

預防注射為中心〉、郭侑欣（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清

末台灣的醫藥衛生與空間論述──以胡傳《台灣日記與稟啟》為主〉、劉彥甫

（國立中央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生）〈近代臺海兩岸報紙廣告之比較(1912-

1945)──以醫藥欄為中心〉、郭婷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生）

〈1930年代葡萄酒在臺灣的健康形象〉、黃豑民（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

研究所碩士生）〈臺灣百年烏腳病之鹽村心靈、醫療人文層面〉，共分為「醫師

與醫療活動」、「防疫與公衛」與「疾病與保健的書寫」三場，並邀得范燕秋老

師、許佩賢老師與劉士永老師擔任講評人。 

本次會議論文所探討之時間範圍遼闊，由清末至現今，幾乎完全囊括臺灣

史上重要的政治階段；空間則以臺灣為主，展現了研究生對於本土的高度關

懷；主題方面，則包含了醫藥衛生、醫療活動、職業人員養成、傳染病與防

治、公共衛生系統與文化研究等，顯見公衛史研究於未來的發展性。 

二、公共衛生與現代國家國際學術研討會 

「公共衛生與現代國家國際學術研討會」於2011年5月20-21日，假臺灣師範

大學國際會議廳舉辦。本次邀稿日期自2010年10月開始，共邀得12篇稿件、20

位國內外學者與會。謹將研討會發表之論文名單羅列如下（按姓名筆劃順序排

列）：辛圭煥（韓國延世大學醫學院醫學史系）〈The Health Administr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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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 Municipality and 

Cholera Disinfection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 (1937-

1945)〉、范燕秋（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臺灣近代漢生病政策變遷

－多元醫療創造轉化之考

察〉、脇村孝平（日本大阪

市 立 大 學 經 濟 系 ）

〈 Quarantin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East Asia: The 

Late 19th Century and the 

Inter-war Period〉、張素玢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

研究所）〈海人草與寄生蟲

防治〉、張淑卿（長庚大學

人文及社會醫學科）〈從爭

議到全面接種：1960年代台

灣小兒麻痺疫苗風波〉、郭文華（國立陽明大學公共衛生學科）〈Leprosy and 

Its Ethical Consequences at Losheng Sanatorium, 1945-1960s〉、許宏彬（國立中

興大學歷史學系）〈從零散到整合：初探戰後新興學科的專業建構，以免疫學為

例〉、許佩賢（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戰爭時期台灣健民運動的展

開〉、飯島涉（日本青山學院大學文學部）〈The Patriotic Hygiene Campaign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Society in China〉、劉士永（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戰

後初期(1945-1955)台灣公衛體系的斷裂與接續〉、鄭根埴（韓國首爾大學社會

學系）〈Colonial Modernity and Sanitary Police in Korea〉、顧雅文（中央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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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史研究所）〈日治時期台灣的金雞納樹栽培與抗瘧藥物〉等。本次議程分為

東亞衛生、疾病防治、戰爭與保健、戰後初期的醫療倫理、醫療體系的轉化、

與公衛體系的重建等六個主題，分別邀請到李尚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

所）、飯島涉、許雪姬（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游鑑明（中央研究院近

代史研究所）、蔡篤堅（臺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與蔡錦堂（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等六位老師擔任主持人。評論人則邀得辛圭煥、范燕

秋、張淑卿、李尚仁、飯島涉、蔡錦堂、吳建昌（臺北醫學大學社會醫學

科）、陳宗文（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劉士永、白裕彬（長庚大學醫務管

理學系）、蔡篤堅、顧雅文等老師參與。 

本次研討會之與會學者皆為一時之選，探討的議題由傳染病防治到殖民地

衛生，由公衛體系的生成到國家權力與身體規訓，題材廣泛深入。地域上則囊

括中國、臺灣、韓國，乃至於整個東亞的公衛建制，可謂豐富多彩，對公衛史

的研究也大有裨益。本所此次有范燕秋老師、張素玢老師與許佩賢老師發表論

文，蔡錦堂老師參與講評，也展現了本所在此領域辛勤耕耘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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