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錫鰹 撰文 

    「衛生」一詞，最早見於《莊子》〈庚桑楚篇〉「老子曰：『衛生之經，能

抱一乎？能勿失乎？能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

己乎？能翛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終日

握而手不掜，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瞚，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

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當中的「衛生」意指「護衛生命」，

但老子所言「衛生之經」艱澀難解，今日之「衛生」則泛指一切醫療保健之事。 

本章僅就現有文獻及鄉內耆老訪談，整理出鹿谷鄉自清代至現今的衛生醫療概

況，資料或許不夠完整，但留隻字片語供後人參考。 

 

第一節 清代 

    鹿谷開發於清乾隆 6年（1741）左右，初期為移民社會，並無制度化的衛生

醫療。直到 1895年清廷割讓台灣為止，一百五十年間整個台灣醫療衛生鮮有文

獻記錄，如今亦久遠難考，台灣猶是如此遑論鹿谷（當時稱羌仔寮）。 不過由

現存的一些文獻略窺台灣當時的一些公共衛生端倪：急性病以疫癘為患，嘉慶、

咸豐、同治年間皆有流行，一次流行死者數千；慢性病以痲瘋為代表，已有公設

的養濟院；毒品以鴉片為主，當時吸食人口眾多，根據道光年間，台灣兵備道徐

宗幹奏摺稱「約略吃煙者，不下數十萬人」，數據或許欠缺科學根據，但吸毒之

氾濫，可見一斑。當時醫療以傳統醫學及民俗療法（如問神、收驚）為主，吸毒

則以嚴刑峻法遏止，「初犯者刑，再犯者死」。鹿谷當時不過是一些墾荒的聚落，

是不是存在相同的問題，不得而知，但應相去不遠。 西醫於同治 4年（1865）

由長老教會馬雅各醫師來台登陸，同治 6年（1867年）開設台灣第一所西醫院，

光緒 12年（1886）巡撫劉銘傳創設台灣第一間公立西醫院－台北官醫局。鹿谷

當時並無西醫。 

 

第二節 日治時期 

一、篳路藍縷  

日據時期，日人鑑於據台之初，官兵病死人數遠多於戰死，乃致力於醫療衛生之

改善。 初期廣設醫院，明治 28年（1895）台灣總督府設立台灣病院（台大醫院

前身），同年陸續設立宜蘭病院、嘉義病院、台中病院、台南病院。 在衛生行

政體制方面，中央方面，明治 28年（1895）在台灣總督府總督官房之下設衛生



事務所，置衛生事務總長。次年（1896）由民政局接掌，於該局總務部內設衛生

課。明治 36年（1903）改隸民政部警察本署（其後改警務局），下分保健、醫

務、鴉片、臨時防疫、及總務五股，台灣衛生行政體系雛型於焉誕生。地方方面，

在各州之警察部下設衛生課，在各廳之警務局下設衛生係。 明治 29年（1896）

實施公醫制度，公醫非正式官員，但任命於總督，領公家津貼，於指定地區開業，

並執掌該地區公共衛生及醫事有關事務，類似目前的衛生所醫師。 除公醫外，

另有「限地開業醫師」（昭和 16年，1941年，改稱乙種醫師），指非接受正式

教育，經考試及格者，限以地域（山間偏遠）、期間（三年一期），暫准執行醫

務，光復時全台計有一百五十人，此制度一直到光復後民國 53年才廢止限地開

業的規定。 明治 30年（1897）開辦醫學教育，設立台北病院附設醫學講習所，

此為台灣西醫教育之濫觴。 明治 32年（1899）設立台灣總督府醫學校。 台灣

自古為瘴癘之地，日人治台後著重防疫，明治 40年（1907）開始牛痘預防注射，

大正 7年（1918）後鼠疫絕跡，此外天花、霍亂防治亦成效斐然。 大正 9年（1920），

地方官制大規模改革，沙連堡羌仔寮改名竹山郡鹿谷庄。 日據末期出現一種另

類的醫療－「寄藥包」。寄藥包的意思就是藥廠外務員將一些內服外用的常備藥，

裝入一個大藥袋，上面註明藥名、用法，置放民眾家中，如果碰上一些不是很嚴

重的小病，可以應應急，一段時間外務員會來家中補藥，順便紀錄消耗了多少。

在那個醫療資源缺乏的年代，「寄藥包」多少有它存在的價值，即使光復後仍持

續好長一段時間。 

 

二、醫界先輩 

（一）郭東周醫師（1892~1936） 鹿谷鄉第一位執業西醫師。  

郭東周醫師（本鄉農會第六、七屆理事長郭奇進先生之堂叔），台中州東勢郡石

崗庄（今台中縣石岡鄉）望族，生於光緒 18年（1892），與台灣第一位醫學博

士杜聰明博士（1893-1986）為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同學。大正 3年（1914）畢業

後，至台中病院服務。大正 5年（1916）來到羌仔寮開設鹿谷第一家西醫診所「安

東醫院」（位於今彰雅村基督教長老教會）。大正 8年至 14年間（1919~1925）

並擔任鹿谷鄉產業組合（鹿谷鄉農會前身）監事、常務監事、理事。後因其妻難

產致死，遂使郭東周醫師萌生去意。大正 14年（1925）赴日跟隨慶應義塾大學

病院產婦人科教授川添博士研究，昭和 3年（1928）兼東京濟生會病院產婦人科

主任，昭和 5年（1930）獲醫學博士返臺，在今台中市公園路開設「東周產婦人

科醫院」，可惜英年早逝，昭和 11年（1936）病逝，享年四十五歲。 



（二）張慶雲醫師 

郭東周醫師負笈日本時，將醫院移交張慶雲醫師。張慶雲醫師，據聞亦是石岡人

氏，在本地行醫多年後，轉至豐原開業，原址依舊由來自同鄉的梁雲光醫師接任。

有關張慶雲醫師的生平事略所知不多。 

（三）梁雲光醫師（1896~1985) 

梁雲光醫師（本鄉農會第六、七屆理事長郭奇進先生之姑丈），石岡人氏，生於

明治 29年（1896），出生醫師世家，父親為漢醫。梁氏自幼研習漢文，稍長赴

日本留學，入東京昭和醫專，畢業後返台，於鹿谷行醫多年。光復後移居日本，

在靜岡縣沼津市開設「梁醫院」，並任當地旅日華僑會副會長。梁氏雅好詩文，

著有《東海吟草》，積稿四百餘首，民國 78年在台出版，為詩人醫生。卒於民

國 74年，享壽九十歲。 鹿谷鄉最早開業的三位醫師，皆來自台中縣石岡鄉，雖

是外地人，但與鹿谷鄉發展密不可分，其後人如郭奇進先生（郭東周醫師之堂姪，

農會第六、七屆理事長）、黃玉韻女士（郭東周醫師之堂姪外孫女，前鹿谷鄉婦

女會理事長）、陳明進先生（郭東周醫師之堂姪外孫，前鹿谷鄉公所秘書）對鹿

谷鄉亦貢獻良多。 

（四）林福興醫師（1904~1977) 

林福興醫師，林杞埔（今竹山鎮）人氏，生於明治 37年（1904），台北醫事專

門學校（即台北醫專，原台灣總督府醫學校改制）第二名畢業（第一名為日人），

為杜聰明博士的得意門生。畢業後服務於台北赤十字病院（台北市立中興醫院的

前身）。二年後，因其伯父林長金先生任鹿谷庄長，先生為養病暫住大埤（今鳳

凰國小），養病期間同時為村民看病，其後至車輄寮（廣興村）開業。光復後衛

生所成立，兼任首任主任。先生於鹿谷行醫近半世紀，民國 66年辭世，享壽七

十四歲。逝世時，家人遵其遺囑將病患賒欠之帳冊付之一炬，先生之仁心仁術由

此可見。 

（五）辜朝英醫師（1900~1968) 

本鄉第一位在地西醫師。 辜朝英醫師，火燒寮（和雅村）人氏，生於明治 33年

（1900），日本岩手醫專畢業。 

（六）張賢醫師 

張賢醫師，彰化快官人氏，限地開業醫師，日據時期於坪仔頂（秀峰村）開業，

光復後仍繼續執業，其孫張燿坤先生曾任鹿谷鄉代會主席。 



（七）漢醫 

漢醫有邱鴻照醫師、黃茆醫師、張章醫師。 

（八）產婆 

日據時期本鄉唯一的產婆－邱彩鳳女士。 

第三節 戰後 

民國 34年（1945），日本戰敗，台灣回歸中國，鹿谷庄改鹿谷鄉。台灣衛生體

系大致沿襲日據時期，只是名稱異動：行政長官公署民政處下設衛生局，縣（市）

政府民政局（科）下設衛生課（股），後劃分出衛生院。 民國 35年，為推動地

方衛生事業，設立三十所衛生所。 民國 36年，二二八事變。4月 22日，台灣省

政府成立，民政處改民政廳，衛生局自民政處劃出，改為衛生處，直隸於省政府。

縣市衛生院維持原建制。同年中央衛生主管單位由衛生署擴編為衛生部，衛生所

增設至七十二所。是年「為救濟未具法定資格而已執行醫事業務有年之人員」，

行政院與考試院公布「醫事人員甄訓辦法」，省衛生處規定乙種醫師均需甄訓，

此為甄訓醫師之由來。鹿谷鄉甄訓醫師計有秀峰村張水順（本名張順）醫師，鹿

谷村余勉醫師、竹林村王添賜醫師。 光復後，西醫除林福興醫師、辜朝英醫師

外，稍後尚有蔡源吉醫師。中醫師則有李謀火、白加生醫師。 民國 37年，行政

院公布「縣各級衛生機關設置辦法」規定鄉鎮衛生所隸屬於衛生院，是年衛生所

增至一百零一所。同年台灣省瘧疾研究所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