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讀台南醫師傳記多瞭解台灣
◎文 / 朱真一　St. Louis 大學及 Cardinal Glennon 樞機主教兒童醫院小兒科

前言

常在各種文章上寫過，台灣歷史很獨

特而且非常有趣，可惜從前台灣的教育，

讓 我 們 不 但 不 瞭 解 台 灣 的 歷 史 文 化， 更

養成看不起台灣的心態，這樣怎會有愛台

灣之心？自己可說因此糊裡糊塗到美國，

各種訓練就業安定後，幸而有機會讀些有

關台灣文學的書，瞭解台灣歷史文化的寶

貴。

自己後來很喜歡研讀本行有關的台灣

醫學歷史及故事，多多去探討後，更知道

台灣醫學很多方面很精彩，尤其台灣的醫

學史。去年還在《2016 北美洲台灣人醫

師協會年刊》上，寫了一文〈探討歷史故

事；學習求真及樂趣〉（註 1），我這歷

史學的門外漢，探討的只能算是故事，稱

不上史學家的歷史。

先探討跟國外有關的台灣醫學故事開

始，尤其美國較有機會得到的資訊。寫了

些 文 章， 還 出 版 了 幾 本 有 關 台 灣 醫 學 故

事的書（註 2）。最近有機會讀三本出身

台南的醫師傳記或日記，瞭解更多從前不

知道的台灣歷史。雖然是醫師的傳記，有

關醫學的記載不多，但讓我瞭解歷史另一

面，台灣歷史的多元性，很多以前不知道

的歷史。                         

以前因緣際會或特別尋找，讀過這三

本書，剛好編輯來信要稿，再找出這幾本

來 看， 特 別 來 介 紹 這 三 本 台 南 醫 師 的 傳

記，自己最近幾年才看到，相信不少人可

能不知道這些書，希望大家能找來看。下

面會提到，顏世鴻前輩的自傳，副標題稱

他寫的是台灣的荒謬年代。找書來看看，

看您會同意否？

《雙鄉紀》與《青島東路三號》   

這兩本書有很多關聯，不是直接聽說

書主人翁的動魄故事，才去找來看，而是

轉彎抹角地 ，從找瘧疾研究所人物時才

知 道。 這 兩 本 幾 年 前 讀 過， 當 時 接 到 書

後，因很有興趣連夜趕讀，感觸良深，以

前就一直想寫文章介紹給大家這有意義的

書。 這 次 再 讀 後， 去 網 路 上 找 有 關 的 文

章， 看 來 別 人 寫 得 比 我 好， 這 裡 不 必 多

言，只寫些自已跟這兩本書有關的片言段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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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醫學中，台灣最有貢獻之一的

是熱帶醫學。曾去探討不少早期，台灣熱

帶醫學有關的故事，還把這些文章結集成

一本書出版（註 2）。為了想知道這些很

有奉獻精神，又對熱帶醫學有貢獻的人物

的生涯，多方探討，找到其中不少人物，

更多有書信來往，找到一些家屬，發現不

少可歌可泣的故事，自不待言。

台灣熱帶醫學中的「瘧疾研究所」是

台灣歷史上很重要的關鍵，可是台灣一般

歷 史 書 記 載 不 多。 創 辦 初 期 幾 年 間， 從

1946 年 12 月 到 1950 年 6 月 共 有 13 位

醫師加入。探討每一位醫師的生涯時，發

現其中之一的葉盛吉前輩的傳記。這傳記

《雙鄉紀》（註 3），二十幾年前就早已

出版，很慚愧，幾年前還完全不知道這本

書，當然也不知道葉前輩。

看葉前輩的傳記時知道，台南另一前

輩顏世鴻醫師，再去探問而知道，顏前輩

有比《雙鄉紀》中提到更新版的自傳《青

島東路三號》（註 4）。幾年前，感謝謝

奇璋教授，帶我去訪問他，承蒙顏前輩贈

送這傳記，馬上閱讀。台南府城果然人才

輩 出， 很 可 惜 他 們 生 不 逢 辰。 另 一 大 感

圖一：（左）手上有的 2009 年出版的再版本《雙鄉記》；（右）網路上看到的第一版的封面。

NCKU Medicine 成大醫訊 28 期（一）41

分享園地



觸，前輩們讀的書比我多得多，比我更有

思想及智慧。

《雙鄉紀》的出版（圖一）

這本書如何能寫出來，本就是很有趣

的故事，作者楊威理先生是葉盛吉在日本

第二高等學校的同學。作者如何找到葉盛

吉的資料，更是幾波難得的際遇，書中說

明不少。書根據葉前輩家屬，提供他們所

保存的日記、讀書筆記、旅行記、信件、

各種文件等 25 大本資料，寫下葉盛吉的

一生。作者有很多雷同經驗又是膽肝相照

的朋友，相信是最瞭解葉盛吉的人，所以

能寫出這內容豐富，精采的傳記。

先以日文寫書出版，書名是《台

灣知識人悲劇―中國日本

葉盛吉伝（某台灣知識人之悲劇－在中日

兩國的狹谷中 ‧ 葉盛吉傳）》。1993 年

日本出版，再由陳映真先生譯成中文，於

1995 年出版中文譯本，書名改成《雙鄉

記》（圖一），副標題是「葉盛吉傳：一

台 灣 知 識 份 子 之 青 春 ‧ 徬 徨 ‧ 探 索 ‧

實踐與悲劇」。

日文版跟台灣出版的中文本內容據說

一樣，完全沒刪改。不知是否出版社的觀

點不甚同，日文版的書名以「悲劇」為重

要，中文版好像要強調「雙鄉情結」，書

名改稱為《雙鄉記》，內容一樣，雖然書

說最後的「尾聲」略不同，去找日文本看

差不多。 

作 者 楊 威 理 是 葉 盛 吉 好 友， 戰 後 回

台，也分發到台大醫學院就讀，後來他考

上政府的公費生，1946 年去中國，棄醫

到 北 京 大 學 改 行 念 經 濟 學。 楊 威 理 在 中

國，生涯雖也很複雜，不過學術有成，著

作不少。天安門事件後離開中國，移居日

本。

要把葉盛吉的日記以及各種資料全部

良好地保存，是一件非常困難的決心，若

被發現可能會有生命危險或坐牢的可能。

記得一位二二八事變遭難家族的朋友說，

他小時候，記憶最深的是燒文件及書。這

些資料先是葉夫人郭淑姿女史，接著交給

長大成人的兒子葉光毅教授。他們的堅決

精神令人敬佩，特別要感謝他們，我們才

有機會讀到這本書。

順便一提，最近找資料，才知道日本

作家司馬遼太郎寫的一本書《台灣紀行》

（註 5），第二章就寫葉盛吉傳，寫他讀

上 述 楊 威 理 日 文 版 傳 記 的 感 想。 司 馬 的

這本書的中文譯本，出版於 1995 年，出

版後不久我就買來看，顯然那時看司馬之

文， 沒 激 起 共 鳴， 沒 想 去 找 葉 盛 吉 傳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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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現在再看司馬的文章很有意義，一位

很瞭解台灣的日本人的觀點。

這裡為介紹這本書，沒寫書的內容。

只要用「葉盛吉」及「雙鄉記」上網查，

就 有 看 不 完 的 內 容 介 紹、 讀 後 感 類 的 文

章， 觀 點 不 同 意 見 紛 紛。 自 己 幾 年 前 看

時，還寫些摘要及讀後感。現在再看，尤

其看過很多人的文章，我寫的並沒什麼新

東西，不如別人，不必在此多寫。網站上

雖有不少內容摘要、評論或讀後感，希望

大家看這本傳記全文，很值得一看，會獲

益良多。

顏世鴻的《青島東路三號》 （圖二左）

從看上述的《雙鄉記》，知道楊威理

鍥 而 不 捨 地 尋 找， 因 為 連 絡 上 顏 世 鴻 前

輩，而得到好友的資料。顏世鴻也提供他

寫的自傳《霜降》給楊威理參考。顏世鴻

是葉盛吉的好友，因為跟葉前輩這關聯，

顏 前 輩 1950 年 6 月 被 捕， 一 直 到 1964

年 1 月才釋放出來。

看 顏 世 鴻 前 輩 的 自 傳《 青 島 東 路 三

號》的封面（圖二左），對副主題的「台

灣的荒謬年代」那句最感興趣，到底「荒

謬 年 代 」， 是 指 書 名 的 副 主 題「 百 年 之

圖二：顏世鴻的《青島東路三號》的封面（左），副標題《我的百年之憶及台灣的荒謬年代》很醒目。
顏前輩 2017 年 9 月 3 日時（右），背景是書，家中到處都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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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的一百年？還是特別一段時間？他的

序文沒講，不過多讀台灣歷史，大概會有

類似的感觸，台灣荒謬故事多。這次再看

下面提到的《軍醫日記》時，馬上想起顏

書副題的「荒謬年代」。

再讀這本傳記，更發現以前沒注意的

記載。他提到劉沼光前輩幾次，兩年多前

才知道家鄉的才子劉前輩，劉前輩東京第

一高等學校後，考上東京帝大醫學部，戰

後回台，從台大醫學院畢業，跟葉盛吉及

顏世鴻的案有關，後來到中國，他也有不

少的寶貴故事。書中還提到另一位，我還

稱為舅舅的遠親上輩，很可惜以前不知道

這些典故，不然早應該請教他。

這裡沒寫書中的內容，跟上面一樣，

若用書名加上顏前輩名，上網路查詢，有

不少的討論，寫得比我更好。書中最後編

輯曹欽榮寫的編後記，若上網可看到全文

（註 6），還有米果的序文〈我的舅舅顏

世鴻〉，網站上也有（註 7），都寫得非

常好，雖網上可找到些此書的摘要，還是

找原書詳看最有意義。

書中還有顏前輩將葉盛吉的一萬多字

日文的自傳翻譯為中文。主要寫較早的年

代，僅寫到日本戰敗，遙望等待回台灣。

這自傳秘藏身上，逝世後家人才找到，真

難能可貴之文。順便一提，去訪問顏前輩

時，印象最深的是他家不但書房，各處都

是書 ( 圖二右 )，很多整套的文庫。再讀

顏前輩自傳，知道他中學時就自我規定，

一天要讀幾本書，那時就打算要讀完圖書

館全部的書。

《太平洋戰爭軍醫日記》與「神靖丸」

訂閱《 文學台灣》雜誌多年， 那時

斷 斷 續 續 地 看 過， 鍾 逸 人 先 生 以 陳 篡 地

醫師故事為主的連載歷史小說。知道鍾前

輩 寫 陳 篡 地 醫 師， 因 為 他 看 到 吳 平 城 醫

師，手寫殘缺的日文《 神靖丸航海日記》

影 印 本。 以 後 去 查 知 道， 吳 醫 師 早 早 於

1989 年，出版一書《太平洋戰爭軍醫日

記 》（註 8），吳醫師也是台南人。

再找出吳醫師的《太平洋戰爭軍醫日

記 》（圖三），讀時就想起上面顏書封

面，提及的「荒謬年代」。這書就寫出不

少這類的故事，譬如有人在受訓中，不幸

胃腸出血，在訓練營吐血，居然會使很多

人羨慕他生病及吐血。因為這樣可以，不

必去戰場。更荒謬的是，有位醫師把病人

的膿，注進自己的身體，希望長出膿包，

可避免被徵召上戰場，後來反因敗血病身

亡。

看這本書更能瞭解戰爭的悽慘，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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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已是戰爭很末期，日本早已敗象累累，

被擊沉的日本船已數不清。他們可說是最

後一批被徵召的醫界人士，心理早有準備

船會被擊，吳醫師還隨身攜帶，機車輪胎

的內胎，準備掉入海中時或可用。書中一

句話「人到緊要關頭人格都沒有」，更道

盡戰爭的無情。

1944 年 12 月 1 日 離 開 台 灣， 先 到

香港再經海南島再到西貢。一個多月後，

到 達 西 貢 附 近 靠 海 的 聖 雀 岬， 吳 醫 師 還

下船去西貢市區回來，第二天的 1945 年

1 月 12 日，船被美軍炸沉。船上醫界人

物特別多，書上說醫師最少 59（或一說

80） 人， 還 有 藥 師 及 醫 師 助 手， 醫 師 中

只少數（11 人）生還。

這本日記除旅途及船被炸沉及如何生

存外，還記載劫後餘生的軍醫生涯，還被

派去新加坡而又轉回西貢。讀書才知道，

台灣人到處都有，旅途中下船時受台灣人

歡迎及招待，還有更多從前完全不知道的

典故。8 月 15 日日軍投降後，一個月後

他自動選擇離開日軍，又逢上越南人為爭

取獨立與法國的戰爭。

在越南時，身分不明狀態最少半年，

很多驚險生涯，大家尊為班長的陳篡地醫

師，後來還去了北越與胡志明一起過，這

些故事在上述鍾逸人的小說中看到，以後

再來報導。1946 年 2 月去華僑公會辦理

華僑身分證，終於 4 月 26 日上船，5 月

1 日回到台灣 。

這本日記的歷史及故事很有意義，更

說明台灣的多元性。台灣除跟歐美 軆、日

本 及 中 國 的 關 聯 外， 跟 東 南 亞 地 區 的 關

聯，一樣值得探討，尤其最近台灣從東南

亞來不少的「新」台灣人，台灣新政府的

「南向」政策。

順 便 一 提， 這 本 書 最 有 關 的「 神 靖

圖三：吳平城醫師的《太平洋戰爭軍醫日記 》封
面（註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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丸」，還有更多的故事，上網可找到不少

資料，有一部落格以「神靖丸」為題（註

9），有很多的文章。另一部落格也看過

不少，有關的歷史及故事（註 10），沒

進一步去探討，想還有更多網路上或已出

版的資料。「神靖丸」是台灣醫學史上重

要的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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