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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出地點： 成大醫學院圖書分館一樓資訊檢索區 
 

「有思想的地方，就有文化；有文化的地方，就有歷史」。 

 

臺灣在世界新航路開闢後，西元1544年被葡萄牙人讚嘆為「美麗島」（Ilha Formosa），

開始吸引來自世界的目光，之後，歷經荷蘭、明鄭、清朝、日本，以至於中華民國的政

權轉移，這塊土地聚集了來自不同地方的人民，傳承卻也發揚了許多地方文化，同時，

由於這塊土地人民的努力，注入臺灣本土的新活力。因此，臺灣的思想、文化、歷史都

顯示出獨特的風貌及多元化特性，這個特性在臺灣醫療史的發展上亦如此。 

 

臺灣醫療的歷史除了是臺灣史的一部份外，也顯現出臺灣醫療的發展、醫療體系的

形成、醫療人物的付出與努力、醫療團體的成長與茁壯、醫療文化的特色等等，這些刻

畫出不同時代醫療環境的變遷，來自東、西及臺灣本土醫療人員對這塊土地的醫療服務

的貢獻，這也是屬於臺灣最真實的感情與回憶的紀錄。 

 

由於臺灣醫療受到許多不同文化的融合及影響，很難由單一面向去看臺灣醫療史。

本次的臺灣醫療史展覽為展現臺灣醫療的不同風貌，特收集成功大學圖書館及醫學院圖

書分館內關於臺灣醫療史的圖書資料，除了一般紙本圖書之外，也展示視聽資料，再者，

也將目前國內外期刊發表關於臺灣醫療史的文章作一簡單的摘錄，期能對有意瞭解臺灣

醫療史的讀者作一拋磚引玉的作用，吸引更多當代人的關心，更為臺灣醫療的人文情懷

培養埋下種子，期能開花結果，將醫療倫理及人文素養植於醫學專業教育之中。 

 

本次醫療史圖書展覽可分為五大區，分別簡介如下： 

第一區 「臺灣醫療發展歷史區」： 

在本區的圖書資料主要展示臺灣醫療歷史的發展，用時間脈絡的演進去看臺灣的醫療

史，在時間點上，大概可切分為以下三個時期： 

一、荷蘭時期（西元 1624-1662年） 

二、教會醫療（西元 1865年馬雅各來台之後），如新樓醫院 

三、官方體系 

（一）日據時代（西元 1895年） 

 



 

 

（二）光復後（西元 1945年） 

1. 一般醫療體系（如台大、成大等） 

2. 軍方醫療體系（如榮總等） 

本區的圖書以「臺灣醫學 50年」（小田俊郎著、洪有錫譯，民 84）、「臺灣醫療發展

史」（陳永興著，民 86）、「臺灣醫療史：以台大醫院為主軸」（莊永明著，民 87）、「臺灣

外科醫療發展史」（洪純隆一、蔡篤堅，民 91），最為代表。 

 

第二區 「公會、學校及醫院科部歷史」： 

本區的資料內容呈現地方性、區域性的醫療歷史發展，舉凡醫學公會、各地醫學院

校、醫院及所屬科部的歷史都在其中。作品有「台大醫學院百年院史」（分上、中、下冊）、

「臺灣省立新竹醫院志」（分上、下冊）等等，因作品眾多，不逐一介紹。 

 

第三區「醫療人物傳記區」： 

醫療歷史是由當時的醫療環境背景、醫療人員及患者的組合而構建而成，在本區的

圖書收集許多對臺灣醫療發展具有影響力的人物，他們具有專業的醫學知識及技術之外，

更是具有豐沛醫療熱誠或對醫學持有理想而改革的醫者。從早期的蘭大衛醫師、日據時

代的後藤新平、光復前後的杜聰明博士、臺灣第一位女醫師蔡阿信、當代的李鎮源醫師、

宋瑞樓醫師等等，都可以在「臺灣醫療傳奇人物」（陳永興，民 92）裡，以及其他不同的

著作中看見這些前人的足跡。 

 

第四區「成大醫學院及附屬醫院系所科部相關歷史與簡介」： 

本區特別將本校醫學院及附屬醫院的各系、所、科、部，有出版相關歷史及簡介並收藏

於醫圖的資料展示於此區，讓身在成大的吾輩，對這裡更多一份關懷及體察。 

 

第五區「文學、歷史研究區」： 

本區的展覽以跟醫學相關的文學作品、歷史研究方法為主，讓讀者除了從歷史的角

度來看醫療史之外，也從人文的、社會的角度來觀察，或許更有另一番收穫。其中以「浪

淘沙」（東方白，民 81年）為代表。 

 

備註： 

1. 本次展覽的圖書書目除備有【清單】可供參考取閱，並備有精美限量書籤贈送讀者，

歡迎於展覽期間至本校醫圖參觀索取。 

2. 本校醫圖「武田書坊」收集許多與醫學人文相關圖書，歡迎在館內自行翻閱。 

本次展覽活動由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圖書分館、醫學院視聽中心主辦，配合「整合南台

灣大學 STS資源及學程推動的整合型計畫」（計畫編號：跨校 STS-03）。展覽內容若有任

何錯誤或建議，期盼各位先進不吝指正，並洽 06-2353535轉 5159蔡小姐，以作為改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