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95年日本領台之前，台灣仍是一片瘴癘

之地，不但沒有西方之醫療設施，更沒有公共

衛生的概念。當年日本接管台灣時，日軍為弭

平各地的反抗軍，而在半年之間造成 4,806人的

死亡，其中陣亡者僅 164人，而因傳染病死亡

者竟高達 4,642人。因此，日本始政之後立即在

台北大稻埕設立「大日本台灣病院」，從日本

派來 10名公醫及藥師、護士等共 20名，並在

院內創辦「醫學講習所」，以培養台灣本地醫

師，此後先後派到台灣各地的公醫共達 99人。

1899年，總督府正式成立醫學校，由山口秀高

擔任校長，三年後任滿返日，由高木友枝接任

校長。

高木友枝，日本福島縣人，畢業於東京帝

國大學，是日本知名的細菌學者，曾任職於傳

染病研究所。1899年，他赴柏林參加萬國結核

病預防撲滅會議，後來並娶德國女子為妻。緊

接著赴巴西參加預防花柳病萬國會議。

1901年臺灣鼠疫大流行，死亡三千多人，

後藤新平乃邀其渡台協助撲滅鼠疫，並主持防

疫大計。高木友枝除了積極撲滅老鼠之外，並

設置衛生警察，加強防疫工作。他在完成這些

任務之後即接任台北醫學校校長，並身兼總督

府台北醫院院長、赤十字社台灣支部副部長、

總督府衛生課長等職，因此有「衛生總督」之

稱。此間他也創設臺灣醫學會，發行臺灣醫學

雜誌。

為醫之前，必先為人
台灣公共衛生之父──高木友枝

台北中山社 李博信 PP Marine

台北醫學校講堂

台灣電力株式會社

坐落於中山南路及仁愛路口之台北醫學校舊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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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初，他奉派赴歐美各國視察，返國

後創設臺灣總督府研究所，並兼任所長，1915

年專任研究所長迄 1919年，任內完成白蟻、

醫學及化學研究報告共 179篇。1911年，他出

席德勒斯登萬國衛生博覽會，發表過去十多年

臺灣醫事衛生改善狀況之論文，並出版「Die 

hygienischen verhältnisse der insel Formosa」德文

著作。

1912年前後，總督府準備逮捕投入抗日、

學生運動的蔣渭水、翁俊明、杜聰明等人時，時

任校長的高木友枝以「教育獨立」、「校園自

治」等主張，強烈抗拒來自總督府的壓力，並召

集學生表達他支持學生的獨立思考及言論自由的

權利，因此不會反對學生運動的態度。

1919年，他接受明石元二郎總督之託，擔

任剛成立的臺灣電力株式會社首任社長，他在任

內積極建設日月潭水力發電廠，並整合各地之發

電廠，奠定往後臺電的規模和基礎。在這段期間

他曾經協助臺北扶輪俱樂部的籌辦，但是因為當

台北醫學校高木友枝校長 高木友枝之德文著作

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

時的總督府並未全力支持，而告作罷，未久即任

滿回國。此後台北扶輪俱樂部成立時，即由台電

副社長山中義信入會，並擔任副會長。

高木友枝非常重視學生的品格教育，他在

教授生理衛生，並兼授倫理修身課目時，常對學

生講授「活的學問」，以培養優良的學風。他於

每屆畢業典禮時必定昭示的訓詞就是：「為醫之

前，必先學會為人。」意即沒有完整的人格，就

無法勝任醫師的職責。因此被尊為擁有高潔人格

的人物。杜聰明博士曾說：「高木先生是一位人

格崇高，見識廣博的學者及政治家。」

高木友枝在台灣生活了 27年，他為台灣所

做的醫療衛生事業，或工業發展成就，都有不可

磨滅的貢獻。尤其他非常認同台灣，沒有種族偏

見，而且尊重臺灣文化。因此杜聰明博士在他的

回憶錄中稱譽高木友枝為：「不但是位名校長，

實可稱為台灣醫學衛生之父也。」

終戰後他曾擔任以曾任台灣總督為首的「臺

灣俱樂部」副會長。

赤十字醫院

高木友枝出席留德日本醫師會議 陳列於台大醫學院

文物館的高木友枝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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