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第一所醫學教育機構台北醫學校成立

之後，歷經山口秀高及高木友枝兩位校長的經

營之後，奠定了紮實的基礎，而第三任校長崛

內次雄則大幅提升了醫學教育的層次和範圍，

也培育了更多的台人優秀醫師。

崛內次雄是於 1985年以軍醫身分隨軍來

台，因為他目睹台灣傳染病橫行，乃決定繼續

留在台灣，改善公共衛生的艱難工程。於是

他首先返回日本進入東京帝國大學研修細菌 

學，並主

修鼠疫。

畢業後即

渡台展開

醫療防疫

的任務。

他 來

台後首先擔任台北病院醫師，並研究台灣各種

流行傳染病的預防，他最先在台北驗出鼠疫病

例、又確認新竹地區流行的熱性病即為登革

熱；他也是在台灣檢驗出副傷寒 B菌，以及

提出流行性腦脊髓膜炎報告的第一人。

1915年他接任台北醫學校校長之後，

開始投身於醫學教育，首先規劃教學範圍的

擴展，以提升基礎醫療教育的規格。終於在

1918年 6月獲台灣總督府敕令第 257號公告

核准改制，而升格為台北醫學專門學校，修

業年限為四年，這是他在任內完成的第一件大

事。1919年受命兼任總督府中央研究所所長。

杏林春暖
台灣醫學教育之父

台北中山社 李博信 PP Ma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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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起的「自覺年代」，台北醫

學校的學生以現代知識份子的

角色，積極參與民主運動，而

引起憲警的干預，崛內校長身

為主張「自由主義」的學者，

對醫學校學生參加反殖民及新

文化運動抱持理解及默認的態

度，並且堅決拒絕政治力介入

校園。1921年 10月，他不顧特

高的監視，而出席了「台灣文

化協會」成立大會，充分表現

了學者追求真理的風範。

由於他操守廉潔，因此家

無恆產，直到 1936年 3月，醫

專校友為感念他為臺灣醫學教

育奉獻一生，而舉辦了「在職

40年祝賀會」，並在會中為他

發起募款，購贈一棟房舍，他才擁有一棟屬於

自己的住所。

崛內博士擔任校長期間長達廿二年，他

對台灣醫學生呵護備至，如推薦杜聰明赴京都

帝國大學深造，而成為台灣第一位獲得博士學

1928年 3月 17日，人文學者幣原坦博士

（註一）籌備的「台北帝國大學」正式成立，

成為大日本國第九個帝國大學，當年成立之初

只有「文政」及「理農」兩個學部（註二）。

直到 1936年 4月 1日，才增設醫學部由三田

定則擔任學部長，同

時將台北醫學專門學

校納入帝大為附屬醫

學專門部，崛內校長

則擔任帝大教授兼部

長，實施醫學部與醫

學專門部併行的雙軌

制。台北醫專從此走

入歷史，據統計在台

北醫學校至醫學專門

學校期間，總共培養

的台人醫師多達 1,888

名，其中繼續深造者

有 212人。

崛內教授是一

位廣受敬愛的師長，

在他任內的 1920 年

代正是台灣民族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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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行追思會以懷念德澤。他一生奉獻台灣醫學

界的偉大貢獻，使他成為台灣醫療史上不可

或缺的重要人物，否則台灣醫學史就失去了 

靈魂。

註一：  幣原坦博士於 1931首創台北扶輪俱

樂部，並擔任創會會長，任期三年，

對於台灣扶輪的啟蒙，貢獻卓著。

註二：  「學部」於戰爭結束後，隨著大學改

制而改稱為「學院」。

位的學者，並升任醫專教授；維護蔣渭水、吳

海水等具有民族意識的醫學校畢業生投身民主 

運動。

太平洋戰爭結束之後，台北帝國大學醫學

部改制為「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杜聰明博

士擔任院長，他繼續留任恩師崛內次雄擔任教

授，講授公共衛生學，直到二二八事件爆發，

政府堅持遣返在臺日人，他才被迫返回日本。

1955年 5月，堀內次雄以 83歲高齡病

逝，次月 25日，他的昔日學生在高雄醫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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