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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國醫學與殖民醫學的夾縫之中： 

日治時期臺灣人腳氣病問題∗ 

 范燕秋∗∗ 

摘 要 

    本文以臺灣人日記為切入點，探究日治時期腳氣病問題對於臺灣人的影響及

意義。日治初期，腳氣病最初盛行於「在臺日本人」之間，但新式機構成為其向臺

灣人傳播的據點，其中矛盾在於新式機構作為殖民地文明設施，卻挾帶散播疾病

的危害因素。即使在 1910 年代，微量營養維生素被發現，日本帝國醫學仍陷於腳

氣病因爭議，以致阻礙其醫療的合理進展。甚至，1920 年代國際遠東熱帶醫學會

商議腳氣病防治措施，日本寧可選擇消極的營養教育，而不願如西方殖民國家以

立法積極管控米食營養。就此觀之，日治臺灣的腳氣病史與西方殖民地有極大的

差異。不過，回歸臺灣人的主體經驗，臺人患者和醫師所經歷的腳氣病問題，自有

其獨特的歷史經驗。本文解析 3 位患者在不同年代的醫療狀況，其中固然反映帝

國醫學的權威，以及殖民醫學連動下日本腳氣病政策的推演，但也呈顯個人教育

與世代的差異。本文也指出 3 位臺籍醫師在帝國與殖民醫學的夾縫之中，展開研

究對話，以及相對突顯其研究的主體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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