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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臺灣的免疫學專科化： 

國際援助、學術外交與邊界物
 

 許宏彬
 

摘 要 

在今日臺灣社會，如過敏性鼻炎、氣喘及紅斑性狼瘡等難以根除的免疫相關

疾病，是現代人最感到困擾的疾病類型之一，而免疫學則是我們藉以理解及面對

這些嶄新疾病情境的權威資源。本文不把臺灣免疫學的發展當成現代醫學進步的

自然結果，而將之視為由不同行動者在特定歷史時空中所共同促成的現象。以「見

證者工作坊」（Witness Seminar）、免疫學會檔案資料及相關醫學期刊為主要文本，

本文分析戰後醫療發展及分化背後的動力與機制，並藉由臺灣免疫學史來提供另

一個思考戰後醫療的視角。本文提出並回答下列四個彼此關連的問題：首先，支

持新專科（免疫學）出現的脈絡與資源為何？其次，新專科與既有專科（細菌學

與微生物學）之間如何進行資源與議題的重新界定與劃分？再者，不同既有專科

中的行動者「為何」及「如何」共同參與新專科的形構？最後，臺灣作為一個長

期吸收歐美醫學知識的醫療後進國，其新興專科的發展與在地政治及學術環境之

間的關係為何？本文認為，免疫學在臺灣的發展除了呼應戰後國際免疫學專科化

的潮流外，也與既有的研究網絡（細菌學與微生物學）、在地的疾病情境（過敏病

與鼻咽癌），以及特定時空背景下的政治環境密不可分。特別是戰後廣義的國際醫

療援助及合作計畫，以及臺灣與中共自 1970 年代中期開始的激烈學術外交攻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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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雄、黎煥耀、胡承波、蔡嘉哲、楊倍昌、許秉寧、王志堯、林以行等，特此致謝。中華民國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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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見證歷史：『免疫學在臺灣』口述史研討會」（2011 年 6 月 12 日），在此一併致謝。本文初稿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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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臺灣史研究所主辦之「公共衛生與現代國家」國際學術研討會（2011 年 5 月 20-21 日），感謝評論

人白裕彬教授及與會學者的提問與建議。致謝：本文為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美

援下的身體：探索戰後臺灣免疫及免疫學的發展」（NSC99-2410-H005-063-MY3）研究成果，筆者感

謝國科會的支持，以及計畫助理卓雯琴（前期）及周湘雲（中後期）的辛勞與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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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意外地成為臺灣免疫學快速專科化的重要推手。此外，本文亦強調戰後免疫學

的「自我辨識」理論及免疫檢測技術，是促使不同領域的行動者得以一起加入並

共同形構臺灣免疫學專科不可或缺的邊界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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