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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代臺灣的癩病社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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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關切癩病（leprosy）這種身體的疾病，為何以及如何成為個人自我認同

或社會身分的重要來源；並以臺灣近代癩病歷史為討論主軸，採取疾病「社會建

構論」的觀點，考察形塑癩病患者身分的社會環境，包括現代（西方）醫學體制、

衛生政策、教會醫療、癩病療養所等多重因素如何運作，以及如何形塑患者認同

／社會身分的變遷。本文的發現可歸納為三點：一，在臺灣近代癩病史上，患者

身分建構的重要起點是在日本治臺之後；二，由於患者進入兩種全控機構，一種

是西方教會醫療及信仰組織的療養所「樂山園」，另一種屬於日本殖民政府的現

代療養機構「樂生院」，因此對他的身分／認同產生重大的規制及限縮作用；三，

患者本身真實而個人的生命經驗，也具有形塑自我身分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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