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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眼帝國、伺機而動： 
在朝鮮學醫的臺灣人 

 陳姃湲 

摘 要 

二十世紀前半期，在帝國主義全盤籠罩的東亞世界中，一切交流網絡易於被吸

納為以殖民母國──日本為核心的放射狀結構，導致臺灣與朝鮮雖同屬日本殖民

地，兩者之間的直接往來卻被嚴格控制，包括其間人群的移動。帝國內部看似有活

潑的人員流動，實際上大部分是以帝國官僚制度為管道的「人才周流」。日治時期

臺灣及朝鮮之間的直接航線很少，在帝國內，除了統治者所提供的內地留學或產業

殖民之外，臺灣人或朝鮮人的其他發展管道並不多，導致殖民地之間人民相互遷徙

的人數屈指可數。 

令人注目的是，自 1930 年代後半起，朝鮮的醫學教育系統中──如京城醫學專

門學校、平壤醫學專門學校及大邱醫學專門學校，以及當時朝鮮最高學府的京城帝

國大學醫學部，都曾出現過臺灣留學生。雖然人數有限，但在由日本人與朝鮮人占

據絕大多數的朝鮮醫學教育系統中，他們不僅是特殊例外，也是極少數親身經歷殖

民地朝鮮經驗的一批臺灣人。本文藉由相關資料的爬梳與整理，除了把握這些臺灣

學生的正確人數與分布之外，將透過瞭解驅使其往朝鮮留學之動能，與日本帝國轄下

之不同社會脈絡，從中進一步思考處於殖民統治下的臺灣年輕人，在何等的世界認知

中，尋找升學機會並規劃自我的未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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