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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帶醫學的知識流通與國際網絡： 

臺灣瘧疾研究、遠東熱帶醫學會 

及其他國際交流平臺 

  容世明 

摘 要 

本文以 1908 年到 1938 年期間的遠東熱帶醫學會為主要考察對象，探討日治時

期臺灣熱帶醫學知識的國際網絡、交流、傳播過程，及其變遷的歷史意義。1912

年臺灣首次參加該會，1921 年正式成為該會成員，往後歷屆會議皆設置臺灣副會

長。臺灣成員主要來自醫學校、醫院、中央研究所、檢疫、軍醫等系統，其中杜聰

明是唯一臺籍人士。臺灣藉由加入遠東熱帶醫學會進入遠東地區檢疫的信息傳遞與

情報體系，而臺灣代表也在第二屆至第七屆大會發表瘧疾研究成果，使臺灣抗瘧的

在地知識與經驗，藉由透過瘧蚊標本的餽贈與交流媒介，與國際學術知識網絡互

動，並進一步解決瘧蚊鑑定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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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係民國 105 年度行政院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熱帶醫學的知識流通與國際網絡：臺灣與遠東熱

帶醫學會的初步考察〉（計畫編號：MOST 105-2410-H-182A-002）的部分研究成果。承蒙本刊三位

匿名審查人與初審編輯委員仔細閱讀本文，提供諸多寶貴洞見與具體修改建議，謹此致謝。此外主

編協助修飾潤稿文本多處，深感謝意。然本文若有不完備與缺漏之處，當由筆者自負。本文部分內

容曾以〈近代中國的學術外交及其國際化：以參與遠東熱帶醫學會為視角〉為題，宣讀於 2015 年 5

月 15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國立政治大學人文中心「中外關係與近現代中國的形塑研究

群」協辦之「東亞外交史的新視野：外交史研究的新見解與展望」學術研討會會議，承蒙評論人許

峰源博士提供諸多精闢中肯的建議及與會學者的指正，謹此申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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