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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吳新榮，臺南將軍人，1907年出生，是著名的文學家和醫師。1932年畢

業於東京醫學專門學校，其後回到北門郡佳里庄接替叔父吳丙丁開設的佳里醫

院，終生在此小鎮懸壺濟世。行醫之餘，也熱衷文學創作、事業經營和政治及

社會參與。他長期擔任醫師公會的職務，並在 1939年以最高票當選佳里街協

議會員，1946年當選戰後第一屆臺南縣參議員，1951年臺南縣議員落選後與

政治漸行漸遠；1952年擔任臺南縣文獻委員會委員兼編纂組長，歷時八年完

成《臺南縣志稿》10卷 13冊；1960年與友人合開新生聯合醫院並擔任院長。

1967年因心臟病猝逝。 

日記是一個人生活的真實記錄，也是年華流轉之下的細微縮影。吳新榮

一生經歷兩個截然不同的政權型態，長達三十多年的行醫歷程和生活點滴都詳

細記錄在日記之中，正好可以觀察 1930年至 1960年代一位小鎮醫師在時代變

                                                       

∗  本文最初發表於2014年11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舉辦之「日記與臺灣史研究」學術

研討會，此次投稿，承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中肯而深入的修改建議，令內容更臻完善。

中研院臺史所許雪姬特聘研究員帶領的日記解讀班，讓筆者對於日記史料的運用稍具基

礎，本文撰寫即得力於此；而高雄醫學大學通識中心洪瑞兒特聘教授亦對本文提供諸多

寶貴意見，在此敬申謝忱。 
∗ ∗  高雄醫學大學人文與藝術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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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下的詳實面貌。目前已出版的《吳新榮日記全集》共計 11冊，時間從 1933

至 1967年，前後長達 33年，其內容豐富、文筆生動、字句感人，不但是臺灣

文人最長時間的日記，也為日治後期和戰後初期兩個時代留下諸多面向的真實

記錄。本文主要考察吳新榮身為一名小鎮醫師，在不同政權下從事的政治及社

會等方面的參與，以及這些參與對其行醫事業和人生遭遇所造成的影響。 

 

關鍵詞：吳新榮、醫業、政治參與、公共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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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997年 3月 27日是「北門七子」之一的吳新榮（1907-1967）逝

世 30週年之日，臺南縣政府為感念其對於文學創作的執著與保存

地方文獻所作之貢獻，在佳里鎮中山公園樹立紀念雕像，象徵他

一生的風骨屹立不搖，也說明他在臺灣文學史不可抹滅的地位，

以及在鹽分地帶播撒的種籽已經開花結果。時任臺南縣長陳唐山

也在雕像揭幕的紀念碑文寫道：「期使典型在夙昔，鄉土文風長

存。」1
 

吳新榮是跨越日治到戰後兩個時代的眾多地方開業醫之一，

畢生在佳里及週邊鄉鎮行醫。他本身博學多聞、興趣廣泛、生活

閱歷豐富，同時也是一個熱愛文學創作和書寫日記之人。根據

1933年 9月 4日的日記敘述，他從進入臺灣總督府商業專門學校之

後的一、二年開始寫日記（大約 1927年至 1928年間）；1929年在

東京身為臺灣青年會委員而遭日本取締共產黨的「四．一六事

件」，受到牽連被拘留 19天，當時他已寫的 5、6本日記都被官方

沒收，為避免惹是生非，此後不再撰寫日記。1932年春畢業於東

京醫學專門學校，11月返臺繼承叔父吳丙丁（1903-1950）的佳里醫

院。由於已不是社會運動實際參與者，也不是團體組織內的分

子，他認為不寫日記的理由已經消失，而且日記之使命不可輕

視，「因為日記可當我們生命之記錄，因為日記可為我們生活之

反省」。2
 

2007年 11月起，由張良澤整理、編輯，國立臺灣文學館陸續

出版的《吳新榮日記全集》共計 11冊，時間從 1933年 9月至 1967

年 3月，扣除 1934年未見，1954年未寫，前後長達 33年，其中詳

細記錄他的生活點滴，包括行醫過程接觸的人與發生的事，以及

從事的社會參與和事業經營，內容詳細真實、包羅萬象，堪稱一

                                                       

1
 謝玲玉，〈吳新榮  文學醫生〉，《聯合報》（臺北），1997年6月21日，17版。  

2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 1（1933-1937）》（臺南：國立臺灣

文學館，2007），1933年9月4日，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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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小而美」、「細而真」的社會生活史；從中可看出其一生的

經歷，也是考察時代變遷的良好材料。3
2013年至 2014年，中央研

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的專業史學團隊將吳新榮日記進行校對、修

正，使內容更臻完善，再將全套日記共計 3,988篇、209萬字，匯

入該所「臺灣日記資料庫」，數位化的網路資源使研究者更方便

搜尋運用。4
 

至今關於吳新榮的研究成果頗為豐富，探討面向亦稱廣泛，

不論針對其個人或作品皆有諸多討論，例如文學書寫、醫學敘

事、批判意識與日常生活休閒娛樂等方面，其中對吳新榮最完

整、最詳細、最深入的著作是施懿琳著《吳新榮傳》。此書主要

參考吳新榮的回憶錄、日記、隨筆、新舊詩、老照片，並與吳新

榮三子吳南圖（1938-2019）進行多次對談、討論後撰寫而成。從家

庭背景、成長過程、留學日本、習醫開業、參與政治、家庭生

活、文獻考察、編纂方志和文學成就等方面，進行全面性的撰

述。 5此外，林慧姃碩士論文改寫而成的專書《吳新榮研究：一個

臺灣知識份子的精神歷程》，也對吳新榮生平經歷進行論述，但

以文學表現和精神層面在時代中的回應和調適為主，關於醫師的

專業領域著墨較少。 6由於吳新榮具醫師背景，故有諸多與醫事相

關的討論—林秀蓉從幾位日治時期臺灣醫師作家及其作品討論

他們所受的醫學教育，以及從事的社會參與、文學歷程和作品主

題，勾勒日治時期臺籍醫事作家的社會關懷與文學面貌，吳新榮

                                                       

3 張良澤整理、編纂整套《吳新榮日記全集》，對於吳新榮及其日記的研究至為透

徹。他認為除了文學價值之外，這部日記的歷史價值更是勿庸置疑，舉凡研究

1930至 1960年代的「臺灣個人史」、「臺灣家庭史」、「臺灣文學史」、「臺灣

社會史」、「臺灣政治史」、「臺灣經濟史」，乃至「南瀛文獻史」、「臺灣物

價波動史」等種種，都可以從其中取得最可信的材料。張良澤，〈致吳新榮先生

（代序）〉，收入張良澤、吳南圖合編，《吳新榮先生百歲冥誕紀念集：《吳新

榮日記全集》出版特輯》（彰化：秀山閣私家藏版，2007），頁16-17。  
4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 https://taco.ith.sinica.edu.tw/ 

tdk〉（2021/3/6）。  
5 施懿琳，《吳新榮傳》（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  
6 林慧姃，《吳新榮研究：一個臺灣知識份子的精神歷程》（臺南：臺南縣政府，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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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中討論對象之一。 7王幸華研究日治時期臺灣新文學的醫病書

寫，從醫政見解、行醫狀況、身病抒懷和痛失摯愛等方面討論吳

新榮的醫病書寫。8
 

陳翠蓮也以吳新榮作為討論對象，分析臺灣知識份子在戰爭

體制下心情苦悶和精神抑鬱，對於皇民化運動採取讓步的姿態，

進而為求生存順應時勢協力戰爭，一方面參與日本主導的組織動

員與任務整編，另一方面也密切關注戰局變化，深刻地探討吳新

榮對於戰時體制的因應態度和國族認同的變化。 9近藤正己認為日

本在臺灣推行皇民化運動即是進行人心的動員，並以吳新榮在佳

里街從事的地方政治、社交團體和參與街庄協議會員選舉為例，

探討日本在殖民地進行動員國家總力戰其中的意義。10此外，中國

研究者對於日治時期臺灣醫生作家的疾病敘事也有所關注，吳新

榮是經常被討論的對象之一。11其他與吳新榮相關的作品集、紀念

文集、期刊論文、學位論文、研討會論文、專書等數量眾多，可

參考施懿琳所著〈吳新榮研究綜述〉一文，此文詳細介紹從1970年

至 2012年，依不同的時期階段，討論四十多年來的研究成果。12
 

2012 年以後，吳新榮相關研究依然受到學界關注，加上以日

記作為臺灣史研究題材蔚為潮流，在此風氣之下，吳新榮研究達

到新高峰，例如：王靖雯從吳新榮所著、感人至深的〈亡妻記〉

出發，配合日記內容探討其愛情觀與家庭觀；13而吳新榮喜歡飼養

                                                       

7
 林秀蓉，〈日治時期臺灣醫事作家及其作品研究—以蔣渭水、賴和、吳新榮、王

昶雄、詹冰為例〉（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2）。  

8
 王幸華，〈日治時期臺灣新文學的醫病書寫研究〉（臺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

博士論文，2008）。  

9
 陳翠蓮，《臺灣人的抵抗與認同（ 1920-1950）》（臺北：遠流出版事業公司，

2008），頁249-264。  

10
 近藤正己著，林詩庭譯，《總力戰與臺灣：日本殖民地的崩潰（上）》（臺北：

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頁191-221。  

11
 張羽，〈日本殖民時期臺灣醫生作家的疾病敘事研究〉，《文學評論》，2012：1

（北京，2012.1），頁147-156。  

12
 施懿琳，〈吳新榮研究綜述〉，收入封德屏策劃，施懿琳編選，《臺灣現當代作

家研究資料彙編 55：吳新榮》（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4），頁83-95。  

13
 王靖雯，〈論吳新榮的愛情觀與家庭觀—以《吳新榮日記全集》為主〉（臺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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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鳥動物，平常也愛到遠處放飛鴿子，鄭麗榕從吳新榮日記探討

臺灣人飼養動物的命名，藉以觀察動物人格化名字產生過程所反

映社會文化的權力關係；14潘柏廷研究日治時期臺灣左翼思想者，

將吳新榮、陳逸松（ 1907-2000）、蘇新（ 1907-1981）等三人同時討

論； 15黃英哲以吳新榮和楊基振（1911-1990）的日記，探討 1949 年

「新臺灣」與在成為對照組的「新中國」成立之後，這兩位臺灣

文化人如何尋求安身立命，以及思索未來的痕跡；16陳文松將一向

較少為人重視的日常瑣事，以生動活潑的筆法，卻又不失嚴謹的

論證進行研究，將吳新榮日記中時髦的休閒娛樂看電影、打麻將

和下圍棋三種活動串連起來集結成冊，名為《來去府城透透氣：

1930～1960 年代文青醫生吳新榮的日常娛樂三部曲》，是一本學

術與趣味兼具、可讀性極高的著作，也是瞭解殖民時代日常生活

史的極佳書籍； 17鄭政誠認為吳新榮的文學創作與閱讀習慣相關

聯，乃從日記對於其閱讀書籍的來源、類別、模式與態度、品評

與雜感等項進行分析，令讀者更明瞭吳新榮的讀書生活樣貌。18
 

上述各種研究面向的呈現，成果相當豐碩，形成「不斷再生

的吳新榮」現象，但前列以日記為題材的論著皆非探討吳新榮的

醫師專業領域；在眾多的吳新榮研究成果中，與本文命題最相近

的是許宏彬〈行醫營生—小鎮醫師吳新榮的醫業、實作與往

診〉一文。許文以吳新榮日記、隨筆、回憶錄等著作為主要材

料，並以「醫療市場」、「地盤經營」的概念和視野，考察吳新

                                                                                                                                            

國立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按：此論文由主編《吳新榮日

記全集》的張良澤教授指導。  

14
 鄭麗榕，〈從社會文化史看臺灣動物飼養的命名〉，《臺灣風物》， 67：1（臺

北，2017.3），頁49-70。  

15
 潘柏廷，〈日治時期臺灣左翼思想者的「異同」—以陳逸松、吳新榮、蘇新為

例〉，《史苑》，78（臺北，2018.7），頁208-252。  

16
 黃英哲，〈「願做一個敗北者」—兩位臺灣詩人的「 1949」〉，《中國現代文

學》，33（臺北，2018.6），頁63-82。  

17
 陳文松，《來去府城透透氣：1930～1960年代文青醫生吳新榮的日常娛樂三部曲》

（臺北：蔚藍文化出版公司，2019）。  

18
 鄭政誠，〈悠遊書海：從吳新榮日記看小鎮醫生的讀書生活〉，《臺灣文獻》，

71：2（南投，2020.6），頁103-140。  



不同政權下吳新榮醫業的開展、延續與鞏固—以吳新榮日記為分析對象（1933-1967） - 135 - 

榮的醫業經營、診療實作、家族維繫和生命歷程間的互動情況，

析論精闢、內容紮實，是一篇關於吳新榮研究頗具開創性的著

作。19然而，除了專業領域的表現之外，醫師通常也會從事政治或

社會參與，或許基於助人淑世的使命感和社會責任；又或者個性

使然，立志追求名聲地位或者獲致財物，而前述許文乃以「醫師

本業」作為討論焦點，對於「政治和社會參與」雖有述及，但多

以日記所載之內容為主且篇幅相對有限，筆者認為仍有進一步討

論的空間。試以股票操作為比喻，若行醫事業是其「基本面」，

則政治和社會參與可視為「技術面」，兩者相輔相成、互為因

果，造就其一生境遇在時代變遷下的跌宕起伏。而本文論及吳新

榮的行醫事業難免與許文有交疊之處，例如：本文與許文第六節

「戰後醫業的蕭條—醫業、政治與文獻活動的競合」、第七節

「吳家醫業的再起—子弟接班與勞保業務」標題雖然相近，但

內容則有所差異，兩者正好可以互相參照。  

本文撰寫之初，曾至佳里鎮小雅園就教吳南河（1937年生）、

吳南圖兄弟，對其父吳新榮生前事蹟有更深入的瞭解；2020年夏

天再針對吳家子弟後來在醫務方面的發展訪問吳南河、郭昭美

（1939年生）伉儷；並與移民美國多年、在舊金山行醫的吳新榮外孫

翁瑞昶（鹽水名醫翁鐘五〔1896-1971〕之孫，1961年生）聯繫，請教孫子

輩童年時期與吳新榮的互動情況。此外，吳南河考取高雄醫學院

後從牙科轉系醫科，這是吳家醫業重起爐灶的轉捩點之一，這部

份可由近年新出版的高醫校史得到未被使用的佐證資料。20綜合上

述，本文以吳新榮日記為主要資料，輔以其隨筆、書信、回憶錄

等著作，再加上訪問吳新榮家族人士以釐清若干事情的細節，重

點在探討吳新榮身為小鎮醫師，從日治到戰後歷經不同政權的時

代變遷，對於他的行醫事業和人生所造成的影響。  

                                                       

19
 許宏彬，〈行醫營生—小鎮醫師吳新榮的醫業、實作與往診〉，《新史學》，

28：4（臺北，2017.12），頁49-102。  

20
 鄭志敏、林丁國合著，《高雄醫學大學校史：創建篇（1954-1973）》（高雄：高

雄醫學大學，2017），頁117-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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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習醫開業到投身公眾事務 

 吳新榮先祖吳廷谷來自福建晉江，清初隨施琅（1621-1696）來

臺開墾，定居在漚汪（今臺南市將軍區）。祖父吳玉瓚（ 1867-

1927）經商有成，在地方上享有盛名；外祖父張大進（1857-1913）則

是北門嶼著名漢醫—人稱「大進仙」，在將軍庄開業懷生堂。

他育有二男三女，1895 年將三女張實（1888-1969）過繼給吳玉瓚。

由於吳玉瓚與元配林氏爾（1868-1913）無親生兒女，同年再收養北

門嶼漁民謝雜之三子謝財壽，後改姓名吳萱草（1888-1960）。1906

年吳萱草與張實結婚，翌年（1907）長男吳新榮誕生。吳玉瓚希望

長男萱草繼承家族事業，妾楊氏欵（1879-1922）所生次男吳丙丁長

大後學做醫生。除了因玉瓚本身為病痛所苦，也體認到在日本統

治之下，臺灣人休想當大官，而醫生則可以濟世利民，也可以保

護家族。為達到此目的，吳玉瓚虔誠敬拜庄廟醫神—保生大帝

吳真人，他相信這位醫神同樣姓吳，一定會庇祐子弟成為醫生。 21

再加上身為漢醫的外祖父形象從容優雅，「身穿灰色長衫，手持

銀色水煙斗，悠悠然地上轎往診，這樣的長者風度，給我們孩子

睜目屏息而觀」。22讓吳新榮從小就對醫師產生欣羨之情。  

1915 年吳新榮入學將軍庄漚汪公學校，在校期間成績均在前

三名，1921年 3月畢業，1922年赴臺南就讀臺灣總督府商業專門

學校預科，1924 年修畢預科學業。同年，叔父吳丙丁自臺北醫學

專門學校畢業，於佳里開設「佳里醫院」。 23
1925 年吳新榮升上

                                                       

21
 吳新榮著，黃勁連編訂，《吳新榮選集 3：震瀛回憶錄》（臺南：臺南縣立文化中

心，1997），頁19-37。  

22
 吳新榮著，張良澤主編，《吳新榮全集 2：琑琅山房隨筆》（臺北：遠景出版事業

公司，1981），〈往診用車〉，頁121。  

23
 佳里醫院係以個體戶方式經營，即一位醫師各科全包，此時的「醫院」（いい

ん），性質比較像是戰後的診所，醫院與醫師住所相近或者相連在一起，也設有

簡易病房。戰後，吳新榮與幾位醫師合夥經營新生聯合醫院，病房和病床數量比

先前的佳里醫院增加很多，醫院空間和醫師住所也有比較明顯的區隔，此時所稱

的「醫院」性質比較像日治時期的「病院」（びょぅ  いん）。從佳里「醫院」到

新生聯合「醫院」，兩個「醫院」的漢字雖然相同，經營模式和性質則有差別，

顯現從日治到戰後醫療院所涵義轉變之一端。參見林瑤棋，《庶民醫療史：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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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專門學校本科，未幾，該校被宣告廢校，懷有遠大志向的青

年遂各奔前程，有許多人往海外發展，吳新榮也在此風潮下受到

環境影響，前往日本立志學醫。 24因報考醫科須有中學畢業的資

格，遂於 1925年 10月負笈日本，插班進入岡山市金川中學校，

1927年畢業，1928 年考取東京醫學專門學校。 25
1932年春天，吳

新榮自東京醫學專門學校畢業，旋入日本無產者醫療同盟開設之

山本宣治紀念病院，從事臨床實習與醫療研究。26
1932年 9月返回

臺灣，適逢叔父遷往臺南開業，遂由吳新榮接掌佳里醫院，成為

繼高添旺（ 1892-?）和鄭國湞（ 1895-1983）之後、佳里庄第三位開業

醫，這三位西醫技藝高超，都在地方上獲致好名聲，普遍受到人

們稱頌：「高天王出名聲，瘦國聖有才能，新醫生那（如）神

明。」 27同年 11月，吳新榮與六甲望族毛維麟（ ?-1924）之女毛雪

（1912-1942）結婚，婚後開始執業，從此步上行醫的道路。28
 

                                                                                                                                            

醫壇演義》（臺北：大康出版社，2012），頁38。  

24
 吳新榮著，黃勁連編訂，《吳新榮選集3：震瀛回憶錄》，頁61。  

25
 吳新榮為何要前往日本學醫？主要是因臺灣在殖民統治下，教育長期欠缺完備的

制度和公平的機會，加上時代潮流的刺激，致使留學風氣日益興盛，而日本因在

語言、交通及其他各方面較方便，留學生人數遠較其他地區可觀。至 1930 年代中

期，留日學生接受高等教育占半數以上，以攻讀醫、法、商居多，其中最多人學

醫，占總數五分之二以上，而且前往日本投考醫專反而比在臺灣（僅有一所臺北

醫專，後改名臺北帝大醫學部）容易錄取，尤以東京醫專和日大醫專兩校人數最

多。吳文星，《日治時期臺灣的社會領導階層》（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2008），頁104-109。  

26
 據 1943 年考取東京醫專的許丕樵所述，當時臺灣人較常投考的日本醫校是：東京

醫專、昭和醫專、東京醫大、千葉醫專、岩手醫專、九州醫專、仙台醫專、東北

大學醫科、北海道醫校等學校。許雪姬、丘慧君訪問，丘慧君記錄，《許丕樵先

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頁107。  

27
 吳新榮著，黃勁連編訂，《吳新榮選集 3：震瀛回憶錄》，頁 92。按：高天王即高

添旺，瘦國聖是鄭國湞，新醫生乃指最新近開業的吳新榮，醫術宛如神明一般高

超。天王即添旺，國聖即國湞，神明即新榮，三位醫師的封號都和名字諧音相

近。  

28
 鄭喜夫原撰，張良澤刪補，〈附錄二．吳新榮先生事略年譜〉，收入吳新榮著，

張良澤主編，《吳新榮全集 8 ：吳新榮書簡》（臺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1981），頁136-139。吳新榮從 1933年 9月 4日起恢復寫日記的習慣，該年11月11日有

載：「今日是我開業第一週年的紀念日，我們可惜無心可歡賀之。」由此往回

推，可知1932年11月11日是吳新榮開始執業之日，爾後每年此日的日記常有相關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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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業之初，吳新榮對於診療工作相當敬業，也積極建立行醫

地盤，隨著醫療事業漸上軌道，患者漸多病房增建也勢在必行。

1933 年 9 月底為迎接開業一週年而興建新病房，此時他回想行醫

一年來，所得到的是購買一輛摩托車以便外出看診，建設小雅園

病房，同時也確立社會地位和醫業地盤，事業逐漸步上軌道。 29根

據比吳新榮稍晚幾年開業的宜蘭陳五福醫師（1918-1997）回憶，當

時醫學院畢業生大多選擇內科、外科、婦產科、小兒科等合稱的

四大科之一，一方面出路穩定，另一方面則是將來開設診所行

醫，發展事業也十分方便。但在醫學並不普及的鄉下地方，受過

完整醫術專業訓練的「草地醫生」，通常被視為全能醫師，各科

都要略通。30
1935年在臺南關廟行醫的蔡胡夢麟（1910-?）也回憶：

「一般鄉民前來求診，往往把醫生看做萬能神仙，無論什麼病都

認為可以被治療。」31
 

開業第五年，吳新榮有自信成為各科全能的醫師，「自覺各

科領域完全敢下手，內科、外科、小兒科、眼科、咽喉科、皮膚

科、泌尿科、產科、婦科等共計九科專門」。32在鄉下地方開業行

醫不但辛苦，而且看診時間不固定，甚至要隨傳隨到，吳新榮對

此感受深刻：「做一個草地醫生是困難的事，因為草地患者根本

不理會你是早或暗，你是忙不忙，尤其是多少有患者的開業醫，

一日二十四小時都是勤務時間」。33在勤勞敬業的態度下，事業蒸

蒸日上，患者漸增，整天忙碌，收入豐厚，內心滿懷雄心壯志。

                                                                                                                                            

載與心情抒發。至於開業週年卻無心慶賀，主要是因吳新榮生病加上日本警察前

來刁難勒索。  

29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 1（1933-1937）》，1933年 11月 10

日，頁43。  

30
 曹永洋，《陳五福傳》（臺北：前衛出版社，2001），頁 38、頁 224。  

31
 蔡胡夢麟，《嶽帝廟前：臺南鄉土回憶錄》（臺南：臺南市立文化中心，

1998），頁184。  

32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 1（1933-1937）》，1937年 10月 21

日，頁350。  

33
 吳新榮著，葉笛、張良澤漢譯，呂興昌編訂，《吳新榮選集 2》（臺南：臺南縣立

文化中心，1997），〈一個村醫的記錄〉，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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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業第三年在日記寫下對未來的理想抱負和目標，即經營一家大

醫院、環島旅行、旅遊全中國和全世界：  

開業五年後（ 1937）：財產一萬圓，造營大醫院，旅行全台

灣。  

開業十年後（ 1942）：財產五萬圓，旅行全中國，獻匾金興

宮。  

開業二十年（ 1952）：財產十萬圓，旅行全世界，獻匾代天

府。34
 

隨著醫療事業蒸蒸日上，吳新榮也開始展現對社會積極參與

的行動力。至於他此時為何積極從事社會參與？筆者認為：從現

實面來看，為建立並鞏固行醫地盤，以獲致名聲和豐厚收入；再

從理想性而論，加入或與志同道合的朋友籌組團體，不但是實踐

知識分子改善風氣的使命感，也可提高在社會上的影響力。他認

為社會上每個人都有黨派，但都是基於金錢和權力而結合，缺乏

進步的正義精神，乃於 1933年 10月起草會則，號召郭水潭（1908-

1995）、鄭國津（1910-?）等北門郡青年組成「佳里青風會」，這是

以知識份子為班底的組織，希望能在社會上占有一席之地。會員

每月繳交會費 1圓，購買書報雜誌以供研讀。此會設置目的在於：

交換社會知識，養成青年獨特的氣息，建設合理的文化生活，導

引北門郡的知識階級。主要活動則有：發行會報、舉辦演講會、

演劇會、音樂會、旅行、遠足、設置文案等。 35可惜會員素質不

佳、熱忱不夠，以致會務鬆散，同年 12月經半數以上會員同意後

解散。此後吳新榮參與社會事務的心志並未稍減，猶仍等待時

機、重新奮起。1935年號召鹽分地帶的文藝青年加入「臺灣文藝

                                                       

34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1（1933-1937）》，1935年6月18日，

頁118。  

35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1（1933-1937）》，1935年10月2日至

5日，頁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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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促成「臺灣文藝聯盟佳里支部」設立，來自本部的代表

張深切（1904-1965）、葉陶（1905-1970），以及嘉義、臺南、屏東等

地代表前來祝賀，原先「佳里青風會」會員大多加入，能夠得到

臺灣文藝界核心人士的指導，是北門郡空前未有的盛況。36從「佳

里青風會」到「臺灣文藝聯盟佳里支部」的成立，算是吳新榮在

地方社會建立地盤的開始。  

1935年 11月 11日吳新榮開業滿三週年，在地方上聲望漸高，

臺南慈惠醫院院長王烏硈醫師（1900-?）欲競選臺南州協議會員，邀

請吳新榮擔任助選員，這應是他涉入地方政治的開端，協助王烏

硈當選，使吳新榮在地方政壇占有一席之地。1938年開業屆滿五

週年，隨著醫業地盤更加穩固，他開始檢視過去和計畫未來，認

為不能永遠待在佳里這個小地方、心甘情願地當個鄉下醫師。為

了整個家族打算，必須培養出新一代的行醫後繼者，在此之前，

他必須在佳里努力工作，預計十年內栽培三弟吳壽山（1920-1944）

成為醫師。 37
1938年 1月蕭壟信用組合監事改選，原「佳里青風

會」成員旗開得勝，得票前二名分別是青年派中的郭水潭和洪金

湖，遂在日記寫到：「我們已經站穩腳步，得到光榮的勝利。」 38

這是在經濟上建立地位，此後更積極從事社會參與，他覺得身為

醫生，應該替社會工作、奉獻，既然做為一個鎮民，要為鎮上奉

獻，當然要擔任鎮民代表才行，並評估參選街協議會員可能得到

票數若干，覺得當選機會濃厚，遂決心參選。其理由：1.逢此非

常時局，做為街庄代表，有必要參與街政。2.不清楚目前自己的

能力有多大，有必要試試看。3.在黨派方面，針對現有不公平的

領導者，有必要展現己方的實力。39
 

                                                       

36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1（1933-1937）》，1935年6月1日，

頁113-114。  

37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 2（1938）》（臺南：國立臺灣文學

館，2007），1938年 1月 8日，頁 186。按：吳新榮三弟吳壽山於 1944年從日本搭船

返臺途中，遭美軍擊沉喪命，享年24歲。  

38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 2（1938）》，1938年 1月 28日，頁

197。  

39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 3（1939）》（臺南：國立臺灣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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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第二屆地方自治總選舉，時年 32歲的吳新榮以最高票

當選佳里街協議會員，而且青風會這一派提名吳新榮、黃庚申、

徐清吉（1907-1982）、郭水潭等四人全部當選，可謂大獲全選、士

氣大振，也顯示受到地方民眾的高度支持，同時也要為下一場仗

開始準備，即翌年州議員選舉，擁立王烏硈競選連任。40吳新榮當

選街協議會員之後，想要更進一步提高社會地位，使自己的人生

更順利往前邁進，又再取得經濟團體的職位—1940年 1月以最高

票當選麻豆街暨佳里街上水道組合議員；1941年 1月當選蕭壟信用

組合監事，同年 12月當選佳里油肥株式會社理事。並希望爭取成

為醫師職業團體的地方駐在公醫，如此先在政治、經濟、醫業等

三方面都達到相當地位，然後再以參選州會議員為目標。41此時吳

新榮對前途懷有遠大志向，遂又接受安排擔任皇民奉公會佳里分

會生活部長。吳新榮本想謝絕，但在戰時體制之下，地方士紳大

都被分配職務，而生活部分為文化班和保健班，兩者皆符合吳新

榮的興趣和專長，於是接受安排。42後來又擔任佳里街青年團副團

長，這是以增強體能、提升戰力為主旨的組織。43
1943年12月再以

臺灣文學奉公會地方議員身份到臺北出席決戰文學大會，由此可

看出因時局緊迫而限制文學活動。44
 

在職業團體方面，不論民間私人籌組或公家醫療單位，吳新

榮也積極參與。例如為維持七股地區的「醫療地盤」，乃爭取成

                                                                                                                                            

館，2008），1939年7月9日，頁98。  

40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 3（1939）》，1939年 11月 22日至 24

日，頁136-140。  

41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 5（1941）》（臺南：國立臺灣文學

館，2008），1941年1月21日，頁13-14。  

42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 5（1941）》，1941 年 7 月 3 日，頁

70-71。  

43
 〈戰力增強の行動隊  皇國青年道を鍊成  臺南州青年團振興懇談會〉，《臺灣日日

新報》（臺北），1943年8月19日，4版。  

44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 7（1943-1944）》（臺南：國立臺灣

文學館，2008），1943年 12月 31日，頁 119-121；〈決戰に文學も一翼  臺灣文學奉

公會新發足〉，《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43年4月30日，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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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鹽田委託醫；45又加入「東京醫學士會臺灣支部」，這是曾經就

讀東京醫學專門學校的臺灣人醫生所組成，雖不同屆，但有「同

窗會」的性質，每年初聚會一次；46「拾仁會」則是與吳新榮同一

年考取東京醫專的十位臺灣人醫生，為聯絡友誼情感而設；47當王

烏硈當選北門郡醫師會會長，吳新榮甚歡欣：「我們這派又可喜

的攻下一城。」48隨著戰事蔓延、時局日益緊張，除了行醫看診之

外，1939年 3月擔任佳里防衛團救護班第一組組長；1940年 10月

日本政府在東京成立「大政翼賛會」展開新的體制運動，1941年 4

月臺灣也組成皇民奉公會，民間醫師則於 1942年 1月組成臺灣奉

公醫師團，假各地公會堂舉行成立大會，並以總督長谷川清

（1883-1970）為總裁，網羅日、臺開業醫師，其使命是為整頓醫療

救護體制、處理空襲災害、配給統治下的醫療藥品和衛生材料，

並選拔派遣前往南洋的臺灣籍醫師等。 49吳新榮覺得因應時局變

化，結合全島醫師同業為國家效力是當然之事，就申請加入臺灣

奉公醫師團，並赴臺北參加成立典禮。 50在此趟行程親聆總督致

                                                       

45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 1（1933-1937）》，1935年 11月 28

日，頁 161。1900年臺灣總督府開始實施鹽業專賣制度，為顧及位處偏遠而面積廣

闊的鹽業地帶從業人口之醫療衛生與健康照護，由臺灣總督府專賣局與臺灣製鹽

株式會社聯合聘用「鹽業囑託醫」的制度應運而生。1938年日本帝國為因應戰時

體制用鹽需求，乃設立「南日本鹽業株式會社」，將臺灣大西南各鹽業據點納入

生產基地，同時雇用大量鹽工，也逐漸佈建完成「鹽業囑託醫」，到戰後演變成

「鹽業特約醫師」。而吳新榮將七股庄視為其「行醫地盤」，為擴展醫業版圖和

增加收入，遂透過王烏硈交涉主動爭取成為七股一帶的囑託醫。參見陳文松，

〈日治臺灣大西南沿海鹽業囑託醫與地域社會〉，《歷史臺灣：國立臺灣歷史博

物館館刊》，9（臺南，2015.5），頁41-91。  

46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1（1933-1937）》，1936年9月23日，

頁248。  

47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 2（1938）》，1938年 1月 31日，頁

18-19。  

48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 3（ 1939）》， 1939年 3月 2日，頁

38。  

49
 小田俊郎著，洪有錫譯，《臺灣醫學五十年》（臺北：前衛出版社，1995），頁

134-135。  

50
 〈全島の醫師結束し  醫道の真髓昂揚  臺灣奉公醫師團近く誕生〉，《臺灣日日新

報》（臺北），1942年1月8日，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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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也趁機會見多位日、臺籍名流士紳，例如：金關丈夫（ 1897-

1983）、藤野雄士（1918-?）、張文環（1909-1978）、陳逸松、陳紹馨

（ 1906-1966）等人。 51而後臺灣奉公醫師團臺南支部成立，王烏硈

擔任北門郡分團長，指派吳新榮擔任分團理事。52此時吳新榮已是

佳里街協議會員，又擔任佳里信用組合監事，如今再成為北門郡

醫師分團理事，可謂在政治上、經濟上和社會上的期望已然達

成。53而後臺灣奉公醫師團改為臺灣醫師會，吳新榮仍擔任臺南州

醫師會北門郡支部幹事兼資財部長，同時身兼皇民奉公會北門支

會委員兼保健班主事。身處戰時，經常要外出宣導衛生觀念、進

行防治傳染病演講和實施流行病疫苗預防注射，在公共事務上益

形忙碌。54
1945年 6月 17日始政 50週年，由於舊的保甲制度和皇民

奉公會即將廢止解散，乃全部整合成一個「國民義勇隊」，這是

比皇民奉公會更徹底的組織，欲使臺灣人奮力一搏與美軍決戰，

此時成立佳里街國民義勇隊，吳新榮擔任街隊及直轄中隊的隊附

兼報導班班長。55
 

從吳新榮在皇民化運動前的政治和社會參與來看，其中出於

個人意願和理想的成份較多；皇民化運動之後則因大時代環境變

遷的影響而接受統治者要求與安排的任務居多。誠如吳新榮所

言：「雖說醫務地盤已穩固，但還有發展的空間。」56況且為與地

方上其他派系相抗衡，也有參加皇民奉公會的組織的必要性。隨

著皇民化運動的展開，不僅日常生活被要求使用日語，民間生活

                                                       

51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 6（1942）》（臺南：國立臺灣文學

館，2008），1942年1月15日，頁7-10。  

52
 〈奉公醫師團の臺南支會發會〉，《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42年 1月28日，4

版。  

53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 6（1942）》，1942 年 2 月 3 日，頁

17。  

54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 7（1943-1944）》，1943年7月13日，

頁66-67。  

55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 8（1945-1947）》（臺南：國立臺灣

文學館，2008），1945年7月12日，頁71。  

56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 5（1941）》，1941年 6月 29日，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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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也受到衝擊。吳新榮面對如此的轉變，不得不適應，而以

「便利」為理由說服自己，漸漸習慣成為日本人，「便利與必要

是同化不可或缺的條件。我們已是此種便利與必要所迫、被同化

的臺灣人」。57吳新榮在皇民化運動前後的時局演變之下，省視自

己的生活逐漸被日本同化、無力抵抗之餘，以個人生活的「便

利」和殖民統治者的「要求」來安慰自己，接受自己成為日本人

的事實。58
 

三、時局變遷下的政治和社會參與 

1945年 8月 15日，日本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吳新榮當天上

午到下營保甲事務所為瘧疾患者進行採血檢驗。晚上經友人鄭國

津轉告此重大廣播內容，著實被嚇一大跳，覺得這是非常動人的

消息，但又怕日本人尚存惡意，雖然內心興奮卻也不敢公開宣

傳。59當他聽說中國軍隊即將進駐臺南，就和朋友相約去親睹「這

歷史的感激」情況，並寫了一首〈祖國軍歡迎歌〉，顯示滿懷期

待、歡欣迎接祖國的心情。60吳新榮與當時的臺灣人從此面對新政

局的變化。  

從日本投降到 10月 25日國民政府來臺接收之前，長達 70天臺

灣社會呈現無政府狀態，原本在中國加入抗日行列的臺灣義勇隊

副隊長臺中人張克敏（1906-1982），回到臺灣組織發展「三民主義

青年團」（簡稱「青年團」）。 61此團乃為防止國軍進來臺灣之

                                                       

57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 2（1938）》，1938年 1月 19日，頁

12。  

58
 陳翠蓮，《臺灣人的抵抗與認同（1920-1950）》，頁252。  

59
 吳新榮著，張良澤主編，《吳新榮全集 3：此時此地》（臺北：遠景出版事業公

司，1981），頁155。  

60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8（1945-1947）》，1945年9月8日，

頁188。歌詞如下：「旗風滿城飛，鼓聲響山村，我祖國軍來，你來何遲遲；五十

年來暗天地，今日始見青天，今日始見白日。大眾歡聲高，民族氣慨豪，我祖國

軍來，你來何堂堂；五十年來為奴隸，今日始得自由，今日始得解放。自恃黃帝

孫，又矜明朝節，我祖國軍來，你來何烈烈；五十年來破衣冠，今日始能拜祖，

今日始能歸族。」  

61
  1938年3月29日因應中日戰爭局勢變化，中國國民黨在武昌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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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滯臺日本人可能做出的破壞行為，所以要將各地青年組織起

來監視日本人的行動，以保護國家財產的安全，並任命陳逸松為

「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直屬臺灣區團主任」。在青年團主導下，

有良知、有血性的臺灣人都想對祖國有所貢獻，很多人都踴躍加

入青年團，不計名位，不論報酬，把社會秩序維繫得井井有條，

展現臺灣人從未有過在政治上的自治奇蹟。 62
1945年 9月吳新榮在

日治時期經營油肥會社和養兔組合的合夥人蘇新是青年團委員，

要來成立臺南州支部，邀吳新榮出任曾北區團籌備委員。吳新榮

深感需要有一個政治團體來承擔地方重建和維持社會秩序的任

務，而且該青年團「響亮的名字已使每一個來投者都感覺非常的

光榮和驕傲」。63成立後吳新榮擔任曾北分團主任，後改稱「三民

主義青年團佳里區隊長」，同時組織糾察隊，入會者達 3、 400

人，吳新榮覺得青年團集結地方菁英擔任幹部，致力維持地方治

安、保護公產，也算是在地方上建立地位的象徵。64
 

此後他仍一如往常積極參與公共事務，在醫師專業領域的組

織也依然活躍。戰後，原本日治時期的醫師會解散，重新組成北

門郡醫師公會，吳新榮被選為會長；1946年3月15日臺南縣醫師公

會成立，以最高票當選「臺南縣醫師公會北門區分會主任」；3

月底再以最高票當選戰後第一屆臺南縣參議員，此時在青年團、

醫師公會和縣參議會所擔任的角色，正是戰後之初吳新榮在社會

上、職業上和政治上所建立的地位，與日治時期的社會地位相

                                                                                                                                            

一致公推蔣介石為黨總裁，同時通過設立三民主義青年團，以謀全國青年意志之

統一與力量之集中，由總裁兼任團長，可說是順應時勢的一支生力軍，使得熱血

青年踴躍響應。青年團成立後發展迅速，舉凡全中國各省，以及海外華僑聚居之

地都分佈青年團的組織，至 1943年 3月 29日共有團員 133萬 8千 5百 07人。李國俊，

〈珍貴的回顧與遠大的前瞻〉、鄭彥棻，〈抗戰期間的三民主義青年團〉，收入

關照祺編，《三民主義青年團在廣東》（臺北：三民主義青年團在廣東出版編輯

委員會，1988），頁17-21。  

62
 陳逸松口述，吳君瑩紀錄，林忠勝撰述，《陳逸松回憶錄（日據時代篇）：太陽

旗下風滿台》（臺北：前衛出版社，1994），頁300-304。  

63
 吳新榮著，黃勁連編訂，《吳新榮選集3：震瀛回憶錄》，頁158-160。  

64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8（1945-1947）》，1945年9月21日至

22日，頁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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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似乎猶有過之。65當時的臨時省參議會是由各縣參議員選出，

吳新榮想要更上層樓競選省參議員，投票結果由李萬居（ 1901-

1966）、劉明朝（ 1895-1985）、陳按察（ 1886-1947）、殷占魁（ 1897-

?）等四人當選，吳新榮票數位居第五，可惜成為落選頭，所以仍

舊擔任縣參議員。66嗣後中國國民黨臺南縣黨部成立，吳新榮當選

為執行委員。雖然宗叔吳三連（1899-1988）表示反對，但吳新榮覺

得：「為要獲得地方領導權，必須爭取民心；為要維持政治生

命，必須獲得社會地位；為要打擊惡勢力，必須對反對派示

威。」九名執行委員之中，縣府官員占三名、參議員占三名、醫

師公會常務理事占三名，吳新榮之當選可說是因為縣參議會和醫

師公會的背景而獲致的結果。67
 

然而，此時臺灣醫界已經產生重大變化、進入新的歷史階

段。首先，戰後臺灣最高醫事規範是沿用 1943年在大陸公佈實施

的舊制「醫師法」，該法內容並未對非醫師執行醫務的違法行為

有所界定，因而導致密醫橫行；也未對醫療宣傳進行規範與限

定，以致誇大不實的廣告林立。凡此種種，皆造成戰後初期臺灣

醫界的混亂與不安。68其次，來自中國舊的衛生法令、衛生行政、

醫學教育以及醫療制度，與當時臺灣既有的醫療體系無法銜接，

引起嚴重的衝擊，舊制度已崩潰，新制度未確立，造成衛生法令

過度放寬醫師資格之檢定，舊的醫師法甚至規定「曾執行中醫業

務五年以上卓著聲望者，得應醫師檢覆資格」，後來憑此捷徑取

得醫師資格者約有二千人。第三，內政部為彌補大陸各省醫療人

員之不足，於 1947年 5月在南京公佈實施「醫師人員甄訓辦法」，

其中規定「凡在大陸淪陷地區執行業務有年，未具法定資格之醫

                                                       

65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8（1945-1947）》，1946年3月15日，

頁240；同書，1946年3月24日，頁243-244。  

66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8（1945-1947）》，1946年4月15日，

頁254-255。  

67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8（1945-1947）》，1947年12月15日，

頁431。  

68
 莊永明，《臺灣醫療史》（臺北：遠流出版事業公司，1998），頁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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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員，應以本法參加甄訓」。日後依此法取得醫師資格者約有

九百多人，加上前述准許中醫檢覆者二千人，臺灣在短期間內增

加二千九百多位醫師，而日治五十年經由正式醫學教育所培養出

來的合格醫師僅有三千人，幾乎等於暴增一倍的醫師人數（尚且

不論新增醫師的素質如何），曾任臺灣省醫師公會理事長的吳基

福（1916-1985）感嘆：「這實在是臺灣醫界最黯淡痛苦的時期。」69
 

原本，吳新榮在皇民化運動時期逐漸調整、轉化心態，接受

自己被要求、被同化成為日本人的事實。面對戰後時局丕變，心

情既興奮又忐忑，戰後第一天，他和幾位朋友脫掉衣服跳進溪

裏，「洗落十年來的戰塵及五十年來的苦汗」，上岸後，眾人面

向西邊大海呼喊：「自今日起吾人要開新生命啦！……自今日雖

說是和平之第一日，但難免一種的不安，無限的動搖，總是要光

明的前途，必須要再努力、勉勵而已」。70這也是吳新榮在戰後初

期積極從事政和社會參與的動力來源，並積極角逐地方選舉，可

見他關心公共事務的態度，似乎與日治時期始終如一。但另一方

面，隨著政權轉移，此種熱切的態度也逐漸產生質變。1945年10月

10日吳新榮到佳里國民學校參加雙十節遊行活動，看到滿街都是

青天白日國旗，沿街居民高喊中華民國萬歲，其心情高亢而激

昂。71日本投降後，舊有的社會組織已被破壞，新組織如雨後春筍

般發展出來，當時佳里的地方派系有「區長派」與「非區長派」

之分，雙方壁壘分明，吳新榮被列為後者，有鑑於區長派之得

勢，吳新榮選擇採取不合作的態度，「暫時退場待機為上策」。 72

再從大環境來看，國民政府在戰後種種失政無道，致使「有氣慨

                                                       

69
 吳基福，《臺灣醫師公會三十三年史》（臺北：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1980），頁10-12。  

70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8（1945-1947）》，1945年8月16日，

頁174。  

71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8（1945-1947）》，1945年10月10日，

頁206-207。  

72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 8（1945-1947）》，1946年5月18日，

頁268-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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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已是流離四散，有志氣的人也是埋名閉門」。73第二年的臺灣

光復節，吳新榮此時的心情和前一年相差甚大：「一年前的本日

和現在的心境，相較之下何等寂寞，何等冷淡？」74二二八事件發

生之前，吳新榮更發出感慨：「環境變化太厲害，我的意識、地

位和熱情都出現大幅變化了」。75當吳新榮聽到臺北發生市民暴動

的消息後，即在日記寫下：「常聽三月政變之說，或者真的也不

一定。我對這現狀一方面感到失望，一方面也愈堅志，不屈困

窮，不致賣節。」76由於吳新榮日記在終戰後到二二八事件爆發，

此期間的日記內容有許多塗黑無法辨識之處，由現存記載來看，

其政治立場和對國民政府的態度，由熱烈歡迎轉為失望冷淡，應

是在這段時期發生重大改變。77
 

四、遭受政治迫害轉向文獻纂修 

戰後初期的諸般亂象，使得吳新榮面臨生活窘境，二二八事

件更是人生和事業的重大轉折點，此後情勢急轉有如江河日下。

前述吳新榮在戰後擔任三民主義青年團佳里區隊長，在二二八事

件中，青年團各地分團紛紛起而響應，組織治安隊伍，甚至成為

抵抗主力，許多青年團各地分團幹部參與二二八處理委員會與各

地分會，成為靈魂人物，在事件後成為被誅殺、被迫害最為慘重

的政治派系。78
1947年3月5日「北門區時局處理委員會」成立，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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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8（1945-1947）》，1946年9月27日，

頁311。  

74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8（1945-1947）》，1946年10月25日，

頁322。  

75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8（1945-1947）》，1947年1月5日，

頁342-343。  

76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8（1945-1947）》，1947年3月1日，

頁 356。  

77
 吳新榮在二二八事件被捕入獄，獲釋後作詩一首：《讀洪水後》，暗喻國民政府

如同洪水般吞噬臺灣，也吞噬了吳新榮。詩中每段的第一句都是「誰能料想三月

會作洪水 ?」，表現出的無奈的心情和深沉的控訴。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

《吳新榮日記全集8（1945-1947）》，1947年3月18日，頁366。  

78
 陳翠蓮，《重構二二八：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臺灣》（新北：衛城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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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榮擔任副主席委員，當晚開始實施武裝防衛，以維護地方治

安； 79
3月 10日在北門區會議廳召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北門

區支會」，選舉吳新榮擔任主席委員，召集北門各界代表討論時

局對策，此時局勢已經惡化，臺北宣佈實施戒嚴，處理委員會已

失去功能而面臨解散。80
3月 13日在清晨睡夢中被警察強行押走羈

留，據其事後補記的日記提到：「此數日來是我一生中再遭遇的

最傷心、最混亂的日子。」。81由於害怕遭遇不測，3月 23日起出

外逃亡，但終日惶恐難安，4月 20日向臺南市警察局自首，後被移

送臺北軍法處訊後拘禁百日，7月 4日出獄後和妻子林榮樑（1921-

2003）計算交涉出獄的「事變費用」大約十五萬餘圓，這筆意外的

開銷，令吳新榮變賣土地再加上借款六、七萬元才得以支付。而

其父吳萱草同時被捕尚在獄中，還不知要花費多少錢才可營救，

事態嚴重恐怕要丟失半壁江山。 82後來只得變賣日治時期在將軍溪

岸投資的大道公塭養殖事業，因為要償還很多費用，多年苦心經

營只好讓渡他人。83
 

1947年 9月吳三連參選國民大會代表，請吳新榮擔任北門區負

責人，主要任務在各鄉鎮巡迴演講，順利幫助吳三連以最高票當

選。 84
1951 年吳新榮參選臺灣實施地方自治後的第一屆臺南縣議

                                                                                                                                            

版社，2017），頁294、頁299。  

79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8（1945-1947）》，1947年3月5日，

頁359-360。  

80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8（1945-1947）》，1947年3月10日，

頁362-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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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8（1945-1947）》，1947年3月18日，

頁364。  

82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8（1945-1947）》，1947年7月4日，

頁370。  

83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 8（1945-1947）》，1947年11月14日，

頁422。 1947年 9月 3日臺灣省警備司令彭孟緝批示：「吳萱草前判撤銷，改判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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賜溫、吳三連、郭秋煌三位前輩，以及東京醫專校友黃瑞傳、林耳、黃明富等三

位醫師的奔走。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8（1945-1947）》，

1947年9月8日，頁399。  

84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8（1945-1947）》，1947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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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本欲藉此洗刷先前的兩大奇恥—1946年鎮長落選和 1947年

二二八事件受難百日，也可為將來參選省議員鋪路，選前聲勢看

好，結果卻以最高票落選，以致財務狀況更如雪上加霜。此次落

選對吳新榮的信心打擊甚大，他自嘲：「自光復後，我搞了政治

像交結一個蕩婦一樣，這次這個蕩婦在民眾公道的裁判後決定離

我身了」。85縣議員落選後，老友郭水潭、呂榮輝以及中國國民黨

臺南縣黨部主任委員沈奠國和主任秘書胡龍寶（1911-1997）等人勸

進他競選臨時省參議員。吳新榮一度有意出馬參選，經再三考慮

後，以罹患高血壓不宜參加激烈的競選活動為由推辭；加上他對

政治的興趣已被文化事業所取代，當時臺南縣文獻委員會已有意

聘請他擔任委員兼編纂組長。86高血壓是難癒之症，致使吳新榮對

政治心態消極，加上縣議員落選，正好給他機會脫離政壇轉向文

獻事業。他自侃：「議員不做一身輕，世事無關全家福。」87
 

1952年 7月臺南縣議會依據內政部來函指示通過設置「臺南縣

文獻委員會」，由縣長高文瑞（1894-1977）擔任主任委員、議長陳

華宗（1904-1968）為副主任委員，吳新榮擔任委員兼編纂組長，這

是專任職務，也是他感到興趣和抱持希望的事；此時他與政治漸

行漸遠，除了專心投入文獻委員會之外，另有醫師公會的職務，

是他所固守的兩個事業地盤，很樂意為此奉獻心力。88吳新榮每週

兩天到文獻會上班，其中一天辦理編纂工作，一天進行文獻採

訪、田野調查。1953 年 3 月發行《南瀛文獻》創刊號，這是他進

入文獻會以後的首度成果展現，目的在藉由對臺南文獻的撰述、

資料的匯集來推動縣志的編纂，以作為修志的參考；此刊內容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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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館，2008），1951年2月3日，頁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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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9（1948-1953）》，1951年11月1日，

頁23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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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 9（1948-1953）》，1951年12月7日，

頁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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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9（1948-1953）》，1952年7月29日，

頁264-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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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態度嚴謹，而且都與臺南文獻之採集和史事考察有關。89吳新

榮自評：「是我一生關係的文化事業的大表現。」90經過數年的苦

心經營，1957年底開始出版《臺南縣志稿》，吳新榮自詡這是一

生空前絕後的事業，也感慨這些年為此費盡大量精神，頭髮也因

之半白，甚至犧牲家業，連生活也出現問題。 91
1960 年底《臺南

縣志稿》10卷 13冊終於全部出版完成，他認為這是畢生永久性的

大成就。92
 

當吳新榮遭受政治迫害和參選從政不如意的年代裏，所幸在

醫師公會的地位未受動搖。他長期擔任北門區醫師公會主任、臺

南縣醫師公會常務理事、臺灣省醫師公會監事等職，在醫界占有

一席之地。1951 年 3 月出席臺灣省醫師公會理監事會議，此次會

議重點在於反對政府強制規定醫師應對病人開立統一發票，吳新

榮認為這是把醫療視為商業行為的錯誤觀念：「其目的就是對醫

師課營業稅，這第一破壞醫師仁術的制度，也是侮辱國家自己的

體面，所以各地公會的代表都一致反對並派員對各層機關陳

情。」93此事歷經醫界抗議十餘年，終於在 1964年 1月臺灣省政府

財政廳決定收回成命，不硬性規定記帳、免開立統一發票、不經

常調查業務，不經常檢查帳簿，而且不制訂罰則。94
 

1954年 10月吳新榮因李鹿（1911-1996）匪諜案被保密局帶到臺

北訊問後再度身陷囹圄，95至 1955年 2月始獲自由，四個月又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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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文學館，2008），1957年12月20日，頁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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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10（ 1955-1961）》， 1960年12月31

日，頁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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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9（1948-1953）》，1951年3月5日，

頁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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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基福，《臺灣醫師公會三十三年史》，頁58-61。  

95
 李鹿，臺南學甲人，年輕時在學甲廟口經營西藥房營生，與蘇新、吳新榮熟識，

因受社會主義影響，日治時期即參加農民組合運動，二二八事件時參與李榮凱在

北門郡的反抗政府組織和活動而後逃亡， 1952 年李鹿與吳新榮在番子田（今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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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獄中度過。出獄後由調查局找人辦對保，再經縣政府同意後，

文獻委員會的工作幸得復職，但此後要出外遠行，必須向派出所

提出申請，還要閱讀三民主義和反共抗俄書籍並撰寫心得。96經此

事變病人更形減少，警備總部人員常來找麻煩而無法安心看診，

有時特務待在對街商店監視，甚至登堂入室進到醫院坐在候診

室。當時民眾視特務有如「瘟神」不敢前去看診，每日患者寥寥

無幾，致使家庭生活面臨斷炊的危機，每學期只得向親朋好友借

貸繳交子女學雜費。 97
1956 年病患冷清的情況仍未見改善，有時

一整天患者屈指可數，連生活也無法支持，難免再度想起另地重

起之事，但因《臺南縣志稿》尚未編成，不宜變換環境而作罷。98
 

另一方面，促使吳新榮與政治漸行漸遠的重要原因是健康狀

況逐漸惡化。 1949 年檢查發現「身體已經靠不住了，血壓

160/110，心臟有輕微期外收縮，脈博 92……身體已相當壞了，高

血壓宜注意，應絕對禁酒」。 99但此後仍有飲酒習慣，1950年 2月

                                                                                                                                            

田）相遇，吳新榮勸其趕緊逃亡。1953年自首並供出組織成員而獲自新的機會。

張炎憲，〈跨越時代的見證〉，收入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

1（1933-1937）》，頁6。  

96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10（1955-1961）》，1955年8月1日，

頁41。  

97
 吳南星，〈父親的種種〉，收入張良澤、吳南圖合編，《吳新榮先生百歲冥誕紀

念集：《吳新榮日記全集》出版特輯》，頁 23。根據吳新榮日記所載，他於1955年

2月出獄後行醫即受特務干擾，致使病人不敢上門求診而令收入頓減。1958年8月吳

新榮到高雄醫學院辦理南河轉系，仍有向警察單位報備、申請的記載。雖然未知

特務干擾何時解除，但從1959年因痲疹、水痘、百日咳、小兒痲痺等多種傳染病盛

行使患者增多，吳新榮的醫業隨之漸有起色。1960年周顯文等幾位醫師主動邀請

吳新榮合開醫院，並由吳新榮擔任院長。由此看來，特務單位的箝控自1959年之後

已有緩和或逐漸解消的現象。以上參見，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

記全集10（1955-1961）》，1955年2月16日，頁9；同書，1955年 3月9日，頁15；同

書，1955年 5月24日，頁34；同書，1955年7月1日，頁41；同書，1958年8月14日，頁

215；同書，1959年6月7日，頁276；同書，1959年7月13日，頁283；同書，1959年

12月6日，頁305；同書，1960年6月10日，頁346。  

98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 10（1955-1961）》，1956年 11月 30

日，頁127。  

99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 9（1948-1953）》，1949年 11月 16

日，頁107-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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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時年 47歲的叔父吳丙丁罹患急性腦溢血，隔天病逝，此事對

他衝擊極大，「實感萬分恐慌，而對生活也非常消極，像將臨最

後的關頭那樣悲壯」。 100吳新榮年輕時期體型標準，身高 170 公

分，體重 62公斤，到晚年體重增加、身材大幅變化—167公分，

84 公斤。而且血壓飆升，經常在 160-180mmHg 以上，有時達到

200、甚至 220mmHg 以上。 101這是極高的數值，長期高血壓導致

罹患冠狀動脈硬化症，後來狹心症徵兆漸漸明顯，應該多多靜

養，實不宜從事緊張刺激又忙碌的政治工作。102 

五、東山再起—克紹箕裘與醫師家族的開創 

正當吳新榮面臨醫療事業與社會參與都發展不順利、看似山

窮水盡之時，仍有值得慶賀之事，此即次子吳南河考取高雄醫學

院牙科，日後若能設法轉到醫科，則不僅家業後繼有人，整個家

族名聲地位也能得到保障。1031958年至 1959年間，吳新榮的經濟

情況跌到谷底，先是長子南星（1933-2006）結婚花費四萬多元，是

標會後再向親友借貸而來，所幸收到的禮金也相當此數額； 104而

南河就讀高雄醫學院的學費負擔壓力沉重；父親吳萱草罹患糖尿

病，在高雄醫學院附設醫院住院治療也是一筆大開銷。 105凡此種

                                                       

100 吳新榮著，張良澤主編，《吳新榮全集 2：琑琅山房隨筆》，〈養病自語〉，頁

4。  
101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 3（1939）》，1939 年 4 月 17 日，頁

62；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 7（1943-1944）》，1943年 12月

5 日，頁 106；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 9（1948-1953）》，

1951 年 4 月 2 日，頁 179；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 11（1962-

1967）》（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08），1966年10月7日，頁353。  
102 據世界衛生組織（WHO）訂定的標準值，正常人的收縮壓應低於 120-140mmHg，

超過則罹患心血管疾病是正常人的 2倍以上；若高於 180mmHg 已進入最危險的第

三期。梅約醫學中心（Mayo Clinic）著，張國燕譯，《高血壓》（臺北：天下生

活出版公司，2001），頁10-11。  
103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 10（1955-1961）》，1957年 12月 20

日，頁174。  
104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10（1955-1961）》，1958年9月1日，

頁221。  
105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 10（ 1955-1961）》， 1959年 12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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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已成負債之家，而患者依舊寥寥無幾，收入僅夠三餐溫飽，

甚至連跟廠商購買的藥品費用也積欠無力償還，「長此下去，家

計必不可設想」。106
 

為使整個家族事業後繼有人，吳新榮早在 1938年就有意在栽

培三弟壽山成為醫師，可惜壽山於 1944年明治大學畢業後，從日

本搭船返臺途中遭美軍擊沈而喪命。隨著時日漸長，吳新榮極重

視子女教育，長子南星 1957年畢業於淡江英專（今淡江大學）；

次子南河生於 1937年，1955年畢業長榮中學，1956年考取臺灣省

立師範大學（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數學系，不但享有公費待

遇，而且畢業後分發任教有就業保障，算是優異的考試成績，親

朋好友紛紛前來道賀，但吳新榮和南河認為數學系是偏向純學術

性的科目，並未因此感到滿意。 107
1957 年南河重考錄取高雄醫學

院牙科學系，吳新榮覺得雖然私立醫學院的學費相當昂貴，而且

還要賠償師範大學的公費補助，但如果能從牙科轉到醫科，那就

能繼承祖業，整個家族的未來才有保障。108
 

高雄醫學院是臺灣首位醫學博士杜聰明（1893-1986）於 1954年

所創，以「樂學至上，研究第一」為辦學宗旨，是臺灣第一所私

立醫學院校、也是臺灣第一所以在地地名為校名的私立大專院

校，更是高雄最早設立的大學。高醫成立初期，全臺僅有臺灣大

學和高雄醫學院，以及軍醫系統的國防醫學院設有醫學系，一般

俗稱「北臺大，南高醫」，可見當時高醫的風評極佳。以吳南河

參加聯考的 1956年為例，該年高醫最低錄取分數是 344分，比全臺

灣最低錄取標準高出 49分，算是極優秀的成績。 109由於杜聰明自

日治時期起即居臺灣醫界第一人的地位，對臺籍醫師極有號召

                                                                                                                                            

日，頁304。  

106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 10（1955-1961）》，1959年 6月 16

日，頁277。  

107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10（1955-1961）》，1956年9月1日，

頁113。  

108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 10（1955-1961）》，1957年 12月 20

日，頁174。  

109
 鄭志敏、林丁國合著，《高雄醫學大學校史：創建篇（1954-1973）》，頁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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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連帶對他創辦的學校深具信心，紛紛鼓勵子弟以投考高醫為

目標。  

1958年 8月初臺灣海峽上空發生軍事衝突，宣佈全省進入緊急

狀態（後來演變成八二三砲戰）。而吳新榮因受前述李鹿案牽連

繫獄，離家遠行必須先向警政單位報備，申請通過才可出門，在

此局勢緊張之時更難獲准，但為幫南河申請轉系，他仍不辭煩擾

前往高雄，與在高雄開業的東京醫專學弟黃明富（ 1909-?）同往高

醫拜訪杜聰明院長，杜院長坦言必須對學校有所捐獻才可轉系。

於是即往彰化銀行繳款一萬元當作轉系訂金， 110後來高醫通知捐

獻總額達到十萬元才可轉系。這金額對吳家而言太過龐大，吳新

榮交給兒子自行判斷，並分析說：現在只有兩條路，一條積極的

想法是有志竟成，只要忍受十年的辛苦就能達成目的；另一條消

極的想法就是改走他途，未必做醫生才能達成人生目標；而且如

果決定放棄學醫，經濟負擔馬上就能解除，但這樣避重就輕的態

度，如果就此退卻，人生前途也太可想而知了。 111雖口頭說讓南

河自行決定，其實內心希望子弟也能踏上習醫之道。但從現實面

來看，即便欲使南河轉系卻繳不出費用令全家陷入愁雲慘霧，吳

新榮請父親前往高雄探聽，回來告知：「高雄醫學院死要錢，非

總繳十萬元而無可再言」；黃明富也不贊成繼續運作，建議乾脆

放棄。112
 

當時吳家經濟跌至谷底。三子南圖從臺北工專（今臺北科技

大學）休學專心準備重考，放榜後竟然名落孫山，加上其他幾名

子女的教育費用形成重大負擔，吳新榮覺得這是一種恥辱，因為

在別人眼中視吳家為書香門弟，而吳新榮也一向以家庭教育成功

                                                       

110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 10（1955-1961）》，1958年 8月 14

日，頁215-216。  

111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 10（1955-1961）》，1958年 8月 27

日，頁219。  

112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10（ 1955-1961）》， 1958年 8月 29

日，頁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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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自豪。 113經過幾天思考後安慰南河：「來年再打天下（重

考）。」但內心其實不高興、也不甘願，南河則意志堅定地說此

路非走不可，一定要讀到醫科。於是吳新榮寫信請黃明富轉達高

醫院長杜聰明及董事長陳啟川（1899-1993），陳啟川通知吳新榮再

往高雄訪「聰明老」（日記中之用語），所以就向親友及農會借

款，籌到五萬元交給高醫（十萬元的半數以現金繳交即完成轉系

手續，另半數可拿實物或證券做擔保，畢業離校前繳清）。 114
9月

底，吳新榮帶著四處張羅借到的餘款到高醫，完成南河轉系醫科

的手續，「自此南河真成一個醫科學生，父子都感慨無量。吳家

自此可重寫歷史的新頁，一者可繼家業，可承家譽；二者可有復

興家道的希望」。115
 

關於南河轉醫學系需要捐款之事，此與當時高醫正在籌建附

設醫院亟須財源有關； 116另據 1966年接替杜聰明擔任高雄醫學院

院長的魏火曜（1908-1995）回憶，高醫草創時期，由於私立學校經

費拮據、募款困難，牙醫系和藥學系學生若要轉醫學系，需捐款

至少二十萬元，如此暗中進行，以闢財源。 117而「為著十萬元」

讓吳新榮全家坐困愁城，1958年的轉系費用究竟多大額？當時基

層公務員月薪大約三、四百元，若以四百元估算，則十萬元正好

是公務員月薪的 250倍，亦即工作 20年的薪水，實在是一筆巨款無

誤。 118至於為何家境黯淡仍意志堅定、寧願舉債也要從牙科轉醫

                                                       

113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10（1955-1961）》，1958年9月1日，

頁221。  

114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10（ 1955-1961）》， 1958年 9月 21

日，頁229-230。  

115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10（ 1955-1961）》， 1958年 9月 30

日，頁231-232。  

116
 1957年 6月杜聰明開設高雄醫學院附設醫院，聘邱賢添為院長，當時建設醫院一個

月所須經費大約新臺幣 30萬元。杜聰明，《回憶錄》（臺北：杜聰明博士獎學基

金管理委員會，1973），頁140。  

117
 熊秉真、江東亮訪問，鄭麗榕紀錄，《魏火曜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

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頁 91。魏火曜所述轉系費用和吳新榮實際支付金額不

符，究竟實情如何？尚待查考。  

118
 〈省議員建議政府  改善公教待遇〉，《聯合報》（臺北），1958年8月7日，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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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呢？除了前述希望吳家子弟有人當醫師繼承家業、復興家道、

重振名聲之外，下列幾點也是考量因素：  

首先，吳南河在 1957年考取的是高醫牙科第一屆，該年核定

招收 40人，實際報到 35人；到第二年，經休學、退學、轉系後只

剩 8名學生，可見當時社會對牙醫系的觀感如何，許多人考進高醫

牙科是以轉到醫學系為目標。 119吳南河就讀高醫的第一學期，吳

新榮即寫信告知：「你的轉系我一定先辦，我決心由我的孩子中

培養一個醫生，你不必煩心，只要勞取好成績就好。」 120其次，

從終戰到 1975年的 30年間，是臺灣牙醫發展的空窗期。由於法令

不完備，牙醫師管理規則的法律位階遠低於醫師法，牙醫師不被

社會大眾以醫師看待，社會地位因而低落。在合格牙醫師嚴重缺

乏、局面紛擾的年代裏，許多鑲牙生或齒模工人從事如同牙醫師

的醫療業務，無照行醫的情況普遍，也讓牙醫師的地位更形低

落。 121第三， 1957 年入學的醫學系是六年制的最後一屆，翌年

（ 1958）起改為七年制。所以，吳南河如果順利從牙科大二「平

轉」到醫科大二，距離畢業至少可省下三年的時間。亦即，隔年

免重考省下一年、即便重考考取醫學系還要從大一開始讀起，而

且是七年制，又比舊制多耗兩年的修業年限，總共要再多花三年

時間。就像日記所言：「如不可省三個年的時光，我們實在不願

花這樣錢。」122
 

除吳南河順利轉系就讀高醫醫學系之外，三子南圖也接續考

取醫學系。吳南圖生於 1938年，1957年考取臺北工專，雖然與其

                                                       

119
 鄭志敏、林丁國合著，《高雄醫學大學校史：創建篇（1954-1973）》，頁120。  

120
 吳新榮著，張良澤主編，《吳新榮全集 8：吳新榮書簡》，頁32。  

121
 陳銘助 編 撰 ， 《 臺 灣牙醫 史 》 （ 臺 北 ： 中華民國牙醫 師公會 全 國 聯 合 會 ，

2008），頁110-112。  

122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10（1955-1961）》，1958年9月21日，

頁 230。時至今日，牙醫師的社會地位已與一般醫師無異，甚至比許多專科醫生的

評價更高。以 2020年為例，教育部核定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招生人數 126名、牙醫

系80名；而 2020年高醫醫學系學測最低錄取標準是 59級分，牙醫系則是 58級分；

校內轉系的部分，已經連續三年（ 2018-2020）無學生從牙醫系申請轉到醫學系

（此訊息由高雄醫學大學牙醫系辦公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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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相符，但吳新榮認為不妨明年再重考。 123
1958年南圖休學重

考，目標是臺大工學院，結果不幸落榜。1960年再度重考，該年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原定錄取45名，南圖成績排第46 名，恰巧 45名

和 46名同分數，最後決定兩位都予錄取。此時吳新榮的經濟壓力

極重，南河以下五名子女每學期的學費六千多元，已經要靠借貸

才可度日，而南圖考上國防醫學院，實有助舒緩家計負擔。國防

醫學院是一所軍事學校，入伍生是上等兵待遇，除全部公費外，

每個月還有一份軍人的薪餉。 124如此正好可以抵消南河在私立學

校的開銷，不但可以節省支出，而且在吳新榮的子弟教育計畫

中，也可實現再多培養出一個醫師的期望。125
 

1963年 6月吳南河自高醫醫學系畢業，吳新榮寫信告知因故未

能參加畢業典禮，「是我一生之遺憾，因為你的畢業是我一生的

大事。幸有昭美去參加，可慰我的心情」。 126因免服兵役，南河

畢業即進入高醫附設醫院皮膚泌尿科實習，接受江金培（ 1922-

2017）指導。後來又因臺南醫院院長江萬煊（1922-2013）的安排，入

該院婦產科從事研究工作，同時和臺南安平豐成製粉廠郭朝智之

女郭昭美交往，後於 1964年結婚。 127此時吳新榮內心頗感欣慰，

若依他當時的意志分配財產和家族任務，則將近期開設的新生聯

合醫院歸給南河，以繼承吳新榮的招牌。再將醫院的後半（即病

室）歸給南圖，期待南圖退伍後與南河合作，兄弟齊心協力經營

                                                       

123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10（1955-1961）》，1957年9月29日，

頁165-166。  

124
 韓韶華口述，喻蓉蓉訪問，喻蓉蓉、藍玉人記錄整理，《臺灣免疫學拓荒者：韓

韶華先生訪談錄》（臺北：國史館，2004），頁44、頁50。  

125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10（1955-1961）》，1960年9月21日，

頁359-360。  

126
 吳新榮在信中談及「這次不能參加畢業典禮的原因是董事會的作怪，對杜（聰

明）院長甚對不起」。也提到杜院長寄來一幅甚古典的書法當作南河畢業賀禮，

吳新榮特別囑咐南河近期去拜訪杜院長「拜謝過去的宏恩」，也交代將來若要建

杜院長紀念銅像，「要決定寄附相當之金額」。吳新榮著，張良澤主編，《吳新

榮全集 8：吳新榮書簡》，頁52-53。  

127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11（1962-1967）》，1963年12月19

日，頁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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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聯合醫院。128
 

六、重整旗鼓—申請勞保公保指定醫院 

歷經連續數年的經濟困頓之後，1960 年是吳新榮醫療事業從

谷底反彈的轉折點。先是 1959年底到 1960年初，痲疹、水痘、百

日咳及小兒麻痺大流行，令患者增多而忙碌，收入也隨之增加；129

同時，文獻委員會的《臺南縣志稿》即將全部出版完畢。接著，

臺南周顯文等四、五位醫師要到佳里開設聯合醫院，欲請吳新榮

出任代表人，此因當時政府計劃擴大辦理勞工及公務員保險，必

須有指定特約醫院配合實施。 130吳新榮覺得這是生涯機運的一個

轉捩點：「這是我近來生活的新局面，這樣生活的變化，使我生

出新希望，希望此生有永遠之歸宿，希望為子孫計能夠有意義的

交代。幸文獻委員會的事業也將完成。」 131吳新榮此時遇到的新

局面，即 1960年代初期政府擴大實施勞工和公務員保險制度，由

於大型醫院很少，乃在全省各主要城市指定特約醫院，依被保險

人的勞工及公務員人數多寡，在一個地區設置一、兩家較具規模

的私人醫院為指定醫院，當時因僧多粥少，為爭取勞保局和中央

信託局的指定，引起設立綜合醫院的風氣。政府訂有一套指定特

                                                       

128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11（1962-1967）》，1963年7月15日，

頁115。  
129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10（1955-1961）》，1960年2月20日，

頁322。  
130

 臺灣的勞工保險制度始於 1950年，至 1960年投保人數共計 488,000人，保費支出金

額達到 41,930,000元，全省勞保指定醫院共有 83所，合計 3,742個病床。由於符合民

眾需求，實施十年後經評估有擴大辦理的必要，即將原本指定醫院的醫療設備和

醫護人員標準降低，讓更多醫院可以申請成為指定醫院，以擴大醫療服務範圍。

參見〈勞保十年有成〉，《聯合報》（臺北），1960 年 6 月 20 日，2 版；〈指定勞

保醫院  將可擴大範圍〉，《聯合報》（臺北），1962年12月12日，2版。至於公務

員保險則從 1958年 9月開辦，到 1962年 8月止，四年之間醫療費用及現金支出達四

億二千多萬元，受益者多達五百多萬人次，由於成效卓著，也有意擴大辦理。

〈公保開辦四年  各項給付四億〉，《聯合報》（臺北），1962年11月19日，3版。  
131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10（1955-1961）》，1960年6月7日，

頁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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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醫院的標準：設四科以上、病床數一百床以上者為甲種綜合醫

院；兩科以上、病床數五十床以上為乙種綜合醫院；另有病床三

十床的單科醫院，至少兩名醫師再加上有執照的護士一名。132
 

申請勞保公保指定醫院讓吳新榮再次燃起打拼事業的豪情壯

志，如果謀事成功，不但餘生可有一番作為，而且將來讓南河繼

承事業，也可開創嶄新局面。再者，此種聯合性的醫療組織是吳

新榮自學生時代起即主張，如今能夠實現宿願，實是人生一大快

事，「只好盡此餘生之氣力來孤注一擲」。 133申辦過程幾經波

折，後來終究排除困難順利通過。1960年 8月 1日醫院開始營運，

邀請臺南縣長胡龍寶前來剪綵，此後就診的患者逐日增加，吳新

榮甚感欣慰，覺得這或許是餘生最有意義的事，希望人生從此有

新的發展。 134醫院既已開設，必須長期確保患者不虞匱乏，這就

非成功爭取成為勞保公保指定醫院不可。  

為了申請成為指定醫院，必須使聯合醫院的經營順利發展，

吳新榮先爭取北門區三個漁民會、兩個鹽工會和一個糖工會，以

及教育和行政機關的支持。 135之後又專程到臺北拜訪省漁會和總

工會，並與宗叔吳尊賢（ 1916-1999）同去請求楊肇嘉（ 1892-1976）協

助，再拜訪勞工保險局和中央信託局，又到基隆拜託妹婿林永睦

醫師（二妹雪金之夫， 1920-2004），請他對其服務的基隆醫院王金茂

院長說項，因為該院長可能是專家小組成員之一，聽說握有三分

                                                       

132
 顏崇漢，《動盪的年代—一位外科醫師的回憶錄》（桃園：達璟文化事業公司，

2000），頁118-120。  

133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10（1955-1961）》，1960年7月20日，

頁356；吳新榮著，葉笛、張良澤漢譯，呂興昌編訂，《吳新榮選集2》，〈社會醫

學短論〉，頁7-11。吳新榮這篇短論寫於 1932年，其目的在針對資本主義發達所產

生的社會弊端，尤其在醫學方面提出質疑和抗議，認為醫師容易變成「醫商」，

故有建設大眾病院的必要，以貧苦大眾為醫治照護對象，經費由事業主或大地主

負擔，對無產者的診療一律免費。按：此處受許宏彬，〈行醫營生—小鎮醫師吳

新榮的醫業、實作與往診〉一文啟發而來，特此致謝。  

134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10（1955-1961）》，1960年8月9日，

頁356-357。  

135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10（1955-1961）》，1960年11月8日，

頁364-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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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的決定權。136同時也添購儀器設備，花 32,000元購置一臺X光

機，接著再改善醫院內外的設施和環境衛生，凡此種種，皆為爭

取成為指定醫院而準備，「我們只望能為下一代的人做到基礎就

滿意了」。137
 

1962 年起新生聯合醫院經營出現狀況，吳新榮認為合夥人林

承一的醫技無法令人信服，加之人格卑劣齷齪—既非醫學校畢

業，也無醫師執照。 138再加上幾位合夥人之間經常意見分歧，但

因南河尚在高醫實習而隱忍，直到 1963年底，南河實習結束，受

聘為臺南醫院醫師才結束營業。1964年 1月 1日吳新榮將原新生聯

合醫院的設備和藥品搬遷到位於佳里鎮新生路四號的新建病房，

此醫院乃南河岳父郭朝智出資興建，仍名「新生聯合醫院」，因

為「新生」就是「新榮」之「再生」；而「聯合」即父子之聯

合，或兄弟之聯合經營。 139吳新榮與周顯文、林承一等人合夥經

營新生聯合醫院前後四年，他在此期間所得薪水大約 25萬元，對

於家庭經濟大有助益，而且剩餘的藥品和器材也可供新的新生聯

合醫院繼續使用，除了合夥人之間處事不愉快之外，可謂獲益甚

多。140
 

                                                       

136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10（1955-1961）》，1961年1月27日，

頁 384。按：基隆醫院院長王金茂（1913-2002），宜蘭人，日本慶應義塾大學醫科

畢業，戰後返臺行醫，1948年 4月至 1968 年 2月擔任省立基隆醫院院長，因奠定本

土公衛根基貢獻卓著，於2002年獲頒中華民國醫界最高榮譽的醫療奉獻獎。參見李

源德、 張 秀蓉主編 ，范碧玉副主編 ，李福鐘編 撰 ， 《 臺 灣公立 醫 院 百 年 紀

（上）》（臺北：中華民國公立醫院協會，2004），頁60；李淑娟編，《醫療，從

愛出 發 ： 第十一 、十二屆醫療奉獻獎得主剪影》 （ 臺 北 ：行政 院衛生署，

2004），頁136-143。  

137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10（1955-1961）》，1961年2月13日，

頁386。  

138
 吳新榮著，張良澤主編，《吳新榮全集 8：吳新榮書簡》，頁 49。按：戰後初期，

密醫橫行且醫衛法令尚未周全，林承一名義上雖是外科醫師，但吳新榮給次子南

河的書信透露林氏既非醫學校畢業，也無醫師執照，或許隱含鄙視的意味，暗指

林氏係經由「特殊管道」而執業行醫。  

139
 吳新榮著，張良澤主編，《吳新榮全集 8：吳新榮書簡》，頁51。  

140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11（1962-1967）》，1964年1月2日，

頁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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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新榮申請勞保指定醫院的事務，主要是透過吳三連及吳尊

賢兩位宗叔在民間和政府部門四處奔走請託，以及臺南縣醫師公

會理事長翁鐘五、臺灣省醫師公會理事長吳基福在醫事專業領域

提供諮詢和協助。他希望申請成功就可以早日退休，把事業交棒

給孩子，而做自己所好之事，安享晚年。141
1965年 6月 26日吳尊

賢從臺北打電話告知吳新榮，說臺大醫院院長邱仕榮（1912-1998）

通知吳三連，新生聯合醫院申請勞保指定醫院已獲通過，將可試

辦半年。此後勞保患者漸增，經常呈現客滿狀態而應接不暇，以

致再增建病房。但此時吳新榮的健康更形惡化，主要是長期高血

壓導致罹患冠狀動脈硬化症，後來狹心症徵兆漸漸明顯，也因此

決定超前布署，將南河由省立醫院喚回佳里主持醫院，以防萬

一。142
 

承辦勞保指定特約醫院是吳家經濟的一大轉捩點，開辦一週

年的所得盈餘，已足夠償還完畢銀行貸款和積欠藥房的藥品費

用，吳新榮頗感欣喜：「是我半生努力的結果，這總是為子孫計

而已」。143
1967年 2月吳新榮到臺北參加醫師公會黨團座談會，先

去拜訪時任國防部長蔣經國（ 1910-1988）家庭醫師的老友徐千田

（1913-1992），請他幫忙南圖在國防醫學院畢業的兵種分配問題。

再去拜訪吳三連和吳尊賢，回報他們對於申請勞保指定醫院的關

照。 144吳新榮在此行途中心臟病發作，溘然長逝，享年 61歲。新

生聯合醫院後來改名新生醫院，由吳新榮次子南河和三子南圖繼

承，擔任正、副院長，至今猶在佳里鎮上守護民眾健康。目前仍

由吳南河擔任院長（南圖於 2019年往生，副院長一職由南河次子

吳柏青醫師接任），以「病人為尊，社區服務」為宗旨，目前門

                                                       

141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11（1962-1967）》，1965年4月23日，

頁261。  

142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11（1962-1967）》，1966年12月31日，

頁370-371。  

143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11（1962-1967）》，1966年6月29日，

頁341。  

144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 11（1962-1967）》，1967年 2月 19日

至21日，頁381-383。  



不同政權下吳新榮醫業的開展、延續與鞏固—以吳新榮日記為分析對象（1933-1967） - 163 - 

診項目有內科、外科、家醫科和腎臟科，並有附設呼吸照顧病

房、洗腎中心、慢性病床、健檢中心和一般病房等，共計八十個

病床；也配合政府及相關單位，定期替民眾施打各種疫苗與提供

最新的醫療資訊。145
 

吳新榮的行醫招牌是由次子南河繼承，在吳新榮奠定的既有

基礎之下，吳南河也長期參與醫師公會，從臺南縣到臺灣省醫師

公會，始終秉持吳新榮「我惟公會，公會無我」的理念，為最多

數會員謀取最大的權益。 146在某些方面吳南河甚至有青出於藍的

態勢，例如吳新榮很想當臺南縣醫師公會理事長，曾說：「一生

不做一次想太不甘願」， 147可惜終其一生並未當選。吳南河則在

2004年至 2007年擔任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任內

適逢各縣市醫師公會成立一甲子，吳南河即以全國理事長身份到

各地出席慶祝活動。 148再如政治方面，吳新榮曾經輔選王烏硈、

陳華宗、吳三連順利當選縣議員、省議員、國大代表等公職；吳

南河則在 1999年擔任陳水扁選總統期間的臺南阿扁之友會會長，

2000年陳水扁當選總統。又在 2001年同時身兼陳唐山參選區域立

委與蘇煥智角逐臺南縣長的競選總部總幹事，輔選結果陳蘇兩人

都順利當選。149
 

吳新榮極重視子弟教育，尤其以栽培成為醫師為重責大任。

他認為人生最大的事業就是子弟的教育，醫業不過是教育子弟的

手段而已。 150當新生聯合醫院籌備事宜大致就緒，吳新榮感慨事

                                                       

145 「佳里新生醫院」。〈http://www.hosp-shinsen.com.tw/〉（2021/3/6）。  
146 吳南河、郭昭美，〈感恩與懷念—為出版父親《吳新榮先生日記全集》而寫〉，

收入張良澤、吳南河合編，《吳新榮先生百歲冥誕紀念集：《吳新榮日記全集》

出版特輯》，頁35。  
147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11（1962-1967）》，1965年2月21日，

頁252。  
148 「 中 華 民 國 醫 師 公 會 全 國 聯 合 會 」 。 〈 https://www.tma.tw/about/index.asp 〉

（2021/3/6）。  
149 〈陳唐山、蘇煥智的手  副總統同牽〉，《聯合報》（臺北），2001年 11月 21日，

18版。  
150 吳新榮著，張良澤主編，《吳新榮全集3：此時此地》，頁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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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是人生必要的一件大事，認為事業成功與否決定人生是否勝

利，包括子女的教育也算是事業之一。 151時至今日，吳新榮家族

醫師輩出，從吳新榮起始，祖孫三代至少已成就 12個醫師家庭，

堪稱一個醫師家族已然形成。152
 

七、結論 

1865年首位來臺進行醫療傳教的英國宣教師馬雅各（ James 

Laidlaw Maxwell, 1836-1921）引進西式醫療、開啟臺灣現代醫學之門

（今年適逢馬雅各逝世百週年紀念）。日治時期，殖民政府於

1899年設立臺灣總督府醫學校，透過學校教育進一步培養臺灣人

成為具備現代醫療技術的合格醫師；再加上赴日本習醫者返回臺

灣，大批受過醫學校教育的畢業生開始在社會上執業。至 1920年

代，確立臺灣以私人開業為主要的醫療模式，當時的醫療市場機

制也有利於醫師的收入，更助長私人開業醫的經濟優勢。 153吳新

榮即在此時代背景下從習醫到開業，當時醫師收入豐厚，是貨幣

所得極高、令人稱羨的行業。又因處於殖民統治穩定期，即便後

                                                       

151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10（1955-1961）》，1960年7月17日，

頁355-356。  
152 次子南河、三子南圖繼承衣缽成為醫師已如本文所述，吳新榮與元配毛雪所生兩

個女兒都與醫生家庭結婚—長女吳朱里（1935年生）嫁給鹽水名醫翁鐘五的三子

翁銘統（1928年生），翁鐘五曾任臺南縣醫師公會理事長，彼時吳新榮是該公會

常務理事。朱里與銘統於 1964年移民美國，兩人所生次子翁瑞昶（ James Ong, 

1961-）畢業於加州大學聖地牙哥校區醫學系，目前在洛杉磯 West Hills Hospital 擔

任心臟電理科主任。吳新榮次女吳亞姬（1940年生）嫁給魏昭雄（1936年生）醫

師，魏昭雄之父魏國（1905-1971）是吳新榮東京醫專學弟，昭雄則與南河是高雄

醫學院同學。魏昭雄與吳亞姬所生長女魏玫君嫁給醫師，目前在高雄開業行醫；

昭雄與亞姬的長子魏嘉宏娶吳尊賢姪女，如今在美國夏威夷行醫；次子魏嘉佑則

在美國加州當醫師。吳南河次子吳柏青畢業於Fatima Medical College醫學系，現任

臺南市立醫院心臟科主治醫師；吳南圖次子吳奕緯則是加州開業牙醫師。吳新榮

與繼室林榮樑所生四子吳夏雄（1944年生）的長子吳致賢，畢業於高雄醫學院牙

醫系，目前是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齒顎矯正科特約主治醫師。吳南圖於前年

（2019）過世，而南河目前聽力嚴重退化，與妻郭昭美同時受訪，此段訊息由昭

美女士提供，2020年9月4日下午電話訪問。  
153 劉士永，〈臺灣殖民醫療的特質〉，收入經典雜誌編著，《臺灣醫療 400年》（臺

北：經典雜誌出版社，2006），頁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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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遭逢戰火蔓延，依然可以藉著醫學專業維持經濟收入和名聲地

位而不致生活困窘。戰後政權轉移，醫療環境也產生變化，吳新

榮的行醫事業也受政治因素影響而陷入困境。1950年臺灣開始辦

理勞工保險，起初僅限特定事業單位的員工，1960年擴大實施，

當時由於大型醫院很少，結合幾個專科或次專科醫師合開綜合醫

院乃成為經營趨勢，此即吳新榮重新奮起的時機。154
 

行醫足以致富、也可以獲得名聲地位，為了鞏固、維護和擴

大醫療事業，醫師也需要從事政治和社會參與，以便在政治、經

濟、社會等方面占有地位，從日治到戰後皆是如此。就面對時局

變化而言，吳新榮在日治似乎比戰後適應良好，事實上，戰後初

期的臺籍醫師大多數都是如此。甚至有為數眾多的醫師在二二八

事件和白色恐怖時期遭受迫害，這些醫師都在戰爭世代成長，處

於從日治過渡到戰後臺灣的新政局，經歷過日本殖民政府為戰爭

動員而實行皇民化政策；而後又面臨國民政府接收的時代變局

中，體悟到接收後的貪污無能、壓迫與欺悔臺灣人的失德失政，

迫使不少醫師延續日治時期以來關懷時局的傳統而作出肆應。 155

吳新榮也秉持此種傳統積極參與公共事務—擔任三民主義青年

團佳里區隊長、臺南縣參議會參議員、臺南縣醫師公會常務理事

兼北門區分會主任，「此乃我所關最切之人民團體」 156然而，戰

後熱衷政治和社會參與卻令吳新榮付出慘痛代價，兩度入獄嚴重

影響醫師本業的經營而致家道中落。1951年臺南縣議員落選後更

顯得心灰意冷，遂把生活重心轉向文獻纂修，完成《南瀛文獻》

                                                       

154
 臺灣在1995年實施全民健康保險之前，民眾醫療費用主要來源是社會保險之醫療給

付以及自費給付，社會保險可分為勞工保險、公務員保險和農民健康保險三大

類。勞工保險是一種綜合性保險，給付內容包含生育、傷病、醫療、殘廢、老年

和死亡；其適用對象初期僅限特定事業單位的員工，後來放寬為年滿15歲以上、60

歲以下的勞工，之後再將勞工眷屬納入。江東亮，《醫療保健政策—臺灣經驗》

（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07），頁86-87。  

155
 黃龍興、鄧宗德、劉玉燕編，《醫人治世：白色恐怖受難醫師群像》（新北：國

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2017），頁11。  

156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8（1945-1947）》，1946年3月10日，

頁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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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臺南縣志稿》的出版，成就一項不朽的文化事業。  

吳新榮在戰後歷經十多年的長期低潮，其人生能夠東山再起

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在醫師公會始終維持一席之地。戰後由於

臺灣醫療資源匱乏，為促進醫界團結，各縣市紛紛成立醫師公

會，協助政府推動公共衛生、保障醫師權益、催生醫師法，推動

醫療國民外交，以發揮引領臺灣醫療政策制度的重要力量。 157即

便歷經政治迫害，由於吳新榮在醫師公會的地位和享有的保障，

以及在醫界的份量和人脈猶在，這也是申請勞保指定醫院能夠通

過的因素之一。至於重整旗鼓的另一原因則是栽培子弟繼承事

業。他一生辛勞希望能為後代奠定基礎，殷切盼望子孫能夠有人

再當醫師，認為這是繼承祖業的表現，足以光耀門楣、再振家

聲。  

《吳新榮日記全集》是研究臺灣史的一座寶庫，即便許宏彬

〈行醫營生〉一文對吳新榮的醫師本業已有精闢而深入的探討，

但從本文所述可知在政治和社會參與方面仍有許多值得討論之

處。再者，吳新榮不僅是日治到戰後眾多的地方開業醫之一，即

便人生跌宕起伏，他行醫經歷之事即是臺灣史的一個縮影；而與

吳新榮同世代、同樣受日本教育培養出來的臺籍醫師，他們的姓

名有相當高比率出現在日記之中，並記錄彼此互動的情形，例如

杜聰明、徐千田、黃明富、翁鐘五、邱仕榮、江萬煊、吳基福等

人，從吳新榮日記可看到與他們之間往來的事務，這種私領域的

生活未必會在一般公開史料見到。因此，若論吳新榮日記的史料

價值，堪稱研究「臺灣醫療史」不容忽視的重要材料，從中也可

再發掘值得探討的課題。  

 

 

（責任編輯：江昱緯 校對：黃品欣） 

                                                       

157
 吳南河，〈展現自尊自重的醫界力量〉，收入林景星，《高雄縣醫師公會 60週年

誌》（高雄：高雄縣醫師公會，2007），頁 6。按：吳南河時任中華民國醫師公會

全國聯合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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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Continuity, Regime Change:  

Taiwan as Depicted in the Diary of Wu Xin-rong 

(1933-1967) 

Lin, Ting-kuo
∗
 

 

Abstract 

The well-known author and doctor Wu Xin-Rong was born in 1907, in 

what is now the Jiangjun district of Tainan city, Taiwan. After graduating 

from medical school in Tokyo in 1932, he returned to Taiwan to practice 

medicine at Chiali village in Beimen county. There he worked for the 

remainder of his life at Chiali Hospital, which had been founded by his 

uncle Wu Ping-Ting. When he was not busy practicing medicine, Wu also 

wrote, engaged in business, and participated in various political and social 

activities. He was a long-standing member of the Medical Association, for 

instance; he was also a Senator representing Tainan county. In 1952, he 

became chief editor of the Tainan Documentation Committee, a position 

that he would hold for eight years, and that resulted in the ten-volume work 

The Tainan County Chronicles. He died suddenly from a heart attack in 

1967.  

From 1933 to 1967, Wu Xin-Rong kept a diary chronicling not only 

events at the hospital but also daily life in Taiwan during those years. 

Through his diary, which has recently been published in eleven volumes as 

the Wu Xin-Rong Diary Series, we catch a glimpse of Taiwan, as seen 

through the eyes of a small-town doctor. Indeed, his diary is a microcosm of 

life in Taiwan for more than three decades. As Wu vividly recorded many 

unforgettable details in his journal, and as he lived successively through two 

different regimes—first the Japanese colonial government, whose rule over 

the island ended in 1945, and then 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 which took 

over Taiwan at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his diary is also an 

invaluable historical document. This study probes Wu’s diary to see how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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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ted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activities; it also looks at how the two 

political systems that he lived under changed and defined his career and life 

experiences. 

 

Keywords: Wu Xin-Rong, medical busines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public 

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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