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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背景

本
校是1�5�年6月奉行政院核准籌設，1�60

年6月奉教育部令准立案，由當時一批本

省醫學界菁英籌組成立。事實上，本校的成立有

其時代背景與機緣，瞭解這段背景與機緣，才更

能透視本校創校的原因與精神。

盱衡當時時代背景，自台灣光復後，醫藥亂

象叢生，密醫橫行，醫藥專門人才不足，吳基

福醫師（1�16∼1��5）曾經這樣區分當時兩大

類密醫，其一為紳士密醫，包括藥房密醫、檢

驗密醫、X光密醫、眼鏡店密醫；其二為赤腳密

醫，指的是固定式密醫、攤販式密醫、流浪式密

醫。
1
不僅如此，醫師執照考試也弊病橫生，光

復後在1�46年3月台灣省政府公佈「台灣省乙種

醫師登記辦法」，在其上又制定了「台灣省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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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限地開業辦法」，登記常有權門請託情形。

1�47年又公佈「醫師人員甄訓辦法」，等於放

寬了醫師執照取得的限制，所以自1�47至1�53年

止，考試院共發出了九百五十張甄訓及格證書，

製造了近千名的西醫師，連同光復申請初期申請

登記者，合計政府在短短幾年中製造了三千多名

左右中西醫師。這種醫師執照的亂發的現象，一

位日本時代的知識份子吳新榮醫師這樣描述：

「有關當局以大陸的舊法則來台灣施行，什麼甄

訓、什麼考試、什麼手續，舊醫師證書滿天飛，

弄到理髮師、藥店員、獸科醫一夜之間變成合

格醫師。」
2
1�51年衛生處某科長受賄出售一批

「乙種醫師暫准開業證書」，偽造甚多，經人檢

舉，該科長撤職入獄，二十一名乙種醫師受賄判

刑，但未被檢舉者甚多，成為合法的醫師，甚至

一些年齡還在十五至二十歲之間。
3

上述光復後台灣醫學的亂象，當

然造成醫德墮落的問題，同時執照亂

發的情形也使醫學的專業權威下滑，

加上政治環境的影響，醫學界在當時

噤若寒蟬。
4
這時有一批從日本殖民

時代訓練出來的醫界菁英，藉著私人

興學，從辦醫學教育著手，企圖扭轉

當時醫界風氣，培植醫藥專門人才，

以因應國家與社會的需要，於是，

1�54年杜聰明博士（1��3∼1��6）在

高雄成立醫學院，四年後中部又有中

國醫藥學院的成立，六年後本校也由

胡水旺醫師等人奔走而成立。高醫、中醫及北醫

在台灣南中北相繼成立，象徵著當時私人興學中

的醫學教育之里程碑。

籌設三階段

本校係由本省醫學專家暨熱心醫藥教育人士

胡水旺、徐千田、郭宗煥、章榮熙、徐銀格等所

捐資創設。除了章榮熙先生出自滿州醫科大學醫

學博士以外，其餘四人都來自於日本殖民時期

「台北醫學專門學校」或「帝國大學醫學部」訓

練出來的醫學博士，有鑑於應該提高當時台灣醫

藥學術研究水準，故集資成立一個培植醫藥專門

人才，以因應社會與國家需要的醫學校。

事實上，杜聰明醫師於1�53年卸下台大醫學

院院長後，即尋求在台北市興建私人醫學院的可

能性，當時本校創辦人之一胡水旺醫師擔任「台

北醫師公會理事長」，也積極參與其中，但最後

因覓尋校地的不順利，拖了一年多，適逢高雄市

陳啟川（1���∼1��3）市長捐贈十三甲土地敦請

杜聰明醫師南下，高雄醫學院便於1�54年誕生。

胡水旺醫師還受聘為高醫第一屆招生委員，曾

參與高醫在台北武昌街

的城隍廟所召開的第一

屆招生籌備委員會與招

生。

杜聰明醫師在台北

創立醫學院的希望雖然

沒有達成，胡水旺醫師

認為相當可惜，遂於

1�5�年3月14日，拜訪

當時任教育部長的張其

昀先生，張其昀（1�01

∼1��5）部長問及有無

成立醫學院的必要性，

胡水旺醫師遂拿出準備

資料說明全省目前有

三千多位醫師，唯有一千五百位有正式受過醫學

院教育，且亦日漸凋零，所以急需培育人才，張

部長聽完乃樂意協助。胡水旺等人遂於1�5�年4

月24日正式發起在台北創立一所私立醫學院，並

在7月獲得教育部申請准予籌設，此後，便在台

北市漢口街一段七十號胡水旺醫師的耳鼻喉科醫

院設立「私立台北醫學院籌備處」，並積極覓尋

校地購置等事項。以上可以說是本校創校前的第

一階段。

不料，當胡水旺醫師擬提出正式建校申請書

時，因俞鴻鈞（1���∼1�60）行政院長去職，內

閣改組，新任行政院長陳誠（1���∼1�65）上

台，教育部長張其

昀去職，改換梅貽

琦（1���∼1�62）

任教育部長，又逢

某醫學院發生學籍

弊端的案件，風聲

鶴唳，對於醫學院

申請建校一事更是

雪上加霜，北醫建

校申請案乃暫被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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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張崑將

胡水旺與徐千田兩位創辦人於漢口街籌備處前合影

杜聰明先生

教育部同意設立公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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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了近一年。但是，胡水旺與章榮熙兩位醫師先

後拜訪當時學術聲望頗高的朱家驊（字騮先，

1��3∼1�63）先生及中研院院院長胡適（1��1∼

1�62），向其報告創辦醫學院的動機與計畫，得

其讚許，朱家驊先生並介紹徐千田醫師，使得徐

千田醫師與本校締結了不解之緣，成為本校第一

任院長，直至1�73年。朱家驊先生以後則是本校

建校第一位名譽董事長。由於有胡適等人的幫

忙，本校建校的申請案得到行政院的特准，唯提

到本校原申請校地尚有諸多問題，應想辦法解

決。以上可以說是本校建校過程的第二個階段。

既然教育部特

准北醫成立，可謂

萬事具備，僅欠校

地定案的問題及籌

備首屆的董事會。

籌備委員會在1�5�

年7月2�日購定校

地，位於台北市三

張犁附近，計有二

萬三千餘坪土地面

積，本是台北市正

在規劃為新社區建設計

畫之範圍中，經與當時

台北市長黃啟瑞（1�10∼

1�76）接洽，同意把新社

區建設計畫更改到民生社

區。至此購置校地一事終

於拍板定案。隨即在7月

2�日成立董事會，�月�日

董事會於台北市漢口街華

府大飯店召開。首屆董事

為胡水旺、徐千田、郭宗

煥、章榮熙、徐銀格、吳

振蘭、洪水治、謝東閔、

劉啟光、熊丸、侯炎、黃

木燧、劉全忠、黃啟瑞、

吳火獅等先生。並公推胡水旺先生為董事長，聘

徐千田醫師擔任院長，並報請教育部准予立案。

教育部在1�60年2月24日核准董事會立案後，董

事會隨即建築臨時教室、辦公室等。3月23日呈

報教育部申請學校立案，6月1日核准，並准參加

4�學年度大專院校聯合招生。
5
至此，本校乃告

完全成立，6月1日這個特別的日子也成為本校校

慶的大日子。這是本校創校過程的第三階段。

本校從1�53年胡水旺醫師參與杜聰明醫師的

私人興學開始，與眾董事們的眾志成城下，前後

奔走七個年頭，終於在1�60年完成了申請建校、

購置校地兩項最艱鉅的任務，創造了北醫，並與

高雄醫學院南北輝映。

本校正式成立後，僅有醫科、牙醫學系、

藥學系三系，第一學年度（4�）招收學生共

兩百五十名，50學年度又招得新生暨插班生兩

百二十名，51學年度招得新生暨插班生兩百五十

名，總計前三年學生共六百五十六名。
6

（作者為本校醫學人文研究所副教授）

1. 吳基福，〈透視台灣醫界的「大雜院」〉，收入李 

 敖主編，《文星雜誌選集3》。

2. 吳新榮，《震瀛回憶錄》，頁289。

3. 吳基福，〈透視台灣醫界的「大雜院」〉，頁663。

4. 這個時代背景可參陳永興，《台灣醫療發展史》 

 （台北：月旦出版社，1997）。

5. 以上學校的籌備經過，可參本校編印的《台北醫學 

 院概況》（1963年7月）。

6. 以上學校的籌備經過，可參本校編印的《台北醫學 

 院概況》（1963年7月）。

創校之初，全體教職員工合影（詳細人名見附件）
1. 韓逋仙
2. 郭宗煥
3. 胡水旺
4. 徐千田
5. 陳漢
6. 李劍南
7. 蔡新
8. 甲凱
9. 邱思敏
10. 陳文龍
11. 張子唐
12. 葉錦坤
13. 徐炎炳
14. 林重新
15. 楊基榮
16. 陳銘德
17. 董一致
18. 章榮熙

四位創校董事於北醫最早校門前合影，由左而右分別為：章榮熙、徐千田、胡水旺、郭宗煥

朱家驊先生

1
2 3 4 5 6

181716157
8

9 10
11 12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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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屆董事會董事
任期：自1960年2月至1971年4月

董事 熊丸
● 曾任台北市立中興醫院院長 
● 國立同濟大學醫學院畢業

● 美國華盛頓華特理特軍醫中心、

 內科心臟科研究員
● 總統侍從醫師

董事 謝東閔
● 曾任中華民國副總統 ●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

● 臺灣省政府秘書長

● 臺灣省立師範學院院長

● 臺灣省議會議長

● 私立實踐家政專科學校校長

● 臺灣省新生報發行人

常務董事 徐銀格
● 臺北醫學專門學校畢業

● 曾任臺北醫學院教授、夜間部主任

● 桃園醫院院長

● 大連市博愛醫院內科醫長

● 桃園縣醫師公會理事長

● 日本慈惠會醫科大學醫學博士

常務董事 章榮熙
● 滿洲醫科大學醫學部畢業 ● 臺灣省立臺北醫院外科主任

● 曾任臺北醫學院教授、教務主任 ●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專修科外科兼任

● 章外科醫院院長  教授 
● 北醫附設醫院院長 ● 日本醫學博士

● 國立瀋陽醫學院外科副教授 ● 臺北市醫師公會常務理事

● 東北臨時大學外科兼任教授

常務董事 郭宗煥  

● 臺北帝國大學醫學博士

● 曾任臺北醫學院教授兼教務主任

● 郭內科醫院院長 
●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教授兼

 第二附屬醫院內科主任
● 臺灣省立臺北醫院內科主任

常務董事 徐千田  

● 日本九州帝國大學醫學博士 ● 美國賓州大學研究員

● 曾任臺北醫學院院長 ● 美國婦產科學院名譽院士

● 臺北帝國大學醫學專門部講師、 ● 國際外科學院院士

 副教授
●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教授、

 兼任教授

董事長 胡水旺  

● 日本九州大學醫學博士 ● 台灣醫學會常務理事

● 曾任臺北醫學院教授 ● 台灣省醫師公會理事

● 胡耳鼻喉科醫院院長 
● 臺北市醫師公會理事長

● 臺北市紅十字會副會長

● 今日醫藥新聞發行人兼社長

首屆董事會董事

沿

革

篇

創
校
董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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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侯   炎 
● 日本九州大學醫學博士

● 曾任侯耳鼻咽喉科醫院院長

● 臺灣省醫師公會理事長 
● 嘉義市第四信用合作社理事主席

● 嘉義縣醫師公會常務理監事

董事 吳火獅 
● 美國聖若望大學榮譽博士 ● 臺灣絲織工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 曾任新光人壽保險公司董事長 ● 臺灣赤糖物產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 台灣新光實業公司董事長 ● 大臺北瓦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 
● 新光紡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經理
● 王田毛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 中和紡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董事 黃啟瑞 
● 日本京都帝大法學部畢業 ●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副秘書長

● 曾任台北市議會議長、台北市市長 
● 台灣電視公司董事長

● 台灣新生報業公司董事長、

 中華日報董事長

● 中華民國軍人之友總社理事長

董事 劉全忠
● 國立清華大學畢業 ● 黑龍江省教育廳長

● 美國密西根大學碩士 ● 中央銀行秘書長

● 曾任立法委員 
● 國立東北大學經濟系主任

● 國立長春大學法學院院長

● 中央大學、復旦大學教授

董事 劉啟光
● 嘉義縣立華南商業學校畢業

● 曾任新竹縣縣長

● 華南商業銀行董事長

● 國民黨台灣黨部籌備委員兼祕書

● 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參事

董事 黃木燧
● 臺北帝國大學醫學專門部畢業

● 曾任明仁醫院院長 
● 臺灣礦業石底煤礦附設醫院院長

● 臺北縣議會議員

董事 吳振蘭
● 日本長崎醫科大學醫學博士

● 曾任臺北醫學院教授

● 同仁醫院院長 
● 陽明山管理局醫師公會理事長

董事 洪水治
● 台北醫學專門學校畢業

● 曾任臺北醫學院教授

● 博仁醫院院長 
● 台灣總督府屏東醫院內科醫師

首屆董事會董事

沿

革

篇

創
校
董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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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訓．校徽．校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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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訓

1�60年6月11日，假台北市博愛路美而廉食堂

召開的北醫第二次董事會中，議定以每年6

月1日為北醫校慶日，並以「誠樸」二字為本校

校訓，旨在勉勵全校師生，以虔誠樸實的精神進

行醫藥學術研究，為服務社會而獻身。並特請王

雲五先生為本校親題校訓「誠樸」二字，於1�63

年�月�日時頒發到校，王雲五先生的墨寶便樹立

於教學大樓前的廣場，供眾人砥礪學行。誠樸校

訓以及簡明不俗的校徽，似乎象徵著北醫創校的

風格。

校徽

創校初期，胡水旺創辦人和徐千田院長邀請

藍蔭鼎先生為北醫設計有特色的校徽。藍先生是

美術界大師，他的水彩畫在1�50∼60年代，不僅

在台灣享有盛名，也多次博得國際藝壇的讚賞。

「我設計北醫校徽是參考德國柏林醫科大學

校徽之長」藍蔭鼎先生特別說明。他指出「上方

十字是表現博愛、仁術、醫療之意，下方是北字

的變形體，是指臺北（臺北醫學院）之意，十字

在上、北字在下代表著扶起培養醫學人才，發

展進步之意」，「校徽以簡明為要，勿以過雜帶

俗，北醫校徽正符合此原則」。於是北醫校徽在

1�61年設計完成，正式代表了北醫的精神象徵。

校訓．校徽．校歌

校歌

1�63年6月11日的北醫第九次業務會報中，決議著手研撰校歌，

然而公開徵稿過程並不順利，直到1�6�年1月16日第五次行政會議議

決組織「院歌院旗編制委員會」，並在3月1�日的第三次編委會綜合

評審中，以北醫院長室秘書趙曙白先生之詞稿，得最高分當選，再

聘請作曲家呂泉生先生譜曲，於4月16日譜就。

歌詞中「拇山仰止，七星拱之，杏林聖地建黌基」道出了北醫蓽

路藍縷的時光，「學好做人方做醫」代表了建校的理念。

藍蔭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