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陽明大學 103 學年度碩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 
招生考試筆試試題 

所組別： 科技與社會研究所                                   

科目：  醫療史                   請勾選：■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請注意：四題問答題。第一題為必答題，其他三題任擇兩題作答。 

 
一、「衛生」一詞自古便出現在東亞的古籍中，如《莊子》。隨著十九、二十世紀

西方勢力東來，現代醫療與公衛系統的引進，這名詞也有了不同以往的意義，以及

相應的理論與作為。請用兩位學者（國內外皆可）的研究為例，闡述「衛生」在近

現代東亞社會（中國、臺灣、日本或韓國）中的不同特殊樣態，以及其具有的社會

文化意涵。（34%） 
 
二、醫療史中有所謂「帝國醫學」（imperial medicine）與「殖民醫學」（colonial 
medicine）的說法，而目前歷史學的潮流之一是以全球為視野的國際史或者是「全

球史」（global history）。請用具體的例子，簡述你對於帝國醫學或殖民醫學的理解，

並且試著舉出一個可能的研究課題，適合以全球史的框架處理。（33%） 
 
三、馬偕（George Mackay，1844-1901）是臺灣醫療史上的重要人物。許多醫界人

士稱他為將西方醫學帶進臺灣的先驅，創設的偕醫館也曾有熱帶醫學的重要發現。

但是，晚近醫學史研究將馬偕的生平、傳教活動與行醫方式帶入討論，有許多有意

義的見解。試以你所知道的相關研究或說法，描述在這些研究裡怎樣處理馬偕的醫

療事工。（33%） 
 
四、以下是民國初年刊登於《婦女時報》上某則啟事的部分內容。 
「敬啟者，月經之於女子，其關係大矣。其始終之年齡，有遲早；其行止之時，有

長短；其週期之間隔，有整亂。若是者，氣候之寒溫、地緯之南北、□衛之順違、

職業之勞逸、居處之豐嗇、生活之奢儉、身體之強弱、精神之暢鬱、見聞之都鄙、

染習之邪正、靡不關焉。體質之盈虛於焉判，疾病之有無於焉定，子孫之繁否於焉

卜；而醫療補助之術，亦因之而大不相同。是以世界文明各國，莫不有女子月經調

查之總計。不僅國然也，一鄉有一鄉之總計，一村有一村之總計，皆取其平均數，

以為標準，使醫者有所把握，而治療得其準。即地方衛生行政之方針，亦可得此以

為參考而定趣向……。我國醫學舊乏統一，故此種調查，昔人皆漠然視之，今之留

心婦人科者，亦莫或提倡，誠憾事也。鈞不揣鄙陋，潛心婦科，……願為祖國二萬

萬同胞謀將來之幸福，創成一表，分送宇內。」 
 
首先簡述上文重點（100 字以內），其次分析其中性別、身體與知識間的關係。（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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