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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報刊「醫療賦」之寓意及其社會倫理效用

―以〈大補賦〉、〈優生賦〉、〈保命賦〉 
為例* 

梁淑媛** 

【摘要】 

中國「賦」體自漢代枚乘〈七發〉以來，就具有諷喻療疾的效能。

民初報刊中的「醫療賦」，因為運用律賦押韻，琅琅上口易於記誦的特

質，再加上賦體自身鋪采摛文、瑋字儷辭的修辭特色，故能對病症細節，

極盡描寫之能，於醫藥效用，發揮刻畫之功。民初因現代醫藥的製造、

販售與廣告宣傳，在傳媒行銷渲染的帶動下，特別與傳統「賦」體文學

交織唱和：一方面展示「賦」之於作者／讀者連結之廣告行為及社會文

化作用；二方面透過報刊傳媒之印刷媒體所帶動之「共同體」想像，從

個人身體到國族關懷，建立起公共性的情感交誼及倫理效用。 

 
* 本文係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民國報刊中之「醫療賦」研究（1912～

1949）（MOST 110-2410-H-845-023）執行成果之一。論文承蒙兩位審查者

惠賜修改意見，謹致謝忱。 
** 臺北市立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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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民國以降，鴉片煙害的荼毒、現代醫療及公共衛生等知識的缺

乏，加上「東亞病夫」孱弱身體與國體衰頹的體察，讓「強種」與「強

國」得以連結。尤其表述個人「身體」的對治，常象徵「國體」強健的

思維，並藉由西方醫學知識弔詭的轉化成民族主義的內在凝聚與傳統文

化的認同。這種另類的「師夷長技以制夷」，在資本主義植入，藥廠商

業行為的操作下，民初現代醫藥製造、販售與廣告宣傳，有些特別與傳

統「賦」體文學交織唱和。文人在創作「醫療賦」時，不免於「勸」，

也就是勸進報刊「讀者」購買、服用這些律賦頌揚療效之「藥品」，透

過〈大補賦〉（以人造自來血為韻）、〈優生賦〉（以優生特靈為韻）、

〈保命賦〉（以特勢多賜保命為韻）等刊載，報刊讀者所代表的城市大

眾，由是獲知當時人們服用補血聖品「人造自來血」、優生良藥「優生

特靈A」，以及解鬱良藥荷爾蒙「特勢多」等醫藥之新知，呈現另一種

傳統文藝流動到現代文明的光譜。當這些中、西融合的保健醫藥因賦作

在報刊上的刊登，傳播「強種」即「強國」，希冀去除「東亞病夫」羸

弱之身體，期待人民購買服用後，進而達到大補（血）、保命、維生、

強身及療疾之效能，隨之也顯露出國民個人身體及其象徵的國體之自信

與進步。 

關鍵詞：〈大補賦〉、〈優生賦〉、〈保命賦〉、問疾醫療、強種強國、

賦用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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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中國「賦」體自漢代枚乘〈七發〉以來，就具有承擔諷喻療疾的效

能。1班固《漢書‧藝文志》言及「六藝、諸子略」之外，尚有「詩賦、

兵書、術數、方技」等反映中國不同知識階層及生活面向的著述。例如

方技之「醫書」結合術數之類所反映的天地陰陽五行之道，在身體論及

治國之道上，都在思想史上佔有一席之地。若以「詩賦」類而言，就先

秦兩漢時期「文學」一詞所總攬全體「學術」概念來說，文學之於社會

文化的倫理功能，亦是不能小覷。《漢書‧藝文志》曾云：「春秋之

後，周道凭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

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

詩之義。」2不論是「賢人失志之賦」的個人抒情述志之作，或是「離讒

憂國，作賦以諷」的感時憂國關懷，乃至於章學誠《校讎通義‧漢志詩

賦第十五》所云「賦」出於「戰國諸子」3或縱橫遊說之用，「賦」本就

蘊含我者／他者溝通之倫理價值及社會文化功用。若再結合「問疾」、

「醫療」等身體與國體關係之隱喻，則其「賦用」之功能，不僅發揮在

先秦兩漢宮廷君臣應對、社交聯誼之場合，隨著時代的更迭，當兩千多

年後的民國初年，對於中國之認知，已由天子之「天下」走向民族國家

 
1 〈七發〉假設楚太子患疾，吳客前去探望，通過「問疾／醫療」之問答，

吳客描述音樂、飲食、車馬、宮苑、田獵、觀濤等利弊，最後並向太子進

薦「要言妙道」之養生方法，期許楚太子與有識之士「論天下之精微，理

萬物之是非」，即能治療疾病讓身體痊癒。 
2 漢‧班固，《漢書‧藝文志第十》（北京：中華書局，1964），頁 1755、

1756。 
3 章學誠：「古之賦家者流，原本《詩》、《騷》，出入戰國諸子。假設問

對，《莊》、《列》寓言之遺也；恢廓聲勢，蘇、張縱橫之體也；排比諧

隱，《韓非‧儲說》之屬也；徵材聚事，《呂覽》類輯之義也。」清‧章

學誠著、王重民通解，《校讎通義通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頁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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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立之「世界」，「賦」與「醫療」關係的結合，其場域不再僅是「宮

廷」君臣之間諷諫隱喻，透過新興城市之印刷傳媒「報刊」的流通，賦

作撰者、讀者可以即時性的交流，且城市之報刊參與者，包含一般都會

之中的中產階層及庶民大眾。而「醫療」賦所強調的醫學新知及藥物療

效，又具有世界訊息交流的公共意涵，其中還包括醫療賦與其它醫療新

知報導、廣告文辭圖案之間的「互文」關係鉤合。另外，由於民初中國

政局仍面臨帝國壓迫及強權環伺，感時憂國之關懷常顯現在強種、強

身、強國之連結，撰者希冀藉由醫療賦傳遞西學新知與療效，藉以振作

身體與國體，形成另類倫理關懷。再者，若以出於「戰國諸子」、縱橫

遊說之用的「賦」來說，其「假設問對」、「恢廓聲勢」、「排比諧隱」、

「徵材聚事」等辭令，在文字上既能顯其「體物騁詞、鋪采摛文」渲染

鋪排之能事，也是撰（述）者「逞才競技」之本領昭示。以報刊醫療賦

宣傳藥（補）品及療效功能來說，顯然「遊說」君王之目的已被期待「廣

告」之買主所取代，傳統賦作結合報刊載體，有了新的「現代性」之公

共倫理意涵。 

本文以《澄光醫藥季刊》4為對象，針對署名「憶芝」之作者，5在

1941年抗戰期間上海淪陷區所撰三篇醫療賦作：〈大補賦〉（以人造自

 
4 《澄光醫藥季刊》1940 年 1 月由張輔忠擔任總編輯在上海創刊，主要撰稿

人有吳憶芝、項繩武、胡挺甫……等。刊物欄目包括「學術、實驗報告、

醫藥紀聞、臨床例證、說叢、小言、文薈、論文等。」《澄光醫藥季刊》

著重闡發科學醫藥觀，無論西藥、國藥需切實用，提倡自製藥品裨補國家

經濟，介紹世界最新醫藥以作研究。該刊另有「說叢、文薈」藉以增加讀

者興趣，另刊有一些醫藥廣告。 
5 憶芝本名吳憶芝，為《澄光醫藥季刊》「文薈」欄目之編輯（每期刊尾版

權頁都有註明），舊學底子深厚，常以舊文體撰文抉發新意，除於 1935－
1939 年為《民生醫藥》撰文多篇，1940 年 1 月《澄光醫藥季刊》在上海創

刊，吳憶芝除撰寫賦作多篇推廣醫學新知及為醫療藥品代言，也曾擬仿《詩

經》撰寫《新詩經》，對現代商業社會的運作有深切描摩。如仿《詩經‧

周南‧螽斯》寫道：「公司鉅，熙熙兮。宜爾員工，振振兮。」自註云：

「五洲藥房，乃一大公司也。員工，包括職員、學生、工人等。」仿《詩

經‧周南‧桃夭》寫道：「女工嬌嬌，灼灼其華。之女未歸，如其室家。」

自註闡釋道：「嬌嬈之女工，自有其華盛之顏色。以工作之繁忙，及晚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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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血為韻）、〈優生賦〉（以優生特靈為韻）、〈保命賦〉（以特勢多

賜保命為韻）為探討核心。三篇文章依序分別刊載於《澄光醫藥季刊》

第二卷第1、2、3期之「文薈」欄目，三篇賦作內容闡述當時醫療話題：

「補血」和「賀爾蒙」等，藉由西方醫學新知勾勒現代保健醫學常識。

報刊讀者由是獲知補血聖品「人造自來血」、優生良藥「優生特靈A」，

以及解鬱良藥荷爾蒙「特勢多」之療效。以「文薈」欄目而言，該欄目

的設計以「游藝為歡、攬勝為快，調和勞逸，怡爽性情」6為出發。《澄

光醫藥季刊》於1940年在上海創刊，該刊〈發刊詞〉就特別指出： 

衣食住行，生活之本，而相輔以生，相助以成者，則醫藥也。人

生不能無病，寒暑之侵，菌毒之擾，內亂外患，隨時迭乘，舍醫

藥無以遏亂萌而禦病患，無以維生活而保健康；民無以強，邦無

以威。是醫藥者，所關非細，小之於身，大之於國，良醫之功，

固同於良相也。……澄光醫藥季刊，即應時代之需要，謀醫藥之

熾昌，……本刊之以醫藥為歸，固屬無疑，集合醫藥之良材，闡

發科學之精義，灌輸衛生之常識，提示健康之途徑。……製藥家

之苦心孤詣而提倡自製，研究國有藥材而納諸科學之軌，固皆為

海內所共許，然不加發揚，何能普徧，欲求製品之播行，須賴文

字之介紹，推求出品，補苴罅漏，裨益一分經濟，充實一分國

力……新藥新醫，固日趨發達。……雖不免介紹歐美出品，而絕

非舍己耘人之意。7 

如果將這段文字放在1940年代抗戰國難當頭之際，可以看出醫藥之作用

「小之於身，大之於國」，以及醫藥的「科學開發」、「國產自製」，

 
未即歸。詩人因所見而興懷，而嘆女子之賢，知其視公司如家庭也。」可

以看出傳統價值與現代文明在吳憶芝筆下可以無縫接軌。另外，上海《申

報》1944 年 6 月 27 日第 4 版「分類廣告」，曾出現上海普善山莊敬謝捐助

者之廣告，其中有「吳憶芝新聞報館轉助一千五百元」，或可得知吳憶芝

後亦轉任當時上海大報《新聞報》之線索。 
6 項繩武，〈發刊詞〉，《澄光醫藥季刊》第 1 期（1940.1），頁 4。 
7 同前註，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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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抗戰時國家之經濟、國力，皆有提升的作用。《澄光醫藥季刊》雖

屬醫學專業期刊，但在上海攝受的閱讀對象，含括都會裡頭的知識階層

及一般識字之庶民。從《澄光醫藥季刊》創刊後，屢屢在上海第一大報

《申報》刊載廣告，預告每一期刊載內容即可得知。8事實上，《澄光醫

藥季刊‧發刊詞》的撰文者項繩武（1900－1947）與五洲製藥企業關係

密切，而《澄光醫藥季刊》的命名，也與項繩武之父親項松茂（1880－

1932）有關。項松茂名「世澄」，根據創刊號〈發刊引言〉所載：「刊

之命名，固所以紀念世澄先生者也，然猶不獨此也，蓋澄者清也，澈也、

光者光明也，廣大也，滑澤也。夫藥之為物，清澈精純，方足辟除身體

之不潔，醫家取之，而殲么麼之病菌。」9《澄光醫藥季刊》之創辦，既

表現對項松茂（世澄）之追思，同時亦取滌除病菌讓「身體潔淨」之意。

項松茂原為五洲固本皂藥廠總經理，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變發生後三

天，項松茂為營救被日軍拘捕員工而被日軍殺害。其後五洲董事會決定

由項繩武代理總經理職。項繩武任內讓五洲製藥產量及相關業務蒸蒸日

上。即使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佔領租界，五洲藥廠及藥店均被

日軍軍管，項繩武在國仇、家恨等雙重影響下，仍堅持不與日本合作，

也因此《澄光醫藥季刊》所刊載文章，除醫學知識及藥品行銷傳遞外，

常不時挾帶強身強國、愛用國貨等民族主義的情懷。正如刊物所期待達

到的效果：「國產藥物惟有經過重複周詳的臨床實驗才能鞏固它與外貨

爭雄的地位。」10 

《澄光醫藥季刊》發行地點主要在上海，從其每一期刊尾版權頁上

的說明來看，一年發行四期。除總發行所「上海澄光醫藥季刊社」外，

分發行所及經售處包括「上海及各地五洲藥房、上海五洲書報社」。另

 
8 例如《申報》1940 年 9 月 25 日第 2 版「分類廣告」即載《澄光醫學季刊》

第 3 期出版要目：「醫學一級制的初步討論 Sulfonamid 製劑之副作用……

高血壓……瘧疾之化學治療……」。 
9 盧志學，〈發刊引言〉，《澄光醫藥季刊》第 1 期（1940.1），頁 4。 
10 張輔忠，〈澄光醫藥季刊第二卷卷首語〉，《澄光醫藥季刊》第二卷第 1 期

（1941.1），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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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定價每冊三角，但特別註明「國外及澳門香港照定價加倍」，顯見

其訂戶包括國外讀者。再者，《澄光醫藥季刊》亦有讀者投書詢問醫療

知識，刊物編輯則轉請醫生做專業諮詢回答。例如與〈大補賦〉同一期，

曾刊有讀者來函，其中寫道： 

編者先生大鑒：鄙人不學，好為人師，在某醫校執鞭，昨有學生

持貴刊第四期內「心病診療談」一篇來就詢者，該生因爰於該篇

作者楊君乃有二十年經驗之心病專家，且於篇末由台端譽揚備

至，則所談者定是高論……唯該生終是初學，不能領悟，難能心

花怒放，於是執卷請益於鄙人，奈鄙人亦學淺寡聞，不能為彼解

釋，唯有致其歉疚之心耳。……特誠心乞台端轉達請益之意，將

下列各問詳為解釋。11 

此位屬名「文且」的讀者，亦是醫校教師的來函，代替學生提問關於「狹

心症」、「冠狀動脈硬化」、「高血壓」……等八項有關心血管疾病的

醫學知識，而且馬上獲得醫師楊郁生以其實務之經驗逐項回答，刊載於

來函下方。該刊編輯還特別以「編者啟事」申明「讀者對於作者之文，

如有意見，最好除用真實姓名外，并請示以詳細通訊處，以便由本刊介

紹，俾得直接討論而相互研進」。12由於私人詢問醫學知識之函件太多，

《澄光醫藥季刊》實在無暇過濾揀擇，刊物亦無多餘頁面將來信及答覆

完全照錄，因此除了這一特例之外，編者申明「本刊不備來函一欄……

惟嗣後除合於規定之文稿外，關於函札，恕不再刊」。13由此申明，亦

可想見此一醫學專刊在上海廣大市民階層，以及醫學教育、醫事從業人

員方面，所能帶來的醫學新知傳遞及獲致熱烈迴響之情形。 

除了醫療訊息傳遞，尤有特別之處，在於《澄光醫藥季刊》有「文

薈」之欄位刊載傳統賦作，藉此文學形式傳遞新知。本文分析之〈大補

 
11 文且、楊郁生，〈兩封信〔其一〕〉，《澄光醫藥季刊》第二卷第 1 期（1941.1），

頁 44、45。 
12 同前註，「編者啟事」，頁 47。 
13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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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優生賦〉、〈保命賦〉，作者憶芝選用了「律賦」寫作，使得

在民國新時代，這個過去運用於科舉考試，掄才競技場屋之學的舊文

體，又重生於民國報刊中，成為記載新知識的文體。由於「律賦」的押

韻易於記誦，鋪陳排比的形式，適合長篇詳細的描寫，以及體物寫志的

特質，故能轉化成為傳播醫學新知及宣揚保健身體之利器。 

昔日文士在科舉考試場屋之學擅長的賦作，隨著晚清科考的廢除，

進入民國由是一變而為商業場上經由報刊傳媒作為宣傳藥品的文本，文

士的身分及賦作的文學及文化價值也隨之產生變化，呈現另一種傳統文

藝流動到現代文明的光譜。當這些中、西融合的保健醫藥因賦作在報刊

上的刊登，傳播「強種」即「強國」，希冀去除「東亞病夫」孱弱身體，

期待人民購買服用後，進而達到大補（血）、優生、保命、維生、調節

賀爾蒙等強身保健、醫療治疾之效，隨之也顯露出國民個人身體及其象

徵的國體之自信與進步。 

二、「補血」：身體康健、強種強國之法 

憶芝有一篇關於能強身健體的〈大補賦〉（以人造自來血為韻）。

「人造自來血」是當時社會中相當盛行的一種補品，在憶芝的〈大補賦〉

將其保存紀錄下來，使吾人現今尚能得以了解其被購買的盛況。在賦筆

鋪排之中，甚且追索中國藥品及製藥的歷程，以及運用於商業之情形，

對於如何促進國人身體健康及相關保健之道敘寫詳盡。 

〈大補賦〉（以人造自來血為韻）開宗名義，適切地以賦體「主客

問答」形式塑造了一個中國文學中典型恪守格律、刻苦寫作，但矮板平

庸的詩人形象：「太瘦生」。文中揭櫫他是一名逢乾元之日，亟需賡舊

序新的「病弱」夫，想要「益體」強健體魄，以期達到三十而立、齊家

樹業，妻孥一同快活的人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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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瘦生下飯顆之山，逢乾元之日；覺夫含生賡舊，紀序更新。懷

休明德，養性葆真。拯病弱於來茲，展其偉績；獲康強於今後，

種以良因。原夫益體為先，門庭集其茀蔭；駐顏可卜，韶華蔚以

芳茵。漫言窮路興憂，世多負甲；却審重光叶吉，歲已逢辛。用

熾爾昌，種豆自能得豆；毋亂其意，輸薪更待荷薪。定必堅持作

息，珍重昏晨。勿嗟殫怒，莫怨不辰。值三十而立之期，風光正

好；當九十迎春之會，藏府涵仁。入則齊家，妻孥同其快活；出

而樹業，君子永不欠伸。是則健而弗孱，一若承瓊漿以補我；肥

而不瘦，猶須把金針以度人。14 

有趣的是，本段賦文以「人」為韻，押ㄣ韻，其中有五個韻腳字：「真、

因、辛、仁、人」，可以對應「太瘦生」刻苦病弱之書生形象，形成對

身體諧謔的諷譏。由是，他需要一只裝有「瓊漿」的金針，將他從孱瘦

的身體強化成邁向體健魄壯，方能稱之為真正的「人」。晚清以降東亞

病夫之印記深植人心，當時欲增進個人身體強健，並進而達到強種強國

的方法與理論，其中之一即為「補血」，誠如廣告詞所云： 

一國之盛衰在於民氣，而一身之強弱則在於血氣，血氣者，夫固

強國強種之原料也。現今為鐵血相爭之時代，故吾人所急當研究

而不能緩者，固莫此血氣。若而自來血乃適出現於今日。此自來

血之方為英國皇家醫生所定，風行西土已數十年，西國人民莫不

珍之如寶。如英國倫敦之皮皮台根俱為百餘年之大藥廠，均皆精

功製造。15 

這是當時中國製造「補血藥」之五洲製藥廠的廣告，標榜製造「自來血」

的方法來自英國，風行西方數十年來。英國為十九世紀以來世界強權，

廣告詞所連結的強種、強國之關係至為顯著。 

 
14 憶芝，〈大補賦〉（以人造自來血為韻），《澄光醫藥季刊》第二卷第 1 期

（1941.1），頁 79。 
15 不著撰者，〈自來血〉，《申報》第 6 版（190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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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這一篇五洲製藥廠廣告內容作為互文參照，能讓我們一窺「自

來血」的總體作用、來源和種種功能等。這個由中國人謝瑞卿研製並命

名為「博羅德補血聖藥」（「博羅德」是英語「血」的譯音）的成藥，

銷售量佳，但由於藥名筆劃過多，國人難以了解、不易記得，後來就改

名為「人造自來血」。當時五洲製藥廠聘了一位擅於宣傳促銷的黃楚九

（1872－1931）大作文宣廣告，此後這劑藥不僅在上海，還在華北、南

洋一帶聲譽卓著、廣為暢銷，成了上海五洲大藥房的起家產品。後來也

在天津、杭州等多地方販售，購買者眾。16 

在〈大補賦〉中，寫到為達優生之目的，需勸誘民眾購買人造自來

血，甚至還鼓吹趁年輕服用，俾利奠定強種基礎： 

蓋維似水流年，如砥周道。保身有方，濟世用寶。幽情結其初芳，

艷態舒其新藻。滋養及時，沖和趁早。17 

文中以賦筆特殊之駢辭儷語，形容青春光陰一去不復返，人體像一條康

莊大道，而人造自來血則是保全生命的友朋、賑濟世間的寶物。因此保

養要及時，以利吸收天地間的真氣，方得趁早養成祥和平易性情。〈大

補賦〉還利用中國宗教養生之觀念，以及積善必有餘慶之理，藉由舊、

新觀念交織以達說服人心之效： 

既沁心而快願，等是交梨；允益壽而延齡，何殊巨棗。熙熙然登

臺是樂，共慶長生；融融焉入門凝庥，相看不老。無須乎杖，祝

華封之三多；乃比於松，追商山之四皓。稽餘慶之罔替，壽寓宏

開；亦貽謨之足徵，青廬式好。18 

此處寫道「人造自來血」如同道教神明所食之交梨、火棗等仙果，可助

延年益壽，得以長生不老、和樂融融。除了人因行善積德，能獲得上天

庇佑，也就是善有善報之外，賦文還藉用《莊子‧天地》：「堯觀乎華。

 
16 沈宇斌、范瑞，〈近代中國的疾病、身體與成藥消費文化：以五洲大藥房

「人造自來血」為中心的考察〉，收入余新忠主編，《新史學（第九卷）：

醫療史的新探索》（北京：中華書局，2017），頁 178。 
17 憶芝，〈大補賦〉（以人造自來血為韻），頁 79。 
18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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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壽……聖人富……聖人多男子。」之典

故，祝福人能「長壽、富貴、多男子」，期能與松柏長青相類。就此

福報之獲取而言，是因有至善、至美之德行相匹，以及有商山四皓之

學富五車及高尚情操。如此才能長壽綿延，達到後嗣婚配、家族興旺

之榮景。 

無獨有偶的，憶芝曾在另一篇〈優生賦〉中，推銷五洲製藥關乎「內

分泌」調節之效，亦對服藥調身之後，可以讓子孫興旺有所強調： 

求良藥於五洲，復力果為之主體；療久病於一旦，內分泌向著嘉

名。凡斯所述，早已蜚聲。藥廣爾用，性得其平。弗同凡品，製

自純晶。任充棟而汗牛，百味待選；防指鹿而為馬，諸效期成。

庶足瞻其偉績，信厥真誠。看駌侶戲水以重歡，慊從此釋；比燕

子棲巢而永穩，愛莫能京。既實便便之腹，乃育啞啞之嬰。於是

乎諧葛藟之詠，而以頌瓜瓞之生。19 

無論是「內分泌」或「自來血」之調節、補充，皆適用於「助生」。對

於重視傳宗接代的國人，賦中排列攸關生育的「駌侶戲水」、「燕子棲

巢」等遊戲文字，得成「便便之腹」，乃育「啞啞之嬰」之美好結果。

並以瓜瓞綿綿譬喻子孫繁盛、傳世久遠。透過賦作誇飾的寫法，讚揚五

洲製藥其療效非同凡品，也標榜自製藥品質地，是為精良無雜質的「純

晶」原料。 

從個人和家族來看，既然國人能自製純晶藥品以健身傳宗，如此已

奠定了良好的基礎。至於如何讓族裔繁富興旺，賦中也針對「強種」、

「優生」提出看法： 

猶復裔族須良，兒孫不忒。強種為先，優生用式。導人身於至善，

母體斯康；賴科學而蒙庥，親枝克嶷。惟兆民之向榮，傳奕代而

廣殖。嘉穀乃繁，敗莠是抑。20 

 
19 憶芝，〈優生賦〉（以優生特靈為韻），《澄光醫藥季刊》第二卷第 2 期

（1941.4），頁 83。 
20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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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文以鋪敘的手法展開層層遞進之論說：一個民族的強大，首要即在出

生的孩子身體無恙，也就是需建立強種、優生之觀念及方法。復次，若

是要讓兒孫身體趨向於完善，母親的身體尤需健康，如此才能讓一個國

家的人民繁衍廣增，世世代代承傳下去。賦中藉由古以粟為嘉穀，象徵

五穀豐收；並透過抑制敗莠，藉以稱頌國家人民的繁盛。關於國際所提

倡的「優等民族」之優生學說，彼時甚為盛行： 

於國則興，於家則克。達爾文種原有論，進化足參；迦耳敦生物

改良，遺傳已測。信實學之無欺，播新知而罔惑。21 

賦文從國與家的相關訊息論起，並以鋪陳排比的修辭技巧羅列達爾文

（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迦耳敦（Francis Galton，1822

－1911）學說成就，從而確認其為信實可徵，值得作為當代傳播之新

知。有關十九世紀以降的現代優生學說，自達爾文發表物種演化論，

即確立天擇之下「適者生存」之理。迦耳敦受到達爾文啟發，於1869年

發表《遺傳的天才》（Hereditary Genius），主張人類的才能，可以透

過遺傳延續到後代。而後在1883年率先使用「優生學」（eugenics）一

詞，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不過從〈優生賦〉看來，並未討論到人種

競爭底下優勝劣敗所造成的殘酷面向，反而是將「才能」遺傳施之於國

與家的優點加以宣傳，以期人民接受實踐，進而達到人健、家富、國強

的目的。 

除〈優生賦〉外，〈大補賦〉論述福壽長生之理，以及表達傳統養

生之道，這些保身強族的期待，都已能被現代「人造自來血」之功效所

統攝。故賦中從人的外形鋪敘： 

其有骨瘦如柴，形枯若槁。或暖或涼，或濕或燥。既不甯夫身心，

終莫展夫懷抱。幸乞仙味於丹爐，抑勝冬榮之靈草。促君身強，

養吾氣浩。壯彼身材，清其頭腦。髀肉復生，瘡痍可埽。長使歡

娛，盡除煩惱。茫茫人海，學者自有權衡；曄曄天光，術士空尋

 
21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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篷島。真成有色有聲，非關善頌善禱。已疾而進補，固知事在人

為；堅金而固湯，休說命由天造。22 

這裡指出即使人原本身形枯槁如柴，不論他的體質是暖、涼、濕、燥，

身心狀況若不得安寧，則亦無法施展理想懷抱；所幸獲得提煉出來像「人

造自來血」般之仙丹，除了可以讓人保持榮華煥發，促進其身體強健；

養其浩然之氣，鍛鍊強壯身材。亦可以使人頭腦清晰，過著安逸舒適的

生活，掃除所有苦難創傷，使人長久享受歡娛，盡除煩惱。 

若對比傳統賦作，〈大補賦〉特別發揮過去〈白髮賦〉、〈髑髏賦〉

等以人體「醜」、「殘」、「病」、「亡」之樣態及多種隱喻傳統，描

寫人因體弱多病造成外形上現出的「醜」態：「髀肉」復生、「瘡痍」

可埽，這些字帶給人們身體圖像的聯想，彷彿一坨坨腿肉和溢流膿血的

傷口，令人作嘔。當容貌衰弱，甚至也出現「縱使衰頹，徒揮涕泗」之

鼻涕四流、老病衰顏。除了〈大補賦〉，同樣的身體醜態，在〈優生賦〉

中亦有所著墨。例如因月經不順造成身體器官機能上的失能「發炎」塞

仄不通，隱忍不住疼痛而發出的哀「呻」聲；或是造成樣態不美「乳

小」、「胸孱」如拳而遭到訕笑，如： 

所謂經常，實為要則。或少或多，或通或塞。或隱疼而呻，或縈

煩若織；其有發育不全，官能失職。宮道多炎，春機過仄。乳小

如拳，胸孱見肋。23 

要是嚴重到「流產」的地步，不惟精神上顯露「無精打彩」、身體上的

樣態更是明顯無血色的「淡唇」，「老衰」和「落鬖髮」，進而成為「黃

臉婆」： 

不姙是虞，流產增愓。無精打彩，失淡淡之唇紅；未老先衰，落

鬖鬖之髮黑。飲食並仇，康強奚弋。是則既退化夫性徵，復滯留

於病域。真成黃臉之婆，不獲紅額之色。欲種之優，其焉能得。24 

 
22 憶芝，〈大補賦〉（以人造自來血為韻），頁 79。 
23 憶芝，〈優生賦〉（以優生特靈為韻），頁 84。 
24 同前註。 



東華漢學‧第36期‧2022年12月 

 

126

五洲大藥廠曾刊登一個報刊廣告：蘇州一位名叫王靜貞女士因為喀血，

位因服用了半打自來血，多食「鷄醩」之屬，原本「面黃肌瘦」的容貌；

後來變得「豐滿」不少。不論是王女士出自真摯的抒發感謝詞，或是藥

房為達宣傳藥品療效，請人現身說法的一種廣告策略，都同時透露出昔

與今、瘦與胖的審美觀差異。 

 

 
圖片 1 來源：《婦女雜誌》第一卷第 11 期（1915 年 11 月） 
 
對於中國婦女身體殘害最烈，莫過於纏足，不僅身體孱弱，外形也

是呈現病態樣貌。康有為1898年在〈請禁婦女裹足摺〉說道：「試觀歐

美之人，體質氣壯，為其母不裹足，傳種易強也。迴觀吾國之民，尪弱

纖僂，為其母裹足，故傳種易弱也。」25雖然康氏所說為禁止婦女纏足，

但是不論男性或是女性，身體孱弱對於國家興亡都有相當重大的影響，

可以說強身健體的考量是刻不容緩的。除了外型孱弱與國家衰敗的感知

 
25 康有為，〈請禁婦女裹足摺〉，收入湯志鈞編，《康有為政論集（上）》

（北京：中華書局，1998），頁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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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憶芝另外在〈大補賦〉中，也特別著眼於「啟蒙」和「德性」上述

寫：「斯品足尊，盡人可治，個個宜親，家家可置；啟發愚蒙，促成美

事。指遠大之前程，示愛憐之令嗣。」26明顯看出彼時對於醫療的診治，

依循著中國傳統對於醫者仁心仁術的觀念。醫生會啟示病患如何使用藥

物或針劑診治，使未來繼承後嗣之事獲得診治解決。此外，醫生之傳統

醫德加上西醫技術之學，亦可啟發愚蒙，達到救亡圖存之效。 

「人造自來血」被宣傳是「科學製煉之有機化合物」，對於「補血」

提供極重要的功能，它生產大量的「生血造血原素」，不但能治癒人身

體機能，最重要的是要保有傳宗接代的健康身體，從而闡揚它即使無病

也有保健的效果。因此，文中運用賦筆極其「誇飾」的寫法，表達為長

保青春，建議速速試用，或是一個月多打幾針也無妨的促銷廣告修辭，

令人莞爾： 

三位一體，液針片之同來；四季長春，父子孫之拜賜。萬姓胥傳，

羣賢畢至。既瘳爾疾，何妨月打多針；無病增康，亦宜日服三次。

飲食能安，寤寐永誌。已備固佳，未用速試。何須思考，願與子

偕；切莫憂疑，請從隗始。合生理之補劑，獲效不虛；是人類之

福星，其來有自。27 

這裡使用了一個相當具有「神」性的宗教詞彙：「三位一體」，來形容

「人造自來血」的三階段和三種型態，計有「液劑、注射劑和片劑」，

這是製藥廠不斷推陳出新產品的成果。首先，液劑是最初發明時，用玻

璃瓶裝液體「人造自來血」，也是大眾在廣告上常見到的包裝型態。復

次，隨著醫學進步，用以裝「疫苗」的「注射劑」研發成功治癒疾病，

五洲大藥廠得到特殊製造方法，愈發誇張其五花八門功效和廣泛應用的

範圍，28甚至到一種神化的地步。五洲大藥房與當時眾多藥廠都順勢相

繼推出針劑，強調其效能比口服液佳。如大方醫院在引進德國補血注射

 
26 憶芝，〈大補賦〉（以人造自來血為韻），頁 79。 
27 同前註。 
28 不著撰者，〈自來血可禦寒，新出注射液〉，《時報》第 5 版（193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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劑時論道：「入冬後，凡體虛、腦衰、血薄、健忘、遺精者，皆病狀格

外加增，德國藥廠新制一種補益以上病症注射藥，較口服容易奏效」。29

再者，五洲大藥房更是引領醫藥界前鋒，率先引進大型「壓片機」之類

機器設施，促使藥劑從液態到固態形式更新，俾利不同用途和達致特殊

效果： 

內服液之風行已有數十年歷史，自注射液創制，而功力益宏，收

效更速，衛生時代的唯一補針，為治療界開創記錄，今更悉心研

究，而有片劑之創行，服用簡易，攜帶輕便，所用原料均為最新

研求之精品，有特殊效果。30 

打「補針」作為臨床診治疾病之法和保養身體的觀念，在當時是極其浮

誇地鼓吹其療效，並且虛張聲勢的稱作是人類福星。〈大補賦〉選用「賦」

體書寫，正因「賦」之「誇飾」效用能提供極佳的宣傳效果。而「血」

對生命的延續與否影響甚大，「補血」是其探討的核心。人身體內之「血」

負擔輸送「氧氣」、促進新陳代謝之功能，對維繫身體各部分器官和提

供各組織營養至為重要。透過補血藥劑，可製造、輸送分泌物原料給各

部腺體，故其本身品質是否完善，或能否供給充足，影響身體至大。憶

芝〈大補賦〉文內強調「血」對生命的重要性，負責管理並滋養身體內

各組織器官。事實上，五洲大藥房出品的「人造自來血」提供補給「血

液足則身強體健」，不惟主治男性疾病，對於女性補血亦具療效，可以

對治「神經衰弱、腦力減退、性能退化、貧血虧損、食慾不振、病後產

後營養不良、面色蒼白血虧。」31等各種症狀。 

 
29 不著撰者，〈大方醫院注射補血針〉，《新聞報》第 3 版（1925.12.24）。 
30 不著撰者，〈五洲商標及廣告和藥品名稱〉，上海檔案館藏，檔號 Q38－

37－126。轉引自沈宇斌、范瑞，〈近代中國的疾病、身體與成藥消費文化：

以五洲大藥房「人造自來血」為中心的考察〉，出處同註 16，頁 182。 
31 不著撰者，〈根固葉茂 血足身強〉，《良友畫報》第 153 期（1940.4），

頁數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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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2 來源：《良友畫報》第 153 期（1940 年 4 月） 

 
在「婦人以血為本」傳統觀念影響下，加上民族國家意識賦予女性

生育責任，「人造自來血」宣傳對於婦女月經的調理也是非常有效。不

論月經遲來、早到，或是變多、變少，顏色變淡、變濃，或是經痛，甚

至血漏不止，都可以治療。比起「人造自來血」更早治療此一婦病的，

則是晚清即推出的「月月紅」，在五洲大藥房的廣告詞中曾說道：「婦

女經水月有定期，故名月經。然世間婦女往往因多勞善憂，肝鬱內傷致

血液輪迴失其常度，顛倒經期，或一月數至，或累月不至。信水不信，

紅潮不紅。婦人患此不但生育維艱，而血崩乾血諸症踵之而起，性命亦

慮不保。」32傳統婦女由於醫療知識的缺乏，加上社會性別地位的不平

等，處境十分艱辛。傳遞新知及醫療方法，是對女性重視及女權提升的

 
32 不著撰者：〈月月紅〉，《時報》第 7 版（1908.3.14）。該版面幾乎羅列

五洲大藥房開業之初所販售之補藥廣告，並贈送預約卷。包括「補天汁、

嘉普魚肝油精丸、非洲樹皮丸、女界寶、月月紅、人造自來血、助肺呼吸

香膠」等七類。然「人造自來血」並非作為首先銷售的藥品，而是「月月

紅（Emmcnagogue Pills）」，因「月月紅」藥性溫和，是適合婦人體質之

良藥，而後「人造自來血」才逐漸居上，蔚為主要暢銷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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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契機。廣告的商業行為，也間接促成了女性對於自我身體有了更清

楚的省察。在「人造自來血」的療效方面，它宣傳若是能連續服用約半

個月到一個月，就能讓身體相關病狀逐漸恢復。尚且，它還有幫助增加

乳汁分泌的效果，哺乳中的母親，奶水不足或是濃度不夠，連續服用人

造自來血七天之後，奶水的分泌就能增多和變濃達三倍之多。人造自來

血具有補充血液之效能，對於傳統中醫「心虧血少」以及「腎虧」等病

症也都有不錯的療效。誠如〈大補賦〉中所云：「撫黑髮而不摧」、「改

造骨肉皮」，效果宏大而且具多重功能。補血不僅使自身體健，亦能帶

來子孫綿延、國族昌旺。 

三、閨怨之由：女體「月事不順」所造成之憂鬱感傷 

以往中國文人創作之小說或詩詞，對於男、女情感連結的描摩，多

著墨於「哀怨」情懷，以傷春、悲秋為主題召喚讀者的期待視野，進而

寓含文學對於國家興亡、社會世情的象徵或隱喻。憶芝〈優生賦〉（以

優生特靈為韻）仍套用了這種閨怨情懷之「模式」，但卻是出以科學西

藥新知，凸顯女性身體孱弱、心情哀怨，實肇因月經不調之題旨。 

憶芝〈優生賦〉（以優生特靈為韻）在賦篇開頭，繼承傳統抒情寫

物特質，將懷春閨怨私情心事，描寫得相當細膩。賦中以鮮明意象：髮

絲、青銅、羅幬……等，透過大量堆垛閨房內精細「物」的羅列，將女

主人牽引而出，首先是她局部的特寫鏡頭：暖手揉、腰柳、心悸；然後

是全「體」的姿態：體倦多愁、不思茶飯、懶沐膏油、腰腹痠疼、怯移

小步、逐顏憔悴。讓讀者「我見猶憐」，興起憐香惜玉之嘆息： 

幾回小極髮颼颼，眼對青銅暖手揉。底事腰肢輕似柳，不禁風颺

擁羅幬。祇以心孱若悸，體倦多愁。不思茶飯，懶沐膏油。腰腹

痠疼，竟怯移夫小步；容顏憔悴，帷久戀於重樓。念逝水之華年，

情懷幽怨；惱侵人之病態，歲月驚遒。當夫初逢煙景，偏似蒸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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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無歡緒，空負春遊。既入炎天，失調冰之興趣；難堪熾熱，縱

雪藕而氐惆。瞬葉落而風淒，涼蟾照影；更霜繁而草萎，殘菊悲

秋。迨夫凍雪堅冰，凜洌之隆冬難耐；凋年急景，疲勞之弱命同

蹂。嘆四時去若梭飛，誰能遣此；溯幾載病如荼苦，我復何求。33 

佳人為病所苦，玉體嬌弱、情緒難熬，最後，不得不請良醫來診治。不

意，在醫師問診，女主羞怯吞吐回答之際，方才得知她忌諱就醫的緣故

是「月經不順」：「總緣月事難調，矧忌醫而諱疾；潮來不信，竟待說

而含羞。」34從傳統閨怨賦篇書寫內容來看，往往僅寫到「疲弱命蹂」

即止，若究其因由，率是良人出征或遠行而起。然而，本賦突破傳統命

題，完全以女性身體為主體，甚至是從相當隱晦的私部所出之「月水不

順」而引起的憂鬱感傷。「憂鬱」在中國文學傳統中不僅是思婦閨怨情

懷潛文本象徵之底蘊，甚至從民俗的觀點來省視，女體月水被視為天

癸，是一種不祥的「污穢」，足以招致種種惡果。35但從西醫角度來看，

似乎就單純多了，此症僅僅是一種婦科疾病，只要醫生叮囑按時服藥打

針「優生特靈」，不耽延病情，即可享受成為君子好逑的窈窕淑女： 

須知莫誤因循，良方可得；由來窈窕，君子所逑。聿壽人之多儔，

花好月圓而有望；惟少女之曰妙，針施丸服而同優。36 

月經不順的治療法，在當時社會還可以服用一種賀爾蒙賜保命的藥物。

根據1936年王文鎬醫師臨床診治經驗，他針對「萎黃」疾患 Ohlorosis

（無月經）者之治療用藥，指出：「予主治婦科迄已十年，對女性卵巢

 
33 憶芝，〈優生賦〉（以優生特靈為韻），頁 83。 
34 同前註。 
35 民初江紹原（1898-1983）考察傳統中國人的「天癸觀」，提出幾個觀察面

向：第一、視天癸為一種不祥的「污穢」，足以招致種種惡果；第二、信

天癸能禳鬼魅、破邪法；第三、信經血與經衣能解毒治病；第四、信天癸

能興陽益壽使人成僊。詳參江紹原，〈血與天癸―關於它們的迷信言行〉，

收入王文寶、江小蕙編，《江紹原民俗學論集》（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

1998），頁 161-193。此外，相關論述亦可參考翁玲玲，〈漢人社會女性血

餘論述初探―從不潔與禁忌談起〉，《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 7 期

（1999.8），頁 107-147。 
36 憶芝，〈優生賦〉（以優生特靈為韻），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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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泌障礙，所用的原因藥物療法，其製劑中，見效確鑿，而製法獨到，

莫過於吾國國產商信誼化學製藥公司出品之長命維他賜保命、力弗肝及

婦萬多年注射液等幾種。」37王文鎬在文中還舉二位真人實證以為佐證，

說明女性因月水不順導致的憂鬱感傷，可以靠注射「維他賜保命」、「婦

萬多年」和內服處方得到緩解或治療。38若此，中國千百年來傳統閨怨

詩的怨女情結，竟然在醫囑吃藥打針的描述中就被破解，述說起來不免

令人產生一種詼諧莞爾之感受。 

在〈優生賦〉當中，亦以鋪陳體物及華麗的空間布置手法，以華堂、

繡閣、珠聯、璧合等場景與物品，強化描寫夫婦二人鶼鰈情深。不過這

一切繁富的形容，只要是主人翁「體質失亨」，就會導致「樂未極生悲」

而「枉說多情」的蒼涼： 

至若華堂日麗，繡閣春盈。珠聯璧合，海誓山盟。雙宿雙飛，等

是鶼鶼鰈鰈；宜家宜室，儘教我我卿卿。叵耐風光雖好，體質失

亨。柔魂欲斷，佳趣難賡。樂未極而生悲，因何惹恨。疾已沾而

增感，枉說多情。39 

〈優生賦〉首先描寫假設在日常生活裡，由於身軀不健，常常感覺頭重

腳輕，懶散不想做家事，整個人身心會呈現「心煩慮亂」的狀態：「家

事嬾承，既心煩而慮亂；身軀不健，常頭重而腳輕。」且隨著季節變化

易產生傷春悲秋，因空虛寂寞之感而憂愁幽思起來：「度寂寞之春秋，

憂絲早繞；守悽苦之紀序，塵網空攖。」再者，由於琴瑟失調、龍鳳閨

房情趣不偕，也容易起口角，目怒相瞪起爭執：「從教琴瑟疎調，每口

角之易起；鳳鸞罔協，還目怒而相瞪。」從女子面目表情「目怒而相瞪」，

相當形象地顯露心中懷有憤恨而抑鬱不已。由於以往婦女以為月事調理

不順是稀鬆平常之事，因此剛罹患病症時未能察覺其嚴重性。等到季節

 
37 王文鎬，〈月經困難及萎黃症之維他賜保命療法〉，《醫藥導報》第二卷

第 4 期（1936.1），頁 136。 
38 同前註，頁 136-137。 
39 憶芝，〈優生賦〉（以優生特靈為韻），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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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換，起居飲食睡眠不順，由是而生情懷感傷，其實這時已經發病。若

又延誤診治，積勞成疾，加上婦女生活上操勞家事、閨房情趣不偕等等，

則女子之病徵就益發顯露。根據陳蓮舫《女科秘訣大全》記載： 

男女精血，盛則思慾，室女孀婦，有所思不得，則久結而留瘀血，

男思女不得，則遺精，其理一也。精已離其位，潰入隧道，故變

為寒熱，肝脈弦出寸口者，夫腎主閉藏，肝主施洩，今肝火不洩，

逆而上行，乃知男女失合之症。40 

雖然這種疾病，包括相思過度之少男少女、在室或寡居之中年婦人，以

及獨身之男子都會患得，但一般情形是女多於男，此乃和婦女月經（久

結而留瘀血）以及肝（主情志）之不協有關。罹患此病者，賦中描述乃

因思慮過多，導致「口角之易起」，民初名醫余無言（1900－1963）對

此病狀有詳細描述： 

此症多發於十五至二十五歲之虛弱婦女，年齡較高及月經已絕者

亦有之，其原因如身體過勞、精神刺激、熱性病後、新陳代謝病

等症狀，……患者喜居暗室，厭音響，五官感覺，異常銳敏，不

論身體內外何部，易發生神經性痛，忽而劇痛，忽而消失，腹內

臟器，亦多知覺過敏，或自訴有卵狀冷物，在其頭內，或自覺有

球狀物或蟲樣物，在其腹內上沖，好聞不快之臭氣，能啖難食之

物，皮膚有冷熱及蟻行感，或欠伸噴嚏，或噯噎呃逆，或胸內苦

悶，心動及呼吸變常，皮膚知覺時或亡失，或則角弓反張，或則

唇舌勁直，……好惡之差殊甚，性慾亦現異常，有時悲觀欲自殺，

有時自擬為帝王，總之此症不可以常理測之，一言以蔽之曰：精

神病是已。41 

文中描寫月經不順而產生的身體徵狀，作者從近距離的觀察以及形容都

相當細微。尤其嚴重者有誇張的行為表現：「或則失笑啼泣，或則恐怖

 
40 陳蓮舫，《女科秘訣大全》，收入陸拯主編，《近代中醫珍本集‧婦科分

冊》（杭州：浙江科學技術出版社，1989），頁 211。 
41 余無言，《圖表注釋金匱要略新義》（杭州：新醫書局，1955），頁 340-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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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惶」、「或現精神遲鈍，默然無語，或現妄想幻念，誇大狂言」；到

無可挽回時則出現極大反差：「有時悲觀欲自殺」、「有時自擬為帝王」，

並伴隨有重鬱症和躁鬱症的雙極性精神疾病的行為出現。 

雖然說現今對於月經不順，誘發身體的徵狀分類更加細密，如停經

的女性產生的憂鬱現象即更年期徵狀，和年輕女子就有不同的醫藥診治

法及用藥劑量的區分，且不會一概而論稱為「精神病」。不過，〈優生

賦〉中提醒這名獨守空房的可憐閨中女子，應及早去看醫生、吃藥，俾

使衰困的身心痊癒，重獲新生機： 

且扶病而歸甯，空憐閨女；亦含冤而拜省，肯責館甥。是當早覓

醫途，俾衰困之獲癒；豈無藥品，使生意之重萌。有幸福之門，

女兒家亟應注意；問疾患之理，好爾蒙失其平衡。42 

女子經由問診後得知疾病的原由是賀爾蒙失調，藉此則重獲痊癒新覓得

幸福之門。上述賦作不僅寫出了養身以及醫療治癒之新知，同時也增添

了對古典閨怨作品「強說愁」的戲擬諧趣。1940年來自烏鎮的陸農舜醫

師，在《澄光醫藥季刊》發表〈「優生特靈Oestronin」之於婦女〉，提

出其臨床實驗報告說道： 

吾人於臨症上，恆見不少婦女，多憂鬱而喜服藥，自以為病入膏

盲，皇皇然不可終日，若詢其所苦，又說不出所以然，如頭痛神

疲，腰酸不舒，畏寒失眠，食慾不振，喜怒不定，疑慮多病，心

神不安，健忘急躁等，為其普遍之症候。……惟月經大都不調，

且有來於經絕期者，是固不免於神經衰弱，或所謂臟躁症者，設

謂為無病，則實覺不適，謂其有疾，則斯何疾歟？投以藥石，施

以對症療法，則可謂百無一効。……診查之下，明知其或以怨女

性的影響，或以經絕而卵巢變化，要皆為內分泌失常所致，然亦

無處置之法。……然余自採購五洲大藥房所發行之「優生特靈」

以來，余曾試用於前述諸症婦女，均得好果，乃引起余之注意與

 
42 憶芝，〈優生賦〉（以優生特靈為韻），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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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總之據鄙人之臨床經驗，以「優生特靈」應用於此等

病人，極有良好成績，又經本劑注射或內服以後，每有煥發容顏，

還我青春之感焉。43 

關於獨守空閨、琴瑟失調的閨怨作品，其創作緣由，以往多歸之於夫婦

不合、良人遠行或是出征遠戍。但是，進入到民國報刊賦中，在醫療類

別，卻新出了「內分泌或賀爾蒙失調」之因素。且此失調不僅影響夫妻

關係，亦關乎傳宗接代之優生與否，宜及早治療： 

允宜早治其根，藉隆其閾。妙術堪循，歧徑毋陟。信斯藥而勿移，

用特品（指優生特品）而勿恧。不治之患，晷在躭延；不世之勳，

成於片刻。乃獲佳兒，休言弱息。已稔良劑之優譽，融美意於祥

和；還欣新品之衍生，綴歐字而奇特（指優生特靈A）。44 

從優生的角度來看，關於母體病症治療用藥有三點提醒：一是若是可以

及早診治者，西醫建議要從根本上治起，循著醫學正途治療，不要步入

歧途；二是要堅持用藥，不可隨便停藥；三是最好要用具有優生保健療

效之特效藥品。許多的不治之症，其實並非是無可救治，而是歸咎於被

延誤了時間。此正說明了若要達治癒的功效，就要掌握片刻能發揮作用

之藥物。 

「荷爾蒙療法」相關藥品和人體內分泌學說的相繼出現，在民國初

年被接受的「熱」度遠超過傳統中醫療法，皮國立曾指出藥廠刊登在報

刊廣告中說「荷爾蒙是『不寒不燥』的，這樣的宣傳策略提高了藥品的

使用性。它替代了既有『補腎』論述中某些補氣、補陰、補陽的論述，

而直接以荷爾蒙來補腎；更精確地說，應該是補腎臟主管的生殖腺素。」45

鑑於賀爾蒙藥劑的補血療效，〈優生賦〉以賦筆「曲奏終雅」的方式，

 
43 陸農舜，〈「優生特靈 Oestronin」之於婦女〉，《澄光醫藥季刊》第 2 期

（1940.4），頁 46-47。 
44 憶芝，〈優生賦〉（以優生特靈為韻），頁 84。 
45 皮國立，《虛弱史：近代華人中西醫學的情慾詮釋與藥品文化（1912～1949）》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7），頁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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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勸諭」眾姑嫂姊妹若要保持青春「健與美」，就要調理月經、留心醫

藥、選用新藥，方能匹配賢妻良母之典型： 

爰以告諸姑姊妹曰：慎爾生活，葆爾年青。欲強爾體，先調而經。

苟無疾而多榮，斯為幸運；若有病而失治，何異徒刑。良緣不虛，

還要留心於醫藥；良劑待擷，毋作壁面之尹邢。樂爾夫婦，盛爾

門庭。仙姿不老，家務不停。豈徒益己，更慶添丁。孟光咸稱佳

婦，王衍自是甯馨。著賢妻之聲譽，作良母之典型。昭一代之淑

範，炳千秋之福星。綿貽謀於後葉，享高祿於遐齡。猗歟！闡揚藥

化之功，不憚辭費；解脫女流之厄，同卜身甯。君不見新藥之為效

也，如桴之應鼓；如影之隨形，如先賢之所謂用則萬靈者也。46 

閨怨女子因月經不調、家事操勞，及婚姻所傷等緣由，以致罹患神經衰

弱抑鬱症，加上生殖腺素的不調，需補充服用荷爾蒙製劑。文中指出由

於中國傳統「黃耆桂枝五物湯」等一類的補品已不敷人民觀念信任，惟

有購買服用五洲藥房生產的荷爾蒙生殖腺素，才可恢復健康，擁保青

春，生子添丁，益己榮宗。這種顛覆傳統女德及傳宗接代的觀念，以及

身體與族體結合的宗族論述書寫，也正是伴隨醫藥發明、宣傳效用和實

際使用結果的印證。 

四、「弱體、病夫」改良之可能：男子「優生保命」之方 

憶芝另有一篇〈保命賦〉（以特勢多賜保命為韻），亦採用律賦形

式，內容則是闡發男子「優生強種」、「保命昌宗」之說。從題目上一

看即知其以賦體文學形式，作為販賣荷爾蒙醫藥「特勢多賜保命」的宣

傳文本。賦的開頭採取賦家敘事對話的筆法，自問自答，而其論述也由

過往傳統「問答賦」中主角不被君王所重用，轉變成民國賦著眼的個人

與國族關係連結，闡釋了「無強種何以強國」之論述： 

 
46 憶芝，〈優生賦〉（以優生特靈為韻），頁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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疇昔之夕，憶芝生方掩卷而休，萬念如熄。疲已極，眠而息。枕

之頭欹，舒其筋直。忽有剝啄之聲，發於戶側。起而納之，似曾

相識。鞠躬如也，而言曰：孟子論性，自是恆情；國風不淫，未

諱好色。優生強種，既聆偉論於前時；保命昌宗，待續豪談於此

刻。聿惟余生也晚，早結同心；彼美於歸，堪為比翼。閨房之樂，

固有甚於畫眉；蘋藻之娛，乃不免其沾臆；祇餘愧汗，莫怪人憂；

未許強身，曾因自賊。久覺血虧，曷勝體蝕。焉能如組執轡，如

虎有力。順夫婦之唱隨，期兒女之蕃殖。欲乞新知，永銘大德。

謹訴來由，休疑怪特。47 

內容發揮賦家雅好經典之本領，運用鋪陳排比的手法，羅列《孟子》、

《詩經‧國風》等聖賢書，說明心性之醇雖然重要，然而雖讀聖賢書，

卻「未許強身，曾因自賊；久覺血虧，曷勝體蝕」，無法保證能像虎熊

般生威有力繁衍後代，因此，希冀「乞求新知」，並期望人們不要感覺

怪特（「特」適巧為律賦韻腳）。這段賦文說明了中國傳統一向對於男

子的要求，惟在當個飽讀詩書的「書生」，但卻產生讀了一輩子的《詩

經‧關雎》，卻只唸出令人沾臆、愧汗及擔憂的「鰥居」結果。民初知

名學者魏時珍（1895－1992）曾在〈旅德日記〉中，有一段話頗值得玩

味：「中國人不圖存則已，若欲圖爭，則改良人種，亦當務之急也。……

歐洲婦女多喜體軀偉大之男子，而中國婦女則惟愛文弱之書生。歐洲男

子多喜操作有力之婦女，而中國男子則惟愛弱不勝之衣閨秀。弱者產

弱，強者產強，此中西強弱殊致之故一。」48魏時珍所言「中國婦女則

惟愛文弱之書生」，揭示的是異國見聞之對比省思，而憶芝身為賦作家，

在賦中巧設人物，點出了中國古代讀書人的縮影，十足與晚清以降「東

亞病夫」的形象類近。〈保命賦〉之作者憶芝現身說法，化身為答者，

正襟危坐，莊容而謂之曰： 

 
47 憶芝，〈保命賦〉（以特勢多賜保命為韻），《澄光醫藥季刊》第二卷第 3

期（1941.7），頁 87。 
48 魏時珍，〈旅德日記〉，《少年中國》第三卷第 9 期（1922.4），頁 50。 



東華漢學‧第36期‧2022年12月 

 

138

居，吾語子；是衰病也，宜早為計。初似無關，終且為厲；因循

不治，久衰弱夫神經；懊悔無窮，空增益其泗涕。49 

賦中「答者」一開始是以經典宏業偉辭解說，但走筆到提及「問者」得

了「衰病」，則以應及早治療答覆，否則拖延越久，最後會變本加厲到

無法治癒的地步。「神經衰弱」乃民國初年傳入中國的病理名詞，表現

出來的徵狀就是頹廢，如文中所描寫：「時運衰頹，心情潦倒」、「似

此煩憂，焉舒襟抱」，甚至「忍春意之長拋」、「致青年之易老」；「或

偏激而常惱」、「或心若灰，或形若槁」，50相當令人同情不捨。神經

衰弱病情會伴隨失眠、疲勞、遺精等症狀，與其相關的心智、精神疾病

在中西醫學匯通的理解下，和腦、腎、脊骨等經脈連結解釋，即得到「神

經衰弱即腎虧」的結論。 

神經衰弱治療，根據〈保命賦〉所云：「可針片之齊施，則老衰之

盡埽」。若依當時臨床實際診治，可採用荷爾蒙「臟器療法」，方法是

先注射「賜保命」（Endospermin）兩支，約五天後麻木症已經痊癒將近

半，再施給病人中藥補腎方劑，繼而繼續注射「賜保命」前後五十支，

並囑其減少色慾，以生命為重。「賜保命」即「spermin （精胺）」，

是一種營養素，當時被認為是荷爾蒙的原料。51如此我們就不難理解，

賦家何以在此筆端展開詼諧哀苦之辭，說明這種「神經衰弱」病症，

正是「賀爾蒙失調」，而透過治療後「斯人斯藥而永保」，如此病即

可痊癒。1934年上海張克成醫師所撰〈性神經衰弱與「賀爾賜保命」〉

提到： 

性神經衰弱之治療，視其原因而不同，而和合素Hormon之適於各

種性神經衰弱疾患則又已得此之定評，故賀爾賜保命Hormspermin

 
49 憶芝，〈保命賦〉（以特勢多賜保命為韻），頁 87。 
50 同前註，頁 88。 
51 皮國立，《虛弱史：近代華人中西醫學的情慾詮釋與藥品文化（1912～

1949）》，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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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為性神經衰弱之要藥矣。和合素譯名甚多，其譯意者如刺戟素、

調理素、生命素等；譯音者如荷爾蒙、霍爾蒙等。52 

性神經衰弱若不治療，將無法享受家庭人倫的快樂，終將成為明則虛張

聲勢、暗則奄奄一息，若垂死之人，悔恨過一生。由是〈保命賦〉（以

特勢多賜保命為韻）說道： 

竟盡蠲夫生趣，日居月諸；乃莫補於人倫，雲慳雨滯。遑言事業，

已貽譏於親朋；徒有家庭，却難融其伉儷。問悒悒其何堪，將奄

奄而垂斃。是則不醫何庸，勿藥焉濟。俾好其儔，庶繁其裔。要

使康強逢吉，樂爾佳人；從茲恩愛合歡，成其快壻。願世世而弗

替，克振其門；惟巍巍而不隳，胥壯其勢。53 

中國傳統賦作，本來就有一種詼諧調笑、自怨自哀又自我嘲解的傳統。

從略帶情色效果之宋玉〈登徒子好色賦〉，到東方朔〈答客難〉、揚雄

〈解嘲〉、班固〈答賓戲〉等，都是文士一本正經卻又揶揄戲言之說服

術。〈保命賦〉本此技巧，繼續發揚賦筆詼諧調笑本色，作者自稱是「與

墨同磨」無子嗣，如同「孤鸞命」之人而枉為人子。故反躬自省：「究

竟的為了什麼，總不知如何是好；是須細考，加以探討，治豈無道，醫

應趁早」。54因此，他希冀「庶期改善」之方法，就是購買五洲之成品

好爾蒙賜保命「特勢多」： 

至若空饒珠玉，縱富綾羅。庭闈冷落，歲月蹉跎。儘無嗣而懷嗟，

如花有恨；翳曠時而閑廢，與墨同磨。耿耿長天，負雙星之共度；

茫茫來日，漸六親之罔過。休言雛鳳清聲，竟虛令子；豈等孤鸞

照命，更乏嬌娥。念傳經之絕德，定隱患之未瘥；枉為人也，其

奈子何。待考其因，實男性之不育；誰司其咎，知女體之無痾。

是則反躬自省，驗病無訛。或先天之所自，或貽患之宜訶。允合

 
52 張克成，〈性神經衰弱與「賀爾賜保命」〉，《新醫藥刊》第 18 期（1934.5），

頁 56。 
53 憶芝，〈保命賦〉（以特勢多賜保命為韻），頁 87。 
54 同前註，頁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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覓「地球」之良劑，庶期改善；有「五洲」之成品，恣爾觀摩。

好爾蒙信有奇能，喜煞夫夫婦婦；賜保命惟斯獨步，蔚成弟弟哥

哥。應知神效添兒眾，記取嘉名「特勢多」。55 

這豈不是以「賦」為宣傳「賣藥」的「廣告」文？以現今流行術語而言，

根本就是一篇「業配文」。五洲大藥房出品的「特勢多賜保命」和「優

生特靈」，分別是男性和女性服用的荷爾蒙製劑。其中「特勢多賜保命」

為「男性睪丸荷爾蒙製劑」，其功能滋補腦系，強化性神經，促進發育，

可以使神經衰弱、性能退化、萎頓削瘦等症狀獲得改善。當時社會，除

了五洲好爾蒙賜保命「特勢多」，對於治療男子不能生殖之症，「新亞

賀爾賜保命」亦有良好功效。1934年高克仁醫師說道：「吾遇診療不姙

症時，倘被診女性完全健康，不能證明原因者，當注意檢查男性生殖器

有無病變，再以顯微鏡檢視其精液中之精虫是否正常為要。……新亞出

品之賀爾賜保命，頗著良効。本品係動物雄性生殖腺（睪丸）製成之注

射液，按賀爾蒙係內分泌之譯名，賜保命即男性生殖素之義。」56 

 

 
圖片 3 來源：《新醫藥刊》第 15 期（1934 年 2 月） 

 
55 憶芝，〈保命賦〉（以特勢多賜保命為韻），頁 87。 
56 高克仁 ，〈男子生殖不能之治療：新亞賀爾賜保命有偉大功效〉，《新醫

藥刊》第 15 期（1934.2），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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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透過藥物注射增加分泌所產生之恢復機能妙用，誠如憶芝〈保

命賦〉到了最後二段發揮賦家鋪陳筆式，調情終雅，盛贊其治療功效良

好，使水乳交融如玉露，終雅於天賜寶寶、呱呱墮地，而稱心滿意： 

其或無恚於身，克臧其事。婉轉如心，淋漓盡致。本乏衰容，原

稱愜意。豈負青年，未隳壯志。溫好夢於人寰，卜鴻休於天意。

緬風光之信美，甯不足矜；看水乳之交融，了無他異。然而情空

熾，家何嗣。欲考其由，別有所自。豈無玉露，虛彼涵濡；却失

金精，難為孕閟。則應盈其魄，充其體；補其精，濟其匱。庶二

五之能凝，乃十九之足恃；願名藥之毋忘，實良品之莫比。有寶

寶而稱心，看呱呱之墮地。桑弧及門懸，石麟自天賜。57 

五洲或新亞藥房的「特勢多賜保命」、「立博賜保命（蛋黃素賜保命）」，

都添加「荷爾蒙」，從賦中得知其主治神經衰弱、未老先衰、童濯皓髮、

腦弱失眠、肺病血虧等病症，「斯人斯藥而永保」必可增強體力，助其

孕育。最後，「客」表述在服用了保命藥後，病得痊癒、添子添丁： 

於是百體皆康，萬民有慶。能愈其病，能強其性。能益其髓，能

增其勁。種子而添丁，煥容而攬鏡。一劑融和，十分彈硬。（滬

諺謂事之真確美善而有把握者曰彈硬）蓋求其生意之榮，有賴乎

藥物之聖者耳。客再拜而謝曰：吾今知弄璋之道焉。吾不難如向

秀先生之運遇，領會而寸陰寄命也。58 

賦文曲奏終雅，「客」在注射一劑保命針後達到百體康泰、容光煥發的

效果，以戲劇性的動作「再拜而謝」，完成延續「永保」「命」脈之目

的。文中還不忘詼諧調笑，一語雙關，套用一句滬語「彈硬」的俗語，

期臻至於美善的境界。 

 

 
57 憶芝，〈保命賦〉（以特勢多賜保命為韻），頁 87、88。 
58 同前註，頁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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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4 來源：《澄光醫藥季刊》第二卷第 1 期（1941 年 1 月） 

五、結語 

顏崑陽先生曾指出中國傳統詩人，並非因「審美」動機及目的而創

作詩歌，相對的，「如何用詩」以及延伸出的「詩式社會文化行為」，

才是中國傳統詩人透過詩歌，所欲反映出的民族歷史文化性與區域社會

性之多重層的「實踐情境結構」。59若依此觀點擴大，與詩之文體息息

相關之「賦」，其「賦式社會文化行為」亦值得關注。顏先生近年相關

撰述，皆在呼籲當代中國人文學術，應該突破「五四知識型」的圍城，

避免習用西學的形式邏輯思維，將研究對象片面化、靜態化、單一化、

抽象概念化，以致於脫離文學文本所處的「動態歷史語境」，缺乏對於

 
59 顏崑陽，〈中國古代士人階層「詩式社會文化行為」的實踐情境結構〉，

《東華漢學》第 34 期（2021.12），頁 1、2。另相關概念，亦可參考顏崑

陽，〈論先秦「詩社會文化行為」所展現的「詮釋範型」意義〉，《東華

人文學報》第 8 期（2006.1），頁 5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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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經典或文學文本做相應的理解。60換言之，民國初年醫療賦作之「賦

用倫理」，對於傳統問疾醫療及「身體／國體」寓意之接受與轉化，不

僅需瞭解其修辭策略對於傳統賦作襲承之關聯，同時，民國初年內憂外

患底下「強種」即「強國」的歷史與社會文化氛圍，也是理解〈大補賦〉、

〈優生賦〉、〈保命賦〉這些賦作，相關社會文化互動行為重要的詮釋

路徑。尤其透過報刊傳媒所搭起的公共性倫理交誼平臺，包括對於多層

次、多樣性文本的刊載，以及對不同知識階層讀者的召喚，若缺乏對於

動態歷史及社會文化情境的掌握，則相關文本的「意義詮釋」，以及「文

化主體」的體察也會跟著失位。 

在《澄光醫藥季刊》創刊號中，接續幾篇發刊詞後，就有汪企張〈醫

眼界中孤島之藥〉一文，說明抗戰期間上海的「孤島」位置，以及在上

海製藥背後基於人身、國族思考的醫病倫理價值。汪文指出「軍事興後，

多方淪陷，遷移茲土者，更屈指難計。於是區區方百里之上海，遂為科

學機製藥品競產之場。」61《澄光醫藥季刊》創刊於1940年1月，當時中

國尚在孤軍對抗日本，租借地之英、法等國，尚未與日本宣戰。戰火之

下，社會人倫秩序雖不免遭受衝擊，但秉持道德良知之士，仍多期待在

物資缺乏，身病不得不醫治的情況下，病者能減輕經濟負擔。尤其針對

「舶來藥品」之昂貴，「一方之價，輒什金。一針之微，價可逾百」62勢

必轉嫁增加病者負擔，因而導致「病家苦矣憊矣，而醫之內心痛苦。」63

因此，解決外來藥劑材料昂貴之道，則在「國藥」自己生產上。然而，

「外藥」雖然昂貴，直接進口至少品質得以控管。「國藥」在自己內

地生產，是否醫界都能對其品質有所信心？顯然亦有顧慮：「醫之崇

拜外藥，而不屑應用國產者多矣。曰科學幼稚如我國，出品之不純可

 
60 詳參顏崑陽，《學術突圍：當代中國人文學術如何突破「五四知識型」的

圍城》（臺北：聯經文化事業出版有限公司，2020）。 
61 汪企張，〈醫眼界中孤島之藥〉，《澄光醫藥季刊》第 1 期（1940.1），頁

9。 
62 同前註，頁 8。 
63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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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64況且所有製藥者是否都能以減輕病者經濟及身體負擔為思考，

發揮仁心之倫理關懷？顯然在戰火世局紛亂，政府無法有效監督管控之

下，亦會有不肖業者為自身牟利罔顧病人之治療。因此汪企張在文中不

免感慨說道：「苟曾受政府檢定而註冊者，或猶稍存人道公德之心。雖

處境促迫，而其出品，或尚不致蹈粗製濫造之病。最可寒心者，一椽之

寄，可供多方，微末之資，亦起號召。醫者不察，每失選擇之機，遂招

不測之害。」65因此，「引用國品」雖為主要方針，但仍須慎選注意

「存良去莠」。本文透過個案研究，所分析賦作之幾種良藥：「人造自

來血」、「優生特靈A」、「特勢多賜保命」等，既是五洲製藥之大廠

所產，品質得以令人安心，且在「醫藥仰人支配，國民生命之保障，太

覺可危」66的顧慮下，只要品管得宜，價錢又能低於「舶來品」，自己

生產之「國藥」既是科學發展、民族自信心建立的保證，同時其以「義」

導「利」之仁德關懷，亦使「賦用」之社會倫理價值更形彰顯。 

若將「廣告」及「賦作」視為「社會文化互動行為」，以「互文」

關係相互參照，1915年9月20日《申報》有一則五洲大藥房「人造自來

血」廣告內容，就直接將身體和國體的富強聯繫起來： 

國非民不立，民無食不生，無居不安，無醫藥無以資養生，無強

健之精神無以圖存於商戰、學戰競爭劇烈之世界。無論海通以

後，無論未通海以前，強國必先強種，已公認為惟一之要圖。故

國無論為民主、為君主政體，無論為立憲、為共和，必有強健之

人民，方得有強健之國體。朝野上下群議紛紛，談國是者，盍先

研究夫國民之體質。本藥房發行一種人造自來血，對於體質上扶

助能力，有歷年經驗之證明，有實際補血之依據……。嗟夫！東

方病夫之誚，我國民已痛心疾首，乘此忍辱偷生之時機，正宜力

求體育謀國民自立之生計，為國家準備之後盾。俾四千年神明裔

 
64 同前註，頁 9。 
65 同前註。 
66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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胄永結不渙之，偌大團體卓立於亞細亞大陸之中，歷億萬年而不

替，故曰國體問題緊要，而國民之身體問題尤屬緊要，振弱國之

精神與強鄰相頡頏，內政外交努力並進，俾堂皇中國磐固不搖，

熙熙攘攘共樂太平，明哲保身之君子，其勿河漢斯言也可。67 

 

 
圖片 5：來源：《申報》（1915 年 9 月 20 日） 

 
廣告文中提到要去除「東方病夫」之譏誚，卓立於亞細亞大陸之中，「國

體問題緊要，而國民之身體問題尤屬緊要」，振弱國之精神與強鄰相頡

頏，內政外交努力並進。這種顛覆一般思維的醫藥廣告，提示國家要富

強，必先健全個人之身體。個人身體的強健當然就要使用該藥房發行的

一種人造自來血，對於體質上扶助有幫助，而且是有多年經驗之證明，

 
67 不著撰者，〈國體問題緊要，身體問題更屬緊要〉，《申報》第 13 版（1915.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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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實際補血之依據。這是商人對於如何結合時務販售藥品的修辭策略，

也是撰文者與閱讀者共同的時代感受。報刊作為知識傳播的新媒介，有

別於一般的書籍，民初知名教育家楊昌濟（1871－1920）就曾說道：「人

不可一日不看報章雜誌，報章雜誌乃世界之活歷史也，即皆自我之實現

也。日日看報，則心目中時時有一社會國家之觀念，而憂世愛國之心自

愈積而愈厚，且得有種種之常識。積累久之則深明世故，可以應無窮之

變。」68報刊在感時憂國的氛圍下所扮演的「共同體」之想像，69以及在

「自我之實現」及「文化情感」的帶動底下，其能連結「深明世故」、

「應無窮之變」所代表之倫理價值及社教功能，自是不言可喻。 

本文主要以吳憶芝於1941年抗戰期間所撰寫的三篇醫療賦作：〈大

補賦〉、〈優生賦〉、〈保命賦〉為探討範圍，雖屬個案研究，但也連

結同時期相關報刊醫學論述專文、廣告詞等，鉤合相關文本的關係網

絡，讓周圍相關醫療文化的文本相互對話，由此也讓民國這些醫療賦

作，能與其他文本交互參照、交互指涉。從互文關係的呈現探討中，不

惟凸顯這些醫療賦作文本的修辭策略及文學意義，甚至可以直指這些醫

療賦作，被轉用來作為現代醫藥的廣告宣傳文本之特色。在《澄光醫藥

季刊》第二卷第1期〈卷首語〉中，主編張輔忠就曾說道： 

最近創製的有機合成新藥及化學治療劑等，本刊更希望有翔實的

治效報告，當然藥物的可靠不免使，但這決不可以說是廣告宣

傳，我們想明達的讀者諸君也不至於誤會這一點。此外醫藥紀

 
68 楊昌濟，〈教育上當注意之點〉，收入楊昌濟著、王興國編，《楊昌濟文

集》（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頁 49。 
69 著名政治學者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1936－2015）在提到作為民族主

義的「想像共同體」的形成時，特別著重於現代印刷文明和現代大眾傳播

媒介的力量。因為居住在特定領土之內使用不同方言的大眾，憑藉著共

通的印刷文字來瞭解對方，使他們自認為已經合一。這種共同的閱讀經

驗使他們協同社會時間與空間的想像的能力，使他們同步想像和經驗發

生在遙遠地方的事件。「報刊」等現代傳媒使人們與一個廣大的世界發生

了想像的關聯。詳見〔美〕安德森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

主義的起源與散佈》（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9），

頁 1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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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說叢、文薈等欄，我們自信也並沒有把無聊的作品糟蹋寶貴

的篇幅，明達的讀者想亦早有公正的定評。70 

雖然對於刊物本身的專業性而言，編者要澄清文辭間略帶成功的誇耀

「不可以說是廣告宣傳」，但誠如中國傳統賦作，尤其漢大賦所帶來的

欲「諷」反「勸」之效，作者期待目標與讀者閱讀效應之「背反」，同

樣的也發生在《澄光醫藥季刊》編（作）者與讀者身上，是否該將「文

辭間略帶成功的誇耀」視為廣告？編（作）者的申明，是否反而形成欲

「諷」反「勸」的效果？再者，若從「渲染鋪排」的廣告修辭策略來說，

此不也正是「賦體」文字「體物逞詞」之特色所在。 

綜上所述，醫療賦之研究，不僅關乎中國自〈七發〉以降，用「問

疾」形式所展開「身體與國體」之鉤合，而此傳統賦學題材到了民國，

身體保健養生，乃至醫療治癒疾病，或如婦科相關知識所延伸的優生概

念，在在的都讓民國醫療賦呈現其豐富的「現代性」，其既拓新了傳統

問疾、治病題材以及身體連結國體之寓意，同時也呈顯晚清以降「東亞

病夫」、「病體中國」如何蛻變為新生的「少年中國」之象徵。賦之體

物騁詞、主客問答之筆法，既適合用來描摹新穎之醫療事物，同時誇飾

之筆法，亦兼有詼諧之功能，此亦可連結傳統賦筆之另一特徵：「諧趣」，

而不論是渲染之「體物」，抑或「諧趣」之鋪排，結合傳媒「報刊」之

載體，再加上報刊其它欄目，尤其是廣告圖示及廣告詞，都讓民國醫療

賦有其相當新穎之論域值得拓展。 

 
70 張輔忠，〈澄光醫藥季刊第二卷卷首語〉，《澄光醫藥季刊》第二卷第 1 期

（1941.1），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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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ignificances of “The Medical Fu (Rhapsodies)”  
in the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ir Social Ethical Effects 

─Taking “Dabu Fu (Rhapsodies)”, “Eugenic Fu 

(Rhapsodies)” and “Baoming Fu (Rhapsodies)”  
as examples 

 
Shu-Yuan Liang* 

Abstract 

The “medical Fu (Rhapsodies)” in the newspapers of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used the rhyme of Rhyme Rhapsodies and was easy to remember. 
In addition, the rhetorical features of the Fu (Rhapsodies) themselves were 
the Great and beautiful words, so the details of the diseases can be extremely 
Describe to the best of their abilities; in the medical effects, played the powers 
of portrayal. Since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poison of opium smoking, Lacking of modern medical and public health 
knowledge. The weak body of the “Sick Man of East Asia” and the reform 
of the state system. It also links the “Enhance Species” with the “ Enhance 
Country”, especially the expression of the personal “body”, which often 
symbolizes the strong thinking of the “Nation body”. And through the 
paradoxical transformation of Western medical knowledge into the internal 
cohesion of nationalism and the identific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This 
kind of alternative “learning from barbarians to develop skills to control 
barbarians”. The implantation of capitalism, and the operation of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business practice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due to the manufacture, sale and advertising of modern medicine, especi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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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traditional “fu (Rhapsodies)” style of literature interweaves and sings 
harmony. When literati create “medical fu (Rhapsodies)”,such as “Dabu Fu 
(Rhapsodies) (with artificial self-blood as rhyme),” Eugenic Fu (Rhapsodies) 
(with eugenic special spirit as rhyme), “ Baoming Fu (Rhapsodies) (with special 
powers and more Baoming as rhyme)” and so on. They can’t help but 
“persuade”, that is, to persuade the “readers” of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to buy and take the “medicine” that praises the curative effect of these legal 
Fu (Rhapsodies). The general public represented by the readers of the 
newspapers learned new knowledge about the medicines that people took at 
the time, such as the “artificial self-blood”, the anti-depressant drug, hormones, 
and the eugenic drug, “eugenetrane A”. It Presents another spectrum of 
traditional literature and art flowing into modern civilization.When fusions 
of these Chinese and Western health medicines are published in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of Rhapsodies. Spreading the “strong species” is the “strong 
country”, and eliminates the efficacy of the “sick man of East Asia” that 
weakens the body. After the people buy and take it, they can achieve the 
effects of nourishing (blood), protecting life, sustaining life, strengthening 
the body and curing diseases. It also reveals the self-confidence and progress 
of the national body and its symbolic national body. 

Keywords: “Dabu Fu (Rhapsodies)” , “Eugenic Fu (Rhapsodies)” , “Baoming 
Fu (Rhapsodies)” , Inquiry after Diseases and Medical Treatments, 
Strong Species and Powerful Country, Social Ethical Effects on 
Fu (Rhapsod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