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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華岡青洲（1760-1835）在醫學史上最重要的貢獻莫過於一八○四年十

月十三日以其發明之經口全身麻醉藥完成乳癌摘除手術。也因為如此，學

者多聚焦於研究華岡青洲的醫學成就，故本文擬從文學角度出發，透過

《華岡青洲先生詩集》，探討其詩風轉變的軌跡，同時考察其人際交流

網，藉此掌握華岡青洲之個人史。 

    華岡青洲雖不以詩文鳴世，但因時常與當時的狂狷之士、僧侶進行風

雅的交流，創作了不少遁俗之作，詩中不同身分之人的審美趣味在地方紀

州與京都間彼此交涉、影響，呈現出「化政文化」時期（1804-1829）文藝

爛熟的現象與獨樹一格的文人精神。縱使華岡青洲的詩作未能進入詩評家

視野，但在勾勒江戶後期漢詩發展與文化縫隙時，仍為不容遺忘的一頁。 

Abstract 

Hanaoka Seishū (1760-1835) was born in Meishu, Kaminakacho, Kishū (now 

Hirayama Village, Nachi District, Wakayama Prefecture). His most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is that he successfully performed general 

anesthesia by using his own oral formula “tsūsensan” in a mastectomy on October 

13, 1804. The existing research on Hanaoka Seishū therefore focuses on his 

medical practice and achievement. This paper, however, takes a literary 

perspective to study Hanaoka Seishū. Through “The Collection of Hanaoka 

Seishū’s Poetry” in Hanaoka Seishū and His Surgery (Hanaoka Seishū Sensei 

Oyobi Sono Geka) compiled by Kure Shūzō (1865-1932), my research explores 

how his poems drew inspiration from Chinese poetry. The inspiration has been 

embodied in a transition of his poems from classicism to individualism and his 

breakaway from the level of imitation to Japanized Han poetry. This article, 

furthermore, delves into Hanaoka’s interpersonal networks so as to g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his personal history and explain the significance of a typical 

cultural lifestyle that Hanaoka has revealed in his poetry. Lastly, this research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Han poet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al thoughts in the Edo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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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華岡青洲生平概略與先行研究 

華岡青洲（1760-1835），出生於紀伊國那賀郡上名手村（今和歌山縣

紀之川市西野山），幼名雲平，名震，字伯行，號青洲、春林軒，通稱隨

賢。祖父華岡尚政（初代隨賢）、父親華岡直道（二代隨賢，1722-1785）

為村醫。父親華岡直道為人質樸放膽，精通內科，1曾赴大坂師事南蠻流外

科醫師岩永藩玄（1673-1729），2家學的耳濡目染下，華岡青洲自幼涉獵了

內、外科的醫學知識，同時也繼承了父親逕直不折的風骨。 

華岡青洲的傳記資料不多，目前學者最常參考的是紀州藩碩儒仁井田

好古（1770-1848）3所撰的〈華岡青洲墓誌銘〉以及華岡青洲次子修平的

〈華岡先生略傳〉。〈華岡先生略傳〉闡述了華岡青洲的習醫經歷： 

歲二十三，初遊於京師，師友乎桃谷華洲、山田靜齋、鈴木蘭

園、朝倉荊山諸子，問閩洛之道。又從吉益南涯、大和見水4學外

治一年，其他周旋於諸名公，無有常師。精攻習復，又勤矣。5 

一七八二年，華岡青洲赴京都的師學對象當中，桃谷華洲（1711-1782）、

山田靜齋（？-1794）的生平事跡不明。鈴木蘭園（1741-1790），名龍，字

子雲，京都醫師，通曉諸學，尤善樂律，天明三年（1783），華岡青洲與

中川修亭（1773-1850）6、谷好井（1742-1805）等人曾參加其主持的樂理

                                                 
1  《日本醫譜》:「至父隨賢名直道，始業醫。為人質樸放膽，有奇僻。」轉引自吳秀三： 

   《華岡青洲先生及其外科》（東京：吐鳳堂出版，1923 年，臺灣大學醫學圖書館藏）， 

   頁 7。 

2  吳秀三：《華岡青洲先生及其外科》，頁 5。松木明知教授的研究指出，華岡直道師事 

   岩永藩玄的可能性極低，就年代而言，其所師事的應該是藩玄之子壽跡（1701-1749）。 

   詳參松木明知：〈華岡直道の外科の師岩永氏と華岡青洲の外科の師岩永氏について〉， 

   《日本医史学雑誌》，第 59卷 2號（2013 年 6月），頁 186。 

3  有關仁井田好古的生平與學問，詳參張文朝：〈域外漢學另一章：日本江戶經學家仁井 

   田好古〉，《漢學研究通訊》，第 34卷第 1期（2015年 2月），頁 28-37。 

4  據吳秀三先生考證應為大和見水之子大和見立。見氏著：《華岡青洲先生及其外科》， 

   頁 13-15。 

5  吳秀三：《華岡青洲先生及其外科》，頁 16。 

6  中川修亭，名定故，字其德，與華岡青洲同為古方派醫師吉益南涯弟子，漢蘭折衷醫家。 

   天明八年（1788），成為華岡青洲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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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7朝倉荊山（1755-1818）名璞，儒醫、漢詩人。8  

由上述的敘述順序推測，華岡青洲首先奠定漢學與閩洛之道（程朱理

學），之後從吉益南涯（1750-1813）學習古醫方，吉益南涯乃古方派泰斗

吉益東洞（1702-1773）長子。繼而師事伊良子道牛（1672-1734）門人大和

見立（1749-1827）學習賈斯博・參伯格（Caspar Schamberger, 1623-1706）

流外科9一年。其他則又周旋於「諸名公」間，「無有常師」。如此虛懷若

谷、不拘門派的華岡青洲，在諸學派交錯的京都，廣博涉獵，透過與其他

先進的知性交流，蓄積成為一獨立醫學者的能量。  

華岡青洲從學的老師當中，山田靜齋與吉益南涯見於安永四年

（1775）《平安人物志》的學者類。天明二年（1782）《平安人物志》的

學者類列有山田靜齋、吉益南涯與鈴木蘭園。《平安人物志》編者為弄翰

子（生卒年不詳），乃近世京都文化人、知識分子的名錄，10提供了當時欲

上京都遊學者重要的情報，自明和五年（1768）上梓後，安永四年

（1775）、天明二年、文化十年（1813）、文政五年（1822）、文政十三

年（1830）、天保九年（1838）、嘉永五年（1852）、慶應三年（1867）

共增訂改版了九次，足見其極受遊學者的需要。雖然目前沒有直接的資料

判斷華岡青洲如何選擇師學對象，但從《平安人物志》收錄了其中三位學

                                                 
7  榧木亨：〈鈴木蘭園《律呂新書辨解》について〉，《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第 7 

   卷（2014年 3月），頁 339-353。 

8  朝倉荊山著有《孟子文階》一卷。木崎愛吉在〈頼山陽全伝 上〉對朝倉荊山的個性敘述 

   如下：「海保青陵、朝倉荊山［……］この二子は流風に偃蹇して、富貴に汲々なら 

   ず、豪傑の士と謂はざるべけんや（中譯：海保青陵、朝倉荊山［……］此二子流風偃 

   蹇，不汲汲於富貴，可謂豪傑之士。）」收入德富豬一郎、木崎愛吉、賴成一、賴梅颸 

   （編）：《頼山陽全書》（廣島：賴山陽先生遺蹟顯彰會，1931年），頁 298。 

9  指荷蘭東印度船醫 Caspar Schamberger 導入日本的外科學。Caspar Schamberger 乃曾在歐 

   洲戰場服務的德國醫師，1649年擔任出島的商館醫師（在日期間：1649-1651），曾治療 

   江戶幕府大臣，獲得好評。Caspar Schamberger 傳入日本的醫學主要有軟膏處方以及與 

   外傷相關的外科治療，此外還有用燒酒消毒、止血、瀉血等醫療技術。乃日本紅毛醫學 

   之祖，相對於本道（內科），原本較不受重視的外科，因西洋外科的傳入，地位得到了 

   提升。 

10  以安永四年版的《平安人物志》來說，裡面收錄了學者、書家、畫家、篆刻者、卜筮者、

相者等門類的學者之姓名、字號、俗稱與住所，提供上京遊學者參考。由此可一窺 

當時漢學及其他相關學術在近代京都蓬勃發展的盛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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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來看，可推測其所選擇的乃當時值得信賴的知名學者。 

朝倉荊山在〈送序〉言及其華岡青洲習醫態度： 

寒暑不避，體貌不飾，孳孳矻矻，未嘗懈倦，［……］聞人有奇

方，百方求之，不得措也，及其得一善方，則欣然忘食，自以為

天下莫易其樂者焉。伯行之於技，可謂篤矣。11  

在遊學時，華岡青洲立下了身為醫師的遠大目標，他說：「吾不為醫則

已，苟既為醫乎。不可不焦神極能乎治疾之道焉，我願治人之所不能治

者，莫失於其所能治者。」12 

孜孜不倦遊學三年後，華岡青洲的醫術備受肯定，友人勸其留在京都

行醫：「伯行勿歸矣。使子之技，施諸都下，則其業可起也」，13然華岡青

洲以父親年老之故，天明五年（1785）二月返鄉，繼承父親開設的醫院兼

醫師養成所「春林軒」。六月，父親病逝。父沒後，「青洲繼父業，立志

仰望其名之播四方，晝夜言之不止」，14自此，華岡青洲朝暮埋頭鑽研醫

術，以求振興家道。 

返鄉後，華岡青洲花了將近二十年的時間，採集藥草，調查效用，15終

於研發出以曼陀羅花、草烏頭等主成分製成的全身麻醉藥「麻沸散」。16文

化元年（1804）十月十三日，四十五歲的華岡青洲以此麻醉劑，完成乳癌

                                                 
11  朝倉荊山：〈送序〉，收入吳秀三：《華岡青洲先生及其外科》，頁 16-17。 

12  朝倉荊山：〈送序〉，頁 16-17。 

13  朝倉荊山：〈送序〉，頁 16-17。 

14  吳秀三：《華岡青洲先生及其外科》所引《日本醫譜》，頁 55。 

15  吳秀三：《華岡青洲先生及其外科》，頁 51。載：「青洲先生ガ留學ヨリ平山ニ歸リ 

    來ルヤ。頻リニ藥草ヲ諸方ニ採集シテ種々其功用ヲ研究シタルハ前記ノ如ク（中譯： 

    青洲先生自留學歸來平山，頻頻採集諸方藥草，研究其種種功用，如前所記）。」 

16  松木明知教授指出，三國時代華陀製作的「麻沸散」之麻醉劑組成、使用方法等毫無記 

    錄留存，應該是華岡青洲極其仰慕華陀，才將其開發的麻醉劑名為「麻沸散」。究竟華 

    岡青洲研發的「麻沸散」是否真能達到全身麻醉？關於這一點，松木明知教授曾根據華 

    岡青洲門人所傳授的處方，在狗、兔子、實驗大鼠、甚至人體證實了麻醉效果。參見松 

    木明知：〈謎につつまれた華岡青洲の生涯——麻沸散による全身麻酔施行 200周年を 

    記念して——〉，《日本臨床麻酔学会誌》，第 25卷第 5號（2005年），頁 427-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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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除手術，達成了醫學史上前所未有的創舉。17 

之後，華岡青洲又陸續完成膀胱結石、骨折、兔脣等多項手術創舉，

被譽為華陀神醫。位於鄉間偏僻的「春林軒」，聚集了來自各地的患者與

學生18，知名門徒有本間棗軒（1804-1872，水戶藩醫）、難波抱節（1791-

1895，備前藩藩醫）等人。後來，華岡青洲四弟良平（1779-1827）得其醫

術傳授，於文化十三年（1816）在大坂中之島開設「春林軒」分塾「合水

堂」。19 

     文政二年（1819），華岡青洲六十歲，紀州藩主德川治寶（1771-

1853）欲延聘其擔任侍醫，然華岡青洲「雅性真率，不修邊幅，又不求聞

達，故不喜就官」，20「以救助庶民疾患為己任」為由拒絕。21天保四年

（1833），華岡青洲七十四歲，紀州藩主授與其「奧醫師」的身分與待

遇，並特例不必按規定入侍當職。一八三五年，病逝於家鄉，享年七十六

歲。  

首開對華岡青洲家世、門下弟子、醫術、文學等全面研究之濫觴者為

東京帝國大學精神科先驅吳秀三（1865-1932）博士。22吳秀三除了是精神

醫學科醫師，也是與富士川游（1865-1940）共同奠定日本醫學史研究基石

的重要史學家、思想家。23可謂日本近代精通精神醫學、史學、漢學且具備

                                                 
17  琉球史學家東恩納寬惇（1882-1963）率先於 1958 年指出，琉球第二尚氏王朝第 11 代 

    國王尚貞（1645-1709）因孫子尚益（1678-1712）患有兔唇，命令高嶺德明（1653-1738） 

    前往中國福州跟黃會友學補唇之術，高嶺德明於 1689 年 5 月學成歸來，11 月成功完成 

    兔唇修護手術，實施手術時，高嶺德明曾使用麻醉藥，施以全身麻醉。不過，針對上述 

    研究，松木明知教授認為，記載此事的歷史文獻並沒有「全身麻醉」等具體說明，故上 

    面說法不足採信，最早採用全身麻醉實施以手術的醫生是華岡青洲。參見松木明知： 

    《日本麻酔科学史の知られざるエピソード【戦前篇】》（東京：真興交易醫書出版部， 

    2016年），頁 54-61。 

18  〈華岡先生略傳〉：「海內門徒數百人。千里抱痾求治者，常滿里閈。」轉引自吳秀三： 

    《華岡青洲先生及其外科》，頁 21。 

19  吳秀三：《華岡青洲先生及其外科》，頁 108。 

20  仁井田好古：〈華岡先生墓誌銘〉，轉引自吳秀三：《華岡青洲先生及其外科》，頁  

    86。 

21  吳秀三：《華岡青洲先生及其外科》，頁 82。 

22  詳細可參考松木明知：〈華岡青洲研究史〉，《日本医史学雑誌》，第 51 卷第 3 號 

    （2005年 9月），頁 355-384。 

23  在醫學史方面，筆者認為吳秀三關心的對象有三。一為與吳秀三同樣出身廣島的江戶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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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秀外語能力的菁英。24而且，這位身兼多重身分的吳秀三還曾於一九○九

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從神戶港出發來臺至臺中縣郡大蕃調查先天性甲狀腺機

能低下。25一九二三年八月五日出版的《華岡青洲先生及其外科》為其醫學

史的代表作之一。一九七一年，思文閣再版此書復刻版。 

江戶時代的醫學人才輩出，華岡青洲為何備受吳秀三矚目？這個問題

首先必須溯及其家學淵源。吳秀三的祖父山田黃石（1788-1827），青年時

期遊學廣島，在山田好謙門下習醫，後來被收為養子並與山田好謙次女フ

ジ結婚。而山田好謙曾於一八一四年入門為華岡青洲弟子。 

山田黃石與フジ生下長子山田泰元（1811-1879），泰元景仰父親，於

一八四五年改名黃石；又因祖父定居廣島吳地，一八四九年改姓吳。26吳黃

石精通外科，擅長漢詩、和歌，27淺野藩侍醫，一八四八年與箕作阮甫

（1799-1863）28長女セキ結婚，兩人所生第三子即為吳秀三。 

                                                 
    學者；例如，吳秀三於 1916年著《土生玄碩先生傳》，1918年與富士川游共同選輯校 

    訂《東洞全集》（吐鳳堂出版）。二為其祖先；吳秀三於 1914 年出版外祖父生平事蹟 

    《箕作阮甫》（大日本圖書株式會社），1917 年 11 月出版私家版《箕作阮甫先生詩文 

    集》，同年 9月出版私家版《吳黃石先生小傳》。三為江戶晚期日本醫學與洋學交流史； 

    在這方面，吳秀三特別關注江戶時代抵達日本的檢夫爾（Engelbert Kaempfer, 1651-1716） 

    與西博爾德（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 1796-1866）。德國醫師檢夫爾以荷蘭商館外科 

    醫師的身分受雇於東印度公司，1620-62 年停留日本，1662 年撰寫了《江戶參府紀行》。 

    1928 年東京駿南社出版吳秀三《ケンプェル江戸參府紀行》譯註。此外，為彰顯在日 

    蘭交流中貢獻重大的德國醫師西博爾德，1896 年，恰逢西博爾德一百年誕辰，吳秀三 

    著《シーボルト》；1926 年撰述《シーボルト先生―其生涯及功業》；1929 年亦有 

    《シーボルト日本交通貿易史》譯註。一連串研究，揭開江戶時代西博爾德在日本進行 

    醫學、植物學、文化、人文交流的真相。其拓展的日本接受西方醫學過程與東西文化交 

    流的整體研究，深具啟迪性意義。 

24  吳秀三自幼熟讀唐詩選、三體詩等漢籍，1890 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醫學系，專攻精 

    神醫學。1897-1901 年間奉日本文部省之命留學奧地利維也納及德國慕尼黑大學，師從 

    以精神病病原學研究著稱的人格測驗先驅克雷佩林（Emil Kraepelin, 1856-1926）教授， 

回國後擔任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院教授與東京府巢鴨醫院院長。 

25  吳秀三在台灣展開為期三個月的調查後，將調查結果整理成〈余ノ台湾旅行〉，發表於 

1911 年的《神経学雑誌》第 8 卷。參見岡田靖雄：《呉秀三：その生涯と業績》（京 

都：思文閣出版，1982年），頁 322。 

26  岡田靖雄：〈父君呉黃石〉，收入氏著：《呉秀三：その生涯と業績》，頁 11 

27  吳秀三：《吳黃石先生小傳》（1917年），後面附有《梅華亭殘稿》詩、文與和歌。 

28  箕作阮甫學問領域跨及語學、兵學、造船學、醫學、地理學，對於普及日本的西洋知識 

    貢獻良多。箕作阮甫的相關研究可參見徐興慶：〈德川幕末知識人吸收西洋文明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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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吳秀三曾祖父山田好謙為華岡青洲門徒，祖父、父親為以

合理的實證精神認識西方科學的幕末外科醫師。外祖父箕作阮甫更是促進

東西文明對話的著名蘭學者。在父母與外祖父的薰陶下，自幼對華岡青洲

並不陌生。吳秀三於《華岡青洲先生及其外科》序文道： 

父母經常告訴我，華岡乃我邦迄今未曾有的偉大外科醫。我懂事

以來，即對其人仰慕至極。我主修醫學，也萌生對醫學史之興

趣，想進一步調查其人之經歷與學問。前年我為中外醫事新報撰

寫華岡與本間兩先生的傳記；29著德川時代醫學史時，我也特別留

意這兩位先生，撰寫了其事蹟。30 

《華岡青洲先生及其外科》一書共四卷，五百一十八頁。第一卷為青洲先

生傳記。第二卷為青洲先生外科；細分為〈手術一般〉與〈手術各論〉。

第三卷為青洲先生著述。第四卷為「春林軒」塾則。附錄為「春林軒門人

錄」。最後則是《華岡青洲先生詩集》。 

    《華岡青洲先生詩集》首頁刻有「後學吳秀三校」，詩集最後為第十

八頁，共收錄二百二十首詩。然這些詩究竟來自何處？如何編纂？編纂方

針為何等問題，吳秀三並沒有清楚交代。目前僅可推測翻刻自某一手抄本

或者從諸多手抄本中整理而成。《華岡青洲先生詩集》第一首詩為〈秋夜

即事〉：「半夜寒燈自寂寥，月明烏鵲繞庭條。窗前蟲語聲也切，旅客舉

頭歸思遙」。31此詩吟詠半夜思鄉的情懷，推測是華岡青洲初抵京都時所

作。之後到第十二頁末，描寫的幾乎是京都的四時風景與人物往來。第十

                                                 
    變遷〉，《臺大歷史學報》，40期（2007年 12月），頁 146-199。 

29  吳秀三：〈華岡青洲先生傳〉，《醫人》，第 9號，附錄（1920年），頁 6-28。 

30  吳秀三：《華岡青洲先生及其外科》，頁 7。此段序文原文為日文，中文乃筆者翻譯。 

    原文：「紀州の華岡といふ名は私には子供の時から耳熟れて居た。それが我邦で今迄 

    にない大層な外科醫であつたと云ふことをも、度々父母から言ひ聞かされた。されば 

    物心ついた頃から其人を大に慕はしく思ひ、醫學を修め醫史に興味をもつ樣になつて 

    は、一層其人の經歷學問を取調て見たいといふ考になつた。前年中外醫事新報のため 

    に華岡本間兩先生の傳記を書いたことがあり、德川時代の醫學史を著した時にも、此 

    兩先生に就きては特に注意して筆を執つた。」 

31  華岡青洲：〈秋夜即事〉，《華岡青洲先生詩集》，頁 1。收入吳秀三：《華岡青洲先 

    生及其外科》，下文再引皆悉數出於此本，不再另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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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頁第一首詩為〈過紀水妹背濱憶平安〉：「佳友相攜紀水濱，一溪雨霽

囀鶯頻。回頭無處不煙藹，卻憶長安花柳春。」32就內容可知，作此詩的華

岡青洲與友人置身紀之川，隔著煙藹，回憶先前的京都生活，顯然是遊學

返鄉後的作品。接在此詩後面的內容則集中在描述紀伊國的風物人情。最

後一首詩的作者為門人加州森能，其詩〈謹題青洲先生壽像・其二〉：

「調麻沸了功無敵，施截斷來治有靈。畢竟天為驅疾病，應知師是老人

星」。33此詩充滿門人對華岡青洲外科手術技術的推崇，應該不是華岡青洲

為了自我彰顯而收錄到詩集的。因此，就編排內容判斷，吳秀三大抵使用

了多數文獻，並將華岡青洲之詩按照時間先後排列，最後冠以門人之詩，

凸顯華岡青洲一生在醫學上的貢獻。 

    截至目前，學者多以醫學史的角度研究華岡青洲，34松村巧（1950-）

拓展了華岡青洲醫學思想的研究。35可惜著眼華岡青洲漢詩素養等文學層面

的論著僅有一篇，36與醫學領域等研究相較，可謂相當寂寥。 

確實，華岡青洲在醫學領域留下了可觀的著作，例如：《青洲先生奇

患錄》、《華岡青洲先生奇患圖》、《瘍科瑣言》、《產科瑣言》、《瘍

科神書》、《乳岩辨》、《傷寒講義》等，然這些皆為弟子代為著錄的，

真正出自其筆的只有一部珍貴的詩集。透過這些詩詞，我們可以發掘華岡

                                                 
32  華岡青洲：〈過紀水妹背濱憶平安〉，《華岡青洲先生詩集》，頁 13。 

33  加州森能：〈謹題青洲先生壽像・其二〉，《華岡青洲先生詩集》，頁 18。 

34  弘前大學名譽教授麻醉科醫師松木明知長年致力華岡青洲之研究，已纍積豐碩成果。著 

    有《華岡青洲と麻沸散：麻沸散をめぐる謎》（東京：真興交易醫書出版部，2008 

    年）。《華岡青洲研究の新展開》（東京：真興交易醫書出版部，2013 年）。近年的 

    研究論文有〈華岡青洲の医学に対する思想〉，《日本医史学雑誌》，第 64 卷第 1 號 

    （2018 年 3 月），頁 3-18。〈菅茶山および諸家による華岡青洲の讃〉，《日本医史  

    学雑誌》，第 63 卷第 4 號（2017 年 12 月），頁 461-471。〈華岡青洲の「乳岩準」お 

    よび「乳岩準附録」の成立に関する一考察〉，《日本医史学雑誌》，第 63 卷第 1 號 

    （2017 年 3 月），頁 53-59。〈「活物窮理」の四文字が華岡青洲の金言である〉， 

    《日本医史学雑誌》，第62卷第4號（2016年 12月），頁439-444。〈「乳巖治験録」   

    中の 4 枚の手術図に関する一考察〉，《日本医史学雑誌》，第 62卷第 3號（2016年 

    9 月），頁 295-304。 

35  松村巧：〈華岡青洲の醫學思想〉，《日本中國學會報》，第 59 集（2007 年），頁 

    292-312。 

36  松木明知：〈華岡青洲の漢詩〉，收入氏著：《華岡青洲研究の新展開》，頁 146-170。 

    此篇論文中，檢討了 12首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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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洲身為醫生所獨具的人文精神，更重要的是，還可以將其作品置之於江

戶時代漢詩發展的脈絡中加以探討。 

再者，自江戶時代初期開始，文學、藝術、思想等學問之領域，都可

見醫家積極地參與，37學者真柳誠（1950-）指出，38自十六世紀開始，醫

學、博物的書籍呈現加速度的增加，其原因與當時欲擺脫身分制之束縛，

武士家族中無繼承家業義務之次子、三男，或者町民、農民階層者，紛紛

選擇容易受社會重視的醫業有關。而且，有實力的醫家，一旦受聘於幕府

或朝廷醫官，可獲得與武士相近的社會地位，如獲取姓氏、佩刀，或者得

到經濟、權勢上的優遇。於是，基於經濟上的考量或者期待通過以高度醫

學知識提升社會地位的前提下，有志學醫者大增，逐漸形成以醫學專業知

識從事醫療行為的社會集團。由於成為醫師必須具備閱讀與研究中國古典

醫書的能力，39加上醫書中的陰陽、理氣等思想與儒學息息相關，遂造就了

不少精通和漢與醫學領域的人才。40 

儘管如此，歷來在論述近世日本漢文學與儒學時，這些醫師的文藝活

動卻往往被遺漏。因此，透過考察醫師的修學環境與文學作品，有助於填

補江戶漢詩壇發展與文化的縫隙。就這一點來說，探討華岡青洲的文藝活

動實有其重要意義。 

                                                 
37  江戶初期醫師參與文化活動的例子當中，最為人熟知的乃慶長八年（1603），儒者林羅 

    山、俳句詩人松永貞德等對一般人進行公開講學。講席中，林羅山講述《論語集註》、 

    松永貞德講述《徒然草》、《百人一首》，京都醫師遠藤宗務講述《太平記》。 

38  真柳誠：〈中日韓越醫學著作數量、內容及其社會經濟背景〉，郭秀梅（譯），《古今 

    論衡》，第 30期（2017年 10月），頁 37-76。 

39  例如，貝原益軒（1630-1714）在《養生訓》，卷 6，〈擇醫〉強調：「凡以醫為志者， 

    應先讀儒書，通文義。貝原益軒，石川謙（校訂）：《養生訓‧和俗童子訓》（東京： 

    岩波書店，2001年），頁 125。原文：「凡そ医となる者は、まず儒書をよみ、文義に 

    通ずべし（中譯：凡以醫為志者，應先讀儒書，通文義）。」 

40  例如，查閱《漢文學者總覽》，「備考」欄付記其身分為「儒醫」者就有 244名。長澤 

    孝三（編）、長澤規矩也（監修）：《漢文學者總覽》（東京：汲古書院，197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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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華岡青洲的學問養成與初期詩風 

先論述華岡青洲身處時代的醫學發展狀況。江戶時代醫學發展的歷

史，41前後出現了四個主要流派。首先是以曲直瀨道三（1507-1594）為代

表的「後世方」。此派推崇中國當時最新水準的金元醫學及李朱醫學（李

東垣[1180-1251]、朱丹溪[1281-1358]）。到了江戶時代中期，重視實用的

「古方派」企圖建構一個基於臨床實驗的實踐醫學體系，批判崇尚陰陽五

行、臟腑經絡之說的「後世方」。「古方派」以京都為據點，主要旗手有

名古屋玄醫（1628-1696）、後藤艮山（1659-1733）、香川修庵（1683-

1755）、山脇東洋（1706-1762）、吉益東洞等人。他們視東漢張仲景的

《傷寒論》為經典，因為《傷寒論》對疾病之症狀、病因、診斷、治療、

處方用藥等等，記載地極為寫實，具有連貫中醫藥基礎理論與臨床應用之

特色。「古方派」親試求實，療效普遍獲得信賴，故席捲了十八世紀的京

都、大坂，也發展出與中國同源異流的東洋醫學體系。42 

    上述山脇東洋，為古方派泰斗。43山脇東洋親試實驗之延長線上最大成

果，乃一七七一年三月四日，小濱藩醫師杉田玄白（1733-1817）、中津藩

醫師前野良澤（1723-1803）親赴江戶千住小塚原刑場觀看屍體解剖。一七

七四年，杉田玄白出版了圖文並茂的漢譯西方解剖學著作《解體新書》，44

                                                 
41  本文將江戶時期分成前、中、後三期，1603-1687 為前期，1688-1780 為中期，1781- 

    1867為後期。華岡青洲屬於江戶時代中後期醫師。 

42  日本漢方醫學大家大塚敬節論及吉益東洞將中國醫學日本化時說：「東洞把複雜的中國 

    醫學簡約化，專以重視腹診，使日本獨自的腹診法發達起來，並使中國醫學日本化，實 

    際上東洞所負責任最多。以致東洞流的古醫方派很快地風靡於天下，東洞的醫學是將其 

    簡約，使適合日本人之性格一致，為他成功的原因之一。」大塚敬節：《漢方醫學》， 

    邱永年（譯），（臺中：昭人出版社，1956 年），頁 88-89。 

43  寶曆四年（1754），山脇東洋在京都所司代藩主的許可下，於京都西郊外刑場六角獄中     

    ，參觀受刑人的解剖（觀臟）。五年後（1759）著《藏志》，並由門人淺沼佐盈、瀧長 

    濔八等人負責繪製「剝胸腹圖」、「九臟前面圖」、「九臟背面圖」、「脊骨側面圖」 

    等圖。由於「九臟圖」顛覆了中國自漢代確立的「五臟」（心、肝、脾、肺、腎）與 

    「六腑」（膽、胃、大腸、小腸、膀胱、三焦）之身體觀，加上主題是當時知識界向來 

    好奇的身體內部，故該書一問世，即引發生相當多的討論，許多人也開始從「刑場觀臟」 

    來觀察並與諸荷蘭解剖圖相互比對。 

44  此書原著為 Anatomische Tabellen《解剖學圖譜》，作者德國醫師 Johann Adam kulmus 

    （1689-1745），出版於 1722 年。因廣受好評，1734 年荷蘭人外科醫師 G. Dicten 

    （1696-1770）據此書第三版翻譯為 Ontleedkundige Tafelen。杉田玄白與前野良澤、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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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習醫者因《解體新書》重新認識了體內器官的執掌與統御關係，深刻

體認到病理解剖的重要性與西方醫學重視實測窮理的特長。如此實證主義

醫學發達的時代背景，對華岡青洲直接產生重大的影響。 

    江戶時代醫學流派的分類中，華岡青洲被歸屬於「漢蘭折衷派」，他

主張漢、蘭醫學各有所長，必須匯通古今，秉持「內外合一，活物窮理」

的精神。約與折衷派華岡青洲同期的還有「考證派」，目黑道琢（1739-

1798）為其中代表，此派主張根據清代樸學家訓詁考據的研究法，從文字

校勘、名物考證、臨床實踐等方面對中國醫學典籍進行合理的梳理與論

證。 

日、中兩方學者皆注意到江戶時代醫學發展從「後世方」、「古方

派」、「折衷派」到「考證派」的形成過程與儒學的發展脈絡由「宋

學」、荻生徂徠（1666-1728）的「古文辭學派」、井上金峨（1732-1784）

的「折衷派」、大田錦城（1765-1825）的「考證派」有著密切的對應關

係。45這種由儒學、醫學相互交涉所建構起來的知識體系，使得就當時的社

會文化環境而言，儒者與醫者的知識領域範圍，並不像現今有著「社會科

學」與「自然科學」般地明確界限。46 

儒者通醫，醫者通儒的情形，從江戶時代的私塾教育內容中也可一窺

端倪。江戶時代中期以前，許多知識分子多選擇在京都開設私塾傳授學

藝，當中最普遍的是以儒學為學習對象的漢學塾，其他還有教授和學、蘭

學、醫學、神道、詩文、劍道、馬術等學問的私塾。47另一方面，由於京都

齊聚衆多高知名度的醫生，遂成了有志於醫的子弟遊學目的地之首選。京

                                                 
    川甫周、中川淳庵等人乃根據 1734 年的荷蘭文譯本譯出。由於翻譯當時杉田玄白的荷 

    蘭文素養不足，之後，命弟子大槻玄澤（1757-1827）重新考訂此書，校訂工作始於 

    1790 年，1826 年完成《重訂解體新書》，為西方解剖學在日本的本土化奠定了基礎。 

45  詳參町泉壽郎：〈山脇東洋と徂徠學派——『外臺秘要方』翻刻をめぐって——〉， 

    《日本中國學會報》，第 50 集（1998 年），頁 233-247。廖育群：《遠眺皇漢醫學： 

    認識日本傳統醫學》（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7 年），頁 88-89、129。另外，江戶 

    時代儒學各學派的創立，詳參張文朝：〈日本江戶時代儒學各派創始者思想述介〉，收 

    入張曉生（編）：《儒學研究論叢》，第 2輯（2009年 12月），頁 27-45。 

46  廖育群：〈漢方醫學的落日餘暉：江戶考證派的學術與社會〉，《九州學林》，第 4卷 

    第 2期（2006年），頁 74-129。 

47  海原徹：《近世私塾の研究》（京都：思文閣出版，1993年），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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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儒者江村北海（1713-1788）在《授業編》敘述，每年從各地到京都的學

生數百人48當中： 

其學子十之八九為醫家子弟，［……］故清晨先出席醫學課，返

回吃早餐後，更換書本參加儒學課，［……］又參與另一講席，

回來後傍晚還有醫書夕講以及晚間的本草學討論會。49 

《授業編・書生之學》具體描述了遊學生上課的情況，其內容反映出遊學

生頻頻往返於各類私塾，接受各種學問的薰陶，在兼修儒學與醫學50的學問

養成過程中，出現眾多具備實驗思辨與擅長思想研究、漢詩文、和歌的醫

師自然不足為奇。51 

朝倉荊山在〈送序〉也指出華岡青洲京都遊學時除了閲讀古代醫書之

外，還涉獵中國的經史百家：「乃自經史暨老莊百家，涉讀質問，該通其

義，專閲古方，考眾訣，唯修其伎是求。」52雖然目前尚無文獻可直接説明

                                                 
48  江村北海：《授業編》，卷 4，〈書生之學〉，收入同文館編輯局（編）：《日本教育 

    文庫》第 7冊，（東京：同文館，1911年），頁 631。原文：「凡ソ諸國ヨリ京學々々 

    トテ京都ヘ來リ學ブ生徒、來ルアリ歸ルアリ、來去常ナシトイヘドモ、大抵一年ニ幾 

    百ヲ以テ數フベシ（中譯：凡從諸國至京都來學學子，有來有返，來去無常，大抵一年 

    數百可數）。」 

49  江村北海：《授業編》，頁 634。原文：「其生徒ト云モノ、十ニ八九ハ醫家ノ子弟ナ 

    レバ、［……］サレバ早朝ニ、先醫書ノ講席ニ出、還リテ朝飯ヲ喫シ、書ヲトリカ 

    ヘ、懷ニシテ、儒書ノ講席ニ出、［……］又一席ニ出デ、モドレバ醫書ノ夕講、本草 

    ノ夜會ノ。」 

50  當時來學者可以在京都自由的遊學，學子經常輾轉參加各種私塾或者同時參加各類私塾 

    ，而且，因為漢學是所有學問的大前提，就遊學生的平均年齡而言，國學塾、蘭學塾的 

    學生年齡比漢學塾的學子還高。海原徹：《近世の学校と教育》（京都：思文閣出版， 

    1988年），頁 105、111。 

51  例如：國學者本居宣長（1730-1931），出生於木棉商家，23 歲時前往京都，在堀景山 

    （1688-1757）門下學習漢學、和歌，接著師事針灸大家堀元厚（1686-1754）與小兒科 

    醫師武川幸順（1725-1780），28 歲回鄉開業，白天從事醫療活動，晚上研究《古事 

    記》、《源氏物語》等日本古典。古方派醫家香川修庵（1683-1755）在醫學之外，精 

    通和歌。在香川修庵門下習醫的都賀庭鐘（1718-1794），受中國四大奇書影響，在讀 

    本小說《古今奇談英草紙》（1749 年刊）收錄了明清通俗文學的翻案。都賀庭鐘門人 

    上田秋成（1743-1809），除了是著名讀本作家也是町醫，40 歲（1773）於大坂郊外加 

    島村開業。杉田玄白在晚年的日記《鷧齋日錄》中也留下珍貴的漢詩、和歌與俳句。儒 

    醫龜井南冥（1743-1814）曾以和歌的形式撰述《古今齋伊呂波和歌》敘述其醫學理念， 

    並撰《南冥先生詩文集》。 

52  朝倉荊山：〈送序〉，頁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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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岡青洲的詩學派別，53但我們若詳讀其作品，不難發現其中留有蘐園學派

54尚古文辭格調的餘音。例如：華岡青洲的〈少年行〉不論詩意、韻腳與結

構，皆仿效李白。以下將二人作品作一比較，李白（701-762）〈少年行・

其一〉： 

五陵年少金市東，銀鞍白馬度春風。 

落花踏盡遊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55 

華岡青洲〈少年行〉： 

白馬金鞍大道東，揚鞭日暮度秋風。 

胡姬十五媚於月，一顧忽過酒肆中。56 

華岡青洲〈少年行〉的「白馬金鞍大道東，揚鞭日暮度秋風」完全承襲李

白的「五陵年少金市東，銀鞍白馬度春風」。在此僅將時間背景稍微轉換

為日暮秋風。最後一句的「一顧忽過酒肆中」也與「笑入胡姬酒肆中」有

異曲同工之妙。 

另外一首華岡青洲〈少年行〉也明顯的流露出模仿盛唐詩人王維的痕

                                                 
53  富士川英郎將江戶漢詩發展分為三個時期：（一）慶長至貞享（1596-1687），此一時 

    期認為詩乃儒者餘技，詩歌殘留五山餘習，傑出詩人僅石川丈山（1583-1672）與深草 

    元政（1623-1668）數人。（二）元祿至明和（1688-1771），伊藤仁齋與荻生徂徠之學 

    大興，詩人輩出，例如：服部南郭（1683-1759）、新井白石（1657-1725）、衹園南海 

    （1676-1751）等，此時期格調雖高，但缺乏個性，也欠缺日本獨特的風格，其末流往 

    往被譏為「偽唐詩」。（三）安永至慶應（1772-1876），反對模擬，標榜宋詩風，強 

    調個人生活真實感受，以山本北山、六如上人（1734-1801）、菅茶山為代表。參見富 

    士川英郎：〈六如上人〉，收入氏著：《江戶後期の漢詩人たち》（東京：平凡社， 

    2012年），頁 12-13。 

54  蘐園學派又稱古文辭學派，為日本江戶中期儒者荻生徂徠所創的儒學派系，蘐園乃荻生 

    徂徠別號，他繼承中國明代復古運動旗手李攀龍（1514-1570）、王世貞（1526-1590） 

    等人的文學主張，提倡「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文學觀。於是，李攀龍的《唐詩選》 

    成了當時漢詩人最受歡迎的範本。伴隨著徂徠學的隆盛，擬古主義的詩文席捲了十八世 

    紀上半期的漢詩壇。 

55  ﹝唐﹞李白，瞿蛻園等（校注）：〈少年行・其一〉，《李白集校注》（臺北：里仁書 

    局，1981年），卷 2，頁 436。 

56  華岡青洲：〈少年行〉，《華岡青洲先生詩集》，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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跡，王維（699-761）〈少年行〉： 

新豐美酒斗十千，咸陽遊俠多少年。 

相逢意氣為君飲，繫馬高樓垂柳邊。57 

華岡青洲〈少年行〉： 

樓前桃李帶春煙，少婦清歌雜管絃。 

袨服鳴珂五陵客，斜陽繫馬綠楊邊。58 

華岡青洲詩中結句的「斜陽繫馬綠楊邊」出自王維的「繫馬高樓垂柳

邊」。「袨服」指美麗的衣服。左思（205？-305）〈蜀都賦〉：「都人市

女，袨服靚妝」。59「珂」指富貴人家掛在馬上的飾品。梁元帝蕭繹（508-

555）〈看騎馬詩〉：「鳴珂隨跼駛，輕塵逐影移」。60倘若再仔細分析，

可發現青洲的〈少年行〉最後一句雖仿效王維，但就整體詩意而言，王維

〈少年行〉著重俠少的歡聚痛飲，華岡青洲則呼應了先前李白〈少年行〉

中於暮春酒樓中縱情聲色的少年，由此可看出他在一首詩中，巧妙地融

合、截取王維的語言與李白的詩境。 

私塾林立的京都，匯集了到此遊學的遊子，聚散無常，直接促進了送

別詩的發達。《華岡青洲先生詩集》中以〈送別〉、〈送某遊〉、〈送某

歸〉為題者，約三十首，試擧〈送別〉如下：  

河梁相送別離愁，一望白雲連舊州。 

帆影遙飛千里外，唯看滄海天涯流。61 

                                                 
57  ﹝唐﹞王維，陳鐵民（校注）：〈少年行〉，《王維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卷 1，頁 33。 

58  華岡青洲：〈少年行〉，《華岡青洲先生詩集》，頁 4。 

59  ﹝西晉﹞左思：〈蜀都賦〉，收入﹝南朝梁﹞蕭統（編）：《文選》（臺北：五南圖書 

    出版有限公司，1991年），卷 4，頁 184。 

60  ﹝南朝梁﹞梁元帝：〈看騎馬詩〉，收入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 

    （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卷 25，頁 2050。 

61  華岡青洲：〈送別〉，《華岡青洲先生詩集》，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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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句的「河梁」，為送別時的慣用表現，語出漢代李陵（？-74 BCE）〈與

蘇武詩〉：「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62詩中一望無際的雲霞，彷彿遮

蔽了家鄉的方向，更為旅人與送別者增添無限的悵惘。最後的「帆影遙飛

千里外，唯看滄海天涯流」，出自《唐詩選》所收之李白〈黃鶴樓送孟浩

然之廣陵〉：「孤帆遠影碧山盡，唯見長江天際流」。63此外，華岡青洲在

七絕〈長安客舍始遇井上政美翁臨別賦贈〉吟詠：「與君相遇洛陽春，客

舍結交風色新」。64「客舍結交風色新」脫胎自王維〈送元二使安西〉：

「客舍青青柳色新」。65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華岡青洲還以蒼勁雄渾之筆，寫下日本漢詩傳

統所沒有的邊塞詩。試舉其中一首〈從軍行〉。 

朔氣蕭條塞北天，旌旗十萬日翩翩。 

漢兵正戰龍城下，忽報前軍縛左賢。66 

「朔氣」為北方寒冽之氣。杜甫祖父杜審言（648？-708）〈送崔融〉詩：

「旌旃朝朔氣。笳吹夜邊聲」。67「龍城」為匈奴諸長會和祭天之處。王昌

齡（698？-756）〈從軍行・其三〉：「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

山」。68華岡青洲另一首〈塞下曲〉如下： 

回風帶雪海雲寒，烽火年年塞上看。 

羌笛誰吹折柳曲，漢兵一夜憶長安。69 

                                                 
62  ﹝西漢﹞李陵：〈與蘇武詩〉，收入﹝南朝梁﹞蕭統（編）：《文選》，卷 29，頁 

    1353。 

63  ﹝唐﹞李白：〈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收入目加田誠、渡部英喜（編）：《唐詩 

    選》（東京：明治書院，2010年），頁 154。 

64  華岡青洲：〈長安客舍始遇井上政美翁臨別賦贈〉，《華岡青洲先生詩集》，頁 8。 

65  ﹝唐﹞王維：〈送元二使安西〉，《王維集校注》，卷 4，頁 408。 

66  華岡青洲：〈從軍行〉，《華岡青洲先生詩集》，頁 4。 

67  ﹝唐﹞杜審言，徐定祥（注）：〈送崔融〉，《杜審言詩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1990年），頁 21。 

68  ﹝唐﹞王昌齡：〈從軍行・其三〉，收入目加田誠、渡部英喜（編）：《唐詩選》，頁 

    186。 

69  華岡青洲：〈塞下曲〉，《華岡青洲先生詩集》，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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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ii 

寒冷的冬天加上烽火年年，既強化了思鄉之情也格外讓人渴望溫暖的環

境。「羌笛」指邊疆民族的音樂，「折柳曲」本為漢代橫吹曲之一，吹奏

離開故鄉時折柳送別之情。「羌笛誰吹折柳曲」亦與《唐詩選》所收王之

渙（688-742）〈涼州詞〉：「羌笛何須怨楊柳」類似。70 

上述奮勇殺敵、雄渾悲壯、意氣飛揚的詩境經常可在盛唐的邊塞詩中

見到。然而，此時的華岡青洲畢竟只是京都從遊的學子，其所描寫的顯然

是一個文本化的世界，而非透過親身觀察與經驗建構的「實景」。況且，

他的境遇與從軍士兵、或政界官僚有著極大的落差。而這個落差，顯示華

岡青洲作詩時，不論在修辭、意境、選題等，經常從盛唐詩中截取詞彙，

進行「創作模仿」。 

透過以上檢討的詩作可知，華岡青洲尤其仰慕盛唐詩人李白與王維，

也再三學習《唐詩選》所收之佳作。然而，江戶文人非盛唐詩人，一味模

仿盛唐詩，不僅使作品喪失詩人真實面貌，也無法充分展現當時的人情世

相。故縱使模仿是創作詩詞的入門的手段，但無疑地，此等風格注定無法

長久。 

參、 日本化的漢詩：飛花如雪暮春天的城市印象 

荻生徂徠的古文辭派儘管在漢詩壇獨霸一時，但因作詩者多承襲明七

子之餘習，故大約自天明元年（1781）開始，主張以清新的宋詩為典範的

寫實主義思潮逐漸擡頭。於是在江戶方面，有山本北山（1752-1812）以及

市河寬齋（1749-1820）領導的江湖詩社積極倡導，關西方面則由片山北海

（1723-1790）為盟主，主持混沌社，他們認為崇尚古典主義使文學喪失了

獨創性，主張書寫日常生活與實景，不必拘泥既有的格式與框架。 

與華岡青洲同時期的漢詩人菅茶山（ 1748-1828） 71在寬政九年

                                                 
70  ﹝唐﹞王渙：〈涼州詞〉，收入目加田誠、渡部英喜（編）：《唐詩選》，頁 208。 

71  菅茶山，名晉帥，字禮卿。出生備後國神邊（今廣島縣神邊町）。父親菅波久助，經營 

    農業與造酒業，擅長俳句。菅茶山 19 歲至京都遊學，曾向和田東郭習醫，跟隨市川 

    某學古文辭學。明和八年（1764），轉向朱子學，入那波魯堂（1595-1648）之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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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7）撰述〈六如庵詩第二抄序〉，直言日本漢詩人倘若一味模仿唐人

詩句，則「興與境乖，名與實離」，所作「豈真詩哉」： 

唐人之哀樂悲歡，不異我之哀樂悲歡。而我邦今時治平優游，與

開元天寶奢侈喪亂不同。況人心如面，吹萬不同。所遇雖同，所

發有異。今若牽而合之，襲而取之，則興與境乖，名與實離。譬

如畫家寫生，生物在前，舍而求之古圖，形貌綵色，一依原本，

而眼前所見，邈然不顧。此豈真照也。此豈真詩也哉。72 

    筆者目前仍無法找到華岡青洲在詩風轉折時期確實受到何人影響的直

接證據，不過其交友圈中，不乏開啓平明、寫實新詩風的菅茶山、以及與

菅茶山關係密切的賴山陽（1781-1832）、北條霞亭（1780-1823）等文人。

73關於這一點，將在下一節論述。 

    總之，標榜以直率、平易的語言抒發真情的文學風潮，到了化政文化

時期已蔚為文壇主流。具體而言，文化四年（1807）《三家妙絕》、文化

九年（1812）《廣三大家絕句》等宋詩詞華集陸續編纂而成，誠如大窪詩

佛（1767-1837）在〈三家妙絕序〉言：「模擬飣餖之風廢，而清新性靈之

詩興。」74在此風潮的影響下，華岡青洲寫作時已開始融入個人情感，例如

〈五日作〉： 

                                                 
    明元年（1781），菅茶山於故鄉神邊開設私塾「黃葉夕陽村舍」，寬政八年（1796）， 

    改名「廉塾」，塾生身份包括武士、醫師、僧侶、農商子弟等等。菅茶山雖曾習醫，但 

    從事醫療非其素志，善吟詠，為江戶時代後期代表詩人。 

72  菅茶山：〈六如庵詩第二抄序〉，《黃葉夕陽村舍詩》，卷 3，收入富士川英郎、松下 

    忠、佐野正巳（編）：《詩集日本漢詩》，第 9 卷（東京：汲古書院，1985 年），頁 

    283。 

73  吳秀三在《華岡青洲先生及其外科》頁 120敘述：「與青洲先生親交之人有賴山陽、北 

    條霞亭、菅茶山、野呂介石」。然《華岡青洲先生詩集》只見華岡青洲與野呂介石詩文 

    交流的記錄。北條霞亭，字子讓，通稱讓四郎、霞亭。父親、祖父皆以醫為業。寬政九 

    年（1797）18 歲遊學京都，跟隨皆川淇園（1735-1807）學習儒學，醫學則入廣岡文       

    台（？-1810）門下。文化十年（1813），34 歲至神邊拜訪菅茶山，受菅茶山請托， 

    成為廉塾都講。 

74  大窪詩佛：〈三家妙絕序〉，收入市河世寧（輯）：《三家妙絕》（江戶：青藜閣須原 

    屋伊八，文化四年[1807]刻本，九州大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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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林雨歇綠陰新，空對蒲觴雙淚頻。 

三載已為千里客，壯心卻似獨醒人。75 

詩名「五日」，乃五月五日。「蒲觴」指裝著菖蒲酒的酒杯。南朝梁宗懍

（500-563）《荊楚歲時記》：「五月俗稱惡月［……］五月五日謂之浴蘭

節［……］以菖蒲或鏤或屑以泛酒，是日競渡，採雜藥。」76中國農曆五

月，天氣炎熱，蚊蠅孳生，疾病隨之增多，為了祈禱身體健康，民間流傳

在五月五日喝泡有菖蒲的藥酒或以菖蒲來驅蟲，有的人則會去採藥草。日

本在中國影響下也有於五月五日採草藥的習俗，最早的記載見《日本書

紀・推古天皇》：「十九年夏五月五日，藥獵於菟田野。」77上面詩中的華

岡青洲已離鄉三年，他獨自喝著藥酒，抒發遊子的孤獨與執著醫道的「壯

心」。結句的「獨醒人」，語出《史記・屈原傳》：「舉世混濁而我獨

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78然此處華岡青洲雖引用典故，卻將屈原（343-

278 BCE）對政治理想與高尚品德的執著轉化為對習醫的堅持，重新賦予詩

歌濃厚的個人色彩。 

在強調人情，重視個性與獨創的文學價值體系下，華岡青洲逐漸跳脫

模擬的框架。例如，他在〈賞花〉描寫陶醉在漫天飛舞的花吹雪中與友人

揮毫吟詩的雅興。  

飛花如雪暮春天，諸彥乘晴對綺筵。 

幽賞揮毫多雅興，不需此日禁流連。79 

起句的「飛花」顯然是「櫻花」。唐詩鮮少吟詠櫻花，80然而，日本人漢詩

                                                 
75  華岡青洲：〈五日作〉，《華岡青洲先生詩集》，頁 8。 

76  王毓榮（校注）：《荊楚歲時記校注》（臺北：文津出版社，1988 年），頁 152、 

    156-157、163。 

77  舍人親王：《日本書紀》，收入黑板勝美、國史大系編修會（編）：《新訂増補国史大 

    系》，第 1冊（東京：吉川弘文館，2004 年），卷 22，「推古天皇 19年夏 5月 5日」 

    條，頁 153。 

78  ﹝西漢﹞司馬遷：〈屈原傳〉，《史記》（臺北：鼎文書局，1976 年），卷 84，頁  

    2486。 

79  華岡青洲：〈賞花〉，《華岡青洲先生詩集》，頁 5。 

80  唐詩並非無詠櫻之作，只是中國所吟詠的「櫻」、「紅櫻」、「山櫻」指的是「櫻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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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自平安時代（794-1185）就發現櫻花如雲湧般盛開之美。成立於七五一

年的日本最早漢詩集《懷風藻》收錄兩首詠櫻詩。其一為采女比良夫的五

言詩〈春日侍宴・應詔〉：「葉綠園柳月，花紅山櫻春」。81另外，長屋王

在〈初春於作寶樓置酒〉詠：「松烟雙吐翠，櫻柳分含新」。82 

江戶時代後期反古文辭詩風的先驅六如上人（1737-1801，天台宗學

僧，名慈周），83在華岡青洲之前就曾在〈嵐山舟中即事〉形容京都春天的

櫻花仿佛「滿天雪」。其云： 

春水浸山明鏡開，載舟花影共徘徊。 

有時仰見滿天雪，風定徐徐穩下來。84 

「飛花如雪」的表現還可以在日本文學中的和歌找到綫索。藤原公任

（966-1041）編纂的《和漢朗詠集》〈落花〉類，收錄紀貫之（872-945）

的和歌： 

                                                 
    花」，與日本櫻花的品種不同。例如﹝南朝梁﹞蕭瑱〈早日貽劉孝綽〉詩云：「每候山 

    櫻發，時同海燕歸。」收入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卷 15，頁 

    1821。﹝唐﹞白居易，謝思煒（校注）：〈櫻桃花下嘆白髪〉，《白居易詩集校注》 

    （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卷 16，頁 1270。載言：「紅櫻滿眼日、白髪半頭時」。 

    貝原益軒於《大和本草》云：「文選沈休文早發定山詩，山櫻發欲然，註果木名。花朱 

    色，如火欲然也。王荊公詩曰：『山櫻抱石映松枝。』司馬温公ノ詩ニ曰紅櫻零落杏花 

    開是中華ニ櫻ト云ハ朱花ナリ日本ノ櫻ト云物ハ中華ニ無之（中譯：司馬光〈送酒與范 

    堯夫〉詩曰：紅櫻零落杏花開。此乃中華之櫻，朱花。日本之櫻，中華無之）。」見氏 

    著，岸田松若（考註）：〈木之下・櫻〉，《大和本草》，第 2 冊（東京：春陽堂， 

    1936年），卷 12，頁 3-4。 

81  采女比良夫：〈春日侍宴・應詔〉，收入小島憲之（校注）：《懐風藻》，《日本古典 

    文学大系》，第 69卷（東京：岩波書店，1981 年），頁 110。 

82  長屋王：〈初春於作寶樓置酒〉，收入小島憲之（校注）：《懐風藻》，頁 134。 

83  富士川英郎指出，六如漢詩：「題材廣求於日常生活之中，詩風表現大膽且新奇。」 

    見氏著：《江戶後期の漢詩人たち》，頁 21。其他可參見朱秋而：〈論六如上人在漢 

    詩上的繼承與開拓：以季節景物描寫為中心〉，收入陳明姿、葉國良（編）：《日本漢 

    學研究續探：文學篇》（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年），頁 135-155。 

84  釋六如：《六如菴詩鈔》，收入富士川英郎、松下忠、佐野正巳 （編）：《詩集日本 

    漢詩》，第 8卷，第 2編卷 4，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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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拂櫻花風不寒，天竟飄下落花雪。85 

另外，華岡青洲在〈尋花〉又將盛開的櫻花比喻為「雲」： 

初見山山白櫻樹，或為霏雪或為雲。86 

與華岡青洲同期的江湖詩社詩人大窪詩佛在〈二月二十日與千蔭春海諸老

人玉川觀花得五絕句・其三〉，也曾作如此新鮮的比喻： 

兩岸官櫻日欲曛，映松間竹白繽紛。 

詩人畢竟無奇思，依舊看成一陣雲。87 

可見，當時華岡青洲等人，對自己身處的日本風土已產生深刻的自覺，他

們努力擺脫唐詩的題材、語彙，嘗試以新奇的語言吟詠眼前所見的自然風

光，進行獨立創作。 

又華岡青洲〈鴨羽洲避暑〉描寫的是京都庶民夜晚至鴨水河畔酒樓納

涼，享受生活樂趣的日本獨特夏季風情。 

玉盌浮瓜仙女媚，畫樓酌酒美人嬌。 

夜來年少避煩暑，不識啓明掛曉霄。88 

玉盌乃玉製的碗。《詩經‧小雅‧大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89結

句的啓明指晨星。「曉霄」一詞不見《大漢和辭典》，又「霄」為日旁雲

                                                 
85  藤原公任（編），菅野禮行（校注）：《和漢朗詠集》，《新編日本古典文学全集》， 

    第 19卷（東京：小學館，1999年），上卷，春，頁 82。原文：「さくら散る木の下風 

    はさむからでそらに知られぬ雪ぞ降りける。」 

86  華岡青洲：〈尋花〉，《華岡青洲先生詩集》，頁 12。 

87  大窪詩佛：〈二月二十日與千蔭春海諸老人玉川觀花得五絕句・其三〉，《詩聖堂詩 

    集》，卷 1，收入富士川英郎、松下忠、佐野正巳（編）：《詩集日本漢詩》，第 8 卷， 

    頁 379。 

88  華岡青洲：〈鴨羽洲避暑〉，《華岡青洲先生詩集》，頁 9。 

89  ﹝清﹞阮元（校勘）：《毛詩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88 年，《十三經注疏》 

    本），卷 13，頁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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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故曉霄指朝霞，推測是華岡青洲自創之詞。詩中櫛比鱗次的畫樓與晨

星投影的河面，交織成京都夏夜獨特的浪漫景致。 

自古鴨川汎濫頻頻，直到寬文年間（1661-1672）陸續整治河床與興建

堤防，四條河原周圍才慢慢出現了小吃店、歌舞伎小屋，附近形成了熱鬧

的花街，也成了庶民夏季納涼休憩的景點。我們從華岡青洲遊學京都前二

年的《都名所圖繪》（安永九年，1780），90不難窺見當時鴨水納涼的繁華

情景。  

華岡青洲在〈秋日遊祇王寺〉描寫秋天嵯峨野的祇王寺，刻畫出平淡

蒼涼、冷寂幽渺的境界： 

禪居寂寞倚幽篁，古道苔深露溼裳。 

一自美人避塵跡，空餘蕭寺歲年長。91 

祇王寺，以苔庭著稱。祇王典故出自平安時代末期的軍記物語《平家物

語‧祇王》。祇王，容貌姣美，擅長歌舞，深獲平清盛寵幸，因舞姿更出

眾的阿佛出現而失寵。後來在某次宴席，祇王在平清盛與阿佛前獻舞，平

清盛大為感動，欲挽回祇王，然此舉卻讓祇王倍感諸事繁華如夢，決定出

家，年二十一歲。祇王妹妹祇女、母親刀自亦隨她出家。阿佛也體認遲早

面臨與祇王一樣無常的命運，故赴祇王寺，請求共同念佛。 

   「倚幽篁」語出《平家物語》「柴の庵をひきむすび」。92「古道」、

「苔深」指祇王寺杳無人跡，與紅塵俗世徹底隔絕，為全詩營造幽深的環

境。而如此空寂的氛圍又與《平家物語》中女子的無常命運重疊，在感慨

無常人生的同時，一種悲哀之美自華岡青洲筆下流瀉而出，其創作技巧，

既展現了日本人纖細的感性，亦繼承了平安時代以來日本文學「物之哀」

                                                 
90  秋里籬島著、竹原春朝齋（繪）：〈四條河原夕涼之躰〉，《都名所圖會》，卷 2，国 

    際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ー藏：http://www.nichibun.ac.jp/meisyozue/kyoto/c-pg1.html，檢 

    索日期：2019年 10月 1日。 

91  華岡青洲：〈秋日遊祇王寺〉，《華岡青洲先生詩集》，頁 9。 

92  市古貞次（校注）：〈祇王〉，《平家物語》（東京：小學館，2000年），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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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審美傳統。 

看來京都的遊學經歷除了帶給華岡青洲醫學生涯決定性的影響之外，

京都的四季風景，也成了他作詩時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泉源，異鄉的土

壤不僅提供他新的心靈養分，也堂皇的進入生命當中。而且，在清新性靈

派詩風的影響下，華岡青洲跳脫以唐詩為唯一的典範，在內容方面，他試

圖吟詠日本獨特的四季風光，如實地記錄市民旖旎的生活風景與京都學子

的複雜心情；故無論是春天的賞櫻、夏天納涼的城市印象、或是深秋造訪

古寺等，都呈現鮮明的庶民生活與對唯美情趣的追求。而且，巧妙地融入

了和歌的表現，終於使其詩作脫離模擬虛構，越來越接近日本近世的現

實，也因為著實地扎根於日本的風土，故成功地發展出具有日本獨自審美

情趣的漢詩。 

肆、 華岡青洲之交友與田園詩 

華岡青洲的交往對象，見諸詩者，可分為幾種類型。首先是當時重要

醫師如水戶藩醫原南陽（1753-1820）。華岡青洲在〈寄水戶南陽原先生〉

吟詠： 

各天千里幾回春，傾蓋未逢是故人， 

錦字數行慰遐想，清詩一紙意相親。 

山中日日醫依舊，海上時時著應新， 

何歲引君此林下，樽前談古醉芳辰。93 

原南陽，名昌克，字子柔，出生水戶藩醫之家，二十二歲遊學京都，師事

山脇東洋，學習古醫法、瀉血、針灸之術；另外，在婦科名醫賀川玄悅 

（1700-1777）、賀川玄迪（1739-1779）門下，學習按壓腹部區別胎位之技

術，是一位擁有豐富古典知識與重視手技的臨床醫師。之後，在江戶開

業，天明七年（1787）成為水戶藩侍醫，水戶藩也因原南陽導入實證的學

                                                 
93  華岡青洲：〈寄水戶南陽原先生〉，《華岡青洲先生詩集》，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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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促進了醫學的發展。 

詩中首聯的「傾蓋」，出典見《史記・魯仲連鄒陽傳》：「白頭如

新，傾蓋如故」。94意指一見相親。可見同屬「漢蘭折衷派」的華岡青洲與

原南陽醫學理念接近，縱使兩人相隔距離遙遠，仍時時藉著清新的詩詞，

彼此互通往來，極其典雅風流。 

    其次則為博得江戶後期代表詩人盛名的菅茶山。據富士川英郎《菅茶

山》一書考證，95菅茶山於文化五年（1808）《黃葉夕陽春舍詩・送赤石宋

相適紀州學瘍醫》論及門下赤石宋相（1785-1847）將遠赴紀水跟隨華岡青

洲學外科。詩如下： 

君聞瘍科出神醫，擔簦千里去追隨。 

君自敏捷兼勤勉，成業何曾愆所期。 

余曾遊跡遍畿甸，仙緣未訪徐福祠。 

倘教勝具如舊日，隨君直到紀水湄。 

君窮方技余窮勝，攜歸行鬪所得奇。 

不奈衰老懶出門，計日祗恐君歸遲。 

好學神膏與異術，療余再黑鬢邊絲。96 

第二句「擔簦」指遊學求官。語出任昉（460-508）〈求為劉瓛立館啟〉：

「皆負笈擔簦，櫛風沐露」。97第五句的「畿甸」本指王城中心外四方五百

里以內的土地，在此茶山謂「畿內五國」幾乎走遍了，卻不曾踏足名醫所

在的紀伊國。第七句「勝具」指腳力强健。出典見南朝宋劉義慶（403-

444）《世說新語・棲逸》：「許掾好遊山水，而體便登陟。時人云：『許

非徒有勝情，實有濟勝之具。』」98 

                                                 
94  ﹝西漢﹞司馬遷：〈魯仲連鄒陽傳〉，《史記》，卷 83，頁 2471。 

95  富士川英郎：〈菅茶山と華岡青洲〉，收入氏著：《菅茶山》（東京：筑摩書房，1981 

    年），頁 223-228。 

96  菅茶山：《黃葉夕陽春舍詩》，收入《詩集日本漢詩》，第 9卷，頁 89。 

97  ﹝南朝梁﹞任昉：〈求為劉瓛立館啟〉，收入﹝清﹞嚴可均（輯校）：《全上古三代秦 

    漢三國六朝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第 5冊，卷 43，頁 362。 

98  ﹝清﹞余嘉錫：〈棲逸〉，《世說新語箋疏》（臺北：仁愛書局，1984 年），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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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此詩時，菅茶山六十歲，華岡青洲四十八歲。菅茶山對比自己年少

的外科名醫，流露無限景仰，可惜憂心年老體衰，不勝脚力，只好期待赤

石宋相99學成神妙醫術，帶回故里。 

《華岡青洲先生詩集》中雖不見華岡青洲與菅茶山直接交流的證據，

但一八一九年華岡青洲讓十九歲的長子華岡雲平進入菅茶山的「廉塾」，

故可推測菅茶山與華岡青洲至少學問理念相通，縱使不曾見過面，彼此應

有書信上的往來。100 

除了醫師、漢詩人之外，華岡青洲還與紀州藩繪師野呂介石（1747-

1828）101交流。〈賀介石雅翁八十・其一〉吟詠的是在野呂介石八十歲壽

宴上把酒吟詩，競逞文才的情形： 

紀川春渡更融融，勝會燕胥歡未終。 

把酒高陽催逸興，裁詩鄴下闘奇工。102 

此詩作於野呂介石（1747-1828）八十歲，華岡青洲六十七歲。最後一句的

「鄴下」，指建安時期（190-220）以鄴（今河南省）為都的曹操，雅好文

學，旗下形成了以七子為首的文學沙龍。由「裁詩鄴下闘奇工」可知，創

作漢詩對華岡青洲而言，不單單是醫業以外的餘興，而是可以與其他文人

畫家競爭詩藝的自我表現手段。 

另外，尤其令人矚目的是，《華岡青洲先生詩集》中與華岡青洲詩文

                                                 
    上，頁 662。。 

99  赤石宋相於文化六年（1809）成爲華岡青洲門人，學習外科，之後又赴京都，師事吉益 

    南涯，學習內科。赤石宋相作〈題乳巖圖〉：「嗚呼，我青州先生，宿學瘍科。一志三 

    思。採英食實。明諸家未發之術，療古今不治之病，不可枚舉也。就中如割乳巖，最爲 

    奇術。且先生所割者，非蘭醫所論之比也。」轉引自吳秀山：《華岡青洲先生及其外 

    科》，頁 64。 

100  富士川英郎：〈菅茶山と華岡青洲〉，頁 227-228。 

101  野呂介石，出生紀伊國，與祇園南海、桑山玉洲（1746-1799）並稱紀州三大南畫家。 

     14歲時赴京都師從黄檗僧鶴亭，學習墨竹，21歲師事南畫界代表池大雅，之後往來大 

     坂、京都，和大坂文人、本草學者木村蒹葭堂（1736-1802）展開風雅的交流。47歲時 

     成為紀州藩繪師。  

102  華岡青洲：〈賀介石雅翁八十・其一〉，《華岡青洲先生詩集》，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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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來的還有不少無名隱者、僧侶以及崇尚個性自由的狂狷之輩。這些人物

有些雖不可考，但在考察江戶文人的反俗精神生活時，顯然提供了一個重

要的線索，而且有助於我們從側面理解華岡青洲個人的生平行實。例如，

華岡青洲在〈二月上午登稻荷山〉中，描述其不掩狂態地與遊子酣歌暢

飲： 

移席岩邊狂態共，開樽石上醉情頻。 

何傷遊子無相識，皆是長安輕薄人。103 

正因為同遊者「皆是長安輕薄人」，彼此感情相濡以沫，故無須相識。最

後兩句不免讓人聯想起被貶為江州司馬的白居易（772-846）亦曾發出「同

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之嘆。這種凸顯「任達不拘」的自我形

象，描寫放情肆意之行徑的詩在《華岡青洲先生詩集》中俯拾皆是。例

如，〈會友人之宅〉描寫華岡青洲與踈狂之人徹夜共飲的情形： 

高會把杯春巷東，同人共醉竹歌風。 

踈狂最愛笙歌興，不識曉星入牖中。104 

又如〈戲寄岡五〉兩首，呈現岡五超凡的襟抱與特異行徑： 

山家好宴物光新，朝夜留連不厭貧。 

醉態如狂狂亦醉，他言不是世中人。 

貧家雄辨不論貧，濁酒一瓢顏色新。 

共說風流良夜飲，相逢盡是淡交人。105 

岡五生平不可考，但從內容可知，其人生計困窘，但豪情萬丈，嗜酒豁

達。最後一句的「相逢盡是淡交人」，說明岡五交往不以物質利益關係為

考量，同時也意味著華岡青洲與其聲氣相投，友人間難得的相契之情，流

                                                 
103  華岡青洲：〈二月上午登稻荷山〉，《華岡青洲先生詩集》，頁 7。 

104  華岡青洲：〈會友人之宅〉，《華岡青洲先生詩集》，頁 7。 

105  華岡青洲：〈戲寄岡五〉，《華岡青洲先生詩集》，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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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無遺。 

至於僧侶方面，從詩集中可知華岡青洲與乘如（1759-1835）106往來。

僧侶乘如與菅茶山同樣出身備後國（今廣島），曾隨菅茶山學經史與詩

書。二十歲出家，師事高野山正智院覺道上人，一七九九年成為高野山正

智院住持。「為人識量高邁［……］晚年喜作和歌，又好茶味，以自養

焉」。107因華岡青洲三弟良應自幼登高野山正智院，入佛門，師從乘如上

人，或許因此與之結識。 

《華岡青洲先生詩集》中與乘如有關之詩有四首。試舉〈奉寄高野山

正智院乘如上人・其二〉： 

十日交歡蓮社遊，詩篇墨妙總消憂。 

嗟君風雅輕雲水，再會今期明月秋。108 

此詩道出連日與乘如上人吟詩之暢快。以下又試舉〈訪隱者不遇〉：  

青山尋訪白雲中，草舎夕陽一枕空。 

借問主人何處去，唯看柳絮舞春風。109 

第一句的「白雲」象徵隱者住宅。在翠綠茂密樹林的環繞下，華岡青洲獨

自行旅，走到目的地時，已夕陽西下，最後藉由昏暗的夕陽與紛飛的柳

絮，營造訪隱者不遇的心情，展現空寂與繽紛融合的藝術技巧，詩意、禪

意兼得。 

從上面詩中可知，華岡青洲詩文往來的對象儘管身份各異，但都身懷

才學，灑脫自在，彼此以寧靜淡遠的情懷，經營出有別於名利疆場的閑情

                                                 
106  僧侶乘如，號慧充、丹崖。出生備後國安那郡。明和八年（1771），13 歲入真言宗寶 

     泉寺，從住持觀如上人剃髮。寬政五年（1793），成為寶泉寺住持。寬政十一年 

     （1799），再入高野山為正智院住持。文化十一年（1814）被舉為碩學。為菅茶山弟 

     子，並與北條霞亭友好。 

107  吳秀三：《華岡青洲先生及其外科》，頁 105。 

108  華岡青洲：〈奉寄高野山正智院乘如上人・其二〉，《華岡青洲先生詩集》，頁 17。 

109  華岡青洲：〈訪隱者不遇〉，《華岡青洲先生詩集》，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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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境，而跨越不同身份、階層，營造出的複雜交流網，也凸顯了華岡青洲

在家鄉以實證精神探究醫學之餘，過著嗜酒風流的自由文人生活，經常悠

遊於文雅的藝術空間。 

華岡青洲自二十六歲從京都遊學返家後，幾乎沒離開過家鄉。其在

〈山居〉自述：「世上豪華何足問，山中自有采薇吟」。110華岡青洲不求

富貴，自然筆下的田園詩寫來清雅，淡泊於聲華馳逐之外。他在〈紀川晚

眺〉透過「春江」、「細柳」、「白鷺」、「漁歌」，營造出遠離世俗的

紀州風景： 

春江萬里繞山流，細柳烟霞滿渡頭。 

白鷺靜眠清渚上，漁歌時動一孤舟。111 

詩中江水流動的速度、聲響，柳岸邊冉冉上升的烟霞，靜眠的白鷺，移動

的孤舟，各種速度間的平衡，色彩的融和，交織出春日黃昏的世外氣韻也

巧妙地融合了閑適的生活景觀與自然景觀。下面的〈春日田家〉亦巧妙地

融合紀州田園與生活景觀：  

荒徑得春芳草多，斜陽農務罔如何。 

柳花遶屋邨橋上，攜杖一翁唱醉歌。112 

此詩刻畫出在幽靜純樸的田園風光中，藉著酒意，擺脫世俗干擾的攜杖醉

翁。又從內容來看，華岡青洲的田園詩大多是去尋幽訪勝，描寫的是家園

中的自然之樂，而非田畝的勞作之苦。如〈夏日泛湖〉吟詠： 

湖水千波仲夏天，扁舟擦網泛汀前。 

月清此夜可乘醉，自是漂流斗牛邊。113 

                                                 
110  華岡青洲：〈山居〉，《華岡青洲先生詩集》，頁 6。 

111  華岡青洲：〈紀川晚眺〉，《華岡青洲先生詩集》，頁 13。 

112  華岡青洲：〈春日田家〉，《華岡青洲先生詩集》，頁 12。 

113  華岡青洲：〈夏日泛湖〉，《華岡青洲先生詩集》，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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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醉於紀州山水的華岡青洲，乘著月夜痛飲，以把盞為樂，詩中呈現的率

性任情，是一種生命本色的流露，也是真情的寫照。又〈村居梅雨〉呈現

清新沖淡的詩境： 

江南梅雨淡雲平，如霧如絲接水橫。 

郊外濛濛看不見，唯聞村落午雞聲。114 

如絲霧般飄渺的梅雨與河川上飄蕩的水氣，使得郊外田園隱約若現，寫景

如畫，在梅雨聲、雞鳴聲的聆聽中，流露出華岡青洲謳歌遠離喧囂生活的

豁達。 

    這種追求澹泊的生活態度，乃出自他的自覺，他自言：「飽看村舍春

霄好，何羡兢兢樊裏人」，115故縱使醫術備受推崇，仍有意識地逃避世人

普遍認同的權勢與榮華。晚年的華岡青洲留下一首展現其謙沖澹遠之人生

高度的漢詩〈門生請題余自像，即綴短句，述其懷云〉：  

竹屋蕭然烏雀喧，風光自適臥寒村。 

唯思起死回生術，何望輕裘肥馬門。116 

此詩創作時間根據松木明知考證，最早見於文政七年（1824），117華

岡青洲六十五歲時自書此詩贈與弟子鎌田正澄（1794-1854）。118另外，吳

秀三指出，畫像約完成於華岡青洲七十一、七十二歲左右。119也就是說，

在畫像完成的六、七年前，已經先有詩的存在了。又華岡青洲七十五歲時，

亦曾將此詩贈與「門生」大森泰輔（1771-1857），120當時大森泰輔六十四

                                                 
114  華岡青洲：〈村居梅雨〉，《華岡青洲先生詩集》，頁 14。 

115  華岡青洲：〈游山莊〉，《華岡青洲先生詩集》，頁 16。 

116  華岡青洲：〈門生請題余自像，即綴短句，述其懷云〉，《華岡青洲先生詩集》，頁 

     18。 

117  松木明知：〈華岡青洲の漢詩〉，收入氏著：《華岡青洲研究の新展開》，頁 164。 

118  鎌田正澄，字玄台、桂洲。出生於伊予大洲（今愛媛縣大洲市），18 歲時進入華岡青 

     洲門下習醫 5 年，醫術深受華岡青洲肯定，之後返鄉運用所學，醫治了乳癌等多種疑 

     難雜症。 

119  吳秀三：《華岡青洲先生及其外科》，頁 87。 

120  大森泰輔自幼擅長繪畫，對易學、神道、佛教、天文氣象、雕刻亦展現高度興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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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在「春林軒」修業完畢準備回鄉，他臨摹前人繪製的華岡青洲座像，

並請題詩於上。可見，華岡青洲十年來，一直以此詩作為座右銘，其在

「春林軒」傳授給弟子的，除了醫術之外，還有為醫之道與通徹豁達的人

生觀。 

伍、 結論 

以往文學與醫學的研究似成兩條平行線，彼此論述殊少互涉，然近年

來這兩種領域的研究逐漸互通。121本文以歷來鮮少受文學研究者注目的麻

醉醫學先驅華岡青洲為例，試圖解讀其漢詩，檢討其遊學京都時的生活樣

態與多樣化的交友圈。最後並從漢文學史與文化史的角度論述華岡青洲文

藝活動的意義。 

華岡青洲活躍於江戶時代的寶曆、安永、天明、化政文化時期。近來

學者主張十八世紀中期的寶曆、天明年間，將近世一分為二，以此時期作

為江戶幕府體制解體的起點，同時也是銜接進入近代歷史過程的起點。122

此時商業繁榮、推行教化，書籍發行量大增，隨著人口增加與都市化的進

展，市民階層不斷擴大，相對的，社會上對醫療的需求也跟著提升。尤其

是化政文化時期，不僅是博物學、本草學、醫學蓬勃發展的年代，也是漢

文學隆盛與蘭學百花齊放的年代。 

而華岡青洲完成乳癌手術正是一八○四年，當時紀州藩藩主為德川治

寶（1771-1853），德川治寶熱愛文藝風雅之外，對醫學、國學、儒學、本

                                                 
     保四年（1833），63 歲的大森泰輔先在大坂「合水堂」修業，天保五年（1834）赴平 

     山「春林軒」習得乳癌手術。大森泰輔的相關研究詳參田中則雄：〈出雲の医家大森 

     泰輔の人間観と学問観〉，《山陰研究》，第 1 號（2008 年 12 月），頁 143-152。另 

     可參閲田中則雄：〈文化人としての大森泰輔〉，收入島根大學附屬醫學圖書館分館 

     大森文庫出版編輯委員會（編）：《華岡流医術の世界：華岡青洲とその門人たちの 

     軌跡》（島根：有限會社ワン・ライン，2008 年），頁 127-136。 

121  例如徐興慶：〈「儒、釋、道、醫」的中日文化交流──從戴笠到獨立性易的流轉人 

     生〉，《臺大歷史學報》，第 54期（2014年 12月），頁 123-210。 

122  山田忠雄、松本四郎（編）：《寶暦‧天明期の政治と社会》（東京：有斐閣，198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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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學等學問也極為關心。他於一七九二年設立醫學館，同年，命本居宣長

為紀州藩醫師（五人扶持）。此外，還請本草學家畔田翠山（1756-1833）

管理草藥園西濱御殿。採取實事求是態度的畔田翠山，旁搜博採紀州、熊

野、高野、吉野等地的植物與藥草，並對各地的自然地誌進行綿密的調

査，研究範圍甚至擴及紀州的水產動物與魚類生態，《古名錄》為其代表

著作。 

   值此醫學、文藝爛熟時期的華岡青洲，學問通達，虛懷靈變，終身對

文學的關注和實際以醫為業，構成了他生活世界的中心。其漢詩題材廣

汎，舉凡山林隱逸、送別、詩友酬唱、田園寫景，皆有所長。早期以王

維、李白等詩人作為仿效對象。不過，當漢詩從擬古主義轉向清新的宋詩

風時，華岡青洲亦開始以真性情為詩，崇尚寫實，排除虛飾，不論是京都

遊學的城市印象、或以紀州為中心的田園風景、乃至雅集遊宴等地景人情

的摹寫，皆流露出强烈的自我形象；甚至還基於個人纖細的情感，表現出

對物之哀、空寂的癡迷，終於演變成一種既與中國詩歌意境相仿，又與日

本的審美情趣不斷接近的日本化漢詩。 

華岡青洲一生並沒有在文學上樹立特別鮮明的旗幟或主張，然從其詩

風轉變軌跡可知，他試圖在詩歌形式與內在情志之間取得平衡，最後終於

擺脫形式羈絆，尤其在回歸紀伊國後創作的田園山居詩中，寄寓欲超脫桎

梏的自由之思，使得純樸的紀州地景與個人情志交融合一。而且，紀州的

田園山水，還交織著華岡青洲與友人營造起來的詩酒文化。就此意義而

言，漢詩創作並非其醫業以外的餘興，而是內化到個人生命情境，成為實

際生活的顯影。因此，《華岡青洲先生詩集》可謂如實地展現其個性與文

藝生活的面貌，同時也呼應著江戶時代漢詩中期至晚期嬗變演進的脈絡。 

再者，《華岡青洲先生詩集》也告訴我們，江戶時代由於經濟繁榮、

交通發達等諸多因素，形成較流動開放的社會。從華岡青洲在京都遊學到

回鄉致力地方醫療，清楚地勾勒出當時突破地理、文化、階級等限制的一

個貫穿地方與都市的人際社交網，與華岡青洲互通往來的菅茶山、野呂介

石、原南陽、中川修亭、乘如上人等人，身份涵蓋了詩人、畫家、醫師、

僧侶、亦或無名的庶民，他們穿梭於紀伊國與彙集知識精華的京都、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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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長崎等地，彼此藉著詩詞贈答與書信往來，形成了自然科學與人文知

識交相切磋、影響、刺激的開放交遊網絡。 

值得矚目的是，華岡青洲友人之個性多與他一樣具有拒絕世俗價值之

傾向。他們大異於體制內的為政者，彼此聲氣相應，選擇自己認為有價值

的生活方式，有的深耕在地醫療，有的經營地方文化教育，其背後無疑有

著精神奔放的躍動。尤其自江戶中期以來，正是對這些非順應體制的

「狂」、「奇」之人高度尊崇的時代，京都國學者、歌人伴蒿蹊（1733-

1806） 於寬政二年（1790）在京都刊行《近世畸人傳》五卷後，此書插畫

作者三熊花顛（1730-1794）又於寬政十年（1798）出版《續近世畸人傳》

五卷。合計共有一百八十三則包含詩人、儒者、僧侶、畫家、醫師、庶

民、雜技、乞丐、女子等畸人的傳記。書中大大的肯定這些俠義人士個性

鮮明的生活型態與不追求世俗價值的高貴人品。故就此意義而言，儘管

《華岡青洲先生詩集》未能進入後代詩評家的視野，或者未能在文學史上

展現光芒，但並不意味在構築日本近代文藝史時不具任何意義，因為《華

岡青洲先生詩集》確實提供了我們考察當時反俗文人精神樣態與審美情趣

的重要線索。正是這些個性鮮明且不同身分、階級的人物，引領著江戶化

政文化時期迎向文藝、醫學、蘭學等學問繁榮多元的精采年代。♦ 

 

 

 

 

 

 

 

                                                 
♦ 責任編輯：郭雨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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