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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的物價與醫療

李健祥 *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系，兼任副教授

本文主要在探討清末民初的物價與醫療行為。其原因為：一、這是一個中西醫學激盪衝擊

劇烈的時代。二、這段期間國內的物價呈現一個相對穩定的情況，可以提供做為互相比較的客

觀條件。而根據當時一般庶民的醫療行為，可以看出找中醫看病，或者購買成藥。中醫較西醫

來得低廉，這應是民眾選擇看中醫的重要因素，同時也是在這個時期中醫不致式微或滅亡的原

因。故本文即參考這一時期的物價指數，一般庶民的薪資收入；來對購買中西藥成藥，看病時

中醫及西醫所需費用，做一比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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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醫療行為是社會活動之一環，故一般人民在

選擇醫療時，就和他們在選擇食衣住行育樂一樣，

除了品質的因素外，其價格的高低，當然也是他

們考量的重點之一。

清末民初是一個不管在文化上、學術上、思

想上，甚至生活上，因西方文明的輸入，都是一

個極為動盪與衝擊的時代。西方文明的大舉入侵，

對於數千年來，不知也不願變革的中國人造成極

大的影響。這一點在民眾選擇醫療上，因為西方

醫學的強勢輸入，以其診斷、手術器械的先進、

服藥的便利、診間及病房的明亮乾淨，都使一般

民眾的就醫行為多了一種選擇外，更對當時的傳

統中醫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生存與競爭的壓力。

但是，當時的中醫，並未如日本明治維新之

後的漢醫幾乎瀕於滅亡。除了中國人根深蒂固的

醫療習慣，中醫亦有其療效，和當時西醫人數尚

少，不能普及於全國之外；就醫時所需支出的高

低，應該也是考量的重點。故本文所探討的重點，

就在當時物價與醫療的關係。

本文所探討的醫療行為，係以一般庶民的生

活為基準，一則因基層民眾所佔人口比率在八、

九成以上；一則因收入在金字塔頂端的少數民眾，

其看病的選擇，就較少有金錢上的考量。譬如在

當時的上海名中醫丁甘仁，出診一次，就要十二

元，幾乎是一般民眾的一個月薪水，而一般民眾

看中醫一次，約在三至五角而已。

此外，可以支撐本文研究的重要因素是從清

道光末年至民國初年，整體的物價指數，雖有時

因戰爭關係（如太平天國之亂）而稍有波動，然

大抵上是呈現穩定的狀態。

一、清末民初的一般物價情況

㈠物價指數：

根據賈秀岩、陸滿平所著《民國價格史》一

書所做的統計資料，在西元 1912 至 1926 年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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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物價指數為上海以 1913 年物價指數 100 為基

準，最低為 1912 年之 94.35，最高為 1921 年之

131.41，平均值為 113.174。在華北最高為 1926

年之 148.85，最低為 1914 年之 99.57，平均值為

123.946。其結論為：總體而言略有上漲，基本上

相對穩定。1 

同上書 1926 年至 1936 年之統計資料，以

1926 年的物價指數 100 為基準，上海最高為 1931

年之 126.70，最低為 1935 年之 96.40，平均值為

106.39；在華北則最高為 1931 年之 122.55，最低

為 1934 年之 92.31，平均值為 105.70，也是呈現

相對穩定狀態。2  

以上所引資料，雖然不包括道光末至清末，

但我們從《上海研究資料》、《民國價格史》、

《申報》等書的統計資料，主要民生物資的價格，

基本上變動並不大。

㈡一般民眾的基本收入

《上海史》一書中紀錄了 19 世紀 70 至 90 年

代上海無論是外商工廠還是中國工廠，諸如祥生

船廠、耶松船廠、上海機械織布局、燮昌火柴廠

等，工人工資每天都是 200 至 300 文（當時銀元

每元合 1080 文）……1905 年前後，上海紡織工

人日薪為 2 角 4 分，木工、鐵工日薪為 7 角 3 分，

廚師月薪為 15 至 18 元……這些工資相當於英國

同類工人的四分之一至六分之一。這是清朝末年

的一般工人薪資。至 1929 年同書所引用的資料，

滬東地區最為集中的紡織工人和繅絲、煙廠工人

的工資分別為 0.5 元及 0.4 元，機械工人和絲織工

人可達 8 角。增加幅度並不大。而據 1939 年上海

總工會在滬東地區紗廠的調查，平均四口之家的

家庭年收入僅 252 元。其中 64.3% 用於食物，9.5%

用於衣，房租和燈火燃料又占去 16.7%，剩餘的

雜項開支只有 9.5%。3  

上述資料中，醫療支出應算在雜項支出之內，

則一般民眾可用在醫療的金錢當是十分有限。

此外，根據陸仰淵、方慶秋主編的《民國社

會經濟史》一書所引用的資料，在 1890 年前後的

一般民眾的收入是 1923 年北京近效城府農戶平均

年收入 93.13 元，衣食雜項支出達 135 元，尚虧

欠 41.88 元。1924 年安徽休寧縣湖邊村的年收入

88.8 元，支出為 157.1 元，年虧欠達 68.1 元。4 而

一般工廠在同時期的日平均薪資在 0.15 至 0.2 元，

紗廠和一般輕工業更低，女工往往只有 5 分錢，

最高也不超過 0.15 元。而當時 0.2 元的收入很難

維持一個壯年男子的基本溫飽，更難以養活妻子

兒女了。5 可見，當時一般庶民會視生病、看診、

買藥為一沈重之負擔。

此外，在一些小說中也有一些記載薪資收入

的資料，大抵所述與上列統計資料相去不遠，如

張天翼在《浮雲》這一部小說中記載一個錄事（基

層公務員），在南京政府時期的月薪是 30元左右，

一個傳令下士（軍職）月薪是14元。6網珠生在《人

海潮》中記載上海一個教師的薪水是主任每月 16

元、助教12元，中學教員月薪是10元至8元之間。

7 張恨水在《美人恩》中記載一個救濟院的錄事月

薪是 10 元，一個鄉下小學教師每月薪水 15 元，

但因生活程度，每月伙食費 5 元。8 其他見於各種

小說中的記載甚多，但都與此相去不遠。如果將

以上資料與下節一般民眾所需的花費做一比較，

就可發現一般民眾的醫藥支出，是多沈重的負擔。

㈢一般民眾生病時所需支出之分析

如上節所述，在清末民初的一般民眾收入是

偏低的，所以在生病時往往看不起醫師，只能買

成藥吃，而成藥又有中藥、西藥之差別。就算萬

不得已要看醫師，也只能選擇診金較為低廉者，

這方面又可看出中醫與西醫的差別了，今試分析

如下：

甲、一般成藥的價格

清末民初的成藥價格，大部份刊登於清末民

初的醫學雜誌中，譬如醫學報、紹興醫藥學報、

中西醫學報、德華醫學雜誌，其餘則散見於報紙、

小說中。但很奇怪的是，一般中醫成藥在廣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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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註明價格，而西藥成藥廣告則較少，故而很

難從同質性的藥品價格中，去比較何者較為便宜，

雖則如此，應仍可做為通盤性的比較。

中藥成藥價格，根據紹興醫藥學第 10 卷第 9

號上刊登的中藥成藥廣告為消暑七液丹每方 2 分

4，萬應午時茶每方 1 分、急救雷公散每瓶 1 角、

急痧真寶丹每瓶 1 角、葉氏神犀丹每顆 8 角、開

閉練雄丹每兩 8 角、沈香百消麯每方分 4、太乙

紫金丹每顆 2 角 4，瘧疾五神丹每瓶 1 角、立效

止痛丸每瓶 3 角、金箔鎮心丹每瓶 3 角，滲濕四

苓丹每方 2 分、痧氣開關散每瓶 5 分、回陽急救

丹每兩 2 角、痢疾萬應散每服 4 分、飛龍奪命丹

每瓶 1 角 5 分 6、厥症返魂丹每瓶 2 角 4……。9

以上成藥幾乎將日常生活疾病都包括在內，而且

除了需用到高貴藥材如犀角的成藥外，每瓶（方）

均在三角以下。其他零星中成藥廣告的藥價亦大

抵如此。

至於西藥成藥部分除了少數是國產以外，大

部份是從日本、美國、德國、瑞士等國進口，而

這些西藥成藥大都刊登在較偏重西醫的期刊中，

如中西醫學報、德華醫學雜誌等期刊的廣告上，

而且大部份未標明售價，故祇能將有標明售價的

舉出做為參考。

韋廉士紅色大補丸，號稱能治百病，每瓶 1

元 5 角

賜貝命（補藥）每瓶 50 片，每瓶 1 元

育嗣德麟（補藥）每瓶 50 片，每 1 元 5 角

肝胃氣痛靈藥，每瓶 1 元

脚氣病靈藥，每瓶服 2 日，每瓶 6 角

百齡機補片，大瓶 2 元，小瓶 1 元

精製補血丸，每瓶 1 元

梅毒神效丸，每瓶 1 元

皮膚病新藥萬能油，甲種每兩大洋 3 角 5 分，

乙種每兩大洋 2 角，甲種每磅大洋 2 元，乙種每

磅大元 1 角 5 分，萬能油硬膏每塊大洋 2 角

六○六（內服藥丸）每瓶 1 元 7 角 5 分

人中寶（補藥）大瓶 2 元，小瓶 1 元 2 角

保肺漿，大瓶 1 元 7 角半，小瓶 1 元

韋廉士紅色消導丸，試用價 6 角

由以上成藥價格比較，顯然一般中藥成藥價

格較低，對於一般收入不高的民眾，應是考量的

因素之一，宣統三年四月《中西醫學報》第四期，

有署名潘誦翿之文章云：「……竊讀丁福保編新

本草，廣搜中藥，演列成方，菩薩心腸，慈航普

渡，導吾國民，日躋壽域，莫非此編之功。如果

更出新製，將尋常各症，應需藥品，修合丸散使

與中藥相侔，而必零星發兌，俾窮人易購置。俟

見靈驗，即不踵而走，庶幾奪趙幟而樹漢幟，定

能一新耳目。譬如尊製各藥，信用者雖復不少，

但購必成瓶成匣，價目較昂，非有力者不易購服，

不免難於推廣，……改用小包裝，四處寄銷。」10 

這般文字顯示出了中成藥在價格上的優勢，

而且認為改小包裝販售，對一般民眾更為有利。

乙、一般民眾看病時所需之診金及其他費用

中醫部份：根據《醫學報》對清末民初上海

中醫診金的資料分析，中醫私人開業醫門診一次

2 角者 8 人，3 角 19 人，4 角 5 人，5 角 5 人；出

診 1 元 43 人，5 角 4 人，4 角 2 人，6 角 2 人，1

元 2 角 2 人，1 元 4 角 1 人，2 元 4 人。而一般大

型醫院（中西醫均有）之診金：紹興紅十字會會

醫，中醫只開方收錢 10 文，貼水 1 文。上海神州

醫藥總會附設診察所（中醫）只收掛號費，不收

取封金，每掛號 1 角。極重病：4、5 位名醫會診，

每次收封金20元，輿金在內。丁甘仁廣益醫院（上

海）診金小洋 1角或銅元 15枚，可免費得藥一帖。

平望鎮九華寺仁醫院，一號診（貧病）免費，二

號診診金 1 角，特別診（有錢人）診金 4 角，針

灸每次 360 文。山西太原中醫改進研究會附設醫

院，普通掛號初診銅元 5 枚，覆診 3 枚。特別掛

號初診大洋 5 角，覆診 3 角。這是一般民眾看中

醫的大致行情。當然，也有例外，當時名醫看診

診費就很高，如丁甘仁出診每次 12 元。杭州治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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喉名醫馬筱巖出診每次約 3、4 元。費繩甫（費伯

雄之文孫）診金每診墨銀 4 元，號金 4 角，出診

墨銀 24 元。這就只有富人才看起病了。

西醫部分：清末民初民眾看西醫，可以看私

人開設的診所，也可到公立或私立的醫院看病。

在私人診所方面，根據醫學報第 82 期醫界一覽表

（光緒 34 年 6 月）中載有西醫及西醫牙科、外科

約 4、5 家，唯皆未載明診金，只註另有細章 4 字。

至於公私立醫院其診金與住院費用大約如下：紹

興紅十字會會醫，西醫（含藥費）小洋 1 角，提

前掛號 2 角（醫師為全義務或半義務。）江蘇官

立醫院每次診金百文至 5 角。北京德國醫院（北

洋軍閥時期，資料見張恨水小說落霞孤鶩第 31

回）診金白天 6 元，晚上急診 20 元，每日住院和

藥費 14至 15元（當時一個教師月薪約 7、80元）。

上海自新醫院（見醫學報 32 期，光緒 33 年 10 月）

住院頭等每日 3 元、二等 1 元、三等 2 角（只貼

飯金）。盛氏私立高等醫學堂（資料同上）住院，

一等 3 元、二等 2 元、三等 1 元。山西太原中醫

改進研究會附設醫院（西醫部），花柳病掛號初

診大洋 5 角、覆診 1 角，特別號大洋 1 元 5 角，

覆診 1 元。住院一等 5 角，二等 3 角、三等 1 角

5 分（見醫學雜誌第 2 期，民國 10 年 8 月）。英

國醫師赫拉司創辦的西醫院（民國初年）住院上

等每日 3 元（含伙食）、中等每日 1 元、下等每

日 5 角（見朱瘦菊小說《歇浦潮》第 7 回）。11  

以上民眾就醫西醫不管是診金或住院，藥費

均另計。而西藥藥價往往較中藥昂貴。譬如當時

打針六 O 六，就要 10 元。故而有病看西醫對一般

民眾而言，是極為沈重的負擔。這種情況甚至到

了抗戰時期的重慶，依然如此。 12 

紹興醫藥學報第十一卷第二（民國 10年 2月）

刊載有署名和縣高思潛撰〈平民的醫學〉一文，

對於就醫中醫或西醫對民眾的負擔比較，有以下

之敘述：「……蓋以今日之情勢，貧者殆不能入

設備完整之病院中，享完善之治療；而現今之醫

學研究唯為治富者之疾病之目的，不亦可嘆歟！」

和田啟十郎《醫界之鐵錐》更進一步說：「然貧

病之不能入院，尚非今日之最大憾事，以余輩所

見，即有熱心濟世之西醫，徒步以赴病家，不雇

看護婦，不索入院費，不計診金，病人自在家療

養，免諸費用。而其外治的手段如水囊、濕布、

吸入、洗滌、溫浴罨法、塗布、按摩電氣等。兼

服牛乳、肉汁、雞卵、山米都司、乳餅等滋養食。

更命以施用內外數種藥劑，如斯繁雜藥費之治法，

亦不適於貧民……。我們的中國的醫學，雖然是

有些許腐敗的地方，但總不如西醫的目的專為富

人而設的。例如醫師不計診金，病人自在家中療

養，不須看護婦，不須病院，這是不消講的了。

外治的方法，也沒有種種的耗費，內服的藥劑，

每服不過數百文，遇見貴重的藥材，總要想出方

法，用別的藥品來代替，還要他有一樣的功用。

這樣的療法，就是極貧的人，都能辦到，至於單

方一味，立起沈疴雖一錢還不用花費呢，這是中

醫的大概情形。」

由以上資料可知，不管是購買成藥或就診，

費用的低廉是當時中醫競爭的優勢之一。

結　　論

從上述資料分析可知：

一、從物價觀點言之，不管是購買成藥或到

私人診所看病，中醫都較合乎一般民眾的需求。

而這種需求除了看中醫是民眾傳統的就醫行為外

（本文並不比較中西醫之療效，因其各有所長亦

各有所短），看病時所需花費的多寡，應該也是

考量的重點。清末民初的中醫由於西醫的強勢輸

入，加上政府有意無意的打壓，和某些領導社會

思潮的知識分子，如梁啟超、魯迅等的排斥，但

當時的中醫並未因此而如日本明治維新後漢醫瀕

於滅絕。這也應是其中因素之一。同時也是某些

官商士紳反對廢止中醫的原因。民國十年六月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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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醫學雜誌》第一期載有山西太原省中醫改

進研究會成立，山西督軍閻錫山第一次開會演說

詞，內中有言：「……鄙人來自田間，深知民間

情形，吃劑藥僅費一兩角便可治療，而有病者往

往未肯出以購藥。似此情形，即使西醫普及，而

以西藥價值之昂貴，其如民間吃不起何……。」

之語。

二、從醫師行醫觀點言之，醫師雖名為一救

人濟世之行業，但其收入遠較一般庶民豐厚，在

當時有「郎中先生多坐轎」的俗語，故學醫已蔚

為一種風潮。吳趼人在《扎記小說》一書〈劊子

手〉條下云：「厥為醫士，門診幾何，出診幾何，

輿金幾何，掛號幾何，清晨深夜又幾何，規則釐

然，不二價之事業也。計其一年之所獲，可抵三

劊子手，而學為西醫者，又從而倍蓗焉。無怪乎

習為醫士者，日見其多也。」13 此種情形，衡諸

當世，仍然如此，理應深思。

三、根據本文的推論，較為低廉的醫療，應

是中醫在清末民初不致因西醫輸入，雖有極大的

衝擊，然不致滅亡或消失的重要原因。但以今日

觀之，中醫價格較為低廉的因素，已日漸縮小，

甚至在可見之將來，亦有超越西醫之可能。故而

中醫界應思考者，不僅是在醫療成本的降低，更

重要的是在教育及考試的人才養成制度的改進；

已執業的中醫師，更應不斷的充實自己學術及臨

床的能力，方是中醫永續發展及經營的不二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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