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計畫題目： 

以家族為始，中藥房甘苦談(尊生中藥房) 

 

研究背景： 

鄭氏時期，中藥相關文化跟著河洛人傳到台灣，在台灣這塊寶島上發

芽。然而隨著日治時期導入西方醫學及現代衛生觀念，國民政府遷台繼

續維持科學為主的醫學風氣(曾沛瑜，2016)，與中藥中醫相關的文化因而

漸漸式微。再加上後來 1993 年藥事法第 28 條規定：「中藥販賣業者應由

專任中醫師或修習中藥課程達適當標準之藥師或藥劑生駐店管理。」(曾

沛瑜，2016)，阻止了中藥房師徒傳承的習俗，導致往後 20 餘年中藥房無

法新生，數量便急遽減少。截至 2016 年，根據中華民國中藥商業同業公

會統計，每年幾乎有 200 家的中藥房歇業，而還在營業的執業者平均年

齡也越來越高，雖於 2019 年衛福部頒布解釋令，明訂在同一中藥行有兩

年以上經營經驗、修習要求的中藥課程，就能申請成為原中藥行接班人

(曾沛瑜，2016)，傳統中藥房文化似乎依然隨著時間推移，走向衰退一

途。 

 

研究動機： 

自小，因外祖父、外祖母開設中藥房，加上自身身體狀況不好，身邊

總是備有對免疫力提升有效的黃耆、枸杞及補氣的花旗蔘。小時候也常

常與祖父、祖母待在中藥房，看著客人來來去去，拿著中醫師方子來

的、希望替讀書子女進補的父母及為了備孕調身體而來的夫妻等等。隨

著時間流逝，中藥房的生意明顯有所下降，客人的年齡層也明顯是上

升，極少看到年輕人自行前來「抓藥」，故筆者想要了解近幾十年來，中

藥房因時間推移而經歷的起落。 

 

研究目的： 

此研究計畫主要目的為探討在時代變遷之刻，家中中藥房之甘苦興

衰。本研究計畫將從以下兩點切入探討： 

一、 從歷史時間軸切入中藥房的起頭及維持，了解在歷史各大變化及

政策之下，中藥房的經營狀況。 

二、 藉由親自採訪以了解更細節之經營狀況，也可從中獲取經營中藥

房之秘訣、辛苦之處及中藥房經營者之想法。 

研究方法： 

此研究計畫欲探討家中中藥房之興衰，研究方法將以以下兩種方式進

行探討： 



一、 文獻分析法（Literature Analysis Method） 

此研究計畫將使用文獻分析法探討期刊、網路等相關資料，搜集不同

來源之相關文獻，以歷史人文方向分析探討主題中藥房之起落。 

二、 訪談研究法（Interview Method） 

因此研究計畫之目的為探討家中中藥房之興衰，故使用訪談方式訪問

第二代經營者（外祖父及外祖母），自曾祖父一輩開店契機至傳承第

二代之轉換，以至今日之中藥房經營的甘苦興衰談。 

 

文獻探討及訪談內容： 

一、 歷史簡述： 

歷史上，根據張加昇、蘇奕彰(2014)的整理，台灣的漢人多於鄭

氏時期及清領時期到來，中藥文化、中醫以及民俗醫療也從此於台灣

落地深根，初乍到時期，中醫及民俗醫療技術並不高明，且根據日本

於 1897 年統計，台灣當時中醫人數僅約為 1070 位。根據衛福部國家

中醫藥研究所顯示，到了日治時期，日本政府引進現代醫療觀念並限

制中醫在台灣的存在，並在 1901 年後不再認證中醫醫生的資格。然

而，雖然日本政府限制中醫發展，但因其醫、藥分離的管理態度，中

藥房或是中藥店卻是逐年增加，一方面民眾依賴傳統中藥，二來進口

藥材可獲得可觀之稅收（曾沛瑜，2016）。根據衛福部國家中醫藥研

究所指出，在 1952 年後，台灣終於在推動中醫藥教育有了進展。早

年，中藥房的傳承通常是父傳子或師傳徒（張賢哲、蔡貴花、蕭晴

穎，2011），但隨著大眾健康意識提升，普遍認為中藥相關營業人員

應具有專業知識，於是在 1993 年，衛生署(現衛福部)頒布藥事法，

1974 年前取得中藥商執照者，可依中醫師處方進行調劑；1993 年前

經主管機關列冊登記者，修習中藥課程達適當標準，可繼續經營中藥

販賣業務。此舉間接造成傳統中藥房長達 20 幾年來，無人可接、無

人可傳的現象。在 20 幾年後的 2019 年，衛福部終於對藥事法 103 條

第二項後段進行修正：｢只要在 108 年 8 月 30 日前，在固定地址實際

從事中藥相關業務 2 年以上，經縣市衛生局審核確認，予以核發「經

營中藥事實證明書」，且需修習 162 小時中藥課程，得在原商號及地

址，登記為中藥販賣業藥商，繼續經營中藥販賣業務。」透過此舉，

似乎才讓傳統中藥房獲得一線生機。 

二、 從歷史角度看尊生中藥房之甘苦起落： 

尊生中藥房第一代經營者黃自強(筆者曾祖父)因對中醫及中藥抱

有極大興趣，在人生中途轉職，苦學中藥相關知識，並幸運地於日治

時期 1901 年考取中醫資格，至此外祖父便開設中藥房以配合行醫抓

藥需求。生在如此環境之下，祖父黃清松耳濡目染，跟著外祖父一起

學習經營中藥房，祖父表示從小放學回家便需要熟讀中藥書籍，背誦



屬性、相生及相剋等等中藥知識，而休息時刻便如同小學徒，必須幫

忙抓藥、煎藥與看守店面，正好符合台灣傳統中藥房師傳徒、父傳子

的特性。 

較不同之處在於祖父接班時（約於 1960 年左右），根據衛福部國家中

醫藥研究所資料顯示，才剛於 1958 年成立第一間教育部立案成立的中醫

院學院，祖父思考後決定簡化工作內容，於是中藥房工作回歸單純，民

眾可以拿中醫師的帖子至店裡抓藥或是直接購買補身體常見的藥材回家

進行食補，後來，科學中藥出現，生意狀況並沒有受到影響，祖父祖母

也從而跟上風潮。但是，西醫的普及造成店面生意每況愈下，再加上中

藥講求的是平衡以及較長期的調理，與西醫的治療概念不同，藥效也慢

於西醫，民眾若抱恙漸漸轉往西醫，加上 1995 年上路的全民健保，更方

便民眾就西醫，於是傳統中藥房生意轉冷清。根據訪談祖父、祖母，另

一衰退原因則為市面上越來越多中醫診所本身附設藥局及合併中藥西藥

的中西藥局，會拿著方子到傳統的中藥房的客人也就越來越少了。 

1993 年政府頒布落日條款藥事法第 103 條，導致傳統中藥房無

法以傳承制延續，祖父祖母當時雖有欲退休之意，礙於店面無人繼

承，也因為自己對於工作的熱愛，便繼續經營。在 2019 年衛福部修

正藥事法第 103 條後，小舅舅因在店裡幫忙多年，參與修課並通過考

試，才讓中藥房能順利傳承。 

三、 實際訪談紀錄： 

訪問人：鄭博心（筆者） 

受訪人：祖父黃清松、祖母陳秋月 

（以下對話皆以閩南語對答） 

問題一：最一開始為什麼會開設中藥房？ 

答：爸爸（筆者曾祖父）一開始是從事鐵路相關工作，因為對中醫

中藥抱有極大興趣，所以才會想要換工作。那個時候努力讀書差點

浪費，因為日治時期後來就沒有考試了！爸爸那時候考上是中醫

師，為了開藥方便，順便經營中藥房，請了兩個幫忙的。 

 

問題二：那阿公可以講一下自己是怎麼繼承中藥房的嗎？ 

答：我從小根本就是住在中藥房裡，國小放學回家就要被藥理知識

給爸爸聽，背錯會被修理！不用上課的時候就要待在店裡幫忙抓

藥、煎藥有時候也要顧店面，很累的。 

 

問題三：阿公沒有想要當中醫嗎？就可以跟阿祖一樣了。 

答：本來有想，但是後來想想單純開中藥行也不錯，而且那個學校

(現中國醫)在台中太遠了，在家裡幫忙比較實在！後來我考到中藥

房經營執照，要有執照才可以經營，才可以幫客人抓藥。 



 

問題四：1993 年藥事法頒布，阿公你們會擔心沒有人繼承中藥房

嗎? 

答：剛開始會，但後來想想，這份工作做得很喜歡，再做久一點等

等看法律或是政策有沒有改也可以，沒有改也沒關係，能做自己喜

歡的工作這麼久，也值得了。後來年紀比較大，你舅舅也回來幫

忙，工作起來更輕鬆，也不錯！前兩年終於有改，你舅舅去上課，

考試也考過了，是比較放心啦！ 

 

問題五：阿公阿嬤你們有覺得店裡生意越來越不好嗎？可能是什麼

原因呢？ 

答：當然有，年輕人都看西醫啦，西醫藥效快阿，哪裡痛吃顆止痛

藥不到 30 分鐘就好了。中醫比較慢啊，因為是要調理身體，而不

是單純治療一個症狀。而且現在外面很多中醫看完當場診所就可以

拿藥，也比較少人會拿方子過來請我們幫忙，剩下會來的客人通常

是想要補身體的，媽媽或阿嬤幫小孩或孫子進補的比較多啦，其他

的就比較少了。 

 

以上為實際訪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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