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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渭水先生是臺灣民主、社會與文化運動的先驅。他在光緒十七

年（一八九一）生於宜蘭，一九一 0 年考進臺灣總督府醫學校（臺大

醫學院前身）。一九一二年，結識中國同盟會會員王兆培，乃與學長翁

俊明、杜聰明等人加入為會員，響應孫中山先生的革命運動，從此成

為中山先生的信徒。一九一六年於大稻埕太平町（今延平北路二段三

十一號）開設大安醫院，一九二一年創立「臺灣文化協會」，參與「臺

灣民報」，在殖民政府統治下，從事民眾啟蒙運動，促進臺灣現代文化

發展，鼓吹議會民主，追求民族解放。

在「臺灣文化協會」第一期會報，渭水先生以醫師的立場，為當

時臺灣社會「文化低能兒」的病況作了一篇名為<臨床講義>的診斷：「預

斷：因素質純良，若能施以適當療法，尚可迅速治癒；處方：正規學

校教育、補習教育、幼稚園、圖書館及讀報社等之最大量，以上合劑

調合速服二十年會根治。」。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他因「治警事件」兩度身繫囹圄，計約一四

四天。一九二七年發表<今年之口號>一文，為挽救被左右派意識形態

分化的民族運動，而疾呼「同胞須團結，團結真有力」口號；同年七

月十日成立臺灣有史以來第一個政黨—「臺灣民眾黨」。

一九三一年八月五日，渭水先生因患傷寒症去世，享年四十歲，

臨終遺囑曰：「臺灣革命運動，已進入第三期，臺灣人的勝利，亦經迫

在眉睫，凡我青年同志，務須努力奮鬥，而舊同志，亦應加倍團結，

積極的援助青年同志，努力為同胞求解放，是所至囑。」彌留之際，

心中掛念的仍是臺灣的民主自由與民族運動，時人尊之為「臺灣人之

救世主」。

渭水先生從懸壺濟世的醫師，轉變為醫國醫民的和平革命家，從

創立臺灣文化協會，進而組成臺灣史上第一個現代政黨，向國際聯盟

控訴日本殖民政府迫害原住民莫那魯道等抗日志士因而促成總督辭

職，透過「讀報社」推動全臺各地的社會教育、反對鴉片專賣、推動

不燒金紙等民俗改革，每項行動或震撼人心，或開風氣之先，在在光

耀史冊。他雖然英年早逝，但對於臺灣的民主啟蒙、社會改革均有極

深遠的影響。渭水先生急公好義的人格、不妥協的勇氣、對鄉土的情

感以及對臺灣政治民主、社會進步的深切期待，使他獲得臺灣人民的

尊敬與感戴，因而被推崇為「臺灣孫中山」。他巨大的身影，將永遠為

世世代代臺灣人所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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