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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於結核病的日本文學家──

正岡子規 ◎李仁智／花蓮慈濟醫院結核病實驗室主任

正 岡 子 規（1867-10-14 ～ 1902-9-
19）是日本明治時期文學宗匠，於俳句、
短歌、小說、隨筆有許多創作，可惜罹
患結核病多年而往生，享年 34 歲。正
岡子規在 1867 年 10 月 14 日生於日本
愛媛縣松山市，本名常規，別號獺祭書
屋主人。

正岡子規的父親是一個下級武士，
嗜愛喝酒，在子規 5 歲時即去世。母親
正岡八重是著名漢學家大原觀山之女。
上小學前子規就跟著外祖父學習漢詩
文，打下很好的文學功底，10 歲就能
作漢詩了。子規初中沒讀完就離開故鄉
（四國愛媛縣松山市）遠赴東京求學。

1883 年，子規進入東京大學預科，
同學中有日後很出名的文學家夏目漱石
（※ 註１）。1890 年進入東京帝國大
學哲學系，次年轉至國文系。1892 年
進入日本新聞社擔任記者，開始在報紙
刊戴〈獺祭屋俳話〉（※ 註２），提
出俳句革新的主張。

1894 年，子規發行了〈小日本〉，
它是鼓吹俳句革新的刊物。1894 年中
日甲午戰爭爆發，1895 年 4 月子規擔
任從軍記者，前往遼東半島，5 月歸國，
在歸國途中的船上大咳血，之後進入神
戶醫院，再轉入神戶須磨療養院，最後
返回故鄉松山市，寄宿在夏目漱石執教
的松山中學宿舍。1895 年 10 月子規返
回東京，住進子規庵（※ 註３）。

追溯病情

子規第一次咳血發生於 1888 年 8 月
鎌倉旅行途中，次年 5 月醫師即診斷為
肺結核。1896 年，結核菌侵犯到脊椎，
雖經數度手術皆無效，只能臥床休息。

但 他 於 1902 年 5 月 至 9 月 在 報 紙
上連載了《病牀六尺》，一直寫到死前
2 天，是他的代表作，書中並無自暴自
棄，亦無感傷或者晦暗的心情，而是臨
死時對於自己身體與精神的客觀描寫。

圖一　穿棒球制服的子規銅像，右為本文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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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核性脊椎炎 
（Tuberculous spondylitis）

是結核菌經由血液侵入脊椎體所導
致，最容易侵犯第十胸椎至第一腰椎間
的脊椎。結核菌會逐漸破壞骨頭，造成
脊柱體扁塌，一些乳酪狀的壞死物質就
會跑到脊椎旁組織，形成脊椎旁冷膿瘍
（cold abscess）。壞死的脊椎很容易
壓迫到脊髓而造成下肢癱瘓。另外，
冷膿瘍也可能穿透皮膚，形成結核竇
（tuberculous sinus）。

在抗結核藥物發明前，結核性脊椎
炎只能靠營養療法、日光浴及長期臥床
休息，期待自然痊癒，但是痊癒的機會
事實上微乎其微。

正岡子規是日本棒球運動的導入者，
非常熱衷於棒球，通常擔任捕手，一直
到咳血後才中止棒球生涯。棒球是明治
時代從美國傳進日本的運動，許多棒球
名詞都是子規翻譯出來的，例如：打者、
走者（跑者）、直球、飛球、四球（保
送）、捕手…等。因為他的翻譯和吟詠
棒球的俳句，有宣揚棒球運動的功勞，
在 2002 年，子規進入日本的野球殿堂
（東京巨蛋內的野球殿堂博物館）。今
年 3 月造訪松山市的道後溫泉時，也看
到穿棒球服的子規雕像（圖一）。

子規從 19 歲開始，經常在東京上野
恩賜公園裏頭玩棒球，他的棒球俳句：

「春風吹拂的草原　多想在上頭　

盡情地投球」

對棒球的普及很有貢獻，因此，在 
2006 年 上 野 恩 賜 公 園 舉 行 開 園 式 典
130 周年活動時，正式將球場命名為正
岡子規記念球場，並舉行揭幕儀式。

我第一次接觸到正岡子規這個名字
是朋友介紹觀看 NHK 大河劇「坂上之
雲」時。他是劇中司馬遼太郎筆下三
位松山市（位於四國愛媛縣）闖蕩天
下的少年之一（另外兩位是秋山好古
和秋山真之兄弟）。

比較注意正岡子規是因為他在 34 歲
即 死 於 結 核 病。2017 年 3 月 份 到 日 本
東京開會，3 月 22 日造訪上野公園賞櫻，
意外地看見正岡子規記念球場（圖二），
隔天即到代官山蔦屋書店購買他的代
表作《病牀六尺》（圖三）。

代官山 T-SITE

是以蔦屋（TSUTAYA）書店為核心的
生活商業施設，蔦屋書店曾被評選為全
球最美的 20 家書店之一，因此挑個下
午專程參觀這個東京最美麗的書店。

它位於代官山區（Daikanyama），類
似台北的天母區，對面即有埃及大使館
和丹麥大使館。本身是個三棟兩層樓的
主體建築並藉由空中走廊相連。書店帶
些純白詩意及編織感構成流動的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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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則依不同主題區，搭配各式座椅及
沙發椅，空間規劃雅緻有品味，可任意
到書架上選取書籍，同時有星巴克咖啡
店，可靜靜地享受咖啡香，書香與音樂。
書店本身也有餐廳和超商。書店營業時
間從早上七點到凌晨二點，夜晚點燈後
的書店則另有一番風味（圖四）。

為了紀念總須買本書，和櫃台帥哥用
英文交談請他找本書，帥哥給我一張白
紙，我寫了八個字「正岡子規病牀六尺」
師哥立刻去尋找一分鐘後即買到。我再
問他有無中譯本或英譯本。師哥回答說

有英譯本但書店暫時沒有。蔦屋書店目
前在台北已經開了三家分店。在世界文
化遺產法隆寺旁的鏡池有個正岡子規的
句碑，上面刻著子規的著名俳句：「方
啖一顆柿，鐘聲悠婉法隆寺」（圖五）。

中醫認為柿有鎮咳化痰的作用，因此
子規經常吃柿子。子規在 1895 年 10 月
26 日前往奈良旅行時候，詠創此俳句，
因此日本的「全國果樹研究聯合會柿子
分部」從 2005 年起，將 10 月 26 日訂
為「柿子の記念日」，後來，日本記念
日協會也認證這一天為柿子の記念日。

圖二　「春風吹拂的草原　多想在上頭 
　　　　盡情地投球」
圖三　《病牀六尺》封面
圖四　代官山蔦屋書店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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