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爾摩斯原來是個大毒蟲！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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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是柯南．道爾感受到使用毒品的習慣已經危及他筆下角色的英

雄形象，或許是匆促連載未及構思角色前後一致的塑造，或許是他急

於收拾這個棘手的角色嗜好，福爾摩斯使用毒品的描述突然間銷聲匿

跡。福爾摩斯使用毒品的習慣在 1890 年出版的《四簽名》第一次曝

光，在 1892 年出版的《福爾摩斯歷險記》出現兩次，其中一次還是

辦案所需才抽了鴉片。之後到了 1893 年出版的《福爾摩斯回憶錄》

提到一次，當時的語氣中還帶有一絲樂觀，最後到 1905 年《福爾摩

斯歸來記》當中的〈失蹤的中後衛〉之後就再也沒有出現。從 1890

年華生醫師揭發福爾摩斯使用毒品的習慣，一直到 1905 年最後一次

提及（當中還因柯南．道爾厭惡繼續寫作福爾摩斯而將之賜死，因此

也中斷了十年的時間）。柯南．道爾在重新創作福爾摩斯之後，一路

還寫了長篇的《恐懼之谷》（ The Val ley  of  Fear， 1915），短篇小說

的連載也持續不輟，並且出版了兩本短篇小說選集：《福爾摩斯退場

記》（ His  Las t  Bow，1917)、《福爾摩斯檔案》（ The Case  Book of  Sher lock 

Holmes， 1927）。但是，很詭異的是，從 1905 年最後一次提到福爾摩

斯使用毒品，到了 1927 年最後一本福爾摩斯探案的出版，這當中的



二十二年間，福爾摩斯的偵探歷險故事中再也沒有出現提及使用毒品

的習慣，福爾摩斯使用毒品的習慣，就此神祕消失。  

鮮明缺憾倏忽消失  

柯南．道爾為何突然間終止福爾摩斯使用毒品的習慣？為何後來沒

有交代福爾摩斯是否在華生醫師的協助下成功戒除毒癮？在可查證

的資料中，柯南．道爾並沒有對這樣的角色轉變多做說明，彷彿這樣

的角色嗜好就此在空氣中蒸發。別說當時的讀者無法得知真正的原

因，在打擊毒品已經成為全民共識的當代，讀者可能更難以猜測作者

如此安排的動機。何以如此巨大的角色轉換沒有多做說明？何以作者

沒有交代在當代讀者眼中看來如此鮮明的人格缺憾？  

要了解這個問題，首先我們可能要將福爾摩斯出版的時間與當時的

歷史背景作個簡單的比對，福爾摩斯是相當長壽的連載人物，從 1887

年第一次現身，到 1927 年最後一次出版，連載出版的時間長達四十

年。英國社會在這段相當長的時間產生了很大的變化，而這段時間同

時也是人類歷史上變化最為劇烈的年代之一：大英帝國在這段期間國

力達到鼎盛，卻也在這段期間迅速消退；工業革命對於人類社會的影

響也在這段期間達到最高點，鐵路運輸的普及、機械化工廠的大量運

作、倫敦興建地下鐵。而最重要的，人類在醫學的進展也在這段期間

有了爆炸性的成長：解剖醫學的發達、外科醫療的精進、藥物的開發

與運用、公共衛生的進步、微物醫學的誕生，在在改變了人類生活與

思考的樣貌。也因此，要將長達四十年的長壽出版品壓縮在同一個斷

代頁面下觀看，自然很容易錯估時代背景所具有的重要意涵。  

簡單的說，福爾摩斯的角色設定與故事背景在長達四十年的連載期

間並沒有太大的改變，但是讀者所處的時代卻有相當劇烈的變化。出

現在福爾摩斯故事中的馬車與煤氣燈，在連載初期可能還是閱讀者生

活中四處可見的生活必需品，但是對於連載後期的讀者來說，卻已經

是父執輩的老骨董。在連載初期曾經出現的福爾摩斯搭乘地鐵的情



節，對當時的讀者來說可能是相當新奇的感受；但是對於連載晚期的

讀者來說，這些故事情節與場景布置，卻可能帶有懷舊復古的鄉愁。 

同樣的，單就讀者對於毒品的理解，這四十年間，隨著藥物醫學的

發展，人們對於毒品與藥物的認知也產生了相當大的差異。而這段不

算短的時間落差，或許就可以解釋為什麼毒品在福爾摩斯故事中呈現

的意涵，或許也可以解釋何以連載初期對於毒品的描述總帶有一絲樂

觀與自信，也可能說明何以在出版中期福爾摩斯毒癮突然地消失，以

及為何到了出版晚期仍無法對於福爾摩斯使用毒品的行為有合理的

解釋與劇情交代。  

風靡一時的古柯鹼  

由這個角度來看，我們或許先要了解一下，當代醫療行為與社會規

範中的毒品，在柯南．道爾創作初期的年代，或許對許多人來說並沒

有被冠上今日大家避之唯恐不及的意涵；我們或許要先釐清，當代定

義下的毒品，在福爾摩斯連載初期，或許並不被認為是毒品。這些藥

品之所以被認定有「毒」，或許是這段時間之內產生的認知落差。  

首先，我們先討論施打毒品的器材，皮下注射器（ hypodermic  

syr inges）。今日在醫療行為中四處可見的皮下注射，也就是俗稱的打

針，約莫是 1850 年代發明的產物，但是西方社會一直到了 1870 年代

才開始普遍在醫療診治過程中使用，當時的皮下注射器不若當代工業

化大量生產的橡膠製品廉價，當時的皮下注射器是昂貴進步的醫療設

備，就連平時擺置注射器的盒子也都常都會使用做工精緻的木工盒

子。對於誕生於 1887 年的福爾摩斯來說，皮下注射器依舊是個時髦

的玩意，這個精緻的醫療器材，代表的是使用者的財富與品味，也代

表了走在現代化先端的知識與力量。  

另外，福爾摩斯慣用的藥──古柯鹼──在當時也是時髦而先進的

藥品。而且，重要的是，當時的醫界人士並未普遍將之視為「毒」品，

反而有許多醫師與藥師著迷於古柯鹼的強大藥效，並視為醫治百病、



提神補氣的萬靈丹。古柯鹼一直到了 1860 年代才由德國的化學家從

葉子中萃取精煉而成，在 1870 年代，古柯鹼甚至被部分醫師熱烈推

薦使用，認為具有提升身體力量與耐力的功效。精神分析大師佛洛伊

德（ Sigmund Freud）當時還是名不見經傳的小醫師，但是他也在 1884

年發表了一篇古柯鹼有助於治療憂鬱與消化不良的學術論文。古柯鹼

在此時被認為有醫療精神方面疾病、治療花粉熱、以及消解癌症病痛

的強大功效。一直到了 1890 年代，西方醫界始終把古柯鹼當為藥物

使用。  

儘管當時醫界對於古柯鹼的藥用功效一直有所存疑，但是醫界的辯

證似乎沒有影響到廣大民眾的認知。當時的英國民眾不但可以在藥房

購買到含有古柯鹼的液劑，甚至有大藥廠將稀釋的古柯鹼液劑加上酒

精以及咖啡因的成分，提煉製成提神飲料販售。當時以此形象暢銷一

時的提神飲料馬力安妮酒（ Vin Mar iani）就是稀釋調味的古柯鹼液劑。

想像一下現在電視上播放的提神飲料廣告，把廣告裡的飲料抽換成馬

力安妮酒，加上適合闔家飲用、老人小孩都愛用的品質保證，就跟當

時古柯鹼飲品盛極一時的風光相差無幾了。  

絕口不提的無解「毒」謎  

在英國，將古柯鹼稀釋與調味液劑做為娛樂或提神飲料使用的情況

一直延續到 192O 年代，一直到了政府頒布〈危險藥品法案〉（ the  

Dangerous  Drugs  Act）之後才逐漸消失。而閱讀福爾摩斯的讀者，也

約莫到了這個時候才很明確得知，原來福爾摩斯早期施打的藥品，原

來是對人體有害的「毒」品。而柯南．道爾最後一次在故事中提及福

爾摩斯的藥癮，已經是 1905 年的陳年往事了。  

可是，如何解釋華生醫師質疑福爾摩斯同時施打兩種毒品呢？當華

生醫師不耐煩地質問福爾摩斯，「今天又是什麼了？是嗎啡還是古柯

鹼？」以柯南．道爾本身的醫療背景以及華生醫師的角色設定，這一



句台詞又代表了什麼意涵呢？我們很有理由認為，以醫師作家本身具

有的醫療專業知識，這樣的台詞安排或許並非簡單的巧合。  

根據醫療史的記載，嗎啡的發現比古柯鹼略晚。儘管臨床實驗都證

明這種藥物可能產生藥物倚賴的副作用，但是在 19 世紀末期民眾的

認知中，同時施用這兩種藥物，卻可以中和兩種藥物的效用，使得施

打者得以享受藥物帶來的樂趣，卻不致受到藥物倚賴的拖累。  

另外就藥物使用的時機來看，嗎啡在臨床使用中比起古柯鹼多帶有

幾分陰性的負面氣質。在當時民眾的聯想中，嗎啡經常被用來治療梅

毒，也經常出現在治療諸如月經困難以及陰道痙攣等婦女疾病的處方

中。無論是治療性病或是婦女病，嗎啡在當時的文化想像中與女性身

體有相當緊密的連結與想像空間，相對於古柯鹼於民眾心中具有提神

補氣的認知功效，自然具有一陰一陽、一副一正的文化想像空間。對

於能夠肩負代表維多利亞時期男子氣概的福爾摩斯來說，自是無法接

受過於陰柔的女性聯想。  

根據福爾摩斯迷的推斷，小說中的福爾摩斯誕生於 1854 年的 1 月 6

日，這是作者設定的角色生日。但是以作品產生的時代背景來說，福

爾摩斯誕生的年代應該是 1887 年，也就是距今一百一十一年前的冬

季。這個年代對於探討福爾摩斯作品中的文化意涵，或許更有實際的

意義。而對於當代的讀者來說，比對不同時空背景下對於醫藥的認知

感受，或許也可以解釋，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科學背景下，閱讀福

爾摩斯所產生的樂趣或許也大為迥異。  

亞瑟．柯南．道爾因為創作福爾摩斯而名利雙收，也因此成為英國

社會備受敬重的公眾人物。他在最後一次出版福爾摩斯的三年後因心

臟引發的疾病過世，結束他精采而不凡的一生，享年七十一歲。在他

生前，他從來沒有揭開福爾摩斯使用毒品而後斷然絕口不提的真正原

因，或許，柯南．道爾也無須親自解開這個謎：或許，這個問題就是



柯南．道爾刻意留下的謎題，留待他身後不同世代的福爾摩斯迷來嘗

試破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