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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医往事：1910-1949，民国中医期刊研究》以民国时期的上海为坐标，通过细致严谨的史料梳
理工作，为我们完整呈现了民国上海中医期刊的出版情状，深入探讨了时代大变局中中医期刊对中医
学术和行业发展的推动与促进，以及基于中医而引起的整个民族文化生存的论战。

　　全书行文简洁流畅，读来仿若与作者一道回到了藏身于上海中医药博物馆翻看故纸堆的那些寒暑
，方药单脆黄的纸片顷刻飘出。
附录的中医药列表和提要是极其珍贵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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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沈伟东，浙江嵊县人，医学博士。
著有《医界春秋》《中医往事：1910-1949，民国中医期刊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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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序言 段逸山  书案上摊放着陈旧而脆黄的近代中医药杂志，我怀揣着敬畏之心，在茫茫刊海中搜寻
，一行行细小而没有标点的繁体字在眼前闪过，将我带入到似醉似痴、如梦如醒的状态。
 我仿佛看到了一幅幅中医存废之争的画面，一篇篇声讨入木的檄文；好像听到了一声声“提倡中医，
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的呐喊，“要求中医之发达，必先陶铸中医之人才，要陶
铸中医之人才，必多设中医学校”的呼吁；似乎闻到了一丝丝没有炮火的战争硝烟，一首首防治疫病
的单方验方的药香。
我感受到系于苞桑的忧患意识，揭竿而起的神勇气概。
 我向心仪的前辈们询问，曾创办近代第一本中医药期刊《利济学堂报》的陈蛰庐，高足接踵的中医专
门学校校长丁甘仁，影响深远的《医界春秋》主编张赞臣，发稿量名列前茅的秦伯未，时过境迁，这
些“陈年古董”已成为明日黄花，究竟还有什么价值。
 陈蛰庐理理毡帽，丁甘仁微微颔首，张赞臣捋捋胡须，秦伯未缓缓启唇：此言差矣。
侪辈充实资料于此宝库，施洒肥料于此沃土，既映当世，又裨来兹，惜乎人多未识，视同弁髦。
君若有志于此，不妨倡言开掘利用，吾等自可含笑于九泉。
 黄粱枕失，南柯梦醒，四老之语，启我心扉。
遂一一浏览，细细玩索。
“既映当世，又裨来兹”之训，犹在耳畔，若有所得。
 近代中医药期刊的出现，乃是一种必然的文化现象。
谓其“必然”，约有基础与需求二因。
就其基础而言，既有洋人创办医学杂志的先例可以效仿，又有彼时医界成立的各种医会从人力、智力
乃至部分物力、财力上提供必要的支撑。
从其需求来说，伴随着西方科学文化的进入，中西文化的摩擦冲突日渐激烈，中医作为旧文化产物的
典型代表，被推到风口浪尖，生死存亡的严峻现实摆在面前。
为了谋求行业的生存发展，中医界志士仁人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探索，创办期刊便是重要的方式之一。
1897年初创办的《利济学堂报》为其滥觞，其后影响较大者有周雪樵主编的《医学报》，杜同甲、何
廉臣任正副总编辑的《绍兴医药学报》，丁福保主编的《中西医学报》。
这几种期刊都出现于清末。
进入民国多事之秋，尤其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中医药期刊便如雨后春笋般地勃勃生发。
 近代中医药期刊的历史价值约有三端： 一者，展示中医存废的交锋场面。
 它忠实地记录了中医界志士仁人为延续传统文化命脉所作出的不懈努力与抗争。
 1929年2月23日，南京政府通过了《废止中医案》。
中医界闻风而动，挥戈上阵，群起而攻之，将问题提高到文化与政治的层面。
《医界春秋》立即刊登驳斥“废止中医案”的两则“通电”，连续出版《中医药界奋斗号》与《废止
中医案抗争之经过》特刊，详细记述中医界反对“废止中医案”运动的全过程，以及相关的文件、照
片。
迫于社会各界的压力，南京政府不得不搁置了《废止中医案》。
 1935年，正当允许中医合法存在的“国医条例”颁布在即，行政院院长汪精卫致函立法院院长孙科，
阴谋加以阻挠。
《医界春秋》主编张赞臣获得此信，刊登于该刊，用大字标示：“阻碍国医条例之铁证，请全国医学
界注意。
”同时撰文《鸣鼓而攻》，置于封面，在中医界引起震动。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国医条例”终于得以颁布。
 在中西医论争过程中，西学派攻击中医“不科学”，中医则以中西医疗效的对比为依据，给予还击。
《医界春秋》记录了中医陆仲安治愈胡适的肾炎、施今墨治愈汪精卫岳母的痢疾、梁启超被西医误诊
而一命呜呼的实例。
由于梁启超、胡适、汪精卫等都是对中医不屑一顾的知名人士，因而事实一经公布，顿令西学派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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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尽，无言以对。
由于中医在中华文明中的特殊地位，中医存废之争波及了社会各个阶层，超越了学术的层面，而演变
成社会、民族和文化的复杂问题，这是中医始终存而不废的根本原因。
 二者，开创中医学校的规模教育。
 近代是中医学校规模教育的初创阶段，既没有办学经验，也缺乏办学资金，更受到当时政府名目繁多
的限制。
但是，中医教育人士认为教育是中医发达的必由之路。
正是由于这一坚定的信念，一些著名医家以期刊为媒介，坚持兴办学校，推广中医教育，为中医的延
续与发展进行了不懈的探索。
可以说，谋求中医教育的合法权利，是近代中医为生存而抗争的主题之一，贯穿于近代中医教育的始
终。
 继创办于1885年的利济医学堂后，一批著名的医家陆续开办中医学校。
其中办学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首推丁甘仁、谢利恒于1917年创立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
该校以丁甘仁亲笔书写的“精诚勤笃”为校训，直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二十多年中培养学生达
数千名之多，许多名医出其门下。
建国后首批中医大学——上海中医学院的首任、二任院长程门雪、黄文东就毕业于该校。
 中医学校与中医刊物是一对连体儿，存在着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
表现为： 刊学相辅。
这是近代中医学校办学的一大特色。
其先决条件是，许多中医教育家往往也是中医药期刊的创办者。
他们兼二任于一身，把办学与办刊视同一体，充分利用期刊推广中医教育，创建了“刊授”这一远程
教育模式。
 刊载教材。
中医学传承，历来没有自行编写的教材。
在西学的影响下，中医界人士认识到编写教材是中医教育走向正规的必要保证。
中医教育家们所编写的教材，自然要在他们主编或参与编辑的中医期刊上刊登，因而教材连载也是中
医期刊的重要内容之一。
其中的佼佼者如秦伯未在他主编的《中医世界》里，曾先后连载过内、儿、妇等各科讲义。
 交流教育信息。
作为信息交流的平台，许多期刊专设“医药教育”栏目，出版教育特刊，登载了有关中医教育的大量
资料。
如对湖北国医学院、中国医学院、上海中医学院、浙江兰溪中医学院等院校的办学模式、课程设置、
学术活动等进行了详细报道，真实而较全面地反映了这些院校的教学概况。
 研究近代中医药期刊所载丰富教学资料，包括学科建设、教材编写、附属医院设置、办学特点等，对
探求现代中医教育规律与模式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三者，提供防治疫病的理论与经验。
 近代中国战乱频仍,卫生条件恶劣,疫病流行。
在防治疫病的过程中，中医中药发挥了突出作用。
诸多期刊及时报道疫情，开设专栏，发表专论，刊载专著，提供防治疫病的单方、验方，以及各种辅
助措施，成为中医界与疫病斗争的主要阵地。
随着近些年来非典、禽流感、甲型N1H1流感等不断出现，中医防治优势逐步展现，近代中医药期刊
所载相关论方，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中医存废、中医教育、疫病防治均与时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刻上了历史的深重印记，也是近代中
医药期刊讨论最多、最具特色的内容。
此三者又是密切相关、互为因果的。
如在防治疫病的斗争中，中医界凭借疗效创造了许多奇迹，这也成为中医不废的重要原因之一。
又如坚持创办并发展中医药高等学校，既是维护中医的重要举措，也是对废止中医论的实际还击。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医往事>>

 综观中医学术发展史的研究现状，对近代学术发展的研究实在是一个薄弱的环节。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基本原因是近代中医药期刊文本难得。
因此，要想了解中医行业的生存发展，进而全面研究近代中医学术，以及它对当代的影响与启迪，唯
有望洋兴叹而已。
因此，收集整理出版近代中医药期刊无疑有着重大的学术价值。
这里仅举一个小例，以示隅反。
对《金匮要略》多次出现的“█（上殸下禾）饪”、“ █气”之“█”，明清两代、中日两国的学者
均曾加考证。
唐吉父主编的《中国医学》杂志第二期所载宋鞠舫《赋梅花馆笔随》，认为此字当为“穀”的讹字，
宜为定论，而数十年之后的医界却又重炒冷饭，你来我往，笔战难休，最后还是“穀”的讹字说占得
上风。
 为使近代中医药学术研究进一步拓展与深化，使近代中医药期刊充分发挥为人民健康造福的应有作用
，我在多年前就带领博士生开展这方面研究。
伟东于2006～2009年在读博士期间，饱受筚路蓝缕之辛，备尝爬罗剔抉之劳，搜集文字素材之丰富、
图像资料之多彩，乃至书案伏首之契阔、论文撰写之勤奋，是尤为突出者之一。
所撰博士论文，致力于民国时期的上海中医药期刊，自有其深意寓焉。
其一，民国前虽然已有多种中医药期刊面世，但大多延续于民国。
此其立意于民国者之由。
其二，1949年前，中医药期刊计有二百多种，其中十有七八分布在经济较发达、文化较繁荣、中医较
密集的江浙、北京、广州等区域，仅上海一地就多达六十余种，如《神州医药学报》、《医界春秋》
、《中医世界》、《光华医药杂志》等质量上乘而影响深广的一批中医药期刊，都集中于沪渎，且其
来稿与发行遍达全国各地乃至于境外。
此其立意于上海者之由。
据此而论，此著虽然集中论述上海地区民国时期中医药刊物，实则可以藉此反映近代中医药期刊之总
貌。
 全书从期刊分类、学术促进、行业贡献三途展开论述。
前者依据办刊目的、办刊人物、办刊内容，判为综合期刊、学术期刊、普及期刊三种类型，枝不旁引
，井然有序；继者从全国研讨、地域交流、海派形成三个方面，阐发对学术的促进，中规中矩，有理
有据；末者由构建信息平台、探索中医前途、参与重大事件、拓展多种经营四端扬榷对行业的贡献，
归纳允当，议论得体。
 近代中医药期刊是一座资源丰富的矿藏，是一片尚待开垦的荒芜地域。
今当伟东论著交与商务印书馆付梓之时，我与伟东等同人通力合作的《中国近代中医药期刊汇编》及
其《提要目录卷》也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面世，或可改变近代中医药期刊一向束之高阁人未识的困
境，而出现一个研究近代中医学术的热点，以告慰民国医界诸老。
 我祝贺此书在民国中医药期刊研究上的贡献！
 段逸山 201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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