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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今天国内的城乡，偶尔可见“国医堂”、“国药店”这样的名称。
“国医”指中医，不过后者是法定名称，前者只是一种民间称谓。
其实在近代，曾真实有一个业界乃至部分官方机构通称中医为“国医”的阶段。
然而那恰是中医遭遇极大危机，为生存而苦苦抗争的时期。
中国近代百年，狂澜突进、风雷激荡的社会与文化变革，给传统文化带来巨大的伤害。
如果说革命是医治国弱民贫无法避免的虎狼重剂，“打倒孔家店”确实是破除封建、思想启蒙所必须
的行动，然而，并不涉及思想政治、仅仅是民生日用的中医，却何以也屡屡成为新文化运动干将们的
“靶子”？
当时更有余云岫等人以“科学”作为武器，试图用卫生行政之力将“不科学”的中医一举消灭！
科学不能说不是好事，中国人真正感受“科技改变生活”，正是始于近代。
但科学在社会生活中是否应该决定一切？
对科学的理解，是否只有一种角度？
胡适在1923年说：“近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
，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
那名词就是科学。
”（《科学与人生观》序）这种“无上尊严”恰当吗？
对中医而言，谈论它科不科学，这本非理论争辩之事，而应从临床实际推求研究。
事实上，中医正是凭借其临床疗效获得民众信仰，才得以在偏执尊奉“科学”的时代里坚强地生存了
下来。
可是，由于它“不科学”的身份，始终无法取得权力与知识界的认可，它试图借以抗击“旧医”贬称
的“国医”尊号也终遭夭殇——民国时期的《国医条例草案》被改名为《中医条例》，从中央到各地
的“国医馆”被限制职权无法发挥作用⋯⋯当然，是否被称为“国医”，对中医而言并不重要。
这只不过反映着政府对传统医学在认识与定位上的摇摆。
作为一门应用科学，中医赢得尊严的关键在于实际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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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近代，狂澜突进、风雷激荡的社会与文化变革给传统丈化带来不小的伤害：如果说革命是医
治国弱民贫无法避免的虎狼重剂，“打倒孔家店"确实是破除封建、思想启蒙所必须，然而，并不涉及
思想政治，仅仅是民生日用的中医。
却何以屡屡成为新文化运动干将们的“靶子”呢？
　　“上医医国”——国已病，巾医的母体传统文化已病，何来“上医”？
唯有自救而已！
由此，中医的抗争风云，成为近代文化变革中的重要事件。
那么.究竟百年前，中医的先辈们对这些病症，为自己、为社会各开为什么样的方？
取得了什么成效？
当下中医的发展困局，又与近代的变革有什么渊源？
温故思亲，也许你能打到答案⋯⋯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医”之殇>>

作者简介

郑洪，1972年生，中医学史硕士，中医内科学博士，现任广州中医药品尝广东中医药博物馆副馆长。
中医医史文献专业教授，致力于中国传统医学历史文化研究，近年主编及副主编有《岭南医学与文化
》、《图说中医学史》、《中国防疫史》、《中国古代医学教育与考试制度研究》等专著。
陆金同，1972年生，中医基础理论硕士。
广州巾医约大学副研究员、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专家组成员。
长期从事卫生政策研究、中医药文化传播、新闻和文化观察。
曾获全国“抗非”优秀新闻作品奖、卫生部“礼来杯”全国新闻作品二等奖、国家中药管理局中医约
发展大会论文二等奖等，先后受剑中宣部、全国记协、卫生部、国家中医管理局等部门表彰。
作品《永远的白衣战士一追记广东省巾医院叶欣护士长》入选小学语文课本。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医”之殇>>

书籍目录

序篇：“古今大变局”的开端／1近代，是中国文明裂变与再造的时期。
西风东渐之下，传统医学与传统文化的其他领域一样，不可避免地步入了著名中西汇通医家唐宗海所
称的“古今大变局”中。
在这个“变局”里，人们要面对的不仅是医学知识与思维的差异，更有社会整体环境改变下的适应与
生存问题晚清中西医的汇通与论争／9绵延数千年的中国传统医学，在晚清突然遇到一种完全不同的
外来医学，会有怎样的反应呢？
事实看来，冲突堪称剧烈。
然而仔细想想，其间有多少是真正的医学讨论，又有多少是裹挟于时代大潮下的浮嚣之争？
旧中国之落后，首先是制度的落后。
这或许是论争伊始人们得出的最有价值的结论甲午之疫：广州不设防／17光绪甲午，公元1894年，在
广州发生了有10万人死亡的大瘟疫。
没有专业医疗队伍和公共卫生政策的广州，就如同座对瘟疫不设防的城市，仅靠个别医生英雄和道德
志士，无法阻止它的沦陷。
这场大疫，以惨酷的形式，再次向晚清政府提出了医事管理与公共卫生改良的问题卫生行政的起步：
西医当朝，中医在野／25由于传统政治缺乏医疗卫生方面的系统管理，中医本就算不上“在朝”，到
近代因为西医开始占据卫生行政权力，却下变成了“在野”。
西医有卫生学方面的长处本来并不意味着全面的学术优势，但因为与行政权力的结合而影响力陡然增
大。
再加上紧随其后医生执业和注册等权力顺势为当时立场并不客观的西医所掌握，中医就不免要面临一
场劫难梁启超医疗事件与中医境遇／33被西医误割右肾的梁启超，不肯追究西医院的责任，甚至还公
开为对方开脱，人们还可以理解为梁启超对“科学”的宽容。
但是，对于自己多次经中医治疗好转的事情，他却绝口不向社会公开，甚至在声明中还批评中医治病
为“瞎猜”；接受中医老友的治疗，却又说他“言涉虚杳”。
这就让人难以理解：何以对西医与中医的态度反差这么大？
合群进化：中医社团意识的觉醒／41如果说近代中西医的论争在学术上一直处于相持阶段，那么中医
参与论争的形式则在不断更新。
从最初陈定泰、朱沛文等汇通医家的个人研求，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出现结社、集会和创刊办报
，中医在形式上逐渐走向近代化。
这种变化，使中医在抗争政府卫生行政歧视时有了充分的力量1929：中医反击“废止旧医案”
／491929年2月底，在满座西医的国民政府第一次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上，一个“废止中医”的决议，
在中医缺席的情况下赫然通过了，过程中甚至只有如何执行的讨论，而没有应否实行的争辩。
消息传来，举国大哗。
中医界、中药界、商业界纷纷参与到这场抗争中来。
本就暗流涌动的“朝”“野”之争，就这样因为行政权力的不公正倾斜，终于摆上了台面缺席还是僭
席？
——中医纳入教育系统的争议／57国民政府教育部拒纳中医学校，使得中医被迫落入了“第22条军规
”式的陷阱——申请医生资格的前提是拥有教育部立案学校的学历，而教育部从未批准过中医学校立
案！
缺乏法理上的合法地位，对中医的发展显然是不利的。
尽管中医界据理力争，但由于当政者根本无听无视，最后甚至连“学校”的名称都被打上了“非法”
的烙印。
中医争取教育权利的斗争，一时间陷入了僵局上医医国：中医教育自主转型／651924年9月15日，经过
近10年艰苦筹备的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
典礼上，木刻校训赫然：“上医医国，先觉觉民。
”前句出自《国语》：“上医医国，其次疾人后句出自《孟子》：“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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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斯民也。
”在中医教育不被承认的当口，中医药界自主创办中医学校，其所谓“医国”“觉民”，岂是仅指医
学，难道没有警醒世人尤其是当局应当正确认识中医中药的用意吗？
“国医”时代（上）：名分攸关的“旧医”与“国医”之争／75西医为了标榜自己的“先进”，自作
主张地把中医称作“旧医”，这更让中医界抗议的声浪高涨，并针锋相对地提出“国医”之称。
以“国”字冠于中国事物，本非特例，然而以国文丰富、微妙的内涵来揣度，“国”字当头，隐隐就
有了一种正统、主流的意味。
随着1930年中央国医馆的正式建立，一个貌似给中医界带来新希望的“国医”时代来临了“国医”时
代（中）：科学化路向的傍徨／83通观国医“科学化”的各种主张，从积极方面说，它确实是国医馆
得以成立和争取政府及社会支持的安身立命之本。
但如何“科学化”，则是非常复杂的学术问题，不是单凭愿望能够达至的。
事实证明，以国医馆为代表的中医改良者向“科学”的妥协，并未换来自命“科学”的西医的青眼，
相反却失去了不少中医的支持。
在把握学术发展方向上，中医改良者们陷入了傍徨之中“国医”时代（下）：关乎“国际体面”的《
国医条例》之争／9l随着“中医”被确定为正式的官方名称，短暂的“国医”时代落幕了。
在此段时期里，中医要求独立行政的主张也许有些不切实际，但毕竞改变了“卫生行政机关，竞无主
管国医的职官”的局面。
只是，未能争取到至关重要的合法教育权利，仍然说明，所谓“国医”带来的“尊崇”感，不过是虚
假的幻象。
它的意义，正像人们对中央国医馆、对“中医科学化”的期望一样，要打很大的折扣慈善施仁：中医
服务的优秀传统／101中医一向被称为“仁术”，在近代公共卫生机制尚不完善时，各地中医善堂在民
间医疗救济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
兴盛的中医慈善事业，体现了中医简、便、廉、验的优势，嘉惠贫病甚深。
它弥补了政府医疗系统中中医缺失而百姓又看不起昂贵的西医的不足，同时也使中医更深入地在群众
中扎根，从而立于不败之地。
海外坚守：华侨中医的崎岖生存／111近代以来，随着福建、广东几次“下南洋”的移民潮和旅居海外
华人的日益增多，中医中药也因应这个人群的广泛需求，在海外扎下根来。
然而，近代海外中医的困境，与国内也有颇多相似之处，往往不得不屈从于当地卫生行政的制约。
随着医学观念的更新，现代社会已经越来越认识到中医药的独特价值，当代允许中医、针灸正规行医
的国家和地区不断增多，中医教育也得以逐步开展。
中医考试：跛足的执业之路／121在经过废医一抗争的斗争之后，政治层面上已经不能把中医排斥在卫
生行政之外了，但由于中西医确实存在诸多观念差异，当此境遇，中医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画地
为牢制造一个“纯中医”圈子就可以发扬光大吗?一种受限制的学问，必然不是完整的科学；而受限制
的医生，也不可能是真正负责任的医生。
明鉴乎此，近代中医拒绝在业务上再度“跛足”，一直在力争全面的行医权利。
中医医院：中西知识共存的空问／129医院形制诞生于西方，它是以近现代的病菌理论、卫生知识和消
毒技术作为基础的。
而传统中医在气化式的病因理论下，比较缺乏近距离预防传染的技术手段。
所以，中医若设立医院，就必不可少地要采用西式的卫生措施。
所以说，中医医院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中西医学知识共存的空间。
这并不等于中医西化，而是在适应现代社会基础上发展中医的必须手段。
处方鉴定：司法中的中医话语／137南国“特区”：陈济棠主政下的广东中医／145考验与转机：中医
抗战赴车难／155在敌后：沦陷区中医的生存和斗争／165唇齿相依：广东药业的控荣衰／173争锋：战
后中医的参政之途／183国民政府要人与中医／191求索：如何才是“新中区”／201余音：相信未来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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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这里确实触及了近代医院制度的核心。
对于医院这种病人丛集的场所，最重要的要求是卫生洁净，以防止疾病交叉传染，所以西医医院无不
实行严格的卫生制度，具备各种消毒设施，设置独立隔离病室。
这些卫生消毒的观念和技术都非中医素来所有，那么限制其开办医院看似合乎道理。
北平的西医立刻在报纸上响应说：“请问立一个中医院，将来北平市一旦发生了传染病的时候，中央
防疫处、北平传染病院都说‘要预防，要隔离’，中医院说‘那是胡说，并不要紧，就一服药包好’
。
当局是听谁的呀？
听了中医的，要西医干什么用啊？
听了西医的，要中医干什么用啊？
或者中西并行不悖，西医尽管去预防隔离，中医尽管准许自由行动？
”带着西医烙印的医院形制，似乎与中医存在天然的知识冲突。
难道中医不能学习卫生消毒知识，将其实施到医院中吗？
知识冲突不能变成知识共存吗？
可是卫生部下发的文件，在禁止中医称医院的同时，还禁止中医使用西医药物和器械，连这种可能性
也堵死了。
对于中医的缺点不给予改进途径，而是希图借机一举扼杀，这正是1930年代初期卫生行政最大的问题
。
幸好，卫生部的政令在地方并未令行禁止，中医医院有机会用事实证明自己。
当时的中医医院在配置隔离、消毒设施及护理方面并不落后，以1933年开业的广东中医院为例，该院
称：“本院所聘护士，皆领有卫生局执照，曾在各大医院服务多年者，且于年前开办护士训练班，以
养成中医看护人才，冀在医事上有清晰之概念，在看护上有经验之修养，不特开中医看护训练之先河
，亦于医生诊疗上得收臂助之效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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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医"之殇:百年中医沉浮录》：近代以降，西风东渐，中国文明历经裂变与再造，奔突和自守号为
『国医』以自尊、自强，却面临生死存亡艰难变局中医之路，在于『返古』还是『维新』，透过百年
层层烟云，直指当下困局种种。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官方媒体，国家中医药行业唯一权威大报重磅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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