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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书以近代报刊杂志所登载的原始资料为依据，以刚刚兴起与出现的医

院、学校、药厂、杂志、学会、展览会、广播宣传等新事物、新机构、新团体、新媒介

为视角，展现了近代中医学界开拓进取、勇于创新、精诚团结、敢为人先的时代

精神与风貌。以小见大，以平见奇，以约见丰，深入浅出，内容丰富，资料可靠，

具有一定的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和可读性，对于认识和了解中医近代史有着

深刻的启迪和帮助，适合于不同层次的读者阅读与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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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鸦片战争以前，西方文艺复兴以来近代科学突飞猛进的发展，并没有在中

国这一东方大国引起反响。尽管有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传播西洋文明的尝试，

但西方近代科学并没有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植根、生长。在中国人眼中，

西方科学技术不过是区区蛮夷的一种“奇技淫巧”。

1840 年，西方列强的炮火轰开了天朝帝国的大门，人们才开始对“船坚炮

利”的西方科学技术刮目相看。林则徐、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标志着西

方科学技术的优越性在中国得到初步承认。

其后，洋务派推行“坚甲利兵”的新政，把西方科学技术视为复兴天朝之

“用”，在引进西方军工技术与产业的同时，兴学校，设译馆，遣送留学生，西方近

代自然科学大规模地输入中国，并在中华大地广泛传播。

自那时起，一大批优秀人物前仆后继，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一时间，各种

主义纷至沓来，到 20 世纪初，以“五四运动”为高潮的新文化运动终于举起了民

主与科学的大旗，以此来医治中华民族的种种痼疾。

与此同时，伴随着科学由技术层面向社会政治思维层面的全方位推进，科

学被有意无意地赋予了越来越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最终形成了一股势头强劲

的唯科学主义思潮: 科学被视为绝对真理，甚至是终极真理，是绝对正确的乃至

唯一正确的知识，被提升为衡量一切社会现象是非善恶的价值尺度，被确定为

救治中国一切黑暗的灵丹妙药。

西医学具有崭新的理论体系，确凿的临床实效，机械唯物论的严密推理，实

验科学的雄辩事实，细胞、器官、血液循环等崭新概念，通过建立一整套与西方

同步的医学体系，包括医院、诊所的设立，医校、教育和行政制度的建立，大量中

国西医学生的培养以及医学刊物的创办与学术团体的成立，在不到 100 年的时

间里，不仅站稳了脚跟，而且在中国学术界占据了医学主导地位，并逐渐在中国

人的灵魂深处形成了以近代科学( 包括西医学) 作为衡量和评判中医学是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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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价值观念。

既然整个社会都以“科学”为指归，衡量和评判中医学是否“科学”的标准

是西医，而中医与西医相比较，几乎每个方面都存在着诸多“不科学”的说法，而

“不科学”便意味着丧失了立足之本，因而也就只好向在国人心目中符合“科

学”标准的西医学靠拢。

特别是当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数学、农学等传统学问先后被近代科学所取

代而成为历史，唯有中医一枝独秀之时，醉心欧化的文化精英们把中医视为西

化之最大障碍，竟然在“中央卫生委员会”行政会议上提出了《废止旧医以扫除

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并获得通过。

正当中医处于内外交困的紧要关头和岌岌可危的境地之时，中医学界的有

识之士敏锐地觉察到: 中医学如果再不自立自强，就有被彻底淘汰的可能。而

中医要生存，只有不断地自我改进和完善，才能与新的历史潮流和社会现实相

适应。经过苦思冥想，并借鉴西医学在不到 100 年的时间内，不仅站稳了脚跟，

而且在我国的通都大邑占据了医学主导地位的成功经验，中医学界有识之士终

于找到了“振兴中医”的四大法宝:设立医院，以彰效验;创立医会，以固团结;开

办学校，以造人才;出版刊物，以振学术。

在医院方面，既有公办中医医院———首都国医院，也有公办中医急救医

院———中医救护医院;既有专科的针灸医院———中国针灸学研究社附设针灸疗

养院，也有中医疗养院———西湖中医虚损疗养院。现代中医所有的医疗机构类

型，应有尽有。

在学校方面，既有中医函授学校———黄墙朱氏私立中国医药学校，也有中

医妇科函授学校———苏州女科医社;既有女子中医学校———上海女子中医专门

学校，也有公立中医学校———南京国医传习所; 既有中医学习西医班———江苏

省立医政学院卫生特别训练班，也有外科中医进修西医班———江苏省立医政学

院外科中医训练班。现代中医所有的学校教育模式，一应俱全。

在学会方面，既有为争取中医纳入“国家教育系统”而成立的“中国医药教

育社”及“教育部中医教育专门委员会”，也有陕甘宁边区的中医团体与中西医

合作团体———国医研究会与中西医药研究会。

在杂志方面，既有中医大学生自办刊物———《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恒星医

报》，也有中医妇科专业杂志———《妇女医学杂志》。较之现代中医学界的学术

团体及专业刊物，有过之而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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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近代中医学界为顺应社会潮流，改革创新，变更自我，自强图存，做了

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展现这段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历史，本书以近代报

刊杂志所登载的原始资料为依据，以刚刚兴起与出现的医院、学校、药厂、杂志、

学会、展览会、广播宣传等新事物、新机构、新团体、新媒介为视角，展现了近代

中医学界开拓进取、勇于创新、精诚团结、敢为人先的时代精神与风貌，以期对

今后的中医发展与创新提供启迪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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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第一个官办免费综合医院中医科:
内外城官医院中医部

据记载，早在唐朝时，我国就有官方设立的“病坊”，专门收治贫病之人。虽

然其已经具有医院的某些特征，但更确切地说，还只是一个慈善机构而已。最

早产生、发展于欧洲，以防治疾病为主要任务，设有门诊、住院及其辅助诊疗设

施的真正意义上的医院，是随着西学东渐的潮流由西方传教士带到中国的。清

末新政时期，先后设立了近代意义上的首所公立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内外城

官医院，并由此诞生了我国近代第一个官办免费综合医院中医科———内外城官

医院中医部。

两所医院的建立

内城官医院

1906 年 10 月 23 日(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

初六) ，巡警部上奏的《设置中西医院片》云:

“现在警政逐渐推广，医院为卫生要务，自应

遵照奏定《章程》赶速设立，以资救济，而溥皇

仁。惟款项万绌，只能就现有财力，遴选臣部

通习中西医学之人，创立医院，内分中医、西医

两所，派员经理，先立基础，再求推广。查有臣

部警保司卫生科员外郎唐坚堪以派充中医监

督、卫生科主事游敬森堪以派充西医监督，并

酌派中西医正副各医官及委员、司书生等以供

臂使，购买中西药品以备应用，业于八月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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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开办。一月以来，就医人数日渐增多，一俟款项稍裕，即当设法恢张。”①

1907 年 2 月 23 日( 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十一) ，在原巡警部的基础上扩充成

立的民政部又上奏《官医院渐著成效设法推广并将就医人数缮单具陈折》云:

“臣部创立官医院，内分中医、西医两所，遴派司员充任监督，先立基础，再求推

广，于上年九月初六日附片奏明在案。查该医院设于钱粮胡同，自开办迄今，凡

五阅月，就医人数日见加增，共计约有三万四千余人之多。考之舆论，佥谓该监

督等择方审慎，用药精良，务体人情，不染官司，是以就医愈众，全济愈多，受诊

之人以辨证之明、起疴之速且有登报致谢者。此医院开办渐著成效之实在情形

也。伏维经训，审医贵在善详六气史旌，循绩亦称，诊起多人。近来新政推行，

卫生日重，东西各国亦皆以设医院、精医学为民政之始基。该医院既有效验可

观，该监督等亦实心任事，克举其职，自宜设法推广，加意振兴。现设之院，地属

内城，外城人民就治者颇苦不便，拟再在外城相度适宜之地，遴派妥员经理，务

使泽溥祥和，民无夭札，上副朝廷子惠元元之至意。应需款项，容臣等续行筹

划，另案奏明办理。”②

民政部奏续办外城官医院折

1908 年 7 月 12 日( 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十四

日) ，《民政部奏续行开办外城官医院日期折》又

云:“臣部于上年正月间奏报开办医院渐著成效

折内声明，拟于外城再设医院，奏明办理等因在

案。兹查内城医院迭经奏报，每季诊治人数均

逾数万，凡内城商民人等皆得邀博济之仁，荷诊

治之便，糜不欢欣鼓舞，感颂慈施。惟外城地面

素称广阔，距内城医院较远，其偶抱疾病者，咸

苦难于就诊，每叹向隅。本年春夏，天气亢旱，

外城病人尤多。臣部职总卫生，虽当款项万绌

之时，不敢不勉为筹挪，赶图设立，以期顾全民

命，推广圣恩。当饬于外城梁家园勘择地段，建

立医院。查有卫生司郎中唐坚创设内城医院，

①

②

林开明，陈瑞芳，陈克，等． 北洋军阀史料·徐世昌卷·二．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 251 －
252．

林开明，陈瑞芳，陈克，等． 北洋军阀史料·徐世昌卷·二．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 493 －
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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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著成效，筹办医务均称周至，即派令总司其事，并遴派监督、医官各员，妥为经

理。一切参照《内城医院章程》分别筹办，核实支给，业于五月初一日开办。嗣

后，该医院医治人数拟按季汇同内城医院一并奏报。伏维疾医之设，昉自《周

官》;病坊之开，详于《唐典》。皆以曲施救济，惠及穷黎。近来各国讲求公共卫

生，医务尤称重要。臣部仰蒙恩准，先后开设内外城医院，经费、药品悉出公家，

仁泽之宏，远轶万古。臣等惟当督饬该员等虚心医诊，实力经营，总冀救济日

多，上副朝廷子惠元元、重视民命之至意。”①

综合以上三个奏折的内容，我们可以知道的事实是: 内城官医院开办于
1906 年 9 月 18 日( 光绪三十二年八月初一) ，地址在东城钱粮胡同，分中医、西

医两部，中医监督为唐坚，西医监督为游敬森。由于唐坚创设内城官医院有功

绩，颇受民政部的赏识，又被派往筹办外城官医院，并于 1908 年 5 月 30 日( 光

绪三十四年五月初一) 开业，地址在宣武门外梁家园。

公立免费的医院

内外城官医院为官办性质，所有民众均可享受免费诊治，住院病人亦仅需

承担自己的伙食费。1909 年 10 月 10 日( 宣统元年八月二十六日) ，民政部核定

内外城官医院规则

的《内外城官医院章程》第一条即规定:“本院系民

政部奏请设立，纯属官立性质，所有来院诊治之

人，概不收费，惟住院诊治者饭食费，须由本人

自备。”

内外城官医院“执行事务，均受内外城巡警厅

厅丞指挥监督，所有申部事项须由厅转申”。从一

开始就配备有较为合理、相对充足的人员，各设总

理 1 人，由巡警总厅卫生处佥事( 即处长) 兼任，管

理医院一切事务，所有人员均受其指挥监督; 管理

员 1 人，由厅员兼任，禀承总理，管理医院一切事

务;稽查员 2 人，由厅员兼任，稽查医院一切事务，

兼任庶务、文牍等事宜;医长 2 人，主管考核医官、

① 民政部奏续行开办外城官医院日期折．现世史，1908( 7) : 4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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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护生、司药、药工，并负责诊治等事务; 医官 8 人，专职诊治病人; 看护生 10

人，协助医长、医官看护来院就诊病人及住院病人; 司药 6 人，管理药品收发及

保存;司书 6 人，专司缮写;药工 8 人，负责配制药品及药房发药。以上人员，自
“医官”以上，由总理提名、巡警厅委派; 自“看护生”以下，由总理委任，随时上

报巡警厅备案。并由巡警厅指派巡长、巡警数名，长期驻院执勤守卫①。

内外城官医院设置有完善的机构和部门，除了作为行政机构的办公室、管

理员稽查员室、书记室外，设有与医疗业务有关的医长室、医官室、挂号处、男候

诊室、女候诊室、诊治室、发药处、看护室、手术室、敷药室、普通养病室、特别养

病室、传染病室、癫痫病室( 传染病室及癫痫病室均与其他房屋互相隔离) ，还配

置有为临床医疗提供保障与服务的接待室、守卫室、存贮所、药库、器用库、茶

房、厨房、浴室、剃发室、厕所等。

内外城官医院所需经费，全部由政府负担，按月从巡警厅请领，每届月终报

销一次。除总理不支薪水外，管理员、稽查员酌给车马费; 医长、医官、看护生、

司药、司书、药工分等级，每月给予薪水; 雇员则临时酌定。车马费及薪水月终

发放，其他款项随时支用。所有院中经费，每届年终决算一次，并详细列表呈报

巡警厅②。

由于是公立免费医院，所以从国内外购买的各种中西药物，一律免税。《民

政部奏请准免官医院药料税厘片》云:“内城官医院所用中西医药料，均系购自

直隶、山西等省及英、德、日本各国，转运维艰，所费甚巨。今外城添设医院，药

料自必加增。查此项药料原备施济贫民之用，可否仰恳恩施俯准，援照大学堂

工艺局用品免税成案，将此项药料经过各处关卡一律免税。如蒙谕允，即由臣

部咨行税务处转行各关，一体遵照。”③

为加强药品管理，内外城官医院制订了详细的药房规章制度，每天由中药

司药、西药司药督同药工轮流在药房值班; 除本院药方外，外来药方概不发药，

如擅自发给，查明后罚办;每月应购置药品，由中药司药、西药司药将品种、价格

开列详细清单，经院长审核后，呈送警察厅核实后办理;每月月终，须将旧有、新

①

②

③

1916年实行的《内外城官医院规则》，规定医院组成人员为:院长 1 人，由卫生处处长兼任;管理
员 2 人;医长 1 人，由西医员兼任;医员 9 人;中药司事 1 人;西药司事 2 人;书记 4 人;看护生 2 人;药工 6
人。

内外城官医院章程 / /田涛，郭成伟．清末北京城市管理法规．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 103 －
113．

民政部奏请准免官医院药料税厘片．现世史，1908( 7)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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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用去、现存的药品数目，造具清册，呈报警察厅查验核实①。

中西医治疗成绩

内外城官医院门诊的就医程序与现代医院已基本相同，凡来医院看病的患

者，须先到挂号室挂号，领取挂号牌，然后分别进入男候诊室、女候诊室等待，由

医院工作人员按照挂号的顺序依次领至诊察室就诊。但着有制服或持有营署

执据的陆海军军官士兵、着有制服或佩有徽章或有学堂执据的男女学生、着有

制服或持有巡警官署执据的巡警人员及病情急重的患者，可以由挂号室给予特

别的号牌，及时就诊，不论次序。

患者由医师诊视完毕后，即给以药方，患者持药方到发药处取药。发药处

按照药品种类，分别给予药物，不得丝毫增减，发生错误。

内外城官医院的住院制度也有着严格的规定，凡需住院治疗的病人，除病

伤不能沐浴、理发者外，必须先沐浴、剃发后，才能住院;住院时若携带有贵重物

品及非随身使用的物件，一概放入存储所临时保存，并由管理员给予收据，待出

院时立即交还本人;入院后，病人不得随意出入; 若有亲属来医院探视，须经管

理员或稽查员许可后，才能进入病房晤谈; 如有馈送食物，须经医师检查后，病

人才能食用，但院外药品一律不准带入; 病者痊愈，由医师开具证明后，方准出

院;住院死亡者，须由医院报请巡警总厅派人前来验明尸身，并由主治医师开具

证明书，然后由死者亲属领回埋葬; 无亲属者，由巡警总厅发给棺木，送往外城

埋葬，并附设标志以便识别②。

内城官医院开诊后，每季度都向民政部报送中医、西医各自的就诊人数。

1906 年农历八到十二月份，中医诊治病人分别是 1820 人、3876 人、4450 人、

4351 人，西医诊治人数分别是 1810 人、3290 人、3607 人、3301 人③。两相比较，

中医诊治人数略多于西医。但到 1907 年七月，情况发生了改变，本月中医诊治

病人 6851 人，西医诊治病人 7499 人④，说明就诊于西医的病人逐渐增多了。外

①

②

③

④

内外城官医院规则．政府公报，1916( 272) : 24．
内外城官医院章程 / /田涛，郭成伟．清末北京城市管理法规．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 109 －

112．
林开明，陈瑞芳，陈克，等． 北洋军阀史料·徐世昌卷·二．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 496 －

497．
朱光华．清末的京城官医院．中华医史杂志，1985( 1) :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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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官医院开办后，两所医院依然是每季度向民政部呈报中医、西医各自的诊治

人数，现将自外城医院开诊的 1908 年农历五月份到 1910 年农历三月份，两年

时间内，内外城官医院的中医、西医诊治人数，列表如下。
表 1 内外城官医院中西医诊治人数比较表

内城 外城

中医诊治人数 西医诊治人数 中医诊治人数 西医诊治人数

1908 年五月 4129 6681 3393 4122

六月 4366 6816 4305 7751①

七月 5644 9044 4921 10854

八月 3484 6750 3602 7791

九月 3673 8151 4072 9186②

十月 2525 5798 4270 5618

十一月 3121 6306 3741 7841

十二月 1949 4530 2895 5539③

1909 年一月 1311 2643 1696 2814

二月 3853 6501 4560 7676

闰二月 4256 8150 4951 9530

三月 4616 9109 4513 9878④

四月 5017 9272 5540 10023

五月 4707 7277 5195 8469

六月 5092 8015 5186 9500⑤

七月 4272 7973 7409 7413

八月 3160 6908 4973 8725

九月 2205 6085 3764 7540⑥

十月 1934 5535 2745 6815

十一月 2285 5259 3360 7782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民政部奏内外城官医院夏季就医人数折．政治官报，1908( 318) : 10．
民政部奏官医院秋季诊治人数折．政治官报，1908( 414) : 15 － 16．
民政部奏内外城官医院上年冬季诊治人数折．政治官报，1909( 493) : 10 － 11．
民政部奏内外城官医院春季诊治人数折．政治官报，1909( 571) : 8 － 9．
民政部奏内外城官医院夏季诊治人数折．政治官报，1909( 678) : 9 － 10．
民政部奏内外城官医院秋季诊治人数折．政治官报，1909( 759)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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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内城 外城

中医诊治人数 西医诊治人数 中医诊治人数 西医诊治人数

十二月 1396 3695 2353 5531①

1910 年一月 1399 2525 2269 3336

二月 3961 7971 7186 9352

三月 4512 8378 6269 9867②

注:表中月份均为农历

很明显，自 1908 年五月起，西医诊治人数就一直多于中医，甚至是中医的 1

～ 2 倍。正如陈垣在 1911 年所说: “公立、官立之病院，已有数起矣。民政部所

设之内外城官医院，西医每季诊治人数，恒逾于中医矣。”③

1912 年，京师市政公所督办朱启钤筹款，于前门外香厂空地建筑楼房，设立

仁民医院，由市政公所直辖。未几，因经费拮据而停办。1913 年，由京师警察厅

呈准，将外城官医院迁至仁民医院旧址。后因经费支绌，院务颇难开展。1927

年秋，裁撤内城官医院，并之于外城官医院。1928 年，北平特别市卫生局成立，

外城官医院归其直辖，曾一度振刷，嗣又限于经费，而呈“不死不活”状态。1933

年冬，改组为市立医院，即在香厂( 此时已辟为万明路) 原址整顿更新，修订章

则，充实人员，添置器械病床，面貌始有改观。设内科、外科、耳鼻咽喉、眼科等

科室，并附设东郊、西郊、南郊、北郊、北城、内城六个诊疗所及妓女检治所④。

北平沦陷期间，改名为市立第一医院。新中国成立后，曾多次易名，如工农

兵医院、万明医院等。1972 年 3 月，更名为宣武区中医医院至今。

综上所述，内外城官医院是一个中医与西医、门诊部与住院部兼备的公立

医院，其所设立的中医部，是当之无愧的我国第一个官办免费综合医院中医科。

①

②

③

④

民政部奏内外城官医院上年冬季诊治人数折．政治官报，1910( 859) : 15．
民政部奏内外城官医院春季诊治人数折．政治官报，1909( 941) : 11．
陈援庵．释医院．中西医学报，1911( 10) : 15．
吴廷燮．北京市志稿·二·民政志．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 347 － 350．



［ 8 ］

近代第一所公办中医医院: 首都国医院

中国古代虽然也有某些收容贫病的病坊、广慧坊、安济坊等，但真正意义上

的医院，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医东渐才开始建立起来的。1900 年设

立的山东官立中西医院、1906 年开设的内城官医院及 1908 年创办的外城官医

院，都分设中医、西医两部，还不能算作真正的国立中医医院。中央国医馆于二

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筹设、建立的首都国医院，才可以算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

中医医院。

筹设首都国医院

焦易堂

1930 年 5 月 7 日，焦易堂联合谭延闿、胡汉民、陈肇

英、朱培德、邵元冲、陈立夫等党政要人向国民党中央执行

委员会第 226次政治会议提出了设立中央国医馆的提案，

其中就有“国医馆得附设国医医院”①的宏伟蓝图与远大规

划。获得批准并经多方努力与筹备，中央国医馆最终于
1931年 3月 l7日在南京正式成立。自此以后，馆长焦易堂

就将建立国医医院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与目标。

1933 年 9 月 26 日下午 7 时，在南京中央饭店召开首

次首都国医院筹备会议。出席会议的人员有: 焦易堂、杜

同甲、张简斋、杨伯雅、随翰英、石瑛、陈果夫、陈立夫、赖琏、彭养光、傅焕光，陈

果夫为主席。焦易堂首先报告说: “庐妃巷仁育堂原系仁育医院，嗣因办理不

善，改组为施诊机关，兼收容病人住堂，实则一贫苦人之收容所而已。堂内只有

医生二人，月各支薪给八元，其简陋可想。但该堂房屋有三十余间，倘加以修葺，

① 设立国医馆原提案．国医公报，1933( 10)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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