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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一部学术性史学专著。全书以时间为顺序，以海派

中医发展、兴盛脉络为主题，以文化、教育、医疗机构、学术发展

等为主线，分“溯源篇”“开埠篇”“变革篇”“曙光篇”和“振兴

篇”五大篇，通过史学研究方法，试图穿越悠远的历史长廊，追

寻海派中医一路走来的足迹，展现海派中医数百年曲折而辉煌

的历史画卷，并揭示其不同时期的发展特点，为上海乃至全国中

医今后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本书可供中医文献研究者、中医院校师生，以及中医爱好者

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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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医药发展史略》是一部学术性史学专著，以时间为

顺序，以文化、教育、医疗机构、学术发展等为主线，系统展示上

海中医从古至今的发展轨迹。

一、编写目的

上海中医尤其是近代，对于整个中医界来说，其重要性已毫

无异议。近年来，学者对近代上海中医的专题研究日渐深入，诸

如近代名医、中西医论争、中西医汇通、民国期刊、近代医疗教育

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颇多。但到目前为止，尚无系统研究上海中

医发展历史的专著问世，编写本书旨在填补这一空缺。

二、编写的基础和条件

上海中医发展史研究是上海市中医文献馆主要的、常规性

研究方向之一。本馆业务人员此前参与的“上海地方志文献中

中医药文献辑录与整理”课题，及编撰出版的《风雨六十年——

上海市中医文献馆馆史》打下了良好的史学研究基础，并获得

了大量上海中医的珍贵资料。本书的编写由上海市中医文献馆

馆长亲自领衔，中医药文献研究室承担，全馆近20名业务人员

参与，组成实力强大的编写团队。上海市中医文献馆馆员均是

上海中医界的名宿，部分馆员作为本书的顾问和审稿专家，在整

编写说明



个编写过程中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使本书得以顺利完成。

由于行政区划变更，书中收录的各历史阶段名医籍贯等内容，均以现行上海行政区划为限。

三、写作方法

本书以断代史和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写史方法，分“溯源篇”“开埠篇”“变革篇”“曙光篇”和

“振兴篇”五大篇进行叙述，篇章名称也分别突出了上海中医每一时期的发展特点，并围绕这些特

点，概述基本史实，突出重大事件，在客观展示史料的基础上适当进行学术探讨，每一篇章自成一

个相对完整的叙事整体。

四、本书资料来源主要有四个方面

① 公开发表的关于上海中医的史料及研究成果的图书、论文、报纸杂志等。② 图书馆、档案

馆藏原始资料。③ 地方志中的有关资料。④ 出土文物、遗迹遗址等。由于唐宋以前关于上海中

医的资料较少，主要借助于地方志中的有关记载、出土文物及有关研究资料，重点探讨上海中医的

发展渊源。现代资料较多、信息量大，选取有一定难度。如，近年来上海中医开展了大量科研，成

果较多，在选取资料时，我们把那些具有原创性、对上海中医乃至全国中医影响较大、获得高级成

果奖的科研项目作为入选本书的标准。

                                                                                                      编  者

                                                                                                       2016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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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医药发展史略》是一部按年代顺序概述上海中医药

发展历史的医学史专著。自1933年张赞臣编撰《中国历代医学

史略》始，以“史略”的名称和形式著述中国医学史、地域性医

学史的书籍不断涌现，其中20世纪50年代，范行准撰著的仅20

余万字的《中国医学史略》，就是一部独具特色的医学史力作，

已成为后学者之楷模。

此部《上海中医药发展史略》以时间为纲，贯穿“海派中医

文化”的主线，笔触简练地将数千年的上海中医药的发展历史

浓缩其中，梳理出一个前后连贯、主题突出、可读性强的历史脉

络。为了方便读者能够理解作者的思路和方法，本书在目录的

基础上再对体例框架“发凡起例”，作些必要的说明，旨在增强

读者与笔者间的共鸣。

（1）  全书50余万字，由“溯源篇”“开埠篇”“变革篇”“曙光

篇”“振兴篇”五部分组成。

“溯源篇（1843年以前）”以“源头活水”为主题，努力厘清

古代上海中医在地理优势与文化特征两个方面的渊源，向读者

展示了“崧泽文化”“吴越文化”是上海中医的源头、根基。

“开埠篇（1843—1911）”以“百川汇流”为主题，从三条线

索展示：一是各地名医汇聚上海，晚清呈沪上医界繁荣之相；二

是中医教育、医疗、出版等机构开始尝试近代新模式的转变；三

是中西医学的初期碰撞与交会。

凡  例



“变革篇（1911—1949）”以“海派中医”为主题，着重叙述了民国时期，上海中医在遭受西方

医学的强烈冲击、国民政府意欲取缔中医等重创下，组织起来为生存抗争，同时，吸纳、借鉴西方医

学的知识和模式，尝试着变革中医，走中西医汇通道路的史实。该篇中“‘三一七’抗争中的上海

中医”“孤岛时期的上海中医”等章节，是近代上海中医史上的特征性内容。

“曙光篇（1949—1978）”以“如沐春风”为主题，叙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党的中医政策

的落实，为上海中医带来了生存发展的希望曙光。在描述中医机构的成立、著名中医学术及临床

诊疗特色的同时，重点展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中医大力开展的中医科学研究及取得的

突破性成果。“曙光篇”也概括了1966—1976年史称“文革”的内容，列为第二十二章“‘文革’中

艰难前行的上海中医”，客观描述了“文革”中上海中医的状况。其中遭受破坏的部分，笔者认为

是上海中医发展曙光期中的一片阴霾。

“振兴篇（1978—2015）”以“多格局发展”为主旨，力图全面概述“56号文件”“衡阳会议”以

后，上海中医近40年振兴发展的历史。内容主要包括：人才培养模式、科研创新思维、中西医结合

研究成果、海派中医文化传承、国际交流与合作、成立各类中医药管理机构以及今后的发展愿景。

全书五大篇，从源头梳理出一条较为清晰的上海中医药发展的历史脉络。

（2）  本书篇章名称的设定，大多以主题内容为主，个别以时间命名的篇章如“开埠篇”“孤岛时

期的上海中医”，旨在突出上海特征，方便读者理解与阅读，故未求一律。书中依时代特色或便于

行文流畅，多处采用同义词，如上海、申城、沪上……以体现历史感。

“史略”以概述为主，重要的史实、医事、流派、人物等只详述其代表性的内容，其他的珍贵史

料，则作略述，或写入贴士、列表、附录之中，并均在文中有提示。

（3） 本书的主体内容，由正文、插图、小贴士、附录四部分组成。①  正文是对史料的浓缩，在

对历史事件、人物以及时代特征的描述中，保持一种叙述连贯、简洁精练的风格。②  插图不单是

正文内容的印证，也是正文内容的延伸。③  小贴士是突出正文的精要，如各篇章的“引言”“结

语”，或者是补充、拓展与正文相关的内容。例如：“溯源篇”中“‘沪’‘申’之由来”“崧泽周边文

化”“中华文明三难”等。④  附录是将上海中医药发展历史中的医家、著作、流派、医院、学校、报

刊、社团及其他机构等，编排成列表附于书后，以供查阅。

（4） 本书的纵向结构，使得上海中医药的教育、医疗、出版、药业、流派等专题内容，分散叙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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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历史篇章。为方便读者能够从书中快速、准确地查阅到某一专题的整体概况，本书后设有“关

键词索引”，并按分类编排。

例1： 中医教育

    女子中西医学堂（…、…）

    上海医院（…、…） 

    上海中医专门学校（…、…、…）

    上海中医药大学（…、…、…）

  ……

例2： 中药

    童涵春堂（…、…）

    雷允上（…、…、…）

    蔡同德堂（…、…、…）

    上海第一制药厂（…、…、…）

  ……

凡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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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酉初启，丙申乍去，正是“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

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于此辞旧迎新之际，

由上海市中医文献馆前馆长季伟萍教授主编的《上海中医药发

展史略》（下称《史略》）一书适逢完稿，即将付梓面世，可谓是

该馆同仁新年奉献给上海中医药事业的一份厚礼。该书是上海

市中医文献馆众多同仁历经3年艰辛努力创作的成果，亦是该

馆多年来对上海中医药文献研究的又一力作，为该馆成立60周

年纪念又添一束绚丽花朵。该书运用断代史和纪事本末体相结

合之写史方法，深度挖掘史料，在倡明史实的基础上，揭示历史

内在联系，将叙史与科学研究相结合，述而有作，言之凿实。全

书分为五篇，从历史的“溯源”，“开埠”的缘起，“变革”的中兴，

初露的“曙光”，以至于“振兴”的历程，分别阐述了各个历史时

期的社会特征、文化底蕴、中医药积淀和重大事件的始末。洋洋

数十万言，内容厚实，观点明确，光昭可鉴。

史学是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的一门科学。列宁

基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倡导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曾经指出应“把历史当作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

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研究”。无论是自然史或人类史，都是一

切事物的发展过程，反映了不同时代生产及其产生的社会经济

结构，是该时代政治和精神形成的基础。中医药具有自然科学

和人文科学高度契合的属性，其形成和发展也同样符合这一规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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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上海既是国际闻名的现代大都市，又曾经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积淀的古老城镇。

《史略》在“溯源篇”中以大量史实揭示了上海中医药的源头活水。良渚文化存在于公元前3200

年至公元前2300年间，这一时期在黄河、长江中下游同时存在着龙山文化、陶寺文化、石家河文

化。20世纪80年代上海的考古发现便已揭示证实了青浦崧泽、松江广富林等地大量的良渚文化

遗存。这也正是由原始氏族公社进入奴隶制社会阶段，农、牧、手工、商业等业态日渐兴旺。当时

人们尊天地祭鬼神，日月风云、江河星辰等自然之神备受崇拜，同时自然现象、事物变化及其对立

转化等得到关注，天文历算、阴阳五行等开始传播，朴素唯物观念逐渐形成。在《连山》《归藏》

相延基础上《周易》问世，被誉为“易道周谱，无所不备”，居于“六经之首”。清代学者陈梦雷

《周易浅述》释“易”义有二：一为交易，指阴阳寒暑，上下四方，相交互替；二为变易，指春夏秋

冬，循环往来，运动不已。众所周知，汉字是我国古文化的灿烂明珠，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的传承载

体功不可没。殷墟甲骨文中已有许多关于医药的记载，如“风疾”“痈疾”及针药的应用。“神农

尝百草”开启中医药之源，夏酒商汤液相继问世，至西周《礼记》关于医事职业分工之记载，说明

中国医药学在伟大的中华文明摇篮中已经从诞生逐渐成为大众救死扶伤、民族繁衍生存的依赖。

中华文明在数千年漫长的历程中形成了“多元起源，中原核心，一体结构”的发展模式，长江文明

接受中原核心的辐射，包括上海在内的良渚文化医药遗存中必然印记着共同源头的特征。秦汉

以后，随着《内经》等四大经典相继问世，魏晋、隋唐、宋元、明清不断发展，中医药理论体系及其

独特的医学模式在日益完善成熟过程中，作为九州一方，上海元素也必然会渗入其里。《史略》中

还从文化和医药的视野剖析了上海中医药与吴越文化的密切联系，以及鸦片战争前申城医事中

折射的医技高超、医德流芳的光彩。这些长期积淀所形成的城市记忆和民间信仰勾勒了上海地

域中医药发展的早期脉络。虽然限于篇幅只能“大略”记叙，但是能够让今人从城市的沿革、文

化的演变及其业态的传承加深认识，增强人们对事业的自信。作为一本史书，这正是该书重大的

贡献之一。

自南宋咸淳元年始设上海镇。元代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升格为上海县制，迄今已有700余

载，上海中医药事业以民为本，适应地域大众的基本健康需求，孕育了业态最早的雏形，随着社会

经济的发展，苗木成林，日渐繁茂，尤其1849年后，上海成为通商口岸，现代都市的面貌快速形成。

《史略》以“开埠篇”和“变革篇”全面而又概要地记述了历经数百年演变后上海的中医药事业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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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人才荟萃、药铺林立、名家辈出的盛况，成为全国的高地，彰显着海派中医特征。《史略》在研

究了众多史实的基础上，力求揭示这种特征形成的历史内在规律。由此亦可看出《史略》在“溯源

篇”陈述吴越文化与上海同根同源之原委。南宋以后中原文化南移，由此北方较为发达的中医药

理论与经验也随之向江南传播，吴越成为重要的首先接纳承载之地。吴文化原本即已蕴藏着丰富

的中原文化基因，历经千年嬗变形成“德治为本，开放纳善，刚勇尚武，灵活机智，善于谋略”等地

域文化特点。上海与吴文化的联系历史悠久，“申”之别称便是先民们为后世留下的永远难以忘却

的印记。明清以后运河水运式微，日趋东移，海运兴起，推动着上海与外界的广泛联系，也必然较

早地接纳了吴文化的辐射，海派中医之“海纳百川、和而不同、革故鼎新、止于至善”等特征，与此

有着不可割断的历史氤氲。

海派中医不是一个抽象的文化符号或是一个杂处的从业群体，而是以几代医家凝聚塑造的海

派中医精神为指导，迎接挑战，敢为人先，与时俱进，“不为圣贤，便为禽兽，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在锲而不舍中，以其医道高明、医术精湛、群贤毕至而问鼎全国，为世人瞩目。医为仁术，济世救

民，在历史的沧桑中，无论时疫流行，抗日图存，上海中医药界总是不畏艰难，铁肩道义，抗争沙场，

弘扬了民族之魂的医家风范。在中西文化碰撞和民国政府推行废止中医的政策打压下，上海的中

医药界以民族自信和自强精神百折不挠，机智谋略，坚持守望，不辱使命，让五千年中华文明基因

依然得以保留传承，俨然是我国中医药事业的中流砥柱。李白《行路难》诗曰“金樽清酒斗十千，

玉盘珍羞直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

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

海。”李白的这首诗传达了在艰难中的奋进精神，在挫折中的浪漫情怀，在期待中的自信自强。这

些不啻是对当时上海中医药界群体的写照。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1949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了！随着时代的变迁，在党的中医政策的光辉照耀下，枯木逢春，上海中医药事业终

于迎来众人期盼的春天。《史略》以“曙光篇”及“振兴篇”记述了20世纪50年代的曙光初照，蓬

勃生机；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改革开放振兴发展；其中也穿插了复兴初期和“文革”期间的诸多

曲折乃至破坏，给世人留下了不可忽视的教训。总体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来，上海

始终坚持继承创新、现代化、国际化的轨迹奋力前行，遵循以完整的中医理论体系和丰富的临证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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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为继承主体，以弘扬传统文化和积极吸收运用现代科学（包括医学）为两翼，推动中医药事业在

新时代的腾飞，衷中参西，继承不泥古，创新不离宗。上海的中医界以历史的责任和时代的使命为

己任，在多方面推动上海的中医药事业从民间执业走上国家平台，从流派传承融入学科建设，从师

徒传授构建具有中医药继承鲜明特色的完整高等中医教育体系，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今天的现实

是历史的某种延续和必然，上海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始终以上海地域文化为底蕴，海派中医的特质

和精髓也始终是今天事业发展不可或缺的潜力。《史略》详尽地记述了上海中医药事业通过60多

年的发展演变，坚持以机构建设为基础，人才培养为关键，学术发展为生命，科学管理为保证。在

创建中华牌、上海队的过程中，排忧解难，排除干扰，积累了医疗、教学、科研和管理等多方面的丰

硕成果，突显了改革开放的思路，不仅构建了完整中医药体系，满足了社会日益增长的对中医药服

务的需求，并且通过各类学术交流和对外服务贸易等多种形式实现中医药走向世界的步伐加大加

快。一个具有时代特征、上海特色、中医药特点的充满生机的中医药阵容为上海作为亚洲医学中

心增添了实力和光彩。

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历史始终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杰出代表，它是打开中华优秀文化大门的一把金钥匙。上海的中医药事业是

我国中医药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认真整理上海中医药发展史料，研究其内在规律，总结经验和

教训，不仅可以为世人留下一份宝贵文化遗产，也必然可以对当下和今后的事业发展提供有益的

借鉴，增强丰富多彩的城市记忆，无疑是一份巨大的财富。

《史略》一书在季伟苹主编的主持下，作者诸君不辞辛劳，爬罗剔抉，刮垢磨光，条分缕析。

全书突显系统性、整体性、科学性，系统搜集了自上古迄今有关上海中医学发展各个时期的史料，

运用整体观将中医药放在上海各个时期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中评析，以史实为依据剖解内涵及规

律。《史略》虽以“略”自谦，实是一部不可多得，具有填补空白价值的史书。为上海中医药事业

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功莫大焉。《史略》既是一部史书，也是一部教科书。作为史书它让读者留下

了上海中医药事业涉经千年的历史记忆；作为教科书，它让我们中医人懂得勿忘历史，今天的中

医胜景来之不易。昔刘邦《大风歌》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

方！”我们应该敢于担当，肩负起责任和使命继续前进！继承创新是永恒的主题，需要智慧和勇

气。宋代潘阆《酒泉子·长忆观潮》词曰：“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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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声中。弄涛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尚心寒。”我们也唯有这种

“勇立潮头，敢于拼搏”的创新精神，做新时代的弄潮儿，才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创造21世纪

中医药事业新的辉煌！

余有缘拜读书稿，获益良多，不胜荣幸，谨此握管濡毫，略叙一二，以志铭感。

                                                                                                      施  杞

                                                                                                      识于上海中医药大学

                                                                                                      丁酉年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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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医，尤其在近代，在中国中医发展史上占据首要地

位，有说法称“近代中医看上海”，道出了上海中医地位的特殊

性。然而，到今天为止，尽管《中国医学通史》《百年中医史》等

鸿篇巨著已经问世，但还没有一部专门系统叙述上海中医发展

历史的专著出版，这不能不说是上海中医的一大缺憾。

开展医史文献研究是上海市中医文献馆的使命所在。作为

全国创建最早的中医科研单位之一，又是目前唯一以馆员制立

馆的中医文献研究机构，上海市中医文献馆历经60年的发展历

程，既有丰厚的文化积淀，又有成熟的研究条件。当前撰写《上

海中医药发展史略》这本史学专著可以说是具备了天时、地利、

人和的有利条件。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越来越强调中医药在医疗保健中的

重要作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及其提升中国原创品

牌在世界影响力中的优势所在，不断出台支持和发展中医的政

策，中医药“一带一路”成为国家发展战略。探索中医药发展

规律、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成为共识。上海市中医文献馆作为

文献研究的专业科研单位，开展海派中医史和文献研究义不容

辞。在2013年9月我出任上海市中医文献馆馆长后，即组织业

务人员，在编撰上海市中医文献馆馆史的同时，着手撰写海派

中医发展史，并恢复成立中医药文献研究室承担此项任务。此

为“天时”。

前  言



医史研究一直是文献馆的学术研究方向之一。1956年建馆之初，上海市中医文献馆曾自行编

印出版了《中国历代医史》一书，还编写了《近代上海中医进展简辑》（上下册），可惜未予印制出

版。1981年复馆后，上海市中医文献馆又相继编写了《中国针刺麻醉发展史》《医林春秋——上海

中医中西医结合发展史》《上海中国医学院院史》《名医摇篮——上海中医学院（上海中医专门学

校）校史》《杏苑鹤鸣——上海新中国医学院院史》等史学著作，医史研究从未中断，为今天《上海

中医药发展史略》的编写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其次，上海市中医文献馆是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

委员会直属单位，具有立足于全市的优势，开展海派中医发展史研究既是其分内之事，也是能够胜

任并做好此项工作的不二之选。此为“地利”。

上海市中医文献馆是以馆员制立馆的科研机构，汇聚了大批上海市名老中医。现任馆员大多

是当今上海中医界不同领域的名医大家和领军人物，更有医史文献领域的大家。在本书编撰成稿

过程中，馆员专家如施杞教授、严世芸教授、段逸山教授、王翘楚教授等给予我们大力支持，并提出

许多建设性意见和建议，为本书的编撰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和坚强后盾。此为“人和”。

本书的一个重要写作特点是以文化、教育、医疗机构、学术发展等为主线进行叙述，尤其突出

了海派中医文化这条主线，这也是本书写作上不同于其他的一个特色。中医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既

是技术性的医疗行为，更是富含哲学、融合多家思想的一种文化体现，所以研究上海中医必须探究

海派中医文化。海派中医文化是在中医文化的框架内，在上海特殊的地域、气候、社会、文化环境

等背景下所形成的具有海派特征的中医文化，是在不断融合多种文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吸纳、

包容和创新特质的独特文化，是主导上海中医不断发展、兴盛、创新的内在因素。本书在探索、追

寻海派中医文化根源的基础上，也把这一主线贯穿于全书之中：“溯源篇”阐述作为上海中医文化

源头的“崧泽文化”和“吴越文化”特点，探索其与海派中医文化的形成和上海中医发展之间的内

在联系。在其后的几大篇章中，把海派中医“开放、多元、扬弃、创新”的文化特质体现在具体内容

和事件的叙述当中。当然，除海派中医文化这条主线外，教育、医疗机构、学术发展是体现上海中

医发展的实质性内容，每一发展阶段都有不同表现，因此，也是贯穿全书并具体展示的主线。

海派中医文化成就了海派中医“敢为人先，勇于担当”的领袖气质，尤其是近代以来的上海中

医，体现出了大医精神和引领特质，在探索中医发展前途上，在拯救中医于危急关头的重大事件面

前都表现得尤为突出。如，在寻求中医革新之路、中西医汇通中的积极探索；在“三一七”抗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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