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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12 月 19 日是中国中医研究院建院二十周年纪念日，这二

是中墨界功一件大事，我在示热烈苟耗贺。

院反前，编写《中国中医研究院院支》均月志要我写个序

言。结写院史是一件有意义的事，由于我曾在中星研究院工作多

年，所以只好乐于从命。

-我圈是历史悠久的医家，中运药学是我吕医疗卫生事业辟1主

具的特点和优势，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党和离家历

来十分关部和重视宁匡工作。宁属中医研完 i完就是在党中央和毛，

主窍手老一辈革命家的主接关怀下创建起来的。建院砖，周总理

是坷: "发扬祖国 E药遗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成务。'二十年来，

中国中医研究在从小到大，在继承发扬中莲药学的工作中，取得了

豆若均成绩，和步发展式为学科比较齐全，技术力量比较雄厚和

具有现代化仪器装各的全国中 E药研究中心，受到了自内外的瞩

目。这些或绪的取得，是同全民罗、工辛勤劳动，特码是广大科技

人员忠诚于党的中医事业，发扬开搓、献身精神分不开的，这

些，我们是不能忘怀的。

中国中医研究院的二十年，道路是不乎坦的。既有项科发展的

时期，毡，有艰难挫折的时期，但累了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我

们必统认真地和戎总结，为今后的发展提供借鉴。

我们必绕充分地看到，中E亨业的发展，向党和国家的妥求

差距还是很大的，远远远不能满足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健康的需

要.我们必须很好地贯彻一九八五年六月中央书记处关于宁星工

作的趋示精神，要龙中屋和西医摆在同等重-雯的地位，促选中医药



亨业均发展。中垦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函向未来。当前，科学

技术写新月异地发展，这就要求我衍的中医工作有新的追求，新

的突破，新的进展，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伟大祖嚣的各项

建设亨业都在迅速前进，中草药学术领域展现了无 flt 广坷的前

景。让我们理结一致，窍心窍德，坚韧不挠，为振兴中莲、发展

中罩，为人类的健康作出更大贡献。



第一章.创业时卖声

(1954年-1959年〉

第一节 建院的历史背景

中国医药学有悠久的历史，是我国人民几千年来同疾满作斗

争的智慧结晶，为中华民族的繁街昌盛和国际医学交流ft出了在

大的贡献。

一八四0年以来，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我国沦入了半封

建半殖民边社会。旧政府对中医药采取了民族虚无主义态度，旱

在一九一四年北洋军阀政府就主张襄弃中医药。一九二九年国民

党政府曾通过了"废止旧军"的提案，采取消灭中医药的政策。

从此中医药学处于奄奄一息传境地。

新中国成立后，中医药事业得到了新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

高度重视@一九五0年，毛主席为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题需俨团

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

开展伟大陆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这次会议把在团结中西臣"

定为卫生工作的重要方针之一。为了彻底纠正旧社会遗留下来的

轻挠、歧视1 排斥中嚣的思想，发展我国独特的传统医学体系，

一九五四年六月，毛主席指示s 邱吉口时或立中医研究机构，罗致好

的中医进行研究，摄好的西医学习中医，共同参加研究工作。纱七

月，刘少奇同志向文教、卫生等部委传达了毛主席对中医工作的揭
示，其中提到要成立较高级的研究机椅，路应号召有名的中医参

加外，有技术的西运也应吸收参加进去。

中央文委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由中宣部、中央文委
租卫生部组成了中军问题工作组，对中医的基本情况和主要问题

进行了较深入的调查研究，向中央提出了《关于改进中医工作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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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报告》。在改进措施里，把成立中运研究院律为一项关键措施，

认为中医研究院的主要任务是"由中西医合作，对中医中药知识

和中医 i民床经验进行系统的整理牵挂研究，同时负责搜集和整理中

医中药书籍〈包挺民间秘方单方) J 并为医学院校培养讲授中医

课程的挥资和编寨教材。"同年十一月中央批准这一报告。中央

卫生部根据这一批示，开始了筹建中医研究院的工作。

在中医研究院筹备赴正式成立前后， (<人民 B报P 先后发表

了两霹有关社论，党中央领导同志又散了一些具体指示，为中医

研究院的筹建指明了方向。

中国中医研究院的前身一一中医研究院建院以来，基本上就

是遵黑党中央房指示的方向进行工作的。

第二节筹建经过

中医研究院筹备处在一九五四年十月正式成立，由鲁之镜、

朱瑾、何高民负责。在卫生部的领导和支持下，从一九五四年十

月到一九五五年内，筹备处先后接收了原卫生部直属的针灸疗法

实验所、北京中军进修学校、中央卫生研究院.中国医药研究所、

华北中医研究所、重庆市立第七医院外科痒蜜小组以及尚在筹备

中的华北人民医院筹备处。与此同时，又从全国各地调进一挺著

名中医和西霞，做为研究院的基本骨干力量，其中有四川的蒲辅

屑、冉雪蜂、桂自皖、王朴读、王文鼎、叶心请，湖南的郑守谦、

徐季合，江西的赵惕蒙，江苏的钱倡撞、葛云榕、金昭文、沈仲

圭，浙江的韦文贵，挟西的黄竹斋，湖北的杨裙千、黄坚白，上

海的唐亮臣、姓和清、时逸人;余无言、朱仁康等，另外，原接

收单位还有名中军岳美中毛赵锡武、朱主要、高凤娟、李振三、于

道济、陈镇吾、王易门、-赵心液、郑毓琳、段穰亭，中药学家赵

孀黄，医史学家陈邦贤、龙佑墨等。一时国内中医药界之精梓云

集研究院。建院同时， '全国第一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1班开」

学，从全国词来七十六名有经验的西医参加了学习，这在我国历

.史上是一个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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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建院及机构变迁

经过一年多的我极筹备，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九日，中医研

究院正式成立。隆重的建院典礼在北京广安门内北线阁举行。中

央党政领导徐特立、谢党哉、李济深、习仲励等到会祝贺，有的

讲了话。周总理为中医研究院的成立亲笔题词: "发扬袒国医药

遗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纱上级任命鲁之俊为中医研究院黠

长，朱瑾、 Eii骂芝为副院长，彭泽民为名誉院长，萧龙友为名誉

副院长。后又增补薛和防为副院长斗，鲁之鱼为党总支书记。<<人

民自援芳和《健康报》为此都发表了社论，表示担贺。

建院之初，全院职工为424人。业务单位有z 内科研究所、开

科研究历、针灸研究所、中药研究所、医史研究室、编审室、图

书室和正在筹建中的前属医院等。一九五六年，又设立中医教材

编辑委员会。周年，设在西亮的附属医院开设50张病床，接收住

院费人。一九五九年，接管《中医杂志异，成立中医杂志编辑

部。由于科研力量不足，一九五七年，又将内科、外科两个研究

所合并为内外科研究窍。
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中医研究院在这一时期经历了曲折和

变迁。一九五七年的整凤和反右，一九五八年的红专大辩论，按

"自旗纱、插红旗运动和全民炼钢运动，一九五九年的反右额

运动等一系列必左"的做法，干扰了各项业务工作，影端

了中医研究院的全面发展。对知识分子过 G左"的批判，把学术

问题混需成政治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科研人员的积极佳。

一九五八年，成立i民时党委会，领导整凤和红专大辩论运动，对

抗梅、设备、人员做了不给当的调整。本来，中医研究院前仪器

设备就很有攘，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祖国医药学才剧瞬开了个

头，有不少设备就被 a调整"了出去。

一九五八年冬，辑时党委会撤销，正式成立中医研究院党委

会，上级任命鲁之俊为代理党委书记，李挺为副书记兼副院长，吕

洞芝、薛和防调离。一九五九年春，任命李敏雄为党委书记。各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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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逐渐走上正常轨道。一九五八年秩，研究院第一届西医离职学习

中医在结业后，卫生部党组向党中央提交了《关于西医学习中医

富职班情况成绩和经验给中央的报告》。毛主席在十月十一目的提

示中指出: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捕民

提高。"强谓"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党中央的正确指

示，为中医研究挠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一九五九年秋，院党委对

全院医疗、科研和教学工律进行了满查研究，总结了经费，提出

了"五结合"的原则， llP: 中臣和西医相结合、理诠和实际相结

合、本皖研究工作和全国研究工作梧结合、中医和中药相结合、

专科浩疗和综合治疗相结合。这些经验总结，对于研究院以后的

工作起到了便进作用。

第四节 医疗、科研和教学工作

创业时期，尽管有些曲折， f旦由于中央领导的重视和广大职

工的努力，医疗、科研和教学等各项工作仍然取得了成绩。

〈一〉医疗工作z 广泛开展了大小方踪、针灸、正膏、按摩

等的门诊医疗，并重点治疗观察一些疑难重症，如肝病、肾病、

放射线病、经带病、流行性乙望脑炎、JjI蜜、骨结核、盆蹬炎、

讲瘤等。仅以一九五九年一年为例，就治疗288， 780人次，外宾和

高干病人达7， 000余人次。此外，还派出远疗JR到浙江嘉兴地区

开展血吸虫病防治工作。

〈二〉科学研究z 在一九五九年庆祝建国十周年之际，中医

研究院出版了《建国十周年中医研究院学术论文选集>) ，刊登了

二十三篇论文，首次检阅了研究院在研究工作方面的成就。

在基础理论方面，有"400销肆搏图的临床分析"，用自部电

寸关尺踪插器对四百个病例的十五种踪捧圈进行了摇记、分析和

讨论，裙步探讨了其特点和规律。在针事j理论方面，探讨了当针

刺不同的经络的穴位时对心脏功能活动、心电图、黯电理波、呼

吸以及皮肤电反射的影响等等。

在临床研究方面，报告了用中军治疗门静肆性好硬化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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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重症肺炎、中毒性病疾、腥石、血栓部塞性廊管炎、崩
漏、原发佳视禅经萎缩等，针京自治疗急性揭尾炎、高血压，正骨

手法治疗挠骨远端骨折、 JM关节萎缩，还有气功疗法、中药汤剂
研究、金钱草综合研究、甘遂翻越毒性及泄下作用比较、民间药

调查等等。这些是中医研究院建挠四年的初次经验总结，表明在

科研工作方面己经开始迈出第一步。

〈三〉教学工作z 到一九五八年，历有中、老年中医都安

排有徒弟，随师!陆诊，抄方记录。门诊之余，由老!1lP讲授经验，

指导整理，进任总结。

‘在教材编辑委员会的组织下，绩裹了中国医学史、内科、外

科等九持中罢教材，发行窍全自有关单位试用，对普及和培养中

医人才，起到了一定的作窍。

建院时开班的第一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子一九五八年

七月三司结业，罔年，第二窟西罢寓职学习中医班开学，为继承

发扬祖国医药学准备了骨干力量。

第五节 外事活动

为了扩大祖国医学在世界上的影哨，这一段段开始了与国外

的学术交流，主要是为帮助→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医生，包捂在京

的许多苏联专家，学习针灸。一九五六年，根据中赤科技合作

第三届会议的决定，我院按照卫生部的指示，接待了苏联保健部

派来的以德椅琴斯卡撞教授为苦的三人针灸考察小组。该小组在

朱磋商院长指导下，学习了我国针灸学术，并通过植床实习治疗

于各种疾病患者68名。国国后成为在苏联传播针灸的骨干。草草鲜

政清也在一九五六年八月探出四人考察团来我提考察内科、针

灸、中药和医学史的情况，由于院方的重视，有专业小组负责辅

导，考察团也较好地完成了任务。越南也在此期闰波医务人员来

我院学习考察了中医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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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调整时期

(1960年-1963年 6 月〉

第一节 札构、人员和任务的调整

万事开头难。中医研究挠经过四年左右的创业时期，马经有

了一定的基础。但是，由于创业时期连续不新的各种政治运动，

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中医研究院正常秩序，挫伤了于部租科学技

术人员的职极性。因此，告一九六0年以后，根据中央提出的资:

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着重以调整为中心，开展工作。

在基地方面，广安门设有门诊部和科研办公大楼，包括院部在rt关

和直属研究室、内外科研究所等。西苑医院也增加了病床数。

一九六0年一月二十三 S ，召开了全院第一届党员大会。车

敏樵民志作了《关于1959年工作情况暨为争取一九六0年更大跃

进而奋斗》的党委工作报告，全哥总结了一九五九年的工作，提

出了各项研究工作任务，并提出进一步撤起学习祖国医学的热

潮，挖握潜力，大搞技术革新和胁作等要求。

{九六0年，中医研究院领导成员二在原有的基础上增补戴

谦为副院长，朱瑾调离。同年冬季，卫生部准备将中医研究院与二

北京中医学院合并，上级任命王发武为统一两院的党委书记，车

敏檐仍为中军研究院党委书记。但由于两院任务不坷，未能实王军

合并。一九六三年春，任命院长鲁之俊兼党委副书记。之后，王

发武、车敏捷调离。

-九六二年，在东直门内，新建大楼，将院部抗关、中药研

究所、军史研究室、文献资料研究室、中医杂志编辑部迂入新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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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如强临床医疗及科研，克摄单纯辛 n 诊选好研究的缺

点，在一九六三年上半年进行了内部调整，由西苑运院揭拨了九

-十张病床，在广安门提址开设了住院部，成立广安门医院，加强

了临床治疗及研究工作的开展。这样，全院就有了三个部分，

军队东直门院部及一些研究庚、室F 广安门医院以外科、眼科、

王骨、痒菇、针灸为重点，设立外科研究所、针灸研究历z 西苑

医院以内科、妇科、 JL科等为重点，设立内科研究所。两个军院

共有病床200张。

这个时期中医研究院的职工队茧，经过一九五八年，尤其是

一九六0年以来的于部下敖，总共下放了256人，其中主要是技术

人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央各部门下放干部是必要的，但

在卫生部的直露单位里，中医研究院是一个有待发展的单位，下

放比例过大，造成了技术队恒镜减。后来，虽然又黯续补充了一

部分人员， {ß己损伤了元气。

一九六一年冬，中医研究院总结了建院以来的各项工作和历

次政治运动的经验教说，提出了今后任务和措施，明确了一些政

策i可题，指出必须划清学术问题和两条路线坷题的界线，必须认

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双百方针和知识分子政策，从而澄清了一

些认识上的混乱，调动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

ι九六二年，中医研究院实行党委领导下的以院长为苦的院

务委员会负责制，成立了院务委员会。到一九六二年底，报据

《科研十四条}} ，对全院28个研究室和医疗科室实行了五定，

即z 定方向、定任务、定人员、定设备、定制度，并采取切实措

撞，保证每周六分之五的科研、医疗、教学等工作活动时词。

一九六三年三月，中医研究院召开了第二届党员代表大会，

自丰敏樵同志作了党委工作报告，总结了一九六0年一月第一窟

党员大会以来的全皖工作，最i订了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七二年的

十年发展规划。棍据建院以来七年多的经验，明确提出: "继

承和发揭是对立的统一，密切不可分割"， "必须利用现代科学

‘方法研究祖国医学"， "必须提据祖国医学民特点安排研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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