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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事

今年是中国中医研究院建院四十周年。四十年来，在党中央、

国务院和老一辈革命家的亲切关怀下，中国中医研究院由小到大，

融科、医、教为一体，逐步发展成为学科齐全，技术力量雄厚，仪器

设备先进的国家中医药科学研究中心。

． 1954年6月，毛主席发出号召：“要即时成立中医研究机构，

罗致好的中医进行研究。”根据毛主席的指示，1954年10月正式

成立中医研究院筹备处，首先博求人才，从全国各地调进25位名

老中医和由76位西医参加的首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加上

原接收单位人员，一时群贤毕至，少长成集，为中医研究院的创建

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1955年12月19日中医研究院

宣告成立，中央党政领导参加庆典并讲话，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还亲

笔题辞：“发扬祖国医药遗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对中医研究

院寄予了无限希望。

中医研究院的成立标志着党和国家对祖国传统医学文化的重

视。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截至1994年底，我院共有正式职工3818

人，其中科技人员3041人。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723人，中级技术

职称的899人，初级职称的1419人。随着党的中医政策的不断贯

彻落实，极大地调动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涌现出一大批勤奋耕

耘，无私奉献，忘我工作，获得显著成绩的科研、医疗、教育工作者。

他们依靠科技进步，发挥特色医疗，着重培养人才。他们当中有荣

获世界文化理事会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奖状的专家I有

研究出“全国十大科技成就”之一的抗疟新药——双氢青蒿素及双

氢青蒿素片剂的专家；有获卫生部甲级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



南斯拉夫国际博览会金奖和比利时国际博览会金奖、骑士勋章的

“消痔灵注射液及其注射方法治疗晚期(I期)内痔、混合痔”的专

家；有获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发明奖”、卫生

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奖的

“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生物力学基础研究”、“小夹板固定治疗骨折

生物力学研究”、“四种方法对免胫腓骨骨折生物适应性研究”的专

家；有为毛泽东等国内外领导人做过内眼手术，获1978年全国科

学大会奖的“自内障针拨套出术”的专家；有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

奖、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一等奖的“树皮年轮的研究及其在

中药方面的应用”的青年专家；有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一

等奖的“循径感传和可见经络现象的研究”与“经穴部位标准化的

研究”的专家；有在中药品种整理方面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的“常用中药材品种整理和质量研究”及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

进步一等奖的“中药品种理论研究”的专家；有为全院培养了一大

批高层次人才——博士生、研究生的导师及名老中医师带徒导师：

还有为中医研究院的建立和发展做出贡献的历届院领导⋯⋯真可

谓“功以才成，业由才广”。在这批学科带头人的率领下，我院自

1985年以来，共获得院级以上科研成果331项。其中院级成果242

项，部(局)级成果80项，建院以来获国家级成果共80项。

“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在中国中医研究院院庆

四十周年之际，我们编辑了《中国中医研究院人物志》(第一辑)，其

目的是要继承老一辈中医药工作者严谨的学风，精湛的医术，卓越

的疗效，高尚的医德．以促进我们的工作．完成历史赋予的重任，贯

彻科技兴国的战略大计，振兴中医!让中医药走向世界，为人类的

健康做出贡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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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2俊
鲁之俊．男，1911年出生于旺西黎川i

早年攻读现代医学，】913年以优秀的成绩

毕业于北平陆军军医学校，后又就学于译

述讲习所学德疆，一年后毕业，先后在广

西、广东军医院和重伤医院任外科医师、助

教兼黼译。1938年夏，他放弃了去德国留

学的机会，不怕艰难困苦，毅然去桂林八路

军力萼处，由李克农同志介绍参加革命。途
经重庆、西安，于1939年1月初到达延安。

到达延安后．他立即投身于延安军民

之医疗保健和卫生行政建设工作。他的工作积扳热情，认真负责，

以临床疗效明显而著称。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富具张

对驿卫生学校教员、八路军军医院医务主任、院长、白求愚国际和

平医院院长兼外科主任、中国医科大学(延安)外科教员、军委卫生

部副部长、联防卫生部副部长。在解放战争中，他随军征战，先后任

晋冀售豫军区卫生部第一副部长、中原野战军卫生部副部长、第二

野战军卫生部副部长、瑶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副部长，重庆军管会

卫生部部长等职。

在延安时期，他已经是一位著名的西医外科专家，不但享有盛

誉，其技术逐得到了中央和边区各级领导的赞赏。1940年他听到

、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医科大学强调要团结中医，发挥中医作甩的讲

话，特别是1944年毛泽东弼志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大会上，以

“文化工作中的纱一战线”为题发表演说时，进一步号召各级领导

与中西医药卫生人员，要为改善人民健康而互裙学习，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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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他心潮起伏，为了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加强中西医的团结合

作，更好地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进一步提高医疗质量，作

为一名医术高超、享誉医林的西医外科专家，他终于下决心要向中

医学习，提高为人民服务的能力。他虚心向著名中医针灸专家任作

田老先生学习针灸理论和技术，边学习理论、边随任老先生临诊，

进行实际操作。学成后，他回到国际和平医院迅速开展了针灸的临

床和研究工作，针灸的极大疗效，给了他无比的欢欣和信心。1945

年6月26日，他应《解放日报》之邀，以“针灸治疗的初步研究”为

题，作了专题介绍。同时报社还发表了署名评论，指出西医学习中

医“是一个重要的或就”，“要求西医今后更多地研究中医的治疗经

验”，陕甘宁边区政府表彰了任作田与鲁之俊团结中西医的成绩，

并授予他特等模范奖。这就为各革命根据地发挥中医作用，西医学

习和总结推广中医经验，起到了推动作用。数十年的实践证明，这

是一次符合科学发展规律的实践，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成功和胜

利促使他终于选择了为革命、为人民的健康而研究推广针灸疗法

的道路，从而对中医有了新的认识。

1947年7月，中央军委命令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为了适应

部队轻装要求，他利用学习掌握的针灸疗法，首先从训练纵队医生

掌握针灸治疗常见病的技术作起，层层负责培训旅、团、连的医务

主任、卫生队长和卫生员，使针灸治疗一般常见病的技术很快在部

队得到普及。在部队行军打仗和迅速扑灭某些时令病，提高部队战

斗力，密切军民关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二野的成功经验，很

快在三野、四野得到推广。他们翻印鲁之俊编写的《针灸讲义》，举

办了针灸学习班，推广他的经验，这在部队卫生建设上同洋发挥了

重要作用。建国后，为了进一步使针灸学为全国人民的保健服务，

1950年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朱总司令指出：要团结中西医，要

向鲁之俊学习。这对他是个鼓励和鞭策。+为此，他进一步总结了自

己研究针灸的经验，充实讲义，将讲义改名为《新编针灸学》，交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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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出版社出版，并多次翻印。刘伯承同志为该书题词：“以现代科

学的方法整理中国医学乃为必要之图，鲁之俊同志在延安研究针

灸学，以批判的态度接受其合理部分，试用之有效，旋于中原进军

时，治愈军民不少，今复编而为书，亦扩展研究之肇始也。”邓小平

同志为该书题词：“把我们国家许多科学遗产，，加以批判地接收和

整理，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催学习研究针灸的成绩，也进一步

提高了他对中医学的认识。他还经常向当地中医求教，并学习用中

医方法治病，取得了良好的疗效。并在同事们的鼓舞下j在中央领
、

导的关怀下，逐步树立了献身于继承发扬中医事业的壮志。

、 建国后，他在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副部长、西南行政委员

会卫生局局长期间，正确地贯彻了中央关于团结中西医、中西医结

合的方针和政策，在调动中医积极性方面，在发展重庆市、四川及

云、贵中医事业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他认为发展人民卫生保

健事业，必须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做好继承发扬中国传统医药

的工作。十多年的针灸研究及初步临床实践，使他确认中国的传统

医药是一个取之不尽的宝库。1954年6月，毛泽东同志发出关于：

“且_时成立中医研究机构，罗致好的中医进行研究，派好的西医学

习中医，共同参加研究工作”的指示。同时周恩来总理也指示：要发

扬祖国医学遗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进一步激发了他的信一己、和

决心，他出于对中医事业的满腔热情，主动要求承担了中医研究院

的筹建工作。中医研究院于1955年12月19日正式成立，他被任

命为院长兼党委书记、卫生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兼中医药组

组长。他奉命参与制订了我国第一个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为

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发展作出过宝贵的贡献。他参加过广泛的社会

活动，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医科大学授予他

为名誉教授。七十年代初，他还兼任北京中医学院院长、党委书记。

由于旧中国对中医采取轻视、歧视、排斥的政策，新中国的中

医工作刚刚起步，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可以借鉴。在他出任中医研究

3



院院长前后，很多人对此项工作缺乏理解，对他勤奋工作、正确贯

彻中医政策也产生不少误解。有人批评他是“民族虚无主义”，还有

人批评他是“复古主义”，还有人批判他是“唯条件论”。面临这两种

绝然相反的批评和不符合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的批判，面对着工作

中的困难与压力，他以一个共产党人宽广无私的胸怀和坚定无畏

的意志，出于对党和人民卫生事业的一片忠诚，对祖国传统医学文

化的无比热爱，置个人的名利恩怨于不顾。他在实践中学习与摸

索，一心扑在新中国的中医发展工作上。他坚持党的原则，坚持继

承发展中医与中西医结合的方针。一方面通过卫生部从全国各地

调来有经验、有声望的名老中医，放手让他们开展工作，并为他们

配备助手，帮助他们总结、发展丰富的实践经验，同时用现代科学

的方法进行研究。另一方面，又从全国各地抽调有志于中医事业而

又具有一定科研能力的年轻西医师来京学习中医，从事中医的科

研工作。并先后举办了三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其中多数学员

都已成为后来的学科带头人。在工作中，他虚怀若谷，严以律己，宽

以待人，坚持团结中西医，和西医学习中医及相关的科技人员共同

致力于振兴中医的事业。实践证明，他的工作是有成效的。在其任

职期间，中医研究院在党中央的领导和关怀下，以及科研人员的努

力下，无论在中西医团结合作的科学研究工作，西医学习中医，科

研人员的培养以及教材编写方面，还是在老中医经验总结，中医临

床疗效提高，科研成果，古医籍的整理研究，科研新项目的开展，新

技术的采用，国内外学术交流以及中医书籍之收藏，机构发展等方

面都不断取得新的成绩，为中医药学走向世界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

他的工作受到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充分肯定。1956年，毛主席

和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在中南海接见农医两科十二年科学规划的一

代表时，毛主席亲切地握着鲁之俊的手问：“你还在中医研究院工：

作?很好!”他忙回答：“是这样，祝主席身体健康。”1972年春，国家1_

科委召开中西医结合会议，周总理出席会议，见到他时，同样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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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握着他的手说：“你再工作十年，还不到我现在的年纪，要为中医

工作铺好路。?中央领导的话，给他以极大的鼓舞。

1978年，他虽被调到中华医学会任副会长，但仍念念不忘中

医研究院事业的发展和建设。为了改变针灸科技人才奇缺和素质

不高的．状况，他继续发起并致力于创建北京针灸骨伤学院，以培养

高层次、外向型的针灸人才。他向有关领导部门进行着不倦的争

取，经过努力，北京针灸骨伤学院终于在1986年正式成立并招生。

'1984年落实党的政策，他高兴地回到中国中医研究院，并担任了

名誉院长。在此期间，他为筹建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使针灸医学

走向世界，进行过不懈的努力。先后被推选为中国针灸学会会长、

名誉会长、世界针联筹委会执行主席、世界针联终身名誉主席，他

更加不遗余力地为发展中医药事业奔走操劳。他为人忠厚，从不计

较个人得失，当他受到了委屈和伤害时，从不向组织申诉和他人诉

说。他常讲，只有为党、为人民勤奋工作的义务，没有向党和人民要

这、要那的权利。在他任院长期间，很少有机会到国内兄弟单位调

查研究和赴国外有关机构考察访问。当他退居二线后，他一边到各

地参加学术活动，进行调查研究，一边通过外出访问等了解国外的

中医、中药、针灸研究状况。他念念不忘中医事业发展的现状与前

景，关注着中医药人才的培养，关注着中西医结合科研水平的提

高，关注着中医药学在国外的推广与发展。他虽然已八十多岁高龄

了，依然壮心不已。他更加期待着中医学在获得许许多多的科技成

果基础上，能在探索防治艾滋病、攻克肿瘤与心脑血管疾病等方面

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真可谓“老骥伏枥，壮心不已”。

(李经纬文 袁 君 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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