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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为校庆40周年题词

绂展中医安约厉人民健康服穆

多矽彳，伊浑／元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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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总理李鹏为校庆40周年题词

遂纪柘参羞人彳为人反谴廉般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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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为校庆40周年题词

擞岳卞匡药玄了业为科放兴固卟出贡

匙蹭j海卞陲为土学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名誉校长吴阶平为校庆40周年题词

规贫上洛中医药大擎连

捩四’I田羊

勤奋仁爱求实纠新为办成世界著名中医药大誓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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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 信

上海中医药大学：

值你校建校4 0周年校庆之际，谨向你们致以最热烈

的祝贺。

上海中医药大学是我国首批创建的四所中医药院倥之

一。4 0年来．你}之广大教职员工在党的教育方针指引下

克服重重困难．团结奋斗、艰苦创业、辛勤耕耘．经过几

代人的不懈努力．培养了大批优秀的高等中医药人才．为

我国现代化高等中医药教育事业基础的奠定、为中华民族

传统医学的弘扬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十一届三中全

会后．你校抓住机遇、开拓进取，加速j学校的建设和发

展．在教学、科研和医疗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已

成为我国中医药教学、科研和医疗的重要基地。

当前．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处在新

的发展时期，希望你校认真总结办学经验．立足人才培养

薹鸶釜主岛霉羹凳妻薹寰言薏illl；i誊誊益·为我国中医药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做出嚼鼬蔡辩挚?＼

国察教育凄贯台
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国家教委给校庆40周年的贺信



贺 信

上海中医药大学：

值此你校建校4 0周年之际，谨向你们致以衷心的祝贺

4 0年来，你校坚持振兴和发展祖国传统医学的方向，

在中医教育、医疗、科研等方面悉心探索，大胆实践，为

培养中医人才、发展上海的中医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希望你们继续以弘扬祖国传统医学为己任，在挖掘整

理传统中医的同时，敢于攻关，勇于创新，力争多出成果，

多出人才，办好大学，为繁荣上海的医药卫生事业作出新

的贡献。

黄菊
l 9 9 6年8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黄菊给校庆40周年的贺信



上海市市长徐匡迪为校庆40周年题词

翥祖因傅纥

臀学

培育哲棒俊秀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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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部长阵敏章，副部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张文康为校庆40周年题词

继承不沈古发覆乐离宗

囊贺上鹰中医药大雩口十目年

贸上海中医鸯太学m十用午校众传授歧告八桃李芬芳张支康
一尢九六午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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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贺信

上海中医药大学建枝l!!I

十年来，培养造就了大批国内

外优秀的中医人才。为弘扬

祖国传统医学，弘扬爱旧主义

精神起了重要的作用。

值此校庆之际谨表示衷

心的祝贺。

海市人大常委会_：i=任

v气，x魂
1996年10川

勿49力旮斗．

为旅垮呻睡为手娑
再创揖t2。

讫簸，汤寸压曷t孳走收m·国珥
浚钦迪

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陈至立、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叶公琦、上海市政协主席陈铁迪为校庆40周年题词

冶彬▲~囱中压荔天哮力=釜々田，阮世署著名中医妒铂奄哩如甥力奋t
双聋=侮f噍芤^拿走镘皇、门-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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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转星移，时序流迁，上海中医药大学从河滨大楼的波澜初兴，到零陵大道的绿树成荫，

已经走过了40个春秋，迎来了不惑之年。

40年来，上海中医药大学在党的中医政策指引下，在各级主管部门的领导和关心下，经

过几代人的努力奋斗，励精图治，各项事业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并成立了上海市中医药研究

院，与大学合署办公。全校目前有教职员工4 000余人，其中，各类专业技术人才2 567人，

具有高级职称的612人；学校设有9个系、部、院，11个研究所和8个研究中心，3所附属医

院，1家出版社，2个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培训中心；有11个博士学位授予权点和31个硕士学

位授予权点，建有一个博士后流动站；全校70多个教研室，开设200多门课程。40年来，共

为国家培养和输送各级各类中医药专门人才8000余人，为60多个国家和地区培训留学生

2 500余入。上海中医药大学已建设成为国内重要的中医药教学、临床和科研基地。

在学校这片充满生枧的沃土上，有着全校师生员工团结拼搏、求实创新的艰辛，也有无

数前辈筚路蓝缕。开基创业，默默无闻的奉献。在我们回顾、总结40年的光辉历程时，我们

不会忘记所有在这片沃土上耕耘、播种、辛勤劳作过的人们。

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在学校庆祝建校40周年之际，《上

海中医药大学志》付梓出版，双喜临门，可庆可贺也。校志是一份履历，它记载着学校成长的

每一步足迹；校志也是一面镜子，它可以映照出我们的成就与不足，借以垂鉴于来者。

。多少事，从来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让我们继续发扬。勤奋、仁爱、求实、创新”的

精神，立足上海，面向全国，走向世界，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为把我校建设成为全国一流、世

界著名的中医药大学丽努力奋斗，把一个充满活力与希望的中医药大学带入21世纪。

洪嘉禾

。1996年10月



序 二

时值金秋，望九州大地，鸿鹊高翔，江山多娇：瞩校园内外，雁行有序．繁英似锦。岁月流

逝，白驹过隙，上海中医药大学建校转瞬40周年矣1 40载历程印记着我校几代同仁艰辛

奋斗的足迹。中国医药学乃中华民族之瑰宝，悠悠五千年历史．光耀寰宇。然近百余年屡遭列

强欺凌，蝉翼重而千钧轻，黄钟毁而瓦釜鸣。中医药已处衰亡之境地。一朝新生，万木扶疏；

虹销雨霁，彩彻区明。在党的中医政策；匕辉照耀下，支持中医药发展成为新中国卫生事业的

重要组成部分。1956年9月，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学校正式成立。为把我校办成培养高级

中医药人才的学府，以第一任校领导程门雪院长、林其英书记为首的开创者们，在努力吸取

历史上师承教育传统优点的基础上，坚持党的教育方针，逐渐形成具有我校特色的现代高等

中医药教育体系，既重视中医基本功的训练，又蓖视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在内的知识和技

能的学习．从而提高了教学质量．人誉为“上海模式”。同时，还先后建成了曙光、龙华等附属

医院及针灸、中医基础理论等科研机构。创建的前十年学校已初具规模，成为我国中医药

教、医、研的重要基地。一大批早期毕业生，当年立雪程门，探究岐黄，如今已是我国中医药

事业骨干力量，一代名医、教授名闻遐迩。

80年代以来，沐浴改革开放的春风，学校在探索中医教学改革和管理体制改革方面，不

断迈出新步伐。1985年经国家科委和市政府批准，在我校设立上海市中医药研究院，对所

属三所附属医院，国家投入资金两亿余元，进行大规模的新建和扩建，使学校的科研和医疗

实力得到加强，为提高教学质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进入90年代，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学校大力弘扬求实创新精神，实施。八五”规划和。三五工程”，激

励中青年奋发成才，促进学术水平的提高，扩大与海外的合作与交流，学校进一步呈现全面

腾飞的新态势，全校上下，意气风发，均以创办全国一流、世界著名的中医药大学为己任。

时人不识凌云木．直待凌云始道高。40年创业维艰，殊多经验与坎坷。欣逢盛事，纂修

校志，以为借鉴，温故而知新也。《上海中医药大学志》经编纂者共同努力，历时三载，数易其

稿，终于在建校40周年之际付梓问世。《易》日：。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校志可明乎

得失之迹，存治校治学之经纬。。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回首往事，我们深深

怀念为发展我校事业而奉献辛劳的前辈、校友及朋友们。长江东流去，来者永不息。我们将

迎来新世纪。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上海中医药大学也将创造出更加辉煌的

未来。

施杞

1996年10月



凡 例

一、《上海中医药大学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实事求是的原则。以科学

的态度、严谨的学风进行编纂，力求全面、准确地记述上海中医药大学的历史和现状，努力体

现时代特征和校情特色。

二、1956年学校创建时定名为上海中医学院，1993年12月国家教委批准改名为上海

中医药大学。书中按时期或称学院、或称学校，或简称。上中医”、。中医大”。

三、本志上限始于1956年5月，下限迄于1994年底。某些重要事物、重大变化则延伸

至搁笔时止。

四、本志采取记、述、志、传、图、表、照、录等体裁。图表随文设置，照片集中在志酋：正

文共14篇，下设章、节、目、子目，横排门类，纵写史实：尽量做到。博而约”，反映学校、单位和

部门的特色。

五、为保持部门、附属单位志的全面、完整，某些内容有重复交叉之处。对明显交叉的

内容，采用。参见”解决。

六、本志行文标题、文字、标点、名称、时间、数字、计量单位、引文、注释、图表、照片、书

写要求，参照《上海市专志、区志行文细则(试行)》执行。为便于查阅，图表按两位数刊序号，

第一位代表篇，第二位代表该图表在该篇中的序号。

七、本志按照生不立传原则撰写人物传记。人名录则收未入传的正、副教授和部、院、

系的领导，以及相应职称者。

八、本志资料主要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档案室、部门志及有关文件、资料、报刊、专著、

回忆录、座谈、访问记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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