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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新中国人民卫生事业前进的步伐。沐浴着改革开放的

春风，安徽中医学院走过了四十年艰苦奋斗的创业历程。

在举院上下欢呼腾跃。热烈庆祝建院四十周年之际，学院校志

编纂委员会受学院党政的委托。编撰成<安徽中医学院院志)。这

部校志忠实地、较为翔实地记录了学院从初刨、“文革”浩动到改革

开放以来二次创业的全部历史过程。我作为学院的首届毕业生．

作为在领导岗位上持续工作了十二年的院长，细阅校志．浮想联

翩，感慨万千。学院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迅速战胜“文革”的

劫难，到发展至初具规模，其间涌动着几代“安中人”的奋斗。凝聚

着广大师生员工矢志不移的追求。我谨借这部校志的扉页，向四

十年来为中医学院的建设发展默默耕耘，辛勤奉献的开拓者、继承

者、推进者、支持者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古语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在校庆

四十周年之际推出这部校志，对于总结历史经验。更好地继承创

新。是具有很大借鉴作用的。

追忆1959年学院初创之时，仅有一个中医系，招生70名。除

狭小的校舍外，几乎没有什么教学设施，就在那样一穷二白、十分

简陋的条件下，学院老一辈领导和老师们带领为数不多的学生，全

身心的投注于校园的兴建和医药学的耕耘之中；一九六三年在安

徽省委、省政府的重视下。实现了安徽中医学院和合肥医学专科学

校的合并，使学校办学规模、招生人数得到较大的发展。至文革初

期，我省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批中医学子，已奔赴到全省广大城

市相农村开始了他们救死扶伤，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医疗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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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得到了广泛的好评。

不幸的是：一九六六年的文革风暴，以其巨大的破坏力，摧毁

了这所正在茁壮成长的学校．图书、文件、装备被洗劫一空，许多著

名专家、教授惨遭蹂躏，师生员工纷纷下放，学校也被并入安徽医

学院，以一系喘息在江淮大地之上竟达10年之旷。

一九七五年在敬爱的周总理的关怀下．国家教育部批准恢复

安徽中医学院，开始了学校的重建。一九七六年惊雷摧毁了祸国

秧民的四人帮，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浩荡春风，给饱受挫

伤的中医药事业带来了福音。注入了新生的活力。在国家卫生部、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安徽省委、省政府有力支持下。“安中人”开始

了第二次创业。在新辟的土地上开始了新校园的建设。四十年的

含辛茹苦，四十年的孜孜奉献，在三百余亩的校园里我们完成了近

二十万平平方米的校舍、医院建设。配置了近三仟万元的教学、医

疗、科研设备；图书馆藏达二十六万册；在校各类本专科学生近三

仟余人。研究生六、七十人，教职工2000余名。学院现有临床医学

一系、临床医学二系、中药系、中西医结合系四个学系。设有中医

学、中西医结合Il缶床医学、针灸学、推拿学、骨伤学、高级护理学、中

药学、药学、医药营销和制药工程十个专业和中医基础学、中医诊

断学、中医文献学、中药学、针灸学、中医内科学、中医骨伤学、中西

医结合基础、中西医结合临床、中医方剂学十个硕士学位授予点。

此外，学院还建有针灸经络研究所。中西医结合神经病学研究所．

计算机中医应用研究所。中医药研究所；和在全国率先成立的成人

教育学院。学院现有教授、主任医师70余人．副教授、副主任医师

300人，已形成一支结构较为合理。学术水平较高。技术力量雄厚

的教学、科研和临床医疗队伍，并拥有一批国内外著名的老中医和

中西医结合专家、教授。一大批中青年骨干在国内国际医药科技领

域崭鼹头角。颇具建树。

当前，安徽中医学院正处在历史发展的最好时期。这个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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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机的获得，归根结底：学院党政坚持不懈地以邓小平理论为指

引，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定不移地依靠广大师

生员工，凝心聚力图发展的结果。四十年的辉煌成就已著录史册，

校史将由今掀开新的一页。面临21世纪的挑战，安徽中医学院将

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的固围，坚持“科教兴院”，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继往

开业，勇往直前。我衷心相信并深切祝愿，这所培养我们、教育我

们、激励我们、锻炼我们的社会主义新型大学，在今后的改革和建

设中，如日中天，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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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安徽中医学院简志>是一部反映建院40周年来历史和现

状的资料性著述。编写原则是尊重历史、实事求是，体现成长、体

现发展、体现进步。

二、本志的时限，上限为1959年3月，下限为1999年3月，重

大事件则延至搁笔时为止。

三、本志的内容：大事记、概况、党政篇、教学篇、学生篇、医疗

篇、科研篇、图书馆篇、对外交流篇。

四、本志未专列人物篇，按照“生不立传”的贯例，对已故院领

导、教授和为学院做出重要贡献的人物，只在有关篇目中作了记

录。

五、获省级以上奖励的集体和个人，在省二级学会任秘书以上

的个人，分别于有关章节中记述。

六、本志按照“实事求是”，尊重原始资料及当事人回忆的原

则，对学院的工作和发生的事件，采取直书其事、略远详近、体现发

展的写法。

七、本志对学院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发生的事件，按照中央关于

“宜粗不宜细”的精神，只在有关篇目中作一般记述。

八、本志资料，来源于学院档案室，有关部门和个人提供的文

字和回忆口述，均不注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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