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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发展史略
●

，

河南省，向有“中州”之称，自古以来，这里就

有炎+黄子孙劳动繁衍．在发展昌盛过程串，积累了与

痰病。伟斗争的丰富经验，刨造并发展了祖国医药，中

螂大地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

嚣史料记载： “祖传伏羲太昊是我中华民族最早

的袒巍竹，， ．?‘太昊氏伏羲都宛丘竹， “炎帝神农氏都

睬_．．《弑图一)，宛丘、陈，都是指今河南省淮阳一

带口据《史记》戴； 。伏羲、神农、黄帝都被后入认

为是串圉医药的最早刨始人。黄帝有许多大臣是医家，

传说有僦货李{螋伯之师，善方脉l，蚊伯《黄帝之相，

尝百草·治百病)，雷公、相君、俞付{糖外科，能莒{I

洗胃肠l筹心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典籍《内经》，就

是托名黄帝与蚊伯、 雷公讨论医学的著作， 故又稚

《黄帝内经》。《帝王世纪》上说： “伏羲莓八卦，

所以六气·六魔，五行I五脏，阴阳四时，水火升降，

得以有象，．百病之理◆得以有类，乃尝百草，而’辅九

针一，都说磺当时中州大地，人们已经能够辨药治病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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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开始使用石片。‘骨钟律筒单的医疗暴城。“《谴文僻

字》和《博物志．》等书上说：J叫杜康(注婚超滔_，

杜康造酒。 为中国曲酒酿造韭的发-端， 被薏磐尊为

‘‘酿酒鼻祖”。 《汉书》说： 珥酒为酉药之长竹，述

有医学从酉f酒)，由酒发明了中药蒋制。可见酒在医

学发展上的意义。汤液治病，在器学发展上是一太进

步。 《史记》有“伊尹f注2 j||；之滋味说汤f壬)的记载，

并撰《汤液经法》，后世尊为我国“迭方之鼻祖”。

f附图二) 殷虚f注3 j出土公元前十三世纪的甲荐交

记录了疾病发生。交亿、发展，疾病从此开始分类。

可辨者达3 O多种。对寄生虫病的认识早于印度蛐e多

年，龋齿的记载比埃及、‘希腊早l露e 0多年。周朝建都

洛阳，医学进一步发展，宫廷医生已分食医、疾医、

疡医、兽医四种，并建立了医疗考核制度。东雳以后

医学分科更细， 出现了“带下医”(注．I)， 鼻耳目

痹医”(注5)， _小儿医"(注≤)。集春秋以前医

学大成的秦越人一一唐鹊·在公元前六世纪就在洛陌

一带为"耳目痹医“。是我；国最早的专科医生。这时

人们对药物性能有吏清楚的鉴别能力，如叠乌头奠曲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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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毒褴， 。阴阳五行”理论也臻于完善。

到东汉光武帝时．， 刘秀建都洛阳， 登基第一年

菩公元2 5年)就建立了较完整的医疗卫生机构，国家设

贰送令，不久我国最早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

癌罄期翔世。 医墨张仲景(注7)，在东汉末年集前

A之太成，揽四代之精华，著有《汤液经法》、 《脉

’羟》、 《疗黄经》。 《疗妇人方》、 《口齿论》等，

可惜今仅存其日。，所幸《伤寒杂病论》虽经i 8 0 e多年，

餐．秀今之中医基本理论和治病法则，而辩证沦治规律，

蔓是中医实践所必遵，这部医典始刨理、法、方、药，

被岳整尊为“医方之祖”。据《许州志》载：这一时

鬻名疆华佗，曾在河南一带为病人解除疾苦，公元2 o

7年被曹操杀死于许昌， 葬于苏桥石寨。南北朝时，

斟灸学家黄甫谧集前入经验，在河南行医撰成了我国

现存最早、内蜜最完整的针灸学专著一一《针灸甲乙

经》。另外，河南还寄范汪、骰沽、阮炳、段仲增、

玩侃、褚澄、周弘让等。都是当代名医。这时民阅医

生运用土单验方盛行。 《千金方》作者隋唐名医孙思

邈也在河南行医采药， 据传， 河南修武县菜芋蜂上

。 一1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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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王洞”，鹤壁五岩山“孙真人洞”等都是他炼丹

处。洛阳龙门石窑“药方滑”更是东魏以后的实物见

证，药方涉及内、外、妇、儿、五官等科疾病。据考这

时在洛阳民间就有种植红花、栀子的，说明当时人们

己对药物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隋唐五代，宫府倡导医药，为民除害，隋文帝便

自己动手找胡粉配止痢药，或访天下遗书，国库仅藏

医方书达2 5 6部。 唐代河南中医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

很大进步，著名医家和医著都居全国之首，出现了定

向研究，定向发展的新趋势，如洛阳的张文仲疗疯疾，

著《疗风气诸方》 ，许昌甄立言用雄黄治虫疾， 著

《古今录验方》等。

到了宋代，我国医学发展进入鼎盛时期，尤其北

宋建都开封，医事机构、各种制度、官职、礼仪健全，

有专为皇室服务的“尚医局”， “御药院”。 “药密

库”和专为皇室治病的宫庭医院“保寿粹和馆’’，还

设“翰林医官院”和“太医局”，医事分科渐细，设

大、小方脉，内科等。在这一时期，中原名医还有洛

阳郭雍，宁陵的程回，开封的平尧卿，郾城的掌禹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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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的阎孝忠等。官府还组织翰医官参与编了许多大

型医药丛书，在中国医药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如《圣

济崽录》～ 《和济局方》， 还有商丘王怀隐等编的

《太平圣惠方》，王衮编的《博济方》， 孙兆精著

《臻寒方》、 《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等都是祖国

基学宝库中的明珠。就在这时，官府还创办了我国最

旱蹲誊官办药铺”、 “太平惠民局”，宋·熙宁九年

《公元l 8 7 6年)太医局设“熟药所”，配制丸、散、

青。丹、药酒等中成药问世，这在祖国医学史上又是

一夸新妁发展。针灸在宋代有很大发展，宋·天圣初

率《公元l O 2 3年)，政府令翰林医官尚药奉御王惟一，

考订针灸经络，编著《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三卷，

并裁在两块六尺多高、两丈多宽的石碑上帝宋·天圣

五年，f公元l 8 2 7年)铸造了两具针灸铜人，被国人一

直视为国宝，据了解两具铜入现都在国外，石碑已在

北京出土。当时曾为仁宗治病的许希，对针灸也颇有

造诣，著有《神应针经要诀》。

金元以后，中原地区的文化基础和中医事业仍然

． 对全国影响较大。 金元四大家(注8)之一河南兰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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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张从正，阐述了运用汗、哇，下三法治病的理论和

临床经验。为我国“攻下派之鼻狙肯，河南襄城入滑

寿，他精研经典，著有《读素问钞》◆ 《难经本义》

等，他后又研究针术，曾用砭针治疗难产等多种疾病，

著成《十四经发挥》，另外还有开封的杨元直，为元

代大学士，掌太医院；汝南的李浩以针术闻名予世；

李庆嗣、严子成等将河南医药贯串祖国南北。

明代较有影响的李濂，开封人。著《医史》一书，

为我国现存最早记载医史人物小传的专书；朱肃周定

王在开封与人合编《救荒本草》，为重要的本草学著

作， 又撰《普济方》l 6 8卷，收载医方六万余首，为

历代方书之最，且保存了大批已经佚传的医籍内容。

李中立，杞县人，撰有《本草原始》，是一部优秀的

本草图谱，为我国较早的一部生物学性质的本草，倪

维德，开封人，研读《内经》，为人治病，著有《原

机启微》，为现存较早的眼科专书；精通凡科的寇衡

美，著有《全幼心鉴》；杞县李可大，开封周溥等，

也是这一时期的名医。从汉到明史传中有籍贯可考的

‘'n^幺佶秒l军出 河荫辞七蠡I’J【多幺
-，J U V少弘乍l△’I ' 划m彬I．I U，t‘／＼～少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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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清代，河南中医广为群众治病，涌现了大批

霸影响的医家，如新安的吕田，精于医方研究，著有

《瘟疫条辩》；夏邑的杨浚详辨寒温脉治法，著《寒

：温条辨》；固始的吴其浚通晓本草，著《植物名实图

考》、 《植物名实图考长编》；洛阳的袁句写成《天

花精言》，专门论述种痘法；平舆的刘璞写有《医学

集要》，讨论了脉理、药性等；息县的夏云集擅长儿

科箍拿，著《保赤推拿法》；孟津象庄秦家妇科，始

予清·康熙年问(公元l 6 6 2一}7 2’2年)，对妇科调经、

产后杂症等治疗有独到之处。洛阳平乐郭氏正骨，起

薅于清·嘉庆年间(公元l 7 9 6一l 8 2 0年)，为我国中

医正骨的一个重要学派。宇陵县黄岗乡张八卦中医外

辩，治疗阴疽有奇效。

民国时期，对中医采取自流态度，l 9 l{年袁世凯

竞主张废止中医，中医界人士组织全国中医中药救亡

弱r呼吁保存中医中药。，i 9 2 4年，河南医药研究会成

立。l g Z 7年。开封中医公会成立．，周备呈任会长。l 9

2考年7月开封审医院成立， 内科．儿科附设中医部，

鞫年l 2月，河南雀民政厅饬令备县设立平民医院，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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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合并组织，但僻陋县无西医者，暂以中医组织

之。l 9 2 9年，国民党政府颁布竹废止中医案“，以中

医不科学，命令取缔，激起全匡串医界人士的公愤，

各省派代表赴南京请愿，当局迫于舆论，收回成命。

l 9 3 2年，河南省成立了国医分馆f餍各星任馆长，创

办了《河南国医月刊》，陈松乎任主编。l§3；年河南

省政府饬令各县组织县立医院，将各县贫民医院改为

县立医院，再次要求由中西医合并组织，确羌西医者

暂以中医组织之。l 9 3 4年王合三等人办河南中医学校

f又称中医讲习所)。

由于国民党政府对中医摧残，祖国医学发展受斟

很大影响，河南中医事业发展缓慢。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非常重视

中医事业，l 9 5 0年全国第一届卫生会议，提出了“预

防为主，面向工农兵，团结中西医”，确定为卫生工

作三项原则。 3月河南省卫生厅成立，设有医政科专

人抓中医工作。l 9 5 1年，建立了省卫生工作者协会，

全省有中医进修班四个，郑州一班5 3入，开封一班7 0

人，漯河一班3 0人，内乡马山口区一班6 9人。l 9 5 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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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省成．立中医学会l 4处，中医进修班八班，进修人员

j l 2人， 开封成立了中医医院，i i月召开了省中医座

谈会，中南成立了中医委员会，本省王合三、王昆山、

．牛捂膏为委员。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 l 9 5 3年3月召开了全省中

医代表会，河南省中医委员会成立，主任由卫生厅厅

r长陈辑五兼任，下设副主任和委员i 5人；各专、市先

君成立相应机构“个；卫生厅成立中医科、，并派出一

个中医治疗小组，十位串医参加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工

作。 l 9 5 4年4月，河南省中医进修学校创立于开封；

全省有中医院一个．中医门诊部四个，在各县卫生院

中设立中医科4 9个，组织了2 9个中医联合医院，l 54 O

：个中西医联合诊所，11个中西医联合医院。自l，51年

至”，_；1年有l 1个中医进修班办了2 4期，培训中医l 2 6 3

名。橱年，并开始了秘方、验方钩彗堙研究工作。l 95 5

牢2月2 5日， 河南省首届中医代表会召开，出席会议

的代表3_3多入。 嵇文甫副省长在会上讲了话，中共河

霸省委统战部刘鸿文部长作了报告，大会收到代表提

案2 O誊O多条，选出中医模范l 8 6 7人，收集整理秘单验

一9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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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3 5 4 9个， 并制定了中医工作方案。全省ll 7个卫协

分会，会员6 5；{5以上是中医，7 5个县建立了中医学会，

吸收会员9 5 9 8人， 建立了中医医疗机构，‘月修建成

中医进修学校，专。市新建中医门诊部两个，三个县

增设了中医科，组织l 2 2 5个中医联合诊所，增加2●个

中西医联合诊所、四个中西医联合医院。l 9 5‘年‘月，

省卫生厅成立中医处， 7月组织全省中医调查一技之

长，对老中医经验和治疗上的独创之处进行总结，其

中擅长内科的2 f{入、外科6 1人、妇产科ll 5人、儿科

7 1人、眼科“人、喉科5 8人、针灸l 2 2人、痔瘘3 1人。

正骨I O 8人、 推拿l 5入、气功2人、治疗水肿7入、瘫

痪i人， 合计8 8 8人；9月在孟津平乐以正骨世医高云

峰为主建立洛阳专区正骨医院。同年省委对中医工作

提出五条指示：l、组织西医学习中医，2、加强对中

医理论的培训；3、检查中医政策的贯彻落实情况多毒，

加强中药管理和研究； 5、加强对中医行政工作的领

导。卫生部拨款责令省卫生厅对南阳张仲景医圣橱初

步修建。l 9，7年，进一步贯彻了党的中医政策孵组织

靴7名西医系统地学习中医，完成了l¨9 7名中医进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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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并大力推广中医治疗乙型脑炎、正骨及痔瘘疗

法等经验， 9月召开了全省第二届中医代表大会，出

席代表；毋6入； 同年收集整理出版了《河南秘单验方

汇编》，先后出版四集；全省有6 8岁以上的老中医{4

．i；人。

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 i 9 5 8年9月。在河南省中

器进修学校基础上成立河南中医学院，并将原省中医

院改为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同年，卫生部、省卫生厅

央定在洛阳专区正骨医院的基础上，在洛阳白马寺正

盘建立河南省平乐正骨学院，为国家培养正骨人材。

奎爹5|9年3月，组建河南省中医中药研究所，4月召开省

第三届中医药代表大会， 参加代表3 6 5人，会议总结

了历年来党的中医政策贯彻落实情况，中医工作建设

待况·并整理古籍医书五本；全省建立了l 3所中医院，

有争¨g多名西医积极学习中医；省、地、市共办六个

在职西医学习中医班；建立县办中医学校i 6所；不少

县、市还办了中医进修班或训练班；一年来搜集秘方、

验方达f鲫多万首， 大部分县出版了“验方汇编”，

省出版《绵方汇编》三册。l 9 6 0年8月，卫生部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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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卫生厅在洛阳平乐正骨学院举办全国性正骨学习班

两期，分专科班4 O名、本科班5 0名，学员遍及全国2 3

个省、市。1 9 6 1年省卫生厅印发抢救名老中医经验的

紧急通知，通知说：近来各地名老中医大都年时已高，

相继去世的很多，他们的宝贵经验很多没有继承下来，

是个不可弥补的损失。1 9 6 2年，省卫生厅再次通知抢

救名老中医经验， 当时全省6 o岁以上老中医只有2 5拄

入， 比i 9 5 7年的4 4 5人减少4 0；|f；对全省2 9名在中医

学术上有造诣、有独创、省内外享有盛名的老中医临

床经验进行总结。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l 9《3年，省卫生厅布置各地

建立名老中医技术档案9 7 2份， 全省有6 l 5{名中医被

吸收参加工作， 有l 9 3 5 8名中医在群众办的卫生机构

工作，有3 9‘5名中医在农村半农半医，个体开业行医

的只有4：8 5人。 区以上国家办的医疗机构都设有中医

科。几年来本省出版发行中医著作2 5本，学术论文穸O

多篇，其中郭春园著的《郭氏正骨法》、陈字清著的

《新推拿法》、郑颉云著的《妇儿科学》受到省内外

杯扭 I n‘l框 业1了小I罕甜-担曲撂下，l麟兽出匠批安
≯J pl。 l，V-I丁' 目上工／J／、4 J一飞艮u0’t厶W也‘l 嗡归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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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研究．确定9 9名老中医为第一批被抢救继承人。

冷‘5年7月， 省卫生厅检发“中医徒弟出师考核试行

办法I草案)。f详附件)

第三、四个五年计划时期：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

串器工作受到严重破坏，全省十三个中医院被砍掉四

．小·并入西医院三个，中医、中药学校被砍光，中医

．：带徒办法被废止， 联合诊所约有l 5 o o 0名中医药人员

藿敲下放。

．第五个五年计划时期：l 9 7《年蕾粉碎了林彪、江

膏反-革命集团。l 9 7 7年金省有中医’i 7 o人。平均每千

2人有中医8·13入。较全国平均O·2‘入低一倍。丽救

着牛医后继乏人。省卫生厅发出搿关于积极继承老中

．最经验的通知弹。l，7 0年，党的中医政策得到贯彻执

翡。中嚣事韭开始复*，四个中医院开始兴建，恢复

彝．扩建中医院五个，全省中医院已发展刭l 7个，河南

冲医学豌j扩大招生。中医带徒工作重新恢复，全省招

漱串医药学徒lI 7 0人，相继建立安阳中医药学校、焦

嚣帝中医串药学校、云阳中医中药学校．并开始招生，

震校学生达ll if每人，另外，还有l 0所卫生学校开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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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班。19 7 9。年，择优录用4 2 O名民闻(包括集体单位

)中医药人员，充赛到各级卫生单位；8月雀嚣瓣蓄
开全省中医学珠会议。 出：席伐j褰誊勰。焱∥、会童感滚霪j

中医学会河南分会，总结历年来擎莲7事韭凌藏菠卡攀?

动乱中的教训；会上进行了学术交流；年底中医浣发

展到3 3所。∽8 0年，从原联合诊所下放人员枣吸收9 8

o O名中医药人员，充实到各级医疗单位；在名老中莲

子女中招收中医学徒“O入， 全省中医药人员己发展

到2 i 1嘴人，中医队伍逐渐壮大，3月《河南中医》杂

志越刊，省、地、市分别举办了酉医学习中医班，串

医进修班，并抓紧了名老中医经验的继承工作。

第六个五年计划时期：l 9 8 f年，首次全国仲景学

术研讨会在南阳召开，省卫生厅组织5 O名主治中医摔

分别对本省3¨位名老中医经验进行总结整理· 写出

医案、 医话l毒5 8篇，从中选出6‘5篇汇编出版i《河南

省名老中医经验集绵》，获l蚰3每褒铟优秀科技稷书
二等奖，同年南阳张仲景研究会疵立，出南阳张件景

研究会、南阳地区中医串药研究所联合主办的《张仲

景研究》杂志诞生。i 9 3 2年，省卫生厅召开鼻河南省尔纠凡，，夺，心睬=工o l’O厶T’ 目厶工，、I‘p／I ，1狲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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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医院工作会议” ，。．出席代表l 6口入，会上贯彻了

衡阳全图中医正作会议精神。省委书记、副省长韩劲

草劐j会作了重要讲话，并从金省中：医药人员中收集秘

验方番罨咖．多条。整理出版了．《河南省秘单验方集绵》，

对瘩冲医研究所、洛阳正骨研究所进行了扩建和充实，

年憾。誊全省有中医药人员2 9 3 5 4入，中医带徒工作受

-到卫生部表扬％中医院己发展到4‘所，设病床3 9 0 0多

戳0部分地、一市成立了中医药学会。、。1．9 3 3年1．月，省

委第妒书记刘杰在禹县出席了全省老中药工座谈会；

，：地、；渖嗪j黪疏．已发展到．68所!书：医药队伍达王0，9 0 8

九，、l；、!其中有副主任中医师以上人员5 l入， 主治中医

f：药r师88．9．八。。中．医·f药)．师8 t．7 7 9入，中医f药》士9，

翻潍‘入砖 并采取多种形式培养中医新生力量；同年出

蟹席全国第六届人大代表有郭维淮、石冠卿、毛佩兰；

j·全国卫生战线先进个人有郑焕章j李炳林、崔玉衡、

任明甫； 全国新长征突击手马同长。l 9．84年，4月分

召开省中医工作会议，组织首次全省中医院检查评批，

评出先进集体奖和单项奖l 3个； 9月《医圣张仲景与

医圣祠展览》在河南省博物馆展出，同年新建了南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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