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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近代中医药书刊出版与医药学术团体的建立 

  第一节 中医药书籍的出版 
  第二节 中医药期刊的创办 
  第三节 中医药学术团体的建立 

第一节 中医药书籍的出版 

  1、近代中医药出版业的发展 

  1840～1874年，这时出版的中医药书籍，绝大部分是重刻或刊刻古医书；1875年
～1911年编纂出版不少有价值的医学丛书。1912～1849年各地书局在近代刊刻好多医
籍，其中以上海、四川、广东、京津比较突出。上海千顷堂书局、广益书局、锦章书
局近代出版医籍百余种。上海大东书局30年代初聘请鲁炳康主编《中国医学大成》。
世界书于1986年出版《珍本医书集成》90种，《皇汉医学丛书》72种。中华书局1941
年出版蔡陆仙编辑的《中国医药汇编》。 

  2、专业性的中医书籍出版机构 

  近代专业性医书出版机构首推何廉臣、袭吉生于1908年创办的绍兴医药学研究
社，该社初期出版《绍兴医药学报)，连续刊登医药书籍。嗣后裘吉生创立三三医
社。上海中医书局创办于二十年代，为了较好地宣传中医文化、便利医药书籍流通，
在书局创办初期即广泛征集前贤著作医稿，着手编辑刊印。 

第二节 中医药期刊的创办 

  为了维护和发展祖国医学，促进中医药学术交流，中医药界有识之士相继创办了
一些刊物．自1908年至1949年总计，创办的中医药期刊(目前尚存)约有260余种。 

第三节 中医药学术团体的建立 

  鸦片战争后，西方医学大量传入我国，中医药学受到冲击和排斥。为了振兴、发
展改进中医学术，二十世纪初叶，南北各地相继创办中医学会和医药学术团体。1902
年，余伯陶、李平书、陈莲舫、蔡小香、春圃等发起组织“上海医会”。并于1906年
6月成立“上海医务会”，入会者达200余人，是我国近代最早创办的中医学术团体
1907年，周雪樵、蔡小香、丁福保、何廉臣等在上海创办“中国医学会”，“以研究
医学及药学，交换知识。养成德义，振兴医学为目的（中国医学会会章，医学报，
1910年，(1)）”。1910年（清·宣统二年）翰林院侍读学土恽毓鼎奏称京都创办
“医学研究会”，获准立案。中华民国建立后，中医学会和学术团体日渐增多，大体
上可归纳为三种类型：(1)中医学会、研究会，以整理、研究和发展中医学为主要宗
旨，其中较著名的如神州医药总合、太原中医改进研究会、武进中医学会、中国针炙
学研究社、天津国医研究会、重庆国医学研究会等等，(2)中西医学研究会(社)，旨
在沟逼中西医学，发展或提倡中医科学化，如中西医学研究会、中西医学研究社、中
医科学研究社等等，（3）医药改进会及其它团体，如全国医药总会、中央国医馆医
药改进会、中华医史学会等等。根据目前所见资料统计，1913～1947年各地创办的学
会、研究会、医药改进会及中医协会、公会约有240多个。这些学会和学术团体，对



于推进中医学术的研究、交流、维护发展中医药学，作出了许多贡献。 

 
English│联系我们│关于我们│网站导航│BBS 

Copyright © 1999-2000 TCM-Online Beijing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