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节 中医院校简介  

  1、上海中医专门学校 

  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筹建于 1915 年，经两年筹备于 1917 年正式开学。谢观首

任校长。 

  1931 年，该校改名“上海中医学院”，由丁甘仁次子丁仲英任董事长。1937

年，丁仲英回顾自 1917 年来办学的经过：“民国六年，先君有鉴于国医学术，

仅恃师徒传授，无以宏奖精粹，力求扩充培植国医人才，谋改进之计划，固国医

之阵容起见，遂与仲英等发起创办上海中医专门学校，购地建舍，筚路篮缕，极

尽苦心孤诣之能事。历年以来，毕业于斯校者，迄今无虑数千人，实倡海内中医

办学之先声。”（丁仲英：国大代表候选人公开竞选之意义，光华医学杂志，1937，

4(9):3）。 

  2、上海中国医学院 

  上海中国医学院创办于 1927 年 12 月，由王一仁、秦伯未、许半龙、严苍山

等人发起，章太炎先生鼎力赞助首任院长。 

  1929 年 6 月，中国医学院由上海国医公会接办，会长朱南山带头捐款 8000

银元，自是更获全沪医界支持，院务日益发展。(Administrative affairs of 

china medical college. Guanghua Medical Pharmaceutical Journal, 

1937,4(3):2.中国医学院院务概况，光华医药杂志，1937，4(3)：2)。 

  1935 年，上海中国医学院由朱鹤皋任院董事会主度，薛文元任院长兼教务

长。 

  上海中国医学院办至 1939 年 9 月，由郭伯良任最后院长，共有毕业生 12

届（Autograph Album of Graduates in 12th Class of shanghai China Medical 

College. Dean's Office of China Medical College,1939.上海中国医学院第

12 届毕业纪念刊，中国医学院教务处，1939）。合计 12 届，人数将达 400。 

  3、上海新中国医学院 

  由近代名医朱南山筹建于 1935 年 12 月，1936 年 2 月正式成立。该院“以

研究中国历代医学技术，融化新知养成国医专门人才为目的”（Regulations of 

Board of Trustees of Medical College of New China Bulletin of 

TCM,1936,3(11):39-40.新中国医学院院董事会章程，国医公报，1936.3(11)：

39-40）。 

  该院与上海其它中医院校最大区别是设立研究院。该研究院“以实现国医科

学化，养成国医高深人才以供社会需要，并以科学方式证明国医理论及治疗经过，

以供世界医学者之研究为宗旨。”（Regulations of Research Institute in 

Medical College of New China. Bulletin of TCM, 1936, 3(11):39-40.新中

国医学院研究院章程，国医公报，1936，3(11): 39-40）。 

  4、浙江中医专门学校 

  浙江中医专门学校1916年由杭州中药行业发起筹建，1917年正式招收学生，

近代著名中医学家傅懒园首任校长兼医务主任。 

  傅懒园(1861—1931)，名崇黻，绍兴人，举人出身，官至教谕，后弃儒从医，

精内妇儿科。民国初年傅氏联络浙江中医药界人士，集资创办中医专校，在杭州

两处开设赠医所。傅氏认为：“欲振兴中华医药，当先注重人才”，学校为造就

人才唯一之机关，国家之强弱，学术之进化，莫不唯教是赖。 

  浙江中医专门学校至 1937 年停办，前后办学 21 年，共招生 20 班，计学生



425 人。 

  5、浙江兰溪中医专门学校 

  兰溪中医专门学技创办于 1919 年。第二年由当时校长诸葛超(字少卿)前往

上海，恭请名医张山雷来校任教务主任。 

  6、北平医药学校和华北国医学院 

  1930 年，北平中医界名宿共倡创办“北平医药学校”。1931 年改名“北平

国医学校”，萧龙友任院长，孔伯华、施今墨任副院长。 

  1932 年春，施今墨、魏建宏、刘肇甄、陈公素诸先生创立华北国医学院。 

  7、四川国医学院 

  四川国医学院创建于 1936 年，它在十余年中培养了大批中医药人才，据不

完全统计，从 1936 年至 1949 年，累计招生 23 班，先后共培养学生近千人。 

  8、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 

  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是由省港药材行暨广州中医知名人士共同倡议创办的

中医高等本科专业学校。该校筹建于 1913 年，并于 1916 年 10 月正式成立中医

药学校省港筹办处，公推卢乃潼、李蓉生为广州筹办处总理，伍耀庭、曾思普为

香港筹办分处总理，以专贵成。 

  中医药学校省港等分处成立后，粤省署迟迟未肯办理学校立案事宜。1917

年冬，总理卢乃潼亲赴北平面见内政部长，几经艰辛努力，始获成功。1918 年 1

月 15 日，奉内政部第 l98 号批文，应准如呈立案。1月 27 日，又接粤省省长公

署第 151 号批文，准予备案候行省会警察厅切实保护。 

  1924 年 9 月 15 日，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建成举行开学典礼，首任校长卢乃

潼发表演讲：“中国天然之药产，岁值万万，民生国课，多给于斯，傥因中医衰

落，中药随之，其关系至大，本校设立之宗旨，习中医以存中药，由中医以通西

医，保存国粹。维护土货，以养成医学之人才。”这是卢氏对学生的训词，也可

以说是省港中医界创办教育之目的。 

  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至 1955 年停办。三十年来共有毕业生 21 届 571 人，曾

学课于该校者 322 人合计 893 人，培养大批优秀中医药人才。 

  9、广东光汉中医专门学校 

  广东光汉中医专门学校创办于 1924 年，前身是广州医学求益社、广州医学

卫生社、广东中医教员养成所等社团教育组织，至 1924 年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

(即孙中山领导之广东国民革命政府)内政部备案，改称为专门学校正式招生上

课。 

  广东光汉中医专门学校与广州地区社会慈善机构“九大善堂”关系密切。 

  10、铁樵函授中医学校 

  该校由近代名医恽铁樵创办。1925 年，恽铁樵与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及其

弟子张破浪共同组织“中国通函教授学社”，地址设在上海英租界西藏路大顺里

509 号，是年即通函教授学员 250 名，所发课本有章太炎编写之《杂病新论》、

《伤寒论要义选刊》及恽铁樵编写的《内经要义选刊》等。（Wu Houxin. Study 

on Yun Tieqiao, a Medical scholar in Modern China. Graduate Thesis of 

Postgraduate Student of 88 Class in the Institute of Medical History and 

Literature of China Academy of TCM.吴厚新：近代中医学家恽铁樵研究，中

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究所 88 级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1991：17.）。1925 年秋，

恽氏发表“创刊函授学校宣言”，其后通函受业者多达六百余人，入学者遍及神

州，南洋诸国亦多有遥从。编写面授讲义计有《伤寒论讲义》、《内经讲义》等



20 种。 

  1928 年，铁樵中医函授学校停办。1933 冬，又经铁樵函授医学事务所重办，

问业者达三百人，并主编《铁樵医学月列》，发行 20 期，内设论说、学员课艺

问答等栏目，成为近代中医教育史上以函授形式办学影响最大的中医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