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医史博物馆筹建过程 

徐 齐 

笔者在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中国医史博物馆工 

作了30多年，历经了一段中国医史博物馆的筹建过 

程，对医史博物馆一点一滴的发展有着特殊的情感。 

最近拜访92岁高龄的原卫生部科技教育司陈海峰 

司长，请教了曾任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所长兼中国 

医史博物馆馆长的李经纬老师，并通过电话倾听了 

中国医史博物馆专门从事医学文物研究的副研究员 

丁鉴塘老师的回忆，查阅了相关资料，撰写了这篇回 

顾中国医史博物馆筹建过程的文章，以表达对中国 

医史博物馆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领导和老一辈科研 

人员的崇敬之意。 

1． 中国医史博物馆成立前的几次文物展览 

第 1次全国卫生会议。1950年 8月，第 1届全 

国卫生会议召开，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朱德、彭德怀 

参加了会议，毛主席还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全体代 

表。为了配合会议内容，中央卫生部在劳动人民文 

化宫和天安门城楼举办文物展览，成功展陈了古代 

医史、近代医史、现代医史资料。展出的史料来自祖 

国各地，有实物、标本、书籍、模型，展览之后，大都归 

还原处，没有集中保存下来。 

爱国卫生运动展览会。1952年卫生部筹备爱 

国卫生运动展览会，内容之一是展览古代与公共卫 

生有关的器物。当时在卫生部工作的丁鉴塘老师 

等，为了这次展览，负责到全国各地搜集文物。那个 

年代出差条件比较艰苦，人们对文物价值的认识比 

较薄弱，丁老师凭借着对医史研究工作的极大热忱， 

通过不懈的努力，从各种渠道征集了多件珍贵医史 

文物，并在爱国卫生运动展览会上展出。 

中医研究 院展览馆。1959年建 国 10周年大 

庆，中医研究院举办了“中医研究院展览馆”，场地 

选在广安门医院内，其中第一分馆是医史馆，展出了 

医史研究室从各种渠道征集和故宫博物院商借的医 

史文物，卫生部卫生宣传教育所特请中央美术学院 

画家蒋兆和先生创作名医历史人物画像，还展出了 

李经纬老师受命 临摹的我国唐代敦煌壁画《得医 

图》。这次展览受到国务院文化委员会办公室、卫 

生部等有关领导的赞许。 

1970年 12月，卫生部在美术馆的展会一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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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 述 ． 

览到 1971年2月 28 H，展览内容由1个综合馆和8 

个专题展馆组成，以全国的中草药展为主，是第一次 

展示中西医结合的成就展览会。周恩来总理亲自主 

抓，他还在会议期间的一天夜间 12点以后亲 自参观 

了展览，仔细观看了综合馆和 3个分馆的部分内容， 

参观时间将近2个小时。周总理在大会期间接见代 

表5次，多次和代表谈话 ，有一次谈话时间长达 8个 

小时。卫生部领导、中央宣传部领导等也参观了展 

览，而且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和鼓励。 

中华医学会医史学分会于 1938年创办医史博 

物馆(今上海中医药大学医史博物馆)；陕西中医学 

院也于 1964年建立了医史博物馆。位于首都的卫 

生部中医研究院，作为最高中医药研究机构却没有 
一

个医史博物馆，实在是一大缺憾。卫生部领导对 

在中医研究院建立中国医史博物馆十分重视，在拜 

访陈海峰司长时，老司长思路非常清晰，他回忆 ：2O 

世纪50年代卫生部就开始制定规划，要筹建一所 

“医学博物馆”，卫生部 1954年制定“十二年科技规 

划”，国家批准了筹建医学博物馆规划，贺诚副部长 

比较重视，曾多次讨论筹建医学博物馆的规划。钱 

信忠部长，陈海峰司长也曾口头指示，北京应当建立 
一 所有中医特色的医学博物馆，对于馆址的选择也 

进行了多次论证。他们指示，为展览而征集到的卫 

生文物资料，可以不归还原主的保留下来，为筹建医 

学博物馆创造条件。崔月犁部长也曾2次向中医研 

究院领导口头提出希望能筹建医学博物馆与本草标 

本馆。 

2． 为筹建中国医史博物馆招揽人才、收集 

文物 

卫生部爱国卫生运动展览会闭幕后，为了加强 

搜集文物的力度，丁鉴塘老师于 1953年从卫生部调 

到中央卫生研究院中国医药研究所医史研究室，但 

后来又下放到西安工作。20世纪 70年代 ，李经纬 

老师负责在医史研究室与中医文献研究室合并的基 

础上组建医史文献研究室。他任室主任之初，即有 

筹建博物馆的计划；后来中医研究院领导任命他负 

责组建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他即将建立中国医史 

博物馆正式列入筹建计划，并申请院领导批准将丁 

鉴塘老师从西安调回。丁鉴塘老师于 1979年正式 

调到中医研究院医史室工作，他工作勤奋 ，在筹建中 

国医史博物馆的过程中做了大量工作，可以说是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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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的有功之臣。李经纬老师曾多次向院里举荐丁老 

师担任中国医史博物馆馆长，但由于种种原因没能 

获准。后来通过多次申辩，丁老师晋升为副研究员， 

成为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第一位有高级职称的医史 

文物专门人才。 

李经纬老师回忆，20世纪70年代后期，他通过 

亲戚朋友关系为筹建医史博物馆征得了一批文物， 

如他的朋友张厚镛老师(陕西中医学院医史博物馆 

创办人)和在咸阳市博物馆工作的亲戚，曾赠送给 

中国医史博物馆文物共计 100余件。 

20世纪70年代之前 ，人们还没有文物收藏意 

识，特别对近现代的器物更谈不上重视。前述几次 

展览会的一些展品，展出后由各部门拿回，导致有些 

器物散落，如：民国时期的黄花犁木椅放在了院会议 

室；清花瓷盛药罐被维修室用于盛放杂物；1978年 

北京中医学院从中医研究院分出时，部分图片资料 

被带到了北京中医学院，等等。曾经展出而后来散 

落的部分文物，后来被慢慢收集了起来。 

丁老师从陕西调回北京后，一直负责医药卫生 

文物的征集、收购工作，他无数次在北京旧货市场及 

文物大省陕西、河南、河北、山东等基层访购，还商请 

文物单位领导给予支持与帮助，例如，他曾带我前去 

府学胡同36号文物局选购文物，面对诸多的文物， 

精心挑选，购置了一些盛药器具等医史文物，为筹建 

医史博物馆增加了内容。 

中国医史博物馆正式成立 

1979年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室向中医研 

究院及卫生部申请成立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并同 

时成立中国医史博物馆。卫生部于 1980年批准中 

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室升格成立中国医史文献研 

究所，并要求在建所的同时，正式成立中国医史博物 

馆。李经纬老师作为医学史学术带头人，被任命为 

首任所长，并兼任中国医史博物馆馆长。 

1982年5月 28日，在中医研究院内，举行了中 

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和中国医史博物馆成立大会。卫 

生部和所属有关单位的负责人黄树则、王发武，鲁之 

俊、欧阳竞、刘学文、魏福凯、王英等参加了大会，来 

自本市和其他省市的中医界、医学史界、史学界的专 

家和科技工作者邓铁涛、赵炳南、关幼波、范行准、耿 

鉴庭、魏如恕、裘沛然、程之范、俞慎初、王雪苔，王伯 

岳、林建德、龙伯坚、顾铁符、胡绳武、赵玉青、史常 

永、张慰丰，以及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万春等到会 

祝贺。中医研究院的负责人王恩厚、季钟朴、高合 

年、施奠邦、王佩、李挺、尤祥斋、严荣等同志参加了 

大会。大会还收到了日本医史学会主席4,JlI鼎三教 

授、英国伦敦维尔康医史研究所、奥地利维也纳大学 

医史学研究所等发来的贺电和贺信。 

4． 中国医史博物馆成立后首次布展 

1982年 5月 28日，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和中 

国医史博物馆成立大会召开的当日，中国医史博物 

馆以其“独特”的展出方式与公众见面了。当时医 

史博物馆展出条件非常有限，具体地点设在中医研 

究院主楼西侧五层楼道里，展出面积不足 100平方 

米的场地(图 1)。这是两个单位共用的楼道，人来 

人往，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领导考虑文物的安全，决 

定由本所部分同志轮流夜间在楼道值班，体现了当 

时本所职工的敬业精神。 

布展内容由李经纬老师与马堪温、赵朴珊、蔡景 

峰、丁鉴塘等老师共同商定。通过对中医发展史历 

程的细心推敲，定下展出的基本内容。展陈定位是 

科技类专业性博物馆，按中医发展的历程为主线，从 

原始社会叙述到清代，其中重点介绍了几个专题，有 

环境医药卫生文物、盛药器、制药工具、量药器、针灸 

器、养生导引图集、著名画家蒋兆和先生创作的名医 

画像，还有图片和线装善本医药书籍等。虽然条件 

简陋，但通过图片、文字、实物，展现了中国医学发展 

的辉煌成就。 

图1 初建的中国医史博物馆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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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展工作由丁鉴塘老师负责指导实施 ，他身体 

力行，工作积极有序。策划布展全部工作的办公地 

就在大白楼7层的一问 15平方米的房间内。这间 

房子兼有多种功能：其一，是丁鉴唐老师和我的办公 

室；其二是冲洗照片的暗房，为布展提供冲洗图片； 

其三，是文物库房。在这种条件下，我们 Et以继夜紧 

张有序地工作着，加班加点不计报酬。清点库储文 

物是一项繁杂而精细的工作，把一件件文物比较鉴 

别 ，选出可供展出的文物，再把它们出库，然后仔细 

推敲应该展放的位置，小心翼翼地摆放。镇馆之宝 

《内经图》以及许多精品、著名医学家手稿等，都单 

独盛放于玻璃展柜内，放在最醒 目的展览后端，力争 

在狭窄的空间内，尽可能展出本馆别具中医特色的 

文物精华。 

在 1982年中国医史博物馆成立时，本馆共有 

500余件藏品，当时在美术公司定做的柜子40余 

个，但由于场地所限只能摆放 10余个柜子陈列展 

品，实际展出文物200余件，限于馆址狭小，大部分 

的展品没有向领导和专家们展示，这也是本馆非常 

大的遗憾 。 

5． 文物的进一步征集和展览条件的改善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们为了中国医史博物 

馆的建设 ，曾下乡收购民间散落文物。文物部门得 

到反映后给予了不点名的批评。对此，李经纬老师 

直接给国家主管图书馆博物馆的领导胡乔木同志写 

报告，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强调我们下乡收购医 

药卫生文物是为了筹建与充实中国医史博物馆，绝 

非私人行为，希望领导能给予支持与帮助，并提出今 

后征集收购医药卫生文物的意见。胡乔木同志很快 

将报告批给国家文物局，文物局在 1983年 7月 11 

日专函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并提出 

4点充实医史博物馆文物的意见，即国家文物事业 

管理局《关于支持和协助征集医药文物 的复文》 

([83]文物字第 383号)。之后本馆在搜集文物活 

动中即严格按《复文》精神进行，在河北、山西、陕 

西、河南、云南和北京等省市，从文物局、文物商店、 

废旧物回收点、文物市场等，通过征够、募捐等方式， 

收集到了一些医史文物，充实了医史博物馆的收藏。 

中国医史博物馆开馆后，接待了很多参观者。 
一

次，中医研究院季钟朴院长带领外国专家前来参 

观，外国专家对展览的内容倍加赞赏，但对展出条件 

之差却非常惊异。他们的态度打动了季院长，之后 

中医研究院对中国医史博物馆给予了更多的关怀。 

1984年，中国医史博物馆迁人中医研究院主楼西侧 

11层，有了一个面积约 200平米的大厅，大大改善 

了展览条件，首次将本馆原来定做的40余个展柜展 

台基本利用起来，展出文物300多件，初现了中国医 

史博物馆的风采(图2)。1985年，中国医史文献研 

究所对中国医史博物馆进行了装修，并隔出了 1间 

15平米的库房，展览条件有了进一步的改善。 

图2 迁入中医研究院主楼西侧 11层的中国医史博物馆一角 

(收稿 日期．．2011-10-10) 

(本文责任编辑 王振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