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令誉与时俱增”⋯]。 

6． 办学成就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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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国专办学 6载，筚路蓝缕，历经艰辛，展示 

了近代中医界勇于变革、自强不息的精神品质。医 

校校风优良，学习气氛浓厚，教师剖析经典簇簇生 

新，学员质疑辩驳百家争鸣，育人硕果累累。关于医 

校的育人成果，据国专第 1届学员廖碧 《回忆厦 

门国医专门学校》一文记述，厦门国专的学员来 自 

省内外及海外侨胞，遍及厦门、同安、龙溪、晋江、安 

溪、惠安、漳平、龙岩、莆田、连江、闽侯、香港、台湾、 

新加坡、菲律宾、印尼等地，招生规模达百余人，声名 

传布海内外 (福建省卫生厅中医处．吴瑞甫学术研 

究文选．1984：12．)。研究班 2期近百名学员有 80 

多人结业，本科班虽因抗日战争厦门沦陷中断，亦有 

10余人领得毕业证书。当时在厦行医的众多医师 

以进修毕业于厦门国专为荣，多将此写入履历广告 

之中，以邀病患信任。 

这些从厦门国专毕业的学员，多年之后于海内 

外各地中医界均有卓越建树，譬如厦门名医林孝德、 

李礼臣等，晋江有邱立培、蔡仲默，三明有汪洋，香港 

有施玉燕 、曾秀华等，台湾有陈影鹤、叶振成等，菲律 

宾有史悠经、刘羲尊等，可谓桃李遍天下。医校虽因 

日军侵华于 1938年被迫停办，吴瑞甫避难迁徙星 

洲，但仍念念不忘中医教育事业，遂将厦门国专办学 

经验实践于新加坡，创办星洲中医专门学校(后改 

名新加坡中医学院)，不懈探索中医教育方法，在异 

国他乡延续发扬着厦门国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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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风：一种疾病的医疗社会史》中译本出版 

2013年5月，由朱慧颖翻译的梁其姿的《麻风：一种疾 

病的医疗社会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l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面对西方强权的入侵与随之 

而来的包括生物医学在内的科学的强势挑战，顿时失去了原 

有的文化大国的自信。麻风病也因此被视为华人种族质量 

低劣的表征。无人对麻风病的历史感兴趣。历史的失忆，让 

麻风病的论述不得不以西方历史与生物医学的论述为基础。 

为此，梁其姿先生对中国历史上的麻风病进行了解读。 

做为一种疾病，因其所具有特殊性，使得社会对麻风病 

患者的处理有别于其他疾患。梁其姿先生在书中既关注到 

了医学对麻风病的认识 ，即疾病的生物性，也关注了社会处 

理病患的法律与制度，并试图寻找两者之间的历史关系。 

(兰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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