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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近代中西医汇通医院概述 

陆 明 杨杏林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西医汇通派的兴起和发展 

是中医界借以维护自身权利的产物。由于时代的特 

定性和上海的特殊地位，近代上海的中西医汇通派 

在维护中医地位和自我发展等方面起到了中流砥柱 

的作用，特别是20世纪 20年代，上海已成为中国中 

西医汇通医院的主要中心之一。 

1． 上海最早的中西医汇通医院 

上海最早的中西医汇通医院当属 1904年开办 

的上海医院(上海市第二人民医院前身)。这所医 

院是李平书在黄浦江边三泰码头积谷仓外(今多稼 

路)租赁房屋创办 的。当时医院全 由李氏个人 出 

资，设备相当简陋，无病房，等于施药站。1907年， 

李平书提议在各省发行的彩票内提捐，所得经费在 

南市建造一所正规医院，得到督抚的批准。1908年 

又得到莫子经等乡绅赞助，在积谷仓公地兴建了上 

海医院新院舍。上海医院扩建工程于 1909年 7月 

宣告竣工，建成的医院大楼为前进 3层，后进2层， 

每层楼面有房屋 9间，不但有门诊部，还有住院处、 

手术室等，设备较之当时的一些租界医院并不逊色。 

其时上海的租界医院虽多，但都为洋人所设，采用西 

法治疗，除少数人外，华人很难到“洋医院”看病。 

而各善堂施医给药，则只有中医没有西医。对此，李 

氏认为，上海已与世界开通，中国医术不应再拘守旧 

法，主张“沟通中西医”，“冶中西医于一炉”。所以， 

上海医院开办后，采用中西医两法治疗病人，上午是 

中医开诊，下午为西医开诊兼发药，开上海地区中西 

医汇通医院的先河。他聘请张竹君任院监 (即院 

长)，主管医院的各项事宜。张竹君是基督教徒， 

1899年毕业于广州博济医院医科班(夏葛医学院)， 

曾自办“南福”、“堤福”医院，对 中医有一定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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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 述 ． 

1912年李平书去日本，上海医院逐步西化。1916年 

张竹君辞去院长职务，上海医院亦改名为公立上海 

医院，由留学德、Et的西医掌权，如汪企张曾任该院 

院长，余云岫曾任该院医务长，从此全盘西化⋯，成 

为沪上排斥中医的大本营。 

2， 中西医汇通医院的6种类型 

上海先后建立的医院有300多所。其中大医院 

均为以西医为主的医院；最贫穷的闸北地区的医院 

则多为中医医院和中西医汇通医院，如：浙宁水木医 

院、闸北医院、普善医院、闸北丝厂惠工医院、粤商医 

院、蓝十字谦益伤科医院、上海中医院、中华黄十字 

会施医部、浙绍医院等 。 

据上海近代中西医汇通医院的情况，可大致分 

为6种类型： 

2．1 中医同乡会医院 

上海近代有许多同乡会组织，如四明公所、广肇 

公所、徽宁旅沪同乡会等，这些同乡会所、会馆办了 

不少同乡会汇通医院，最大的同乡会汇通医院是四 

明医院(图 1)。 

四明医院(上海中医药大学曙光医院前身)是 

四明公所于 1906年在八仙桥宁寿里开设的一家小 

型医院。1922年9月迁到当时法租界爱来格路(今 

桃源路)，正式取名四明医院。设内、外、骨、妇产、 

图 1 四明医院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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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和放射科及中西药房，有病床 200张，医师 17 

人，多为中医，1945年又举办“上海市私立四明高级 

护士职业学校”。四明医院院长先后为朱葆三、葛 

虞臣、戎明士、吴涵秋 。从 1942年吴涵秋院长开 

始，四明医院才属于中西医同乡会汇通医院性质，前 

3任院长时期，四明医院属于中医同乡会医院性质。 

吴涵秋 1942年成为四明医院最后一任，也是最有能 

力的院长。吴涵秋中西医并重，他聘请一同来 自宁 

波华美医院的西医黄景霞任副院长兼外科主任，他 

还聘请西医董承琅、马永江、张秀彬、商文彝、俞松 

文、唐惠民、董珊云、徐新贤等为西医各科负责人，聘 

请著名护士路美丽为护理主任，他希望四明医院中 

西医秋色平分，同舟共济。结果医院人才济济，医疗 

服务质量提高很大，诊疗人数大增 ，成为沪上著 

名的中西医汇通医院，如果没有吴涵秋提倡中西医 

汇通方针，创西医科室、西医护校，没有四明公所的 

财力支持，四明医院就不可能成为著名的中西医汇 

通医院。 

其他中医同乡会医院汇通还有广肇医院、徽宁 

医院、潮州和济医院等。 

2．2 中医社会团体医院 

近代上海，有许多社会团体组织，这些社会团体 

组织创办了不少社会团体医院，多数是西医医院性 

质，中医社会团体医院中属于中西医汇通的不多，如 

普善医院、蓝十字谦益伤科医院等。 

普善医院由普善山庄创办于 1921年，院址在闸 

北新民路，设中、西医部，每天施诊给药 300号左右， 

夏季增开时疫诊所，1937年毁于 日军炮火 J，西医 

王味果曾任该院医务主任，朱琏任产科主任兼司药 

主任。 

蓝十字谦益伤科医院由闸北士绅陈炳谦、王彬 

彦等于 1925年春创办，院址在海宁路永和坊，有床 

位 105张 j。 

医学校学习，对中西医医院汇通大力支持，聘请中医 

顾问包识生、西医顾问梅卓生，医院建设的设想是 

“采用国医为体、西医为用之旨，内、外、妇、儿四科， 

各项设备参照现行各大医院办理，藉作学生临床实 

习之用。另设化验室，聘请西医数人主持化验、药 

物、诊病等事宜，以供临诊之助诸事宜，以供临床之 

助，使见习学生得以平日所见，充分探求实习” 。 

2．4 西医同乡会医院 

上海近代有许多同乡会医院，其中不少是西医 

院，如惠旅医院、粤商医院(广东医院)、浙绍医院 

等。 

惠旅医院由洞庭东山旅沪同乡会创办于 1921 

年，原名惠旅养病院，抗 日战争后才改现名，分设中 

医、西医部，1943年由前西医部主任施汝雄任院长， 

西医部分内、外、儿、产妇、x线、肺、眼耳鼻咽、急救、 

电疗科等 ]2 。1948年病床 144张，其中儿 

科病床 18张，产妇科病床 102张；医生7人，其中儿 

科医生 1人，产妇科医生3人 。 

粤商医院又称广东医院，1923年 4月落成，由 

旅沪广东同乡社群集资 20余万银元创办，投人之 

大，超出沪上各同乡医院。该院分设中医、西医部， 

该院还设产科医院，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同乡妇女 

生育难的问题。该院座落于天通庵路，占地面积 20 

余亩_1 ，建造时参照当时最新式医院结构，有礼堂、 

招待室、诊治室、制药室、煎药室、男女看护室等。有 

东西病房4座，各2层，百余间 j4 。西医名医黄雯 

曾任该院院长，中医郭柏良曾任医务部主任，中医余 

子贞曾任内科外伤科负责人。 

浙绍医院(上海北站医院前身之一)由绍兴 7 

县旅沪同乡会于 1940年创办，分设中医、西医部，有 

病床5O张 。该院院长为西医科主任为西医陈 

德懋，眼科中医俞歧山曾在该院工作，梁慧期曾在西 

医内科工作。 

2．3 中医学院附属医院 2．5 西医社会团体医院 

近代上海有几个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其中新中 

国医学院附属新中国医院的中西医汇通很成功。上 

海新中国医学院由朱南山及哲嗣朱小南、朱鹤皋筹 

办于 1935年 12月，附属新中国医院开办于 1936年 

4月，毁于 1937年“八 -一三”炮火。当时新中国医 

学院附属新中国医院与新中国医学院研究院实行两 

院一体制，两院由研究院长领导，祝味菊任研究院 

长，陈荣章任研究院副院长。祝味菊、陈荣章均在西 

近代上海有许多社会团体组织，这些社会团体 

组织开办了不少社会团体医院，多数是西医医院性 

质，西医社会团体医院汇通性质的很少。 

世界红十字会上海医院(上海市纺织工业局第 

三医院、上海中山医院肿瘤中心前身)是世界红十 

字会上海分会于 1927年创办，当时座落于南市斜桥 

陆家浜路 1380号，院长江乾六，1937年后迁入愚园 

路 271号(现为愚园路 1171号)̈ 。中医部主任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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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为中医大师章次公 (1928--1937) 2_ 、徐衡之 

(1938--1942)̈ 等，他们与该院西医部主任李邦政 

博士合作融洽，救治了不少重危病人。他们向留德 

医学博士李邦政学习西医听诊、叩诊，通过中西医会 

诊查房学习西医检查诊断。相处甚得，时相切磋，并 

提出“双重(指中西医)诊断，一重(中医)治疗”的 

主张，使诊治水平大为提高  ̈，该院西医部还有邓 

源和、胡嘉言、陈端白诸 良医，他们从学术上畅论中 

西医之得失，毫无顾忌，作推心置腹之论，是以积学 

如醇泉，汩汩源不竭。无经方时方之门户见，更无中 

西医门户见  ̈ 。 

中西疗养院由世界社李石曾创办于 2O世纪 30 

年代，座落在蒲石路(现长乐路，院址现为上海市第 
一 妇婴保健院)，该院应为集资支持中法大学药学 

专修科而创办的，西医主持人是法国诺安博士，中医 

主持人是陆仲安，因为中西医汇通，治疗效果好而大 

受欢迎，院内病房常客满_l 。后诺安博士因病回 

法，院务由宋梧生(宋梧生同时负责中法大学药学 

专修科教学和中比镭锭治疗院的管理工作)等接 

办，陆仲安仍留院与西医共诊_1 ，陆仲安还任中西 

疗养院常务董事。1948年李光汉任该院院长。 

2．6 私立西医医院 

近代上海私立西医医院有近300个。上海虹桥 

疗养院是一个较大的私立西医医院(上海徐汇区中 

心医院前身之一)，成立于 1934年，院长丁惠康系 

名医丁福保之子。院址初为虹桥路 201号，抗战中 

丁惠康租到霞飞路(淮海中路)990号房产，占地面 

积 14亩，有病床六七十张，员工 6O_7O人，该院有 

100 mA德制西门子 x光机、外科高级手术器械、全 

套化验设备，还有理疗机  ̈。为了拓展业务，丁惠 

康又聘请当时著名西医刘德启、粟宗华、林兆耆、任 

廷桂等 20余人来院诊疗  ̈，并聘请陈存仁开创该 

院中西医汇通的先例。丁惠康对中医无成见，也不 

因为陈存仁是中医而歧视他。陈存仁在虹桥疗养院 

工作了2年，就要求退出。这其中有各种原因，但 

是，西医与中医不合作，互相排斥，中西医汇通就很 

难开展。 

在近代上海，汇通中西医的医家在承认西医先 

进的基础上，对中医实施有目的地改革，提出改进中 

医，发展中医和融贯 中西，创立新医学 的积极主 

张  ̈，尽管汇通并不成功，但留下上海近代中西医 

汇通医院等宝贵的医学遗产，也为新中国中西医结 

合医院的诞生与成长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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