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医旬刊0及其中西医汇通理念

张孙彪!王尊旺

!摘要"!厦门国医专门学校 <=NT 年 O 月创办的/国医旬刊0!在近代中西医交会之际!刊载了众

多中医师以西医知识阐释传统中医的文章!开启了当地中医界探索中西医汇通的学术路径" 该刊坚

持#发扬国医学术$#融贯中西学说$的办刊理念!破除#科学$迷信!树立中医信念!用西医解剖知识

佐证中医气化与脏腑理论!正视中西医差异!力戒盲目汇通!表现出学术的继承性和时代的进步性"

所刊论说虽失之于穿凿附会%过誉中医之长!但对中西医汇通所做的探索和留下的经验!应能帮助当

代学人更好地处理中西医学的关系!更加自觉地应对未来的挑战"

!关键词"!/国医旬刊0&!中西医汇通&!吴瑞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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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8#国医旬刊$概况

<=NT 年 O 月 R 日!/国医旬刊0创刊于厦门!由

厦门国医专门学校'下文简称为#厦门医专$(国医

旬刊社主办发行" 厦门医专校长吴瑞甫担任编辑部

主任!编辑先后有梁长荣%陈筱腾%林孝德%陈影鹤等

人"

/国医旬刊0的创办!乃吴瑞甫主持中医办学的

一大特色" 吴瑞甫认为!要整理传承中医学术!#舍

医校医报!并无整理之方法$" 在此理念指引下!除

了/国医旬刊0之外!他在厦门办学期间先后创办

/厦门医学传习所月刊0和/厦门医药0" 关于医校

为主体创办学术刊物以及学医者关注医界报刊的必

要性!吴瑞甫解释道,#凡我医药界之有学识有经验

者!亦均能出其所学!以其崇论闳议!阐发轩岐张孙

之蕴奥以诱掖后进!即药物学亦有新理解之发明!是

从事于医药学者!宜何如广阅医报!以增广医药之学

问$

-<.

" 他将/国医旬刊0视为中医药学术传播交流

的平台!师生学习切磋的园地"

/国医旬刊0#预定半年十八期!大洋五角!全年

卅六期!大洋一元!邮费在内!零售每期三分$

->.

"

后因各种原因!实际出版发行 > 卷 >N 期'第 < 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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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期!第 > 卷有 < [<< 期(之后!于 <=NR 年 = 月

停刊"

/国医旬刊0的办刊理念是,发扬国医学术!普

及医药常识&宣传医药文化!恢复固有知能&指导卫

生方法!增进健康教育&荟萃国医精华!指示习医门

径&互通国医声气!交换医药知识&融贯中西学说!公

开秘诀验方" 封面刊名先后由陈培锟%于右任题写"

该刊未细分栏目!每期 <> 版!刊载文章 <M 篇左右!

主题内容涵盖医药言论%专著学说%教材讲义%学员

课艺%医案验方等!撰著者基本以医校师生和福建医

家为主!偶尔选登区域外中医名家的医论作品"

958#国医旬刊$的中西医汇通理念

/国医旬刊0创办于中西医交会之际!主编吴瑞

甫对于中西医汇通颇为倾心!他#十四岁时即精研

历代医籍!参汇东西学说!博稽考证!不遗余力!11

于是挈眷迁厦门!深以济物利人!莫出于医之一端!

益致力于中西医学原理!探本穷源!合一炉而治

之$

-N.

" 所以综观/国医旬刊0>N 期!充分体现了以

中医为主而积极吸纳西医理论和知识以发扬中医的

学术风格" 尤其是所刊载的诸多中西医汇通医论!

开福建中西医汇通风气之先!展现了近代福建中医

界人士勇于进行学术转型的前行者形象"

近代中国!西医逐步传播流行!中医界面对西方

医学的挑战!开始有意识地将中西医学进行比较和

糅合!论定#中西汇通!自为今后医家之大业$

-T.

"

/国医旬刊0身处此时代潮流!亦主张在坚持古典中

医前提下!参照西医理论知识!汇通中西医而求中医

的转型提高" 吴瑞甫在/发刊词0中强烈呼吁中西

医界不要纠缠于互相攻诘谩骂!因为#洋派医有好

处!亦有坏处&国医有谬误处!亦有精到处" 此事重

在有学问%有阅历%有经验!弥久弥精!互相攻诘!甚

无谓也" 余甚愿习西医者!不夸己长!不胶柱调瑟!

知其长处!尤当悟其短处" 若肆意骂人!殊非学者态

度也" 尤愿习国医者!既勤求古训!应濡染新知" 凡

谬误者!正之&精粹者!开发之&有明效大验者!表章

之&与新学说可互相参订者!沟通之$

-R.

" 他#勤求

古训!濡染新知$的思想观念!为/国医旬刊0的中西

医汇通思想定下了基调"

/国医旬刊0所倡导的中西医汇通理念!具体体

现在以下 N 个方面,

9578破除'科学(迷信 树立中医信念

针对当时众多指责中医为不科学的言论!/国

医旬刊0刊文批评有些人#一习异说!于国医之奥秘

处尚未精炼及之!遂欲以科学二字压倒数千年之文

化!多见其不知量也$!认为中西医二者优劣互现!

可互相参酌!发挥互补优势!指出,#治病以有学问%

有本领%有阅历%有实验为主!科学可也!不科学亦可

也" 科学有实验处!亦有不实验处" 不科学有不实

验处!亦有大实验处" 以彼之长!补我之短!则

可$

-P.

"

/国医旬刊0在中西医交会之初!并未将#科学$

视为#正确$和#惟一$!始终坚持中医自主性的初

衷" 譬如所刊梁长荣/科学非万能0一文以为,#二

十世纪!为科学万能之时代!无事无物!莫不以科学

为号召!卫署之罪国医!亦以不科学为定案!但科学

之意义若何!科学之界说若何!以科学医自命者!医

事上悉循科学否4 11夫六合之内!包罗万有!科学

岂能解决一切乎4 既不能解决一切!又不容其他学

说存在" 科学理有未穷!知有不尽!科学有不彻底!

不得不假道于哲学!以求尽其所知!而尽其所事

也$

-O.

" 该文认定西方科学并非万能!只是人类认

知世界的一种方式!存在局限之处!而作为科学一部

分的西医亦然!在人体认知和疾病诊治上尚有#不

科学$之处" 所刊陈筱腾/对于本刊的希望0认为,

#在医学原理上本无中西之分!亦无所谓国医是守

旧的!西医是趋新的!只有优劣真伪的分别" 因此!

研究医学的人们!切莫存中西旧新的观念!而合趋极

端!互相诋毁" 我们亟应放大眼光!精细的观察!在

整个医学上去探讨和选择$

-W.

!号召医界放下中西

畛域之见!以包容的态度共同探索医学之道"

另/国医旬刊0以为近代中医发展之路之所以

坎坷曲折!西医的强势竞争是一方面!而国力衰败才

是时代大背景" 吴瑞甫在/敬告我厦各医药界0中

写道,#学术随国运之强弱以为与废" 国弱则虽至

粹至美之学术!犹不免为人轻侮" 我医界而能痛自

猛省!切实研求!以中医而用中药!俟国势盛强而后

必有为全世界信用之一日$

-=.

" 他将中医视为国

粹!直指当时#世人不察!动谓东西医学近十年来之

进步一日千里!遂据天演优胜劣败之例!谓中医必日

就式微!不思西学即甚东渐!而中医之国粹学依然存

在" 11凡我同志须抱保存国粹之心!急起直追!虚

怀采纳!博古通今!讲求秘法!删古籍之繁芜!吸中东

西各学说之精华$

-<M.

" 他还结合自己的读书临症经

验!认为古典中医虽发源甚早!却历久弥新!并能发

陈出新" 他在/国医旬刊0刊文驳斥那些对于阴阳

五行学说的质疑!肯定#三阴三阳学说根本于五行

六气!我国自羲轩而降!即有是说!凡四时岁序及节

气!悉根据乎此!已成为一定不易之确论!11余读

+P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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岐黄家言!已垂四十余年之久!阅东西各医籍!亦有

十余年之久!证之以治验!都不能出阴阳五行之

理$

-<<.

"

9598用西医解剖知识佐证中医气化与脏腑理论

进入 >M 世纪!近代中医界逐步吸取西医的知识

与理论!对古典中医进行新的阐释和改造" 在中西

医汇通之初!医家时常运用西医解剖形质来证明中

医气化与脏腑理论的正确" /国医旬刊0刊载的多

篇文章!都体现了这一典型的学术倾向" 兹举 > 例,

其一!西方细菌学理论与中医气化理论的折衷

融合"

民国初年!西方细菌学在中国逐渐传播与兴盛!

中医古典气化理论遂受到严峻挑战" 在此情势下!

中医界开始有意识地利用细菌学理论!阐释古典中

医传染病病因病理" 譬如/国医旬刊0所刊/说菌0

一文认为,#古医经所云贼邪虚风!即微生物之代名

词也" 何以言之4 所谓风者!由空气鼓荡而成者也!

人无一刻可离乎空气!空气之鼓荡成风" 何以遽名

曰贼4 盖名贼之者!必其空气中含有毒素也" 毒素

者何!就是微生物也!风即微生物所自出也$

-<>.

!直

接将#贼邪虚风$对应于微生物!明显借鉴了西医基

于细菌致病的传染病学说" 而该文同时强调,细菌

#故能传染于人而为病!究之实亦气候使然" 盖非

其时!必无病菌之存在也!故我国医言气化!乃以探

病之原!非肤廓之语也$

-<M.

" 所刊/论传染病0一文

也指出,#中医以病气传染之说!在事实上!确有见

地可以证明" 11以气候为本!病菌为标!实无疑

义$

-<N.

"

吴瑞甫曾为/国医旬刊0撰文!谈及传统中医外

感热病学说完全建构在气化理论之上!相较于西医

细菌致病学说!其实更具优势" 他说,#我国治外感

病!必溯源于六气者!乃至精至微之学!非粗心人所

能领悟也" 西医晚出!于四时杂感专注于形质之学!

故显微镜之检查病菌!至为详悉!不知病菌亦随时令

而发生" 11可见我国医学乃从天时气候精研而

出!溯其源探其微!为理足方效之学" 杀菌之治法!

犹落第二问题" 故之西人之拘于形质!其治法不及

我国远甚$

-<T.

" /国医旬刊0发表文章!有多篇论及

这一问题!如郭?成/谈谈消毒法0指出,#国医之治

疗传染病!必先有特殊之气候不适于人体!而适于病

菌之繁殖!故治疗必先以气候为本!病菌为标!则处

方亦无不然" 此中医书籍之所以小有备载!非若西

医之徒具形式也"$

-<R.

其二!西医脏腑形质与中医经脉脏腑的折衷融

合"

从西医传入中国伊始!中医脏腑学说与西医解

剖理论的关系!就成为近代中医界必须直面的学术

难题" /国医旬刊0刊载的诸多言论!尤其是集中刊

登的厦门医专学员的课艺文章!展示了近代福建医

家对此问题的思考和探索" 例如/国医旬刊0在第 >

卷第 > 期和第 N 期连续刊载的 <M 位厦门医专学员

的课艺!分别表达了他们对#月经异常!我国以为二

阳之病发心脾!西医以为子宫病!治疗均能见效!试

阐发其理$此一论题的独立见解"

学员杨太龄认为,#西医月事异常!常因子宫原

受病!虽与我国异名!而源则一也!惟其名异源同!故

治均能见效" 西医所称输卵管!即中医所谓任脉也&

彼谓卵巢!我称冲脉&及二七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

盛!月事以时下!彼即谓十四五岁时期!卵巢中遂发

生分泄一种液素!曰卵巢黄体" 11彼所谓胃%心

脏%脾脏衰弱营养状态而感动生殖器后来之病!即我

国谓月经异常!为二阳之病发心脾是也" 综合而观

之,吾国医病理与西医病理!大有不谋而合者

耳"$

-<P.他先将西医的专有名词'输卵管%卵巢%卵

巢激素(与中医经典知识'任脉%冲脉%太冲脉盛(进

行直接比附!然后演绎推理西医的#子宫原受病$与

中医的#二阳之病发心脾$病理机制颇为#吻合$"

学员刘义尊也认为!虽然中西医学#学说有出

入!然以子宫病之理!证之于我国经旨!亦无不合"

何则4 11二阳之病发心脾!为女子不月之大原因"

盖二阳者!阳明也" 阳明为多血之经!血乃水谷之精

气!藉心火锻炼而成!忧愁思虑伤心" 此理西医不

解!非西国妇女无此病因!大抵西人纽于实质!经气

非其所知" 至于我国阴阳五行之理!经络气运之道!

既无形质可证!尤非彼解剖之精%器械之良可能采

出!是故无此之病因可言" 其所以为子宫病者!趋重

实据!非能采原立论也$

-<O.

" 他认为西医仅凭解剖

而来的脏腑形质知识!无法看到人体更深一层的功

能运作!这个功能运作还是要依靠古典中医理论才

得以阐释"

其他 W 位学员课艺的逻辑理念也基本一致,承

认西医脏腑形质知识!并与中医脏腑学说进行相应

的比附!以诠释中医的传统理论!最终目的是验证古

典医学体系的正统性和优越性"

95:8正视中西医差异 力戒盲目汇通

/国医旬刊0虽积极倡导中西医互补汇通!但也

清醒地意识到中西医汇通的困难!对于二者的本质

差异及汇通之难有着清醒的认知" 例如/国医旬

+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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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0第 > 卷第 T 期刊载陈影鹤/保存国粹与中西汇

通0一文!认为#中西汇通!固为今后应趋之途径"

然国医西医特长之处!未之或得!则所谓汇通者!不

过东拾国医皮毛!西掇西医唾余" 其论证也!非驴非

马!牵强附会&其用药也!忽中忽西!揉杂混乱" 以病

人为刍狗!其杀人甚于枪炮!斯假汇通之名!所以为

世诟病也$

-<W.

!指出当时中医界一些所谓的汇通医

家并未明了中西医学之本质!只是简单采用混杂中

西的方式!实则造就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

学派$" 他以为中西医学的汇通并非易事!如何在

守旧和趋新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最大的前提是中

医自身须厘清学术体系" #故在今日而言保存国粹

与中西汇通!厥宜从整理国医入手" 国医学术为一

无穷之宝藏!虽披沙拣金!工作繁重!然其实验处以

之应病人无穷之变!实绰有余裕" 惟兹事体大!非一

手一足之劳%一朝一夕之事所能奏效!尤非读书多%

经验富者!不足以语此也" 尚望医林硕宿视为己任!

分部整理!悉心覆验!务取真凭实据!重新沽定价值!

庶轩岐绝学发扬光大!中西汇通有以取质$

-<W.

"

吴瑞甫也对当时有些医者虚假盲目地追求中西

医汇通异常反感!屡次在/国医旬刊0刊文指出,#今

欲整顿医学!8沟通中西3四字!几为全国口头禅!为

问可能乎4 不可能乎4 此说一兴!甚至地方无学之

辈!拾人唾余!妄编讲义!自诩新知!东涂西扯!眉目

不清!以此而曰振兴医学!是所谓南其辕北其辙!此

医学之厄运!亦即生民之劫运也$

-<=.

" 他以为真正

的中西医汇通路径乃是,#取外国学语以勘中医!有

可融会贯通者!有欲融会而不得其解者!是宜集中医

之中外互参%有学问%有经验者!互相讨论!以收研究

改进之效$

->M.

" 他呼吁中医界人士注意中西医学二

者在理论和技术上存在显著差异!存在诸多#有欲

融会而不得其解者$!假若医者并非#中外互参%有

学问%有经验$!而简单%粗浅地以近代西方科学知

识来解释传统中医学术!无法自圆其说!只会削足适

履" 直到其晚年!他仍然喟叹,#自中央国医馆有以

科学方式整理国医之说!全国医学家竞相附和!几谓

中医皆蹈常故!不如新医之日有发明!矫枉过正者且

谓必须将中医药废除净尽而后已!而不知中东西各

医学!实有难于沟通之处!亦均有不可磨灭之

处$

-><.

" 他一生探究和践行中西医汇通!但也承认

中西医学之间存在很多#难于沟通之处$!将对于人

体健康和疾病的多元理解进行整合并非易事"

:58结语

/国医旬刊0虽然办刊时间不长!但其诞生于中

西医交会之际!当地中医面临西医挑战而适时转变

之时!因而成为透视近代福建中医学术转型不可或

缺的一份重要学术刊物"

/国医旬刊0在坚守中医经典自主性的前提下!

有意识地运用西医解剖知识!佐证中医气化与脏腑

理论!呼吁学医者拨开近代科学的迷雾!谨慎地进行

中西医学的汇通融合" 他们的思考!开启了福建中

西医学汇通之路!给后世中西医结合提供了历史经

验"

不可否认!/国医旬刊0在运用西医知识阐释古

典中医时!展现出一些对中西医学关系的误解!一些

交融互释的结论!常显得穿凿附会!自相矛盾!或对

中医经典理论有夸大过誉之处!这是中西医初次融

合难以避免的历史局限" 如何处理传统与新知%继

承与发展的关系!不仅是那个时代中医师的焦虑!也

是当下中医界一直思考的永恒主题" 认真回顾/国

医旬刊0曾对中西医汇通路径所做的探索!应能帮

助当代学人更加自觉地应对未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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