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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近代西医药期刊概述 

陆明 鲍国海 

1843年 11月 17日，上海开埠，外国人纷至沓 

来，随着上海的城市近代化发展，西医药知识也相继 

传人沪上，20世纪上海是近代 中国工业、经济、商 

业、文化最发达的城市，沪上西医药各类医教研机构 

和学术团体开始建立，各类西医药期刊也开始创刊。 

上海各医学研究机构进行世界水平的研究，随着海 

外留学医师和各地名医来沪，20世纪30年代上海 

西医药力量之雄厚甲于全国。上海成为西学东渐和 

东学西渐的桥梁，也成为中国西医药期刊的中心。 

1871年，上海出版了《海关医报》，这是中国西 

医期刊的嚆矢。现代医学界公认广州的《西医新 

报》(1880)是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第 1份西医期刊。 

直到1887年，上海才创办了《博医会报》。据文献 

统计，在 1871—1949年问，上海共创刊各类西医药 

期 刊 161 种，约 占 全 国 西 医 药 期 刊 的 
39％ [1-2]l3 盯 控

。 从表1可见，20世纪30年代创刊 

的期刊最多，占上海西医药期刊的42．2％。从出版 

周期看，月刊最多(76种)，其次为季刊(25种)和周 

刊(16种)。有 5种期刊目前仍在出版，分别是 Chi． 

nese Medical Journal(原名为《博医会报》，1887年创 

刊)、《中华医学杂志》(1915创刊)、《中华医史杂 

志》(原名《医史杂志》，1947年创刊)、《大众医学》 

(1948创 刊)和《会讯》(原名《上海医事周刊》，1935 

年创刊)。 

1． 西医团体期刊 

自1887年以后，上海曾出现了多种西医药团 

体，如中国博医会(1887，于 1932年并人中华医学 

会)、中华医学会(1915)、中国红十字会 (1904)、中 

华麻风救济会(1926)、中国防痨协会 (1933)、中华 

护士会(1909)、中国药学会(1907)、中华民国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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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1915)、全国医师联合会(1929)、中华卫生学 

会(1921)、中华化学工业会(1922)等 ]，此外，还有 

一 些地方学术团体，开展各种学术活动，这些团体所 

创办的刊物构成了中国近代西医药期刊的主体。 

1．1 《博医会报》 

《博医会报》(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1) 

于 1887年 3月在上海创刊，中国博医会出版，主编 

是广州的嘉约翰(Kerr，J G，中国博医会第 1任会 

长)，副主编为赖夫斯奈德(E．Reifsnyder)、马肯沃 

(J．K．Mackenzie)和久利克(S．Gulick) 。上海文 

恒理(Boone，H W，中国博医会第2任会长)是该刊 

3位编辑之一l6_6 躬 。事实上，嘉约翰知道如果在 

广州创办《博医会报》将会遇到经费的困难，比如广 

州的《西医新报》(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第 1份西医期 

刊)在广州只出版了 8期就停刊了，虽然原因有许 

多，但经费是主要问题。而中国博医会会址在上海， 

上海博医会会长文恒理的家族“文氏三杰”有经费， 

《博医会报》在上海创办可以很容易地解决经费问 

题。 

文恒理当时是上海同仁医院院长 ，还创办上 

海圣约翰书院医科 J，他也是中国博医会的主要创 

立者 _5∞。文恒理和嘉约翰等一些虔诚的传教医师 

为《博医会报》创办和发展起了关键作用。 

文恒理是美国圣公会第1任驻华主教文惠廉的 

长子 j，旧上海有一条用文惠廉 的名字命名的马 

路——文监师路(今塘沽路)；文恒理的弟弟小文惠 

廉(文会廉)是美国圣公会上海区第 4任主教 ， 

“文氏三杰”有经费，有房产，文恒理用“擦边球”(靠 

环境、靠家族、靠宗教)办《博医会报》很顺利。 

文恒理在《博医会报》第 1期发表的第 1篇文 

章把该刊性质归纳为“主要发表外国医生医疗、研 

究工作，便于他们积累越来越多的观察资料及经验， 

也有利于世界” 。 

《博医会报》最初为季刊，从 1905年 1月起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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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上海西医药期刊创刊年分布(1871～l949) 

为双月刊，1923年起 1月起改为月刊。1907年 

在中华医学基金会的支持下改名为 China Medical 

Journal_5 J。该刊是当时中国影响最大的西医期刊， 

1930年发行数已达 2 000册以上，是当时美国国立 

医学图书馆编印的《累积医学索引》(Cumulated In— 

dex Medicus)接受编目的惟一中国出版的英文医学 

杂志。 

1932年，中国博医会并人中华医学会，《博医会 

报》与《中华医学杂志》(National Medical Journal of 

China)英文版部分合并，改名为《中华医学杂志》 

(英文版)，刊名仍为 China Medical Journal，出版卷 

期沿用《博医会报》卷序，编辑部由上海迁往北平协 

和医学院，实际上是上海、北平 2处编辑部。1941 

年，由于珍珠港事件爆发，协和医学院关闭，该刊北 

平编辑部被迫迁回上海，于 1942年出上海版。由于 

缺少稿源及人力物力不足，l942—1945年最多每年 

出版 6期，最少只有 3期。1946年中华医学会总会 

迁回上海，该刊正式改为双月刊，1948年改为月刊。 

当时该刊还曾出过成都版、华盛顿版。1951年，该 

刊随中华医学会总会迁往北京出版 。 

1．2 《中华医学杂志》 

《中华医学杂志》是中华医学会的机关刊物，也 

是中国最重要的医学期刊，1915年 11月在上海创 

刊，伍连德任总编辑，为中英文合刊。1916年 3月 

出版第2卷第 1期，并定为季刊。当时主要刊登学 

会的规章制度、病例报告、译文等 。 

1917年 1月，该刊由伍连德、俞凤宾共任总编 

辑，实际由俞风宾主持，当时中华医学会会所和该刊 

编辑部都设在上海南京路俞凤宾诊所楼上 (1925 

年 3月后迁上海西藏路 545号时疫医院办公，但是 

通讯地址还是上海南京路俞凤宾诊所)。当时没有 

固定的办刊经费，是医药公司广告费的收入支付印 

刷、纸张等费用。俞凤宾腾出自己在南京路诊所的 
一 问小屋作为编辑室，并约请助理人员协助发行、联 

系、印刷等事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太 

仓县委员会．太仓文史资料辑存：第 1辑．1983： 

109．)。他在自己的学术黄金时期为学会、为该刊 

编辑工作和医学名词的统一倾注了主要的精力，并 

在该刊发表了《医学名词意见书》和《推行医学名词 

之必要》的评述文章，在中国首先提倡规范化的医 

学名词，使该刊成为倡导使用规范化医学名词最早 

的期刊。该刊从创刊始，就树立了明确的办刊宗旨 

和良好的学术风范，并提倡西医学习中医，使该刊成 

为倡导和推行中西医结合的先行期刊，为保存和发 

扬中医学做出了自己的历史贡献。1922年，刁信 

德、俞凤宾共任总编辑，同年发表朱恒璧的文章《解 

剖尸体之商榷》，这是最早在中国倡导尸体解剖的 

医学论文。1924年该刊由季刊改为双月刊。1926 

年由高镜朗任总编辑。1927年该刊被美国医学会 

《累积医学索引》收录，成为中国最早被国外医学索 

引收录和被世界医学界关注的中文医学期刊。1928 

年，金宝善接任总编辑，同年该刊由上海迁往北平， 

1932年《博医会报》和《齐鲁医报》合并于该刊，中 

英文版分别出版，设各自的编辑部，并有不同的办刊 

方针和读者对象，但都属中华医学会主办并领导。 

当时，该刊内容更加丰富，栏 目不断扩大。1934年， 

该刊由双月刊改为月刊，并迁回上海出版，余岩(余 

云岫)任总编辑。1937年 8月淞沪战争爆发，但该 

刊还在坚持发行，由于该刊原创性文章与日俱增，创 

造性成果不断问世，其学术水平和刊物质量不断提 

高，1941年 1月开始，被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医学 

索引》(IM)收录。1942年中华医学会总会迁往重 

庆，该刊也改出上海版和重庆版，上海版由王吉民负 

责编辑和发行，由于多种原因，1943年由月刊改为 

双月刊 。 。1946年，中华医学会总会迁回上海，该 

刊才结束了分两地出版的局面。尽管遇到很多困 

难，该刊都未停止出版，显示出极强的学术生命力。 

1947年张昌绍任总编辑。1951年，该刊随中华医学 

会总会迁北京出版  ̈。 

1．3 其他西医团体期刊 

中国红十字会出版有《中国红十字会杂志》 

(1913—1914)、《中国红十字会月报》(1921—1924， 

1931—1940)、《人道指南》、《会务通讯》和《救护通 

讯》，1946年将《会务通讯》、《救护通讯》合并为《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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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月刊》发行。 

全国医师联合会创办了《医事汇刊》(1929— 

1937)，季刊，由宋国宾、余云岫主编。 

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创办了《上海医事周刊》 

(1935—1946)，1946年改名为《上海医事新闻》， 

1956年改名《上海医讯》，后改名《会讯》，也是上海 

近代中西医期刊中至今仍在上海出版的第 1种期刊 

(另一种是《大众医学》)。 

上海市医师公会创办了《新医与社会》(1928— 

1934)和《医事通讯》(1947—1951)，后者改名《医 

讯》，1951年随该会解散该刊停刊。 

2． 西医校刊、院刊 

上海的西医教育是中国西医教育的生力军，当 

时同济大学医学院、震旦大学医学院，分别执国内医 

界德派、法派牛耳。1936年时，上海的医学院已达 

18所之多，占全国医学院总数的23．1％ 4̈_3。上海 

的医学院都办有校刊，许多医院也有院刊，它们刊登 

了大量西医论著，介绍了国外的医学知识，同时也发 

表了中国学者的学术论文，特别是同济大学医学院 

创办的刊物时间最长，内容丰富，在中国西医校刊史 

上独占鳌头  ̈。 

2．1 同济大学医学院编辑出版的期刊 

早在 1918年，同济大学的前身同济医工专门学 

校就创办了《同济》杂志，黄胜白任总编。1921年， 

同济大学又出版了《同济杂志》，该刊是医工类学术 

刊物。1925年 10月创刊的《同济医学月刊》，由当 

时医科德籍教授盖思理、欧本海、史图博等编辑，以 

介绍德国最新医学为宗旨，用中德 2种文字对照编 

印，一直出版到抗战前夕，共编印 12卷，在国内医学 

界已有一定的影响。抗战爆发后，同济大学内迁，大 

部分德籍教授留沪，办起德国医学院，他们沿用《同 

济医学月刊》的名称和卷号，从 13卷起，一直办到 

1941年第 16卷为止l13]，1941年改名为《医学及文 

化：德华月刊》，1945年停刊。 

1931年创刊的《同济医学季刊》是目前查证的 

中国近代医学史上出版时间最长的一种校刊，虽然 

在 1937--1939年休刊，但 1952年又迁到武汉出版， 

后因故被迫停刊，但还是创下了历史记录。该刊是 

大学医学院同学会自办的刊物，因此成为校友和在 

校学生交流信息的园地，翻译了大量的西医论著，介 

绍了世界医学知识，有些论文为教授撰写，特别是同 

济医学院很重视基础和临床研究，曾拥有解剖学、生 

理学、病理学、药理学、生化、细菌、公共卫生、寄生虫 

等研究馆_6 J，学术水平 日益提高，该刊发表的论文 

反映了当时德派医科的学术水平 引。 

同济医学院还编辑出版过《同济医学会旬刊》 

(1923)和《同济医声》(1948--1949)。 

2．2 震旦大学医学院编辑出版的期刊 

震旦大学是“法比派”大学，创办有《震旦大学 

医科杂志》(1920--1930)和《震旦医刊》(1931— 

1949)，这2种刊物发表的论文多为国外医学博士的 

最新研究成果，其中震旦医学院内科主任邝安垄和 

外科主任徐宝彝的多篇论文，反映了中国医界“法 

比派”的实力 。 

2．3 其他学校编辑出版的校刊和院刊 

上海医学院是国人自筹资金创办的第 1所国立 

医学院。1933年，创办 了《上海医学院院刊》 

(1933—1946)，院长颜福庆撰写了发刊词，要求刊 

物介绍新知，教学相长  ̈，该刊后改名为《上海医学 

院季刊》。1946年上海医学院迁回上海，成立了校 

友会，出版了《上医月刊》进行学术交流。 

上海同德医学院是上海同济大学校友组织中华 

德医会创办的学校，曾创办《同德医学》(1920— 

1923)，黄胜白任编辑，黄胜白曾于 1918年总编《同 

济》杂志，他也是同德医学院的创办人之一 J，他于 

1923年将该刊改组为《同德医药学》，翌年改组为 

《医药学》，成为中国西药学的专业刊物(参见下节 

《医药学》)。该校还出版过《新同德》、《新医人》、 

《上海同德医专年刊》和《同德医讯》等刊物。 

上海南洋医科大学(后改名为南洋医学院)是 

“El派”学校l8 J，曾出版过《南洋医学》和《南洋医学 

院季刊》等刊物。 

上海东南医科大学(后改称为东南医学院)也 

是 日派学校 J，曾出版过《东南医刊》、《校声》和 

《东南医讯》等刊物。 

在近代上海，曾先后建有 10多所产科、助产士 

学校，这些学校也编辑有校刊，如《中德产科女医学 

校月刊》等。上海曾有 300余所医院，也出版一些 

院刊，如生活医院曾出版过《生活月刊》，后改名为 

《生活医院医刊》，上海中山医院出版有《上海中山 

医院年报》(1947)。 

上海军医学校 曾编辑出版 《军 医学校校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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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西药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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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上海，出版的西药类期刊近 50种，占全国 

总数的60％【16]。上海，有药科教育机构 3个，西药 

厂占全国总数的60％ ，全国西药研究所多数在上 

海，因此，上海集中了全国西药业的精英，他们从事 

西药理论研究、教学和西药生产等工作。 

《中华药学杂志》(1936—1937，1940—1941)。 

中华民国药学会创办，季刊，曾广方任总编辑(时任 

药学会理事长)，开设有原著、专著、综论、译述等栏 

目115]。 

《医药学》(1924—1937，1947—1952)。该刊的 

前身即《同德医药学》，黄胜白创办，1924年改组为 

《医药学》，改由黄胜白的四弟黄呜龙(国际知名化 

学家)任总主任，黄胜白、黄鸣驹(黄胜白的三弟，著 

名毒物分析化学家)分别担任医学编辑和药学编 

辑，发表国外药学研究动态 。1937年抗战期刊 

停刊，1947年复刊，仍由黄胜 白任总编辑，黄兰孙 

(黄胜白的儿子，药学家)任发行人兼主编。内容主 

要发表药物化学论著，植物化学研究报告，新药介绍 

等⋯J。黄胜白弟弟黄鸣驹和黄鸣龙都是大学教授， 

他们还为杂志撰稿，并向许多药界同人约稿，使杂志 

能继续发行，特别是黄鸣龙在国外多年，及时把国际 

上最先进的信息寄来。1952年，黄氏三兄弟分别担 

任重要工作，黄胜白任华东《医务生活》社社长，不 

久任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和《中华医学杂志》总编 

辑，弟弟黄鸣驹和黄鸣龙分别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医 

学科学院药物系主任和化学系主任，当时中国人民 

解放军医学科学院是保密单位，该刊就停刊了。 

《医药学》是迄今为止中国近代医学史上出版时间 

最长的药学期刊(包括中药期刊)，药学界的“黄氏 

三杰”合力编辑《医药学》成为一段佳话。 

《医药评论》(1929--1937)。半月刊，编辑主任 

为褚民谊，设有社论、社评、专著、译述、转栽、时闻、 

通讯等栏目。药学类稿件较多。1933年改为月刊。 

《新医药》(1930--1937)。月刊，中华民国医药 

学会编辑发行，主编陈卓人，总干事余云岫，编委中 

有药界人士赵炳黄、吴冠民等，设有论坛、原著、译 

述、社会医药、诊疗知识 、医学消息等栏 目。 

《中华药刊》(1939--1940)。由中华药学会上 

海分会主办，何裕万任编辑，设有著述、药学文摘、药 

迅、会务报告、药友消息等栏 目。 

《新医药刊》(1932--1946)。赵炳黄、顾毓琦、 

徐乃礼任主编，设有言论、专著、医药知识、研究业绩 

和临床实验等栏 目。 

《医药导报》(1933—1944)。编辑主任宋国宾、 

褚民谊、陈泽民，设有言论、专著、译述、临证实验等 

栏 目。 

《药和化学》(1939--1940)。上海中法大学药 

科学生吕秉森、唐国裕、刘泽先等担任编辑，设有药 

物与治疗、医药发明史话、化疗新知、药物化学探讨、 

制药化学探讨、制药工程与机械、药剂讲话、国药研 

究等栏 目。 

另外，近代上海出版西药期刊还有：《医药新 

报》、《医药月刊》、《医药杂志》、《中国医药月刊》、 

《化学药业杂志》、《新药与治疗》、《医与药》、《新药 

导报》、《社会医药》、《新药月报》、《九福医药刊》、 

《医药周刊》、《上海医药月刊》、《医药卫生》和《医 

药世界》等 。 

4． 西医专科期刊 

近代上海的西医专科期刊很多，集中了全国绝 

大多数的西医专科类期刊。 

牙科期刊。上海曾有数个牙科学会，2个牙科 

教育机构 ，有外籍牙科医生和留学回归的牙科医 

生多人，他们创办了一些专业期刊。1919年司徒博 

出版过《中华全国齿科学会临时周报》，只出了4期 

就停刊  ̈。上海市牙医师公会是上海近代较大的 

牙科学会，1935年编辑出版了《上海市牙医公会月 

报》(1935--1937)，该刊设有齿科学术研究论文、医 

疗卫生经验、牙科新技术、新材料等栏 目，还刊登国 

外该领域的进展概况的译文。栏 目还有言论、原著、 

译述、会务消息等。1947年该刊改名为《牙医学报》 

(1947—1948)复刊，司徒博仍为该会编辑，由留日 

博士陈庆涛任主编，是早期中国学术水平较高的一 

份刊物，当时在国内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上海市 

牙科医学会编辑出版有《上海牙科月刊》(1947— 

1948)，该刊以研究牙科学术，介绍世界牙科医学新 

知识，促进牙科事业发展为宗旨，设有专载、译述、临 

床报告、问答和讲座等栏 目。上海出版的牙科期刊 

还有《中国牙医月刊》、《中国牙医杂志》和《齿科季 

刊》等。 

《麻风 季 刊》(中文 版 l927—1943；英 文版 

1927--1942)。由中华麻风救济会创办，是中国研究 

麻风病最早的期刊。该刊分别以中英 2种文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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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中文版负责人为邬志坚牧师，英文版由马雅各 

(Maxwell，J L)医师负责。该刊出版历时 l7年，为 

中国的麻风病防治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 

《防痨》(1934--1936)。由中国防痨协会创办， 

后改名为《防痨月刊》。先后由牛惠生、李延安、张 

君俊、刘德启等医界人士担任总编辑或主编，刊载结 

核病理及预防方法、摄生要 旨、卫生常识等。1948 

年防痨协会又创办《防痨通讯》，以普及防痨知识 ， 

交流防痨经验 。1951年该刊随协会一起迁往北 

京继续出版。 

《大精神杂志》。1920年由大精神医学研究会 

编辑发行。 

《法医月刊》(1934--1936)。由上海真如司法 

行政部法医研究所法医研究会编辑出版，林几主编， 

后改名《法医学季刊》。该刊对近代法医的引进、介 

绍、应用和传播做了大量的工作 。设有法律、医 

药、理化、生物学毒物、心理侦察各科的研究、民事刑 

事案例分析、法医鉴定的案例和研究心得、法医检验 

等，并配有大量的照片和插图加以说明。 

妇幼产科期刊。有中德产科同学会编辑出版的 

《中德产科女医学校月刊》(1929)、中华慈幼协会编 

辑出版的《慈幼月刊》(193O一1931)、中国基督教青 

年会编辑发行的《优生》(1931—1932)。 

《拒毒月刊》(1927—1937)。由中华民国拒毒 

会编辑发行。 

《医史杂志》。1947创刊，由中华医史学会编辑 

发行，余云岫任主任，王吉民任总干事，刊登研究中 

外医史译著、中国医史论著。1948年停刊，1951年 

复刊，1953年更名为《中华医史杂志》迁往北京继续 

出版 。 

女医期刊。1933年，上海光华医院编辑发行了 

《妇女医报》，专载妇女科学卫生知识，以增进妇女 

健康。1941年，上海还出版有《中国女医》杂志。 

营养学期刊。1915—1916年慎食卫生会编辑 

发行《餐卫丛刊》；1947年《中国营养学杂志》迁来 

上海编辑(该刊 1946年创刊于贵州，为中国营养学 

会的会刊，学会理事长万昕任经理编辑)，由于战时 

的需要，较多开展对战时国人营养与膳食状况的调 

查和军用干粮的研究 。翌年该刊休刊。 

卫生健康期刊。近代上海曾出现过多种卫生健 

康期刊，1906年创刊的《卫生学报》是最早的一种。 

中华卫生教育会创办的《卫生季刊》(1924--1927)， 

为中英文合刊。中华卫生教育会还与上海市卫生局 

联合创办《卫生月刊》(1928--1937)，后因该会自动 

结束会务，刊物由上海市卫生局主办。上海市卫生 

局还创办了《上海卫生》(1947—1949)。近代上海 

出版的卫生健康类刊物，还有《生命与健康》、《健康 

杂志》、《卫生杂志》、《中华健康杂志》、《卫生月刊》 

等。 

劳动卫生与职业病期刊。1944年，上海工厂联 

合医务处创办了《工业卫生通讯》 ，开创了劳动卫 

生与职业病期刊的先河。刊物由余新恩主持。 

护理期刊。1920年中华护士会创办了中国护 

理历史上的第 1种学术刊物《中国护士四季报》。 

该刊为中英文对照形式出版，翌年改刊名为《护士 

季报》。这是中国护士界第 1种综合性刊物，主要 

报道各地医院的护理工作、护理教育情况，介绍各科 

护理技术等 。1925年，该刊随中华护士会一起 

迁往汉口继续出版。 

5． 其他西医综合性期TUrn科普期刊 

近代上海出版的综合性期刊还有《上海医报》、 

《社会医报》、《卫生报》和《现代医学》等。还曾出 

版过译文、文摘类期刊。1945—1954年，苏商时代 

出版社编辑出版了《苏联医学》，负责人朱滨生。 

1947—1948年，中华医学会编辑出版了《医文摘 

要》，负责人李涛 。 

1908年，上海有《卫生白话报》问世，开全国医 

药科普期刊的先河。 

1948年 8月，《大众医学》在上海创刊，由谢毓 

晋(时任同济医学院院长)、王天一(时任《科学大 

众》主编)为主要编辑，同济医学院外科主任裘法 

祖、内科主任过晋源主理该刊事务。裘法祖和过晋 

源均为留德医学专家，自1947年担任《科学大众》 

的医学顾问，并在刊内开辟“医学问答”专栏，引起 

读者的极大兴趣。这说明群众亟需医学科普知识， 

这也是《大众医学》创办的理由。当时《大众医学》 

的编委多为同济医学院各科主任、教授和沪上其他 

医学院教授，阵容强大。该刊单月出普通号，双月出 

专号，每期专号都特邀国内著名专家主编，由他们组 

织专业人员编写文章，文章深入浅出，深受读者欢 

迎，该刊也成为 当时 中国最走红 的医学科普期 

刊 。该刊是国内办刊历史最长的医学科普期刊， 

也是上海近代中西医期刊中至今仍在上海出版的第 

2种期刊(第1种期刊为《上海医事周刊》)。 

1941年，杨元吉在上海创办《妇婴卫生》，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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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第 1种普及妇幼卫生知识的月刊。杨元吉当时任 

上海私立大德产院院长和大德助产学校校长，曾翻 

译和编著医书。他鉴于当时社会接生不科学、不卫 

生、影响产妇和婴儿健康与安全等原因而创办该刊， 

但出版第 2期后即告停刊。1945年 11月，在同济 

医学院校友的帮助下该刊复刊。杨元吉是同济医学 

院的 1925届毕业生，当时同济校友和留德医师在沪 

还开办中德助产学校、中德产院、同德助产学校、同 

德产院等 J，名称中都带有“德”字，表示德国医学 

在沪上的延续。当时《妇婴卫生》通过学校和产院 

得到宣传，通过大德出版社向上海和外地发行。该 

刊在上海解放后仍继续发行，1957年更名《妇幼卫 

生》，杨元吉继续参加编审工作，发行量曾达 15万 

份 。该刊于 1961年停刊。 

6． 结语 

上海从 20世纪 30代起 ，便已逐渐取代广州而 

成为中国医药期刊的中心，同时也成为世界医药期 

刊的交流中心之一。上海创办西医药期刊还有着得 

天独厚的社会条件和人才优势。上海近代西医药期 

刊，直接受惠于上海各类医教研机构，受惠于全国各 

地西医、西药化工专家、海外留学生。在这些期刊的 

创办者中，有上海医学期刊开拓人和医疗技术精湛 

的医师，他们以个人及家族的财力，苦心经营和维持 

这些期刊的出版，才使得这些几乎停刊的期刊能继 

续出版，或使停刊的期刊复刊。还有不少外国传教 

士医师，也为医学期刊做出了重要贡献。 

上海近代西医药期刊在文献交流中起到了双重 

使命，一方面，通过西医药期刊向国人传播和普及西 

医药知识；另一方面，通过医药期刊向国外传播中国 

医药知识，为世界医学交流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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