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点石斋画报/看晚清中医医务人员的状况

翟昕!罗宝珍

!摘要"!从.点石斋画报/中 "G 幅与中医医务人员概况密切相关的新闻图来看#"N 世纪末期的

中医医务人员有职业型医务人员和非职业型医务人员 # 类! 涉及职业型医务人员的 "E 幅新闻画中

有 M 幅以0庸医1为主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部分中医医务人员的医术不佳#素质低下$涉及非职

业型医务人员的 G 幅新闻画的题材比较复杂#涉及到产妇"稳婆"巫医及江湖术士#反映当时非职业

型医务人员来源的复杂#也表明了职业型医务人员难以满足民众需求!

!关键词"!.点石斋画报/$!晚清$!中医医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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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石斋画报/是中国最早的旬刊画报#由上海

.申报/附送#自光绪十年四月十四*"MML 年 K 月 M

日+创刊#至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九*"MNM 年 M 月

"H 日+停刊#共发表了 L EEE 余幅作品#因载录大量

时事政治和丰富社会新闻#故被誉为0中国近代社

会史料宝库1! 其中不少图文真实再现了晚清社会

民众的医疗状况#可藉以考察晚清中国传统医学的

发展情形!

"NMF 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尊闻阁版.点石

斋画报/#其中与中医医务人员概况关系密切的新

闻画有 "G 幅! 这些新闻画从 # 个方面描绘当时社

会的中医医务人员生存状态#即职业型医务人员和

非职业型医务人员!

;<<职业型中医医务人员

涉及职业型医务人员生存概况的新闻画包括

.声震医林/ .疡医受骗/ .血去无咎/ .考验医生/

.名医偶误/ .庸医笑柄/ .庸医受辱/ .劣医宜办/

.庸医自杀/.庸医刺面/共 "E 幅#除.疡医受骗/和

.血去无咎/# 幅#其余 M 幅均论述晚清民间中医医

务人员的医德医风败坏#医术不精#以至贻误病情#

甚至使患者殒命!

在论及庸医的 M 幅新闻画中#其配文陈述了晚

清社会的中医医务人员概况!

.声震医林/配文载)0医家以救人为术#固宜着

手成春#而无所用其表暴也! 自近世医学日滥#凡稍

读汤头歌诀者便诩诩然出而问世#于是治病者百无

一愈#偶有一二奏效之人#遂不觉铺张扬厉鼓舞称

奇#此扬名颂德之匾额所由来也#而不知自识者窥

之#未有不窃笑于其旁矣!1

,"-五集 文

.考验医生/配文载)0近世人心不古#生涯日

促#借经于医#以为糊口计#朝汤头而暮本草#.素

问/.金匮/茫乎未闻#而一线残喘遂悬于诞妄无知

之手矣! 33遂相传有考试医生之说#凡非赴考录

取者#概行斥禁!1

,"-二集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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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医笑柄/配文载)0沪上医生遇有病家延请#

必捱至晚上方到#草草诊视#拂衣径去#其贻误病人

实非浅!1

,"-二集 酉

.庸医受辱/配文载)0金陵西门街有外科医生

余某者#声价自高#悍然自是#日者有金某患一疽#邀

余医治#余言此症甚为棘手#苟得番佛百尊#尚可保

之! 金允之! 医治数日#迄未见效#而病益剧! 金之

妻妾谓余曰)病至此#得无有他虑乎6 余大怒#斥其

妄#且不许犬延他医#是夜#金某竟卒!1

,"-三集 金

.劣医宜办/配文载)0扬州城皮市街有杭某者#

少年轻薄#谬习岐黄#虽药性汤头一知半解#而鲜衣

华服#阔绰非常! 乡愚无知#几疑卢扁#后生趋之若

鹜#杭遂自高声价#出必来舆#每见大家眷属使献媚

殷勤#所求病之若何#漠不经意!1

,"-三集 丝
*图 "+

.庸医自杀/配文载)0距芜湖四十里之黄池镇

有某医士#未番孔孟#自诩岐黄#略读一二部本草汤

头歌即自命知医#悬壶市上! 于寒热温凉四性茫然

不知#于风痰暑湿燥火六淫边而罔觉#于浮沉迟速二

十七脉更不能分辨#而于十八反十九畏#任意颠倒#

甚至攻补盖用#秘泄兼收#直以六腑为战场#五脏为

药靶#历年害人#指不胜屈!1

,"-三集 土

.庸医刺面/配文载)0荆沙观音寺某甲略涉方

书#诩诩然便以知医自命#日前闻某乙患疾甚危#因

致毛遂之自荐#草草按脉#指为大寒症#痛斥群医之

误!1

,"-四集 射

图 ;<劣医宜办*.点石斋画报 三集 丝/+

由上述配文描述及评价可以看出#在晚清甚至

更早以前#部分中医医务人员的业务素养低下#为世

人所诟病#具体表现为 F 个方面)

!

由于晚清社会缺

乏正规的医学教育和医师考核制度#导致社会上存

在一些专业素养低下的中医医务人员$

"

晚清政局

动荡#民不聊生#致使0人心不古#生涯日促1#很多

医务人员只是为了糊口#并不潜心研究医术#加之中

医医务人员心浮气躁#在治病过程中0偶有一二奏

效之人1#便0铺张扬厉鼓舞称奇1#而患者为其赠送

0扬名颂德之匾额1的行为更助长了中医医务人员

的狂妄心理#致使他们在专业上不思进取#结果更导

致了这部分中医医务人员业务水平的进一步下降$

#

一些医务人员道德素养低下#拖延出诊时间#贻误

患者病情#更有0悍然自是1者#不许家属延请他医!

这 F 个方面体现了当时社会医疗体制造成的医患矛

盾#而这些现象为当时大众传媒所关注#说明其具有

一定的普遍性!

另一方面#从配文中亦可看出#当时社会的进步

人士已经意识到了民间医务人员庞杂#良莠不齐#尽

人皆可为医#医疗秩序一度陷入混乱#并且开始思考

为改变这种状况作出努力#因此出现0遂相传有考

试医生之说#凡非赴考录取者#概行斥禁1的说法!

此外#从患者和家属的角度来看#当时的医患关系也

日趋紧张#有行为过激者甚至因为医患纠纷使医务

人员得到0刺面1的惩罚或者因此殒命!

中国古代社会里儒医不分#很多读书人秉持着

0不为良相#则为良医1的价值观念#把从事医疗行

业作为仕途失意的备选出路#晚清社会谋生日益艰

难#众多下层知识分子为生计而跻身医务人员的队

伍! 在 "MNF 年 "" 月 #G 日的.申报/中发表了 " 篇

.医箴/#其文述道)0今则读书不成#弃而服贾#服贾

失业#然后习医#仅有家累万金#名闻遐迩者#所开方

案别字连篇#而终岁悬壶无人顾问者更不必论

已1

,#-

#可见在晚清那样一个日益艰难的谋生环境

中#越来越多生活无以为继的知识分子开始尝试经

商#在经商失利的情况下才会被迫选择从医#在这种

情形下习得医术的医务人员必然是缺乏专业素养

的!

=<<非职业型中医医务人员

.点石斋画报/中涉及非职业型医务人员的新

闻画包括.沿途分娩/ .收生害命/ .狂瞽/ .女巫惑

世/.丐医/.巫媪可杀/.老妓行医/共 G 幅!

.沿途分娩/与.收生害命/# 幅均涉及产科案

例#第 " 幅中的产妇于街头分娩#接生者即是产妇自

己$第 # 幅中的产妇虽有稳婆为其接生#却因为稳婆

缺乏专业医务素养而导致产妇死亡*图 #+! 由此可

见#到晚清时#在社会底层仍然有一些民众无法摆脱

因循守旧的观念#遇到产妇生产#并没有求医于专业

产科医务人员的诉求#往往由没有接受过专业医学

训练的人代劳!

负责为产妇接生之女性自古有之#汉代以来#遂

有0乳医1或女性医疗人员行看产之职#但直至唐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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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收生害命*.点石斋画报 初集 己/+

时期#仍未出现专门的名称与之对应#如唐代的.经

效产宝/以0产时看生人1指称接生者#北宋的.十产

论/则名其为0看生之人1或0收生之人1! 此后#坐

婆"产媪"产婆"蓐母"助产等名逐渐出现#直至元代

正式形成0三姑六婆1的用语#接生之女性方以0稳

婆1为名固定下来! 除0稳婆1外#民间还有0收生

婆10产婆10老娘1等称呼! 近代以来#稳婆因其接

生手法的简陋与粗率#往往造成产妇与婴儿较高的

死亡率#经常被媒体推上风口浪尖! 近代以来#卫生

常识和西医接生法的传播#更从0科学1的角度向稳

婆这一职业发起挑战! 然而#这些舆论在短时间内

并未转化成取缔稳婆的实际权力#稳婆在清末民初

的国家法律中依然具有合法性,F-

! 台湾学者在考

察台湾的传统稳婆来源时归纳了 F 个方面)本身有

几次生产经验#熟悉助产技术者$家传方式#代代以

稳婆为业者$从中医或僧侣学习生产处置方法,L-

!

上述 F 种稳婆来源中#第 " 种是亲身体验生产而无

师自通者$第 # 种是祖传家业#顺理成章地继承稳婆

者$第 F 种是以师徒关系学习生产处置方法者! 其

中家传方式是比较普遍的一种技艺传承方式! 例如

陈铎在.滑稽余韵/中描写稳婆时就称这个行业0几

辈流传1

,K-

! 再如清代前期江苏泰州人徐述夔编纂

的短篇小说集.八洞天/卷 L.续在原)男分娩恶骗收

生妇#鬼产儿幼继本家宗/中#描写到稳婆0阴娘娘1

死后#她的儿媳妇从婆婆那里传授来这门技术#继续

从事这个行当#叫做0小阴娘娘1

,H-

! 由此可以看

出#晚清时期的传统稳婆依然在使用粗陋"鲁莽的接

生方式#这也使得西方卫生理念传入后#稳婆这一行

业一度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

.女巫惑世/与.巫媪可杀/# 幅皆是展现晚清

民间巫医的新闻画! 远古时期#由于地理环境恶劣#

且卫生条件极差#故疾病难免时常发生! 在鬼神信

仰充斥的许多远古民族#对于不易看见之若干病症#

则认为此种疾病的来源是鬼在作祟! 人类在经受各

种疾病的烦扰中#寻求各种医疗巫术的方法#以排难

解忧!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巫医不分#医术主要掌握

于巫者之手#故治病之事乃为古代巫者主要职事之

一,G-

! 陈邦贤.中国医学史/亦论云)0中国医学的

演进#始而巫#继而巫和医混合#再进而巫和医分

立!1

,M-但是在巫医分立之后#在相当一段时期内#

巫仍然承担着一部分医的职责#及至晚清#民间依然

有巫在为人看病!

.巫媪可杀/配文中讲道)0鄂俗信巫#屡见日报

其弊#至于视人命蓄凶戏撒诳骗财犹小事也33然

则愤而称诸官乎而乡人不敢也#无怪乎妖妄者流盆

肆无忌惮矣!1

,"-二集 丑
*图 F+ .女巫惑世/配文载)

0津属东大沽后街有女巫某氏称神说鬼#祈祷颇灵#

惑之者举国若狂#群以活神仙奉之!1

,"-三集 石

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晚清民间有巫医存在是

客观的事实#普通民众会求助于巫医#一方面是由于

根深蒂固的鬼神信仰而对其心生畏惧#另一方面是

职业型医务人员难以满足民众的医疗需求#而巫医

得以长期存在也说明了其具有一定的有效性! 但是

一些江湖骗子混迹其中#普通民众难辨真伪#以至于

被骗财#甚至殒命$而当时社会的先进知识分子已经

认识到江湖骗子利用巫医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将其

恶行通过新闻报道等方式揭露#以期让普通民众认

识到这些骗术的本质!

图 ><巫媪可杀*.点石斋画报 二集 丑/+

.狂瞽/与.丐医/# 幅新闻画均描绘的是晚清

江湖术士的形象#.老妓行医/篇则讲述了一个年老

的娼妓因0秋已老#春梦难寻#苍冷枇杷#门稀车

马1

,"-二集 寅而改妓行医! 这些人并没有医务人员的

身份#但是却行使着医务人员的职能#其治疗方法更

(ME#( 中华医史杂志 #E"K 年 G 月第 LK 卷第 L 期!A3.- O=': B./1O;+#E"K#P%+LK#Q%<L



是新奇古怪! 但是这些记载表明晚清社会存在一些

非职业医务人员是当时的客观事实#而他们之所以

会存在#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职业型医务人员不能满

足民众的医疗需求#.狂瞽/配文有0延医无效1的表

述,"-初集 辛
#.丐医/篇配文有0群医束手#莫可惟何1

的表述,"-四集 乐
#.老妓行医/篇配文有0因肝病召医#

医曰路远#尔必三佛允之! 朝而召焉#夕未至也1的

表述,"-二集 寅
#这些都表达了社会民众对当时职业型

医务人员的不满!

由以上论述不难看出#晚清时期职业型中医医

务人员的工作难以满足民众的日常医疗需求#社会

底层的中医医务人员庞杂#医术良莠不齐的状况受

到了当时民众的诟病! 从.点石斋画报/所记载的

内容来看#当时民间职业型医务人员中昏庸无能者

的存在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他们败坏了医德医

风#而且这些人为人诊治讲排场#注重物质享受#使

社会民众怨声载道$在职业型医务人员的工作无法

满足社会民众医疗需求的同时#各类非职业型医务

人员在社会医疗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这些人

中又不乏以行骗为目的者! 以上现象无疑为晚清社

会民众生理与心理带来了双重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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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博物馆在河南长垣盛大开馆

于丹!刘英杰

#E"K 年 G 月 L 日#由驼人集团投资兴建的医学博物馆开馆仪式在河南省长垣县驼人健康科技产业园盛大开幕! 中国药

品监督管理研究会副秘书长"前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监管司司长王宝亭#河南省医学会会长刘学周#河南省卫

生计生委员会副主任张智民#国家卫生计生委员会医政医管局医疗与护理处处长李大川#中华护理学会副理事长姜小鹰#中

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副会长郭斌#中华医学会医学史分会副主任委员甄橙#长垣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高国瑞#河南省医

疗器械商会会长"河南驼人集团董事长王国胜先生等领导以及来自全国千余名医护人员"专家教授"企业家"媒体人员"科研

投融资机构等人士参加此次盛会!

中国医学博物馆馆由驼人集团投资 K EEE 余万元兴建#位于河南省新乡市的中国(长垣驼人科技健康产业园内#目前有

中国麻醉馆"中国护理史馆与医学史馆 F 个分馆#医疗卫生发展馆"检测馆"血透馆"骨科馆正在筹建中! 目前展馆面积 H EEE

平方米#馆藏文物 M EEE 余件#博物馆相关会议中心配套设施 "E EEE 平方米! 其中中国麻醉博物馆是医学博物馆的重要分馆#

位于医学博物馆三楼#展馆面积 " KEE 平方米#馆藏文物 FEEE 余件#由中国麻醉发展史"人物志"书籍文献"药物与器械"地区

馆和模拟手术室六大版块组成! 其中麻醉发展史是中国麻醉历史的全面概括! 中国护理史馆位于医学博物馆二楼东#展馆

面积 "EEE 平方米#馆藏文物 ##EE 余件! 医学史馆位于博物馆二楼西#展馆面积 "EEE 平方米#馆藏文物 #MEE 余件! 医学史馆

采取中医与西医两条主线展现东西方医学发展! 在展品的展示和内容呈现上#采取了以时间轴为顺序#从远古时代有关医疗

卫生的传说"史料记载开端#逐步揭开人类医学发展的伟大征程!

此外#医学博物馆数字博物馆目前已经拥有 FE EEE 多条备选资料"实物"器械"影像资料#并且对其中馆藏精品的 " #MN 条

精品资料和实物进行了全方位的文图展现! 在数字博物馆数据库中#共征集具有史料价值的麻醉器械 FMH 件*台+$ "# EEE 余

张珍贵影像资料$征集"购买"复制具有文物价值的书刊"杂志"手稿"雕塑 #E EEE 余件! 最后#博物馆对征集物品分为书籍"手

稿"雕塑"器械"照片"杂项 H 个大类 FL EEE 余件物品进行电子档案登记#为数字博物馆建立积累了丰富素材! 目前中国医学

博物馆管理办公室有编制 "# 人#其中博士 " 人#硕士 F 人#本科以上学历占到 GKS#团队成员专业涵盖医学"计算机"新闻"工

商管理"物业管理"医疗器械等! 正是这支高素质的博物馆管理团队#保障了中国医学博物馆的稳定运营! 同时#中国麻醉博

物馆"中国护理史馆已经与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中华护理学会达成相关意向#建成后的分馆无偿捐献给相关学会#以确保

博物馆的长期稳定发展!

(NE#(中华医史杂志 #E"K 年 G 月第 LK 卷第 L 期!A3.- O=': B./1O;+#E"K#P%+LK#Q%<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