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满洲中央汉医会"

温红娟!李磊!陆林飞!葛胜男!段亚坤!周梦晓

!摘要"!!满洲中央汉医会"是在伪满政府扶持下成立的傀儡中医学术团体%其组织体系健全%

覆盖面广& 在其存在的几年间%尽管开展了促进中医学术进步)提高中医素质的工作%在中医医疗)

教育)学术研究)管理等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但其实质仍是伪满政府规范)管理)改造和利用中医

的工具&

!关键词"!伪满洲国*!汉医会*!中医学术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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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N 年%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并建立了伪满洲

国%实行了长达 NV 年的殖民统治& 这一时期%中医

被称为汉医%遭受了被改造)被利用的命运& !满洲

中央汉医会"是伪满后期在伪满政府支持下成立的

傀儡中医团体& 日本殖民者妄图通过成立!满洲中

央汉医会"%来规范和管理中医%使其成为自己统治

东北地区的重要工具& 它的成立)运行与最后的命

运%折射了伪满时期中医畸形发展的过程&

879创建

N\PT 年%伪满洲国建立之初%日本侵略者对中

医进行重新登记%欲取缔中医& 但是%由于西医的从

业人数有限%中医一直是民众医疗的主体& 为争取

民心%维护统治%伪满洲国政府对中医实施了改造利

用的政策& 作为权宜之计%N\PR 年公布#汉医法$%

提出了严格的中医从业条件& 随后%各地中医有识

之士发起成立了汉医研究会%团结广大中医%开展学

术研究%维护自身权益%争取中医更大发展空间&

N\P\ 年 NN 月%东北各地的中医代表云集伪满首都

新京%要求伪满当局!由中央研究汉医之基础医学%

并令各地急速设置汉医学之讲习所或研究所%以提

高汉医素质"

8N9

&

鉴于当时的情况所迫%伪满当局邀请了日本国

内汉方医学界权威专家矢数道明等来东北进行实地

考察并研究汉医存续问题& N\VN 年%伪满民生部颁

布#汉医考试令$%开始组织覆盖东北沦陷区的统一

中医资格考试& N\VN 年 V 月 NO 日%伪满民生部邀

请多位中医名家%召开汉医考试委员会会议%并同意

各地组织汉医学讲习会& 以此次会议为契机%伪满

!首都汉医会"会长宋志华等提出建立覆盖东北的

汉医组织%并开始了向伪满民生部申请以及联络各

地汉医学研究会的工作& N\VN 年 Q 月 PO 日%中央

汉医会准备委员会成立& 会后%以原有的 NO 省汉医

研究会为发起人向伪满民生部进行了成立申请%并

在同年 NO 月末%完成了伪满各省汉医会的组建工

作& N\VN 年 NN 月 P 日%!满洲中央汉医会"宣告成

立%会长由宋志华担任%会址在伪新京特别市东四道

街%后迁到西马路 U 号8T9

& N\VU 年%随着伪满政府

的覆灭%!满洲中央汉医会"也宣告结束&

关于!满洲中央汉医会"的宗旨%其#会则$指

出/!本会依会员之协同%期国医道之昂扬%并医事

.NNN.

中华医史杂志 TONR 年 P 月第 VR 卷第 T 期!D,(* EI#1 ;(.'I&-TONR%Z)%VR%[)7T



卫生之改良发达以寄与国民保健之增强%同时%期图

首都汉医会及各省汉医会之运营统制并各省汉医会

间之联络协调%使其适正业务遂行之圆滑为目

的"

8P9

& 该会的主要任务共 NP 项%其中多项是代行

政府职能%可见%与伪满政府的关系密切&

!满洲中央汉医会"为会员设计了徽章& 徽章

图案为圆形%中间黑色心形为图案主体%中为手握火

把发出璀璨光亮%并有!汉医"T 字& !心形代表人的

生命%黑色代表疾病%手及火把代表确有把握的医

术%火光表现能力和效果%寓指使将亡的生命重见光

明之路%使将灭的汉医再发璀璨之光"

8V9

& 此徽章

体现出了!满洲中央汉医会"成立的宗旨及会员的

使命%即以生命为本%以救人为己任%传承中医精神%

弘扬中医文化&

:79组织与运行

:789组织架构

!满洲中央汉医会"实行团体会员制& #会则$

规定%!省汉医会均为本会之会员"& 省汉医会下有

县级支部& 伪满洲国行政区在 N\P\ 年为 N\ 个省和

N 个特别市& !满洲中央汉医会"下设有 TO 个省级

汉医会%设有若干个县级支部& 汉医会组织覆盖整

个东北沦陷区%组织体系完整)覆盖面广&

为保证汉医会的正常运行及发挥相关作用%

!满洲中央汉医会"下设医事科)编辑部)财政部等

办事机构%还设有医药研究委员会)汉方医学研究

所)诊疗院)施疗班)医疗班等附属单位%曾经计划筹

建汉医学院等& 这些机构%使!满洲中央汉医会"在

医疗服务)学术研究)人才培养)政策制定等方面发

挥作用&

!满洲中央汉医会"设会长 N 人%副会长 T 人%

专务理事 N 人%理事 V 人%监事 T 人%统称为役员&

会长管理综合会务%副会长辅佐会长管理各项会务*

专务理事在会长)副会长不在时代理其职%在会长)

副会长同时缺位时行使其职*监事检查本会及各省

汉医会财政以及各项业务执行情况& 役员任期 P

年%可以连任& 各省汉医会设会长)副会长%各县支

部设有书记等职位& 各省汉医会会长负责该省一切

会务%各县支部书记负责该县各项事务&

!满洲中央汉医会"会长)副会长等役员的产生

要经过伪满政府的同意%这能够在汉医会中体现伪

满政府的主张& #会则$规定/!役员由省汉医会会

员中依监督官厅之推荐于总会诠选之%但专务理事

得由有学识经验者中诠选之&"

8P9因此%中央汉医会

会长)副会长)专务理事)理事)监事的选举均由监督

官厅%即伪满民生部推荐再进行选举& 即便在人员

发生缺位时%会长预补充人员也需申请监督官厅推

荐再开会选举& !满洲中央汉医会"会长由!首都汉

医会"会长宋志华担任%副会长由萧毓麟)高仲山担

任%专务理事由陈玉峰担任%理事由李质琴)史有录)

韩星楼担任%监事由王润斋)宫显卿担任& N\VT 年%

特聘伪满民生部属官沼边秋政为主事%担任一切企

划及会务运营& N\VP 年 NO 月%沼边秋政担任!满洲

中央汉医会"专务理事%陈玉峰转任理事& N\VV 年 N

月公布的名单中%陈玉峰)王雨堂)韩星楼)何纯如为

理事%陈九卿)何子吉为监事& 人事的安排%体现了

日本殖民者对!满洲中央汉医会"的控制8P9

& 后来%

干脆由日本人直接担任专务理事这样的重要职务&

:7:9会议制度

!满洲中央汉医会"#会则$第 TN 条规定/!会议

为定时总会)临时总会以及役员会之三种&"

8P9

定时总会%即全体会员大会& 每年召开 N 次%由

会长召集%会议的参加人为中央汉医会和各省级汉

医会的负责人%超过应到会委员的半数方可开会%不

能到会的委员可以委托他人开会& 会议的议长为

!满洲中央汉医会"的会长%议员为省级汉医会的会

长或副会长%并邀请伪满民生部的官员参加& 会议

决定的事项包括/#会则$变更之决议)基金以及重

要财产之处分决议)本会解散决议)研究会预算及决

算)庶务及会计报告)施行事业报告等 R 项& 其中前

P 项决定的做出%要有 TSP 以上的议员参加%而后 P

项只需要 NST 以上的议员参加即可8P9

&

#医林$杂志曾详细记录了 N\VP 年 T 月 TU 日召

开的定时总会情况& 出席者包括伪民生部事务官)

属官)!满洲中央汉医会"会长以及各省汉医会会

长& 会议议决了关于负担金清还)各级汉医会财政

确立)N\VP 年度预算审议)!国防献金及飞机献金"

成绩报告)年度中药事业说明)汉医学院设立准备委

员会章程审议)汉药购买经过报告)汉医诊疗用药受

直接配给提议)汉医考试放宽许可)对于无允许汉医

请求登录)素质及职务不良者由支部长处理)会员违

背会则制裁)无许可私行汉医医术者应绝对禁止)中

央直接对支部事务处理应经过省会运营等%共计 NV

项内容8U9

& 这些内容涉及预算及决算)庶务及会计

报告)行业管理等多方面&

临时总会%即临时性的全体会员大会& 会议做

.T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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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决定与定时总会有相同的效力& 会议召开的决

定由役员会做出%会长征求 NO 名以上议员同意%并

明确会议之目的等事项后%由会长召集&

役员会%相当于研究会的工作会议& 由会长召

集%主要任务是/总会委任役员会的事项)应经总会

之决议但需要紧急决定的事项)提出总会之议案)由

会长咨问之事项)临时总会之召集事项等8P9

&

在会议组织领导方面%#会则$赋予了会议召集

人%即研究会会长有更多的权力%如/来不及召开全

体会员大会时的临时决定权*召开会议的会序)时

间)会场秩序等的决定权& 还有%在会议中出现!扰

乱会场秩序或有发言不服从命令"的情况%会长可

以制止发言或清除出场8R9

&

:7;9经费及使用

!满洲中央汉医会"的经费来源主要是会员的

会费& 规定每位会员每年缴纳会费伪满国币 P 元%

分 V 次缴纳& 伪满国币 P 元的币值%可以购买中医

类学术著作 N 本& 研究会还有事业收入)特别会计

利益金)杂收入)处方笺及其他用纸配给利益金)参

考书配给利益金)书籍代卖利益金等多项辅助收入&

!满洲中央汉医会"经费常规支出包括奉给费'主

事)书记奉给费()雇员薪水)差役工资)津贴)赏金)

退职赐金)办公用费等等%是一笔很大的费用& 该会

财务运行紧张%在各项会议上均强调会费的收缴等

问题&

在经费方面%伪满政府没有给予!满洲中央汉

医会"经费上的支持%反而通过!中央汉医会"强行

组织全体中医从业人员为日本殖民者捐献飞机& 在

汉医会成立之初%曾经计划开办汉医学院%以培养中

医学人才%但对于所需经费 TU 万元%伪满政府不出

一文%却要求全东北中医以负担金的方式捐款承担%

加重了整个行业的负担&

;79职责与活动

!满洲中央汉医会"的主要任务共 NP 项%分别

是/!关于医道之振作事项*关于医业经济及诊疗设

施之刷新改善事项*关于汉医之医学及医术之向上

事项*关于医疗之普及向上事项*关于预防卫生之强

化并卫生思想之普及事项*关于救疗事项*关于标准

医业报酬费事项*由监督官厅之命令传达于会员事

项*于监督官厅行汉医会之业务事项*关于汉医会报

之发行事项*关于会员之福利增进事项*关于省汉医

会之联络统制事项*除前各款之外经总会之议决且

受监督官厅之认可所行事项&"

8P9在 NP 项工作任务

中%包括了学术研究)医疗服务)会员权益)行业管理

等职责%其中%多项为代行政府职能&

;789学术研究

学术研究是!满洲中央汉医会"的主要职责&

N\VT 年%会刊#医林$双月刊创刊& #医林$作为学

术期刊%在提高中医人员学术能力)交流医疗经验方

面发挥了作用& 很多中医名家对中风)霍乱等疾病

的中医治疗进行了学术讨论%连载了#简明解剖学$

#经方试解$ #汉洋合璧生理学籍要$等著述& 汉医

会组织出版了系列中医学术书籍%如宋志华的#伤

寒讲义$#幼科讲义$%张继有的#经方试解$ #东洋

新汉医学$#汉医药物学$等%翻印了吴鞠通的#温病

条辨$等经典& !满洲中央汉医会"还组织了对外的

学术交流%曾派遣孙纯一等到北京)天津等地考察中

医发展情况& N\VT 年%派张继有到日本考察汉方医

学的发展%调查了日本国内汉药事业及汉医的联络

分布%出席了日本第 NN 回医学总会和东亚医学会%

另外还聘请 U 名东京拓殖大学汉方医学讲座讲师为

汉医会顾问& 张继有还带回来了获赠的日方汉医学

机关杂志等材料%作为汉医会的重要参考资料8Q9

&

;7:9医疗实践

!满洲中央汉医会"开展了促进医疗技术提高

的一系列活动& 除了印行提高学术水平的汉医参考

书之外%通过#医林$杂志交流医疗心得%推广医疗

新技术)新方法等& N\VT 年 Q 月 PO 日%就专门研究

了在中医诊断治疗中借助使用现代诊疗设备%!满

洲中央汉医会"第 T 次临时总会专门通过决议%在

全体汉医中推广使用新诊断器'体温计)听诊器等

诊器()诊断治疗参用消毒器等%决定!应即酌量试

办实行以观成效"

8Y9

&

!满洲中央汉医会"要求所有汉医积极参与卫

生防疫工作& 如针对!发疹窒扶斯" '斑疹伤寒(的

防治%N\VP 年 P 月 T\ 日%!满洲中央汉医会"以公函

的形式下发#关于预防发疹窒扶斯之件$%要求汉医

自己要认识该病病原体是由传播媒介虱子传播%要

驱除虱子防止其传染%并在一般民众中普及*要驱除

虱子就要清洁身体和衣服防止虱子繁殖%汉医要示

范并指导一般民众*如发现发病患者%要用专门报告

书迅速通知警察官署等& 同时%还把该病的临床诊

断标准和治疗规范通告全体汉医8\9

&

!满洲中央汉医会"还通过附设汉医施疗院%直

.P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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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参与了民众的医疗活动& 施疗院%相当于中医门

诊部%是其直接服务民众医疗实践的机构& 同时%还

组织各地的施疗班%开展医疗活动&

;7;9为伪政府工作

!满洲中央汉医会"是在伪政府的扶持下成立

的%它一成立就注定为伪满政府工作的命运& 其

#会则$中规定了 NP 项工作职责和任务%其中多为

替伪满政府工作的内容& 这也表明了!满洲中央汉

医会"的傀儡本质和立场&

统一汉医诊疗费& 伪满政府没有承认中医%因

此也没有关于中医方面的政策和具体的行业诊疗收

费标准& !满洲中央汉医会"成立后%积极促成了汉

医诊疗费的统一%并得到了伪满政府当局的批准&

!满洲中央汉医会"成立不久的 N\VN 年 NT 月 NO 日%

!首都汉医会"会长宋志华就向!首都警察厅"提出

了#关于汉医诊疗费改正之件$& N\VT 年 V 月 Q 日%

!首都警察厅"批准了汉医诊疗费标准8NO9

& !首都

汉医会"关于统一收费标准的做法%具有示范效应&

N\VT 年 R 月 TP 日%北安省发布#汉医诊疗费规程$%

其标准的制定参照了!首都汉医会"的标准& N\VT

年 Y 月 NP 日%吉林省汉医报酬费进行统一制定%其

#汉医报酬费规程$规定其基准/汉医报酬金为门诊

费 U 角%出诊费 N 元%处方费 U 角%死亡诊断书 Q 角%

普通诊断书 Q 角%但出诊时距离较远时要增加五成

车马费8NN9

&

规范行业行为& !满洲中央汉医会"代政府制

定了行业规范%印制了行业统一用纸等%并以此区分

合法中医和非法中医& 为统一处方的格式内容%

!满洲中央汉医会"拟定#处方签配给规程$

8NT9

%且

整个东北地区的中医处方签统一由!满洲中央汉医

会"配给& 而没有统一配给处方签的中医则是不被

承认的&

组织日伪殖民活动& !满洲中央汉医会"在伪

政府的扶持成立%受伪政府的支配和监督%在伪政府

的殖民活动上%!满洲中央汉医会"也得到了体现&

!献纳国防汉医号患者输送机"和在中医中实施!勤

劳奉仕"制度是其中的代表&

日本发动太平洋侵略战争后%对军需物资)尤其

是军用战斗机及武器的需要也不断增加& 伪满协和

会在东北沦陷区普遍开展了!献纳飞机"运动%商

人)学生)煤矿工人)囚人等成为献纳和搜刮的主体&

中医从业者也不例外%!满洲中央汉医会"发动全体

汉医捐献飞机& 为了完成日本殖民者的任务%!满

洲中央汉医会"在召开的会议上专门进行动员%并

在会刊#医林$杂志上刊登捐献者的名录和飞机的

照片& N\VT 年 NO 月 TU 日%捐献!护国汉医药号"仪

式举行%!满洲中央汉医会"负责人参加仪式并讲

话8NP9

& 日本殖民者所实行的!飞机献纳"运动%其

本质是对东北沦陷区物资的掠夺和对东北人民的盘

剥%!满洲中央汉医会"充当了殖民者的帮凶& !勤

劳奉仕"制度是日本殖民者在伪满后期强制东北人

民无偿为其充当劳工的一种制度%是日本侵华战争

中所犯滔天罪行的重要组成部分& N\VP 年 NO 月%

!满洲中央汉医会"第 N 次临时总会召开%其中一项

重要内容就是研究如何在汉医中实施!勤劳奉仕"

制度& 伪满勤劳奉仕局官员到会讲话%对在汉医中

实施!勤劳奉仕"制度作出安排8NV9

& 其后%!满洲中

央汉医会"还就这一问题下发通知%就有关事项提

出明确要求&

D79学术倾向与人才状况

D789学术倾向

受到日本废除中医的影响%伪满政府试图废除

中医& 但在中医的强大生命力面前%伪满政府采取

管理和规范)改造和利用中医的态度& 正是在这样

的背景下%!满洲中央汉医会"成立%其学术主张为/

中医要走科学化之路%普及中医从业者的西医知识%

尤其是卫生防疫的知识&

N\VN 年%伪满政府实施了汉医考试制度& 考试

科目除了中医中药外%还有现代医学的解剖学)生理

学)防疫学& 这一考试制度对于中医学术的发展起

到了导向作用& !满洲中央汉医会"按照这一学术

导向%刊发学术文章%进行学术讨论& 部分医家开始

结合现代医学知识%讨论中医问题%如马厚喜的#风

为百病之长与西医细菌为百病暗合之研讨$

8NU9

)奉

天市汉医孙允中的#心与脑的关系研讨$

8NR9等%宋

志华的#伤寒论讲义$中使用了很多西医的词汇%如

神经)感冒)血压等8NQ9

& 还有张继有的#经方试解$

#汉医药物学$%高广德的#中风论治$%李春芝的#咳

嗽之研究$等%从中医的角度阐述了对当时常见病

的治疗& 当时东北虎列拉)百斯笃)克山病等传染

病)地方病肆虐%医家进行了中医治疗探讨%如云鹏

的#虎列拉之研究$

8NY9

)王文德的#关于克山病之研

究$

8N\9

& 当时%西医方面的书籍和文章也大量出现%

如#生理学辑要$#简明解剖学$#洋汉合璧生理学辑

要$等&

.V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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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N!伪满中央汉医会组编和翻印的书籍

书 名 作 者! 价 格'元(

#伤寒讲义$ 宋志华 T7UO

#杂病讲义$ 宋志华 N7UO

#妇科学$ 辛元凯 P7OO

#诊断学$ 辛元凯 N7OO

#药物集览$ 张继有 O7VO

痘疹秘授 董维岳 T7UO

#汉医必携$

沼边秋政著

常永惠译
N7TO

#生理学$ 阎德润 P7UO

#温病条辨$ 翻印 T7OO

#汉医药物学$ 张继有 O7VO

#本草备要$ 翻印 U7UO

#解剖学$ 张继有 N7RO

#经方试解$ 张继有 T7QO

#幼科讲义$ 宋志华 P7OO

#东洋新汉医学$ 张继有 T7UO

#传染病提要$ 张继有 O7RO

当时%通过!满洲中央汉医会"发行的中西医学

术书籍有很多种'表 N(&

D7:9人才状况

!满洲中央汉医会"成立前%各地具有影响力的

知名中医%通过组织汉医学研究会%团结当地中医%

开展维护自身权益的活动& 如在医学史上具有影响

力的!哈尔滨汉医学研究会" !吉林汉医学研究会"

!奉天汉医学研究会"等中医团体& 高仲山)王仙

舟)陈玉峰等中医人物活跃在中医学界& 随着!满

洲中央汉医会"在各省汉医会基础上成立%原有的

汉医学研究会成为!满洲中央汉医会"的省级分会&

原有的各地具有影响力的中医人物成为!满洲中央

汉医会"的主要成员%如宋志华)高仲山)陈玉峰)萧

毓麟)崔文彬)王雨堂等& 这些名中医不但医术高

超%对中医发展也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东

北光复后%这些名医成为发展东北中医的代表人物%

他们纷纷走入新中国的中医进修学校)中医药高校%

开展中医教育)科研和医疗工作&

!满洲中央汉医会"一直积极开展汉医学院的

创办工作%以图培养更多中医后备人才%但终没有成

功%后来创办汉医学讲习会%为培养人才做出了努

力&

G79医疗研究机构与期刊

G789%中央汉医施疗院&

N\VT 年 P 月 NR 日%!满洲中央汉医会"创设了

!中央汉医施疗院"& !中央汉医施疗院"只是一个

中医门诊部%院长由王海宾担任%出诊医生为汉医会

医事科中有行医执照的职员%诊断科目包括内科)外

科)妇科)儿科)耳鼻咽喉眼科等& 入院者只收取挂

号费%免收诊断费)处方费%没有设置药房%患者需自

行购药& 该院在诊断疾病的时候%明确提出使用体

温计)听诊器)触诊器)检耳)检眼)检喉等西医诊断

器材%并由担当医士先行检查8TO9

&

G7:9医药研究委员会

!满洲中央汉医会"成立之初%计划成立医药研

究委员会%旨在动员全体中医的力量开展研究工作%

提高汉医素质& #医药研究委员会规程$规定%分评

判部和研究部 T 部分%评判部由专家组成*研究部研

究员通过答题的方式%进行公开选拔8TN9

& 研究员选

拔题目公开刊发%内容包括生理学)诊断学)病理学)

药物性等& 如!汉医所言之营卫%可否依现代新医

学指实而解释之;" !奇经八脉%以现代解剖生理学

能否证明之; 试详述其证明或不能证明之理由)方

法及实验"& 这些问题是当时中医学的热点问

题8TT9

& 遗憾的是%并没有多少中医对这样的选拔感

兴趣%过了选拔期限%答者寥寥8TP9

& 医药研究委员

会在后来少有提起&

G7;9汉医学院

!满洲中央汉医会"成立之时%!汉医之死亡率%

每年超过 POO 名%而且民生部施行之汉医考试合格

者%每年不及死亡数之半数%更虑及满洲国最近之人

口激增%满洲国汉医之对人口比率%颇有步向逐年显

著低下之一途"

8TV9

& 为此%创设中医教育机构相当

紧迫& N\VP 年%汉医学院创设准备委员会成立%发

布了#汉医学院创设要纲$%对学院名称)地点)管

理)资金来源)学制)课程)生源要求等做出了规定&

伪满政府对汉医学院没有一分钱的投入%创设资金

TU 万元主要是通过!满洲中央汉医会"会员寄附金

方式募集%并对所有的省级汉医会规定了募集金

额8TV9

& 就在筹备工作进行中%伪满民生部和文教部

批准汉医学院的名称为!满洲中央汉医学讲习所"%

修业年限为 T 年& 按照计划%讲习所校舍可以在

.U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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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VV 年底完工%并计划在 N\VU 年 N 月 N 日正式开

校%接纳首批学员8TU9

&

G7D9#医林$杂志

#医林$杂志是!满洲中央汉医会"会刊& N\VT

年 P 月创办%双月刊%到 N\VV 年 U 月%共出刊 NT 期&

由!满洲中央汉医会"会长宋志华为总发行人%N ]V

期由张俊模担任编辑%U ]NT 期由沼边秋政为编辑&

#医林$杂志设有!卷头言" !评论" !研究" !讲座"

!转载"!消息"!杂俎"!著述"!寸铁"等栏目& 杂志

内容涵盖了学术以及政策等多方面%包括近代医学

常识)传染病预防救治知识)中医药的学术研究和讨

论%以及伪满民生部卫生政策和汉医会工作情况&

该杂志从多方面记录了中医学术研究成果)中医行

业从业者情况)中医行政管理和行业管理等& #医

林$杂志发行方式为赠阅%免费下发给汉医会会员&

L79评价与反思

!满洲中央汉医会"在伪满政府的扶持下产生

和运行%具有组织严密)制度完善)覆盖面广的特点&

下设省级汉医会%县级设支部%从中央到地方%具有

比较完善的管理体系%组织范围覆盖整个东北沦陷

区& 有较为完善的运行制度%对会议制度)财务管理

等有明确的规定& 这样的组织结构和运行制度便于

代伪政府有效管理和规范中医的从业行为%便于控

制中医行业&

!满洲中央汉医会"作为在沦陷区产生的学术

组织%具有学术性与政治性的双重性质& 它在伪满

政府的扶持下产生%并在其控制下开展活动%完成伪

政府交给的工作%其负责人的产生需经过伪政府的

批准%可见%!满洲中央汉医会"已经不仅仅是一个

学术组织%而是协助伪政府参与行政管理%充当了殖

民者的角色& 其成立的初衷在于发展中医学术%振

兴中医学%提高民众身体素质%如对中医学术的研究

探讨%成立医药研究委员会%筹建汉医学院等%然而

在其背后%也透露出政府的价值观念和要求%这些活

动都体现出伪政府通过发展中医笼络占领区民心的

野心& 可以说%!满洲中央汉医会"实质上是日本殖

者在东北沦陷区建立的缓和民族矛盾)维护殖民地

稳定的傀儡学术组织&

也要看到%在学术上%!满洲中央汉医会"一定

程度地推动了中医学在沦陷区的发展%促进了中医

文化的传播与继承%对于鼠疫)霍乱等传染病的研究

与实践%取得了一些成果%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出版

了中西医书籍%团结了一些中医从业人员%对后来东

北地区中医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作用& 但由于!满

洲中央汉医会"存在时间较短%其在学术上和人才

培养上的推动作用%以及对疾病治疗经验的积累%都

十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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