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岳美中先生起草的一份中医工作建言

李雅清!岳沛芬

#摘要$!%G4% 年卫生部相继发布了"中医师暂行条例#等限制中医执业和改造中医的文件&使

中医学面临着不能正常传承和发展的危险( %G4( 年&著名中医岳美中起草了一份关于中医发展问题

的意见书&与华北中医实验所所长李振三共同磋商'补充修改后&提供给中共中央'政务院作为参考(

意见书回顾了中医学发展的悠久历史&阐述了中医学的特点和价值&提出了设立各级中医行政管理

机构'建立中医研究院'创办中医学院等宝贵的具体建议&代表了中医界的心声&反映了中医学自身

发展的客观规律(

#关键词$!岳美中)!李振三)!中医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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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中国中医科学院第 4 批自主选题团队项目*院史编修

与院史陈列室建设+,JJ&4&F&F-

作者单位%%&&)&& 北京&中国中医科学院岳美中名家研究室

!!在著名中医岳美中先生,%G&&!%GF3-的遗箧

中&有 % 组篇幅较大的文稿( 这组文稿包括 % 个主

件和 3 个附件( 主件封面和首页年久失落&据他文

记载&题目应为"如何整理和发扬中医的意见#&近 (

万言,图 %-( 3 个附件&一是"整理中国医药的初步

方案#,图 3-&有详'略 3 稿&基本内容相同&共 * &&&

余言)一是"关于中国医学的历史#,亦称"中医学简

史#( 图 (-&%3 &&& 余言( 这组文稿&是由岳美中先

生起草&与李振三先生共同研究修改后&上报党中

央'政务院关于中医工作意见书,以下简称"意见

书#-的底稿(

图 !""意见书#主件原稿之 % 页

!'"起草!意见书"缘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根据人民众

健康状况和医疗水平的实际情况&确定了*面向工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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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意见书#附件"整理中国医药的初步方案#原稿首页

图 C""意见书#附件"关于中国医学的历史#原稿封面

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和*团结新老中西各

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

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的卫生工作方针(

但是&由于*废止中医+思想回潮&国家卫生主管部

门的某些负责人错误地认为*中医为封建医&中医

药学是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应该随封建社会的

消灭而被消灭+&并制定了一系列歧视'排斥'限制

中医的错误政策&使中医药事业发展受到严重影响(

岳美中 %G(F 年后长期在河北省唐山市行医&在

当地享有很高声誉( 新中国成立后&他毅然放弃经

营的药店&参加唐山市中医事业建设&带头与部分医

师组建联合诊所&参与创建唐山市人民医院中医科

,后发展为唐山市中医医院-&倡办河北省唐山市中

医进修班&培养了 3&& 多名中医人才( 岳美中在热

情投身中医工作的同时&也对当时卫生工作中出现

的歧视'排斥'限制中医的错误倾向&深感忧虑和愤

慨( 这种忧愤的心情&在当时所作诗词中多有表露(

如 %G4& 年写的七律"感怀医事成长句呈殊军!

#%

国宝人人肯自牺&医人又孰惜珍奇(

秽填兰室莸多茂&风簸长沙路愈迷(

臧毂亡羊翻引誉&列庄观濮适遭嗤(

年来卖药归常早&欲向书丛决此疑(

3%43*

%G4% 年&岳美中自筹路费&与唐山市中医公会

同仁赴北京中央卫生部&吁请在唐山市开办中医学

校( 途中适逢微雨&有感而发&成长句一首%

膏泽春霖喜及时&公车献策夜同驰(

禹域江河循故道&轩黄医药重先师(

殊方精粹犹宜采&旧库
"

奇讵可疑(

东亚文明益人类&未可玄渺视中医(

3%4(&

%G4& 年&在"赠赵静一同学#的诗里&甚至有*今

日轩岐当厄运&中流砥柱仗英贤+

3%439的句子&把传

承发展中医的希望寄望于青年学子( 可见其忧愤之

重'思虑之深(

李振三是陕北著名中医和爱国民主人士李鼎铭

先生的长子&承继父业&也是一位著名中医&%G49 年

3 月华北中医实验所正式成立后任所长( 李鼎铭先

生的次子李力果早年参加革命&时任中共唐山市委

书记兼市长&他敬重和赏识岳美中的人品与学问&华

北卫生局筹建中医实验所时&极力推荐岳美中到该

所工作( 为筹建中医实验所&选调了一些知名中医&

包括岳美中'陈慎吾'王易门'宋抱璞'郑毓林等( 岳

美中在与李振三接触中&对当时中医工作现状的看

法不谋而合&遂商定上书中央提出意见和建议( 在

李力果的支持下&岳美中于 %G4( 年夏或夏秋之交&

在唐山'北戴河&闭门谢客&起草了"意见书#( 现存

"意见书#主件原稿末页所标 *一九五三年十月脱

稿+,图 9-&说明了"意见书#主件初稿的撰成时间(

在岳美中的诗集"锄云诗集#中&收有 ( 首关于

这次向中央上书的诗作&记述了当时的心境( 其中

"为拟上中央如何发扬中医意见书重到北戴河杂

诗#3 首&写于北戴河%

其一

万绿丛中一雅堂&明窗净几趁秋光(

凉
#

涤尽炎蒸气&笔下峥嵘数百行(

其二

凄风竟夜睡难支&晨起凭栏凝苦思(

湿雨连朝鸦背重&东穿云窟去迟迟(

3%449

另 % 首"上中央关于中医意见书#&当年晚些时

候作于北京%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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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军%冯殊军( 唐山解放后在中学任教并兼任校医&是国医

大师晁恩祥学习中医的启蒙老师( 后调入唐山市人民医院中医科任

中医师( 谙熟医籍&尤重经方)善诗文&多才艺( 与岳美中交好&多有

学术方面的讨论( 岳美中先生医学笔记中&存有多篇冯殊军的论医

诗文(



图 D""意见书#初稿末页

昔年曾踏长安路&鏖战医场不惮劬(

祗惧中医将废坠&公车又上万言书(

3%444

诗中表达的&既有事业多艰'负重前行'任重道

远的沉重使命感&也有秉笔直书'畅所欲言'一吐为

快的惬意&以及回顾人生经历&对世事苍桑的感触(

第 ( 首诗前 3 句&是指 %G9* 年岳美中曾到北京参加

中医考试(

岳美中起草了"意见书#初稿之后&又到北京与

李振三一起研究修改( 从内容和笔迹判断&主要补

充华北中医实验所临床治疗的有效案例&充实完善

中医工作存在的问题和改进工作的建议(

%G)F 年在北京医院病房里&笔者曾询问"意见

书#报送的情况( 岳美中先生说&"意见书#定稿后&

是由李振三先生办理&经习仲勋'范长江报送党中

央'政务院的( 其时&习仲勋先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

部长兼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和党组书记'政务

院秘书长&范长江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秘书长(

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政务院文教委员会&负有掌握卫

生工作方针'指导卫生部工作的职责(

#'"!意见书"的主要内容

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意见书#题目用*整理和

发扬+&其主旨是继承与发扬( 文中关于中医学*暗

合+现代科学的个别比附说明&现在看未必十分准

确)但其主体内容&是通过系统阐述中医学理和分析

大量临床事实&说明中医学的合理性'科学性及其学

术价值'社会价值&并针对当时中医工作存在的问

题&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意见书#主要表

达了 9 个方面内容%

#'!"统阐述中医学的内涵%特点%价值

"意见书#系统阐述了中医学的内涵'特点'价

值&强调中医学是*经过四千余年历史的考验'经过

千百万人的实践检查出来的真理+(

"意见书#主件的*中医学概论+部分篇幅最大&

理论性'学术性最强( 开宗明义指出%*科学的原

理&向来都是由实践'由经验来考验的+&*中医学术

是几千年经验积累而成的&是实践的医学( //中

医在几千年来的过程中&正是因为能够治好了疾病&

所以才能够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并发扬光大&流传

至今( 这就是它的存在价值(+文中依据岳美中此

前一篇文章的观点!

&就中医的生理病理'中医的诊

断'中医的治疗'中医的方剂'中医的药物等&系统阐

述了中医学的内涵与特点(

#'!'!"关于生理病理

"意见书#指出&中医的生理病理是以"内经#为

根据的( "内经#的内容&除诊断治疗的方法外&大

部分是说明脏腑的内景及其功用的学说( 若细心'

客观'实际地去研究和体会&不难了解它的学理基本

上是科学的&是合乎辩证唯物论观点的( "内经#的

生理病理是联系的'整体的'活动的'精神的&不是孤

立的'片面的'死板的'机械的( *从整个方面去看&

它是合乎唯物辩证法观点的&有惊人的优越性的价

值在+( 就阴阳五行来说&阴阳是以表示事物的对

立的&事物对立&则起矛盾而生变化&于人亦然( 若

对立统一&保持平衡&则身体安和&*阴平阳秘&精神

乃治+)若阴阳乖戾&则疾病乃起& *亢则害&承乃

制+( 五行有一部分也说明人与宇宙自然界的联

系&互为依存&互相影响( 阴阳五行是有系统'有组

织的&代表了人身脏腑经脉的性能和作用&说明了他

们之间各有所主'所属'所生'所藏&运行不息'相反

相成的状况&成为后来摄生和治病的原理和法则(

"内经#言病理以四时立论&因人的疾病&是与气候

有关的&*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 *总之&中

医这一套说法&无非是说明生理与病理的自然规律&

并把这规律系统化'条理化'公式化&实具有其完整

的体系(+如果丢开"内经#研究中医&就削弱了中医

的精华&抽去了中医的血脉&剩下的就是没有生命的

躯壳&*将走向一条离开本体的d西医为体&中医为用d

的路子&结果是6邯郸学步&失其故封0&不中不西&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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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 年全国第一届卫生会议前&中央卫生部征求对中医工

作的意见&岳美中写了近 * &&& 言的"上中央卫生部整理国医学术意

见书#&从学术角度阐释对发展中医学的意见( %G4( 年"意见书#

*中医学概论+部分的主要观点&多依此文( 该文收入中国中医药出

版社 3&%3 年版"岳美中全集#第 %34( 页(



成一个浮浅而不能解决重大疾病的中医了+(

#'!'#"关于诊断

"意见书#指出&*中医的诊断&是照顾到全面

的&活动的&联系的+( 在*望'闻'问'切+四诊中&积

累了不少经验&总结出不少原则( 脉学的精微&不独

能诊察出是哪种疾患及用药的标准&而且能够决断

预后的吉凶( 舌色舌苔的诊断&对于伤寒和温病过

程中的变化&也能见微知著&及时施以杜渐防微的治

疗( 注意病人的饮食'大小便'睡眠等&也是要从中

寻究考察病情的矛盾与变化( *中医诊断学&总的

来说&是在具体的地方分析具体情况&是就患者的脏

腑和经脉性能的表现上&寻求它内在的矛盾+( 张

仲景的诊断治疗&就是*根据气质变化&身体条件&

生活环境&病之在表'在里'在经络'在脏腑&精确辨

证&对症用药&大法昭著&效如影响+( 根据*四时+

气候的变化&配合五脏&作为诊断原则)又观病体的

形态&以推测内在变化( 作为诊断学&是就无法中觅

法则&寻求自然的诊断规律( 我们应当在前人以气

候系人生'以形态测病理处&加以唯物辩证的说明&

才是对祖国遗产的正确态度(

#'!'C"关于治疗

"意见书#指出%*中医的长处&整个表现在临床

治疗上&是广大群众所公认的( 它有非常精密的研

究&从整体方面去观察疾病&而归纳出有系统'有次

序的治疗方法(+文中系统梳理了从"内经#'张仲

景'到后世医家治疗的基本思路与方法&指出中医治

疗的基本原则&是利用人体所具有的自疗机能&因势

诱导&加强它的抗病能力( 认为&*中医学术&是一

套很完整的东西&它的治疗方向&完全依靠从生理病

理中集体诊断出的矛盾为旨归&不仅是经验&却是实

验(+因此&研究中医的治疗&不能与中医的生理'病

理'诊断学分离开来( 否则&*就失去了中医学术的

真精神&像个毫无生气的木偶人一样&//让它去解

决西医不能解决的疑难大症&只恐怕不能胜任(+

#'!'D"关于方剂

"意见书#以经方为例&着重论述中医方剂组织

配合和药物用量的重要( 指出%*中医的经方&是数

千百年来经过无数万人之实验而得&效用极著(+ 文

中详细分析了经方以一味药的出入&就改变治疗上

的作用&说明了仲景方剂的组织配合&是具有科学道

理的( 在重视方剂组织配合的同时&强调药物的分

量也同样重要( 文中详细分析了张仲景和后世医家

在组织方剂中&严谨掌握每位药用量的诸多案例(

指出&即使一些寻常药饵&其用量多寡也往往关系重

要)如是壮'烈'雄'毒的药物&则更是用量稍过则致

死&不及量则无效( *所以为医者&于研究经方的配

合用量外&同时更应当注意单味药的用量+( 总之&

无论经方及后世方&只要是效方的方剂&在组织上&

在用量上&都有它的科学原理(

#'!'E"关于药物

"意见书#强调&要特别重视复方药味配合作用

的研究&认真总结历代医家对药味配合中协同作用

与拮抗作用的认识&考虑合并使用后的综合效果&这

在中药研究中*极关重要+( 因为中药方剂由单味

递进而为 3 味'( 味'9 味'4 味&甚至十数味以组织

成方&单味药的成分和作用必起变化&若仅以单味药

的药效来例绳复合的成方&往往失掉方义( 本着这

种意义&总结方剂形成的历史和加减的法规&?集

之&整理之&果能勤于发掘&则宝藏不致深蕴&定会大

有裨于医学( 重视复方研究&从方剂组织配合的沿

演发展和药味用量的加减进退中&探求药味组织配

合的规律&是岳美中先生治药物学的一个重要着力

点(

#'#"强调对待文化遗产要有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意见书#强调&对待祖国文化遗产要有民族自

尊心和自信心&对中医学&要在它完整的体系下予以

估价&用现代科学的观点对中医学术作总结性评价

*尚非其时+&应先将中医学术整个地'全盘地接受

下来&再从点滴工夫入手&溯流而上&探其源头&再折

汇为学海(

"意见书#从民族文化遗产的价值和中医学术

的特点出发&提出了整理和发扬中医的方向'态度'

原则'路径(

文中提出&中医今后的方向&应把中医学术整个

的先接受下来&以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观点去整

理它'说明它)并应积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增进对民族固有文化遗产与为人民服务的认识(

文中强调%*我们对待祖国的文化遗产&要有民

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热爱它&不轻视它)可是同时也

不回护它( 即如我们的中医学术&在现阶段还没有

正当的估价&有的说是科学&有的说是不科学( 我们

要正视这个问题&//通过整理和总结&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是则为是&非则为非&真诚坦白'赤裸裸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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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人&那才是我们对待民族文化建设伟大事业的态

度(+

文中提出&整理和发扬中医&要坚持正确途径&

循序渐进&掌握科学的方法( 特别强调%*整理祖国

固有文化的遗产!!!中医学术&是中西医共同的责

任&不应有门户之见'派别之争( 因为医家都是为人

民服务的&都是站在一条6救死扶伤0的战线上( 并

且6学术无国界0&不应要有中西医名义之争&而是

要有真伪学术之辩( //肯定的说&中医不是玄学&

有它的科学真理在( 只要中西医携起手来&真诚的

团结&对中医学术&详尽地说明其内容&整理其内容&

共同走上一条光明大路&成就一个中国的新医学&不

但造福中国人群&且造福世界人群(+

文中提出&对中医学&要*在它完整的体系下予

以估价+&*不应断章取义&用五马分尸的办法&枝枝

节节地去整理&破坏它整体的机质+( 认为&用现代

科学的观点&对中医学术作总结的评价&*尚非其

时+( 整理发扬的做法&*应先将中医学学术整个

地'全盘地接受下来&再从点滴的工夫人手&溯流而

上&归探其源头&再折汇为学海+( *必须从它点点

滴滴的地方&根据科学&结合实践&以客观态度&扫除

成见&很缜密地穷研其理&实证其用&久久方能有所

贯通&认识其整个体系&以言整理&以言发扬&才不致

丧失其本来面目+(

#'C"建议成立中医管理%研究%教学机构

针对中医发展需要和存在的问题&"意见书#提

出*卫生部设中医药管理局+*成立中医研究院+*举

办中医学院+等既富前瞻性&又切实可行的具体建

议(

"意见书#分析了中医工作在组织领导'中医药

研究'中医提高'中医治疗'政治地位'中医图书'老

年中医生活'专门特长医生就业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指出&这些问题如果不很好解决&长此下去&*不仅

使人民失去了部分医疗保证&且这一具有悠久历史

的光辉文化遗产&恐将逐渐自灭( 中医前途&不堪设

想+(

"意见书#提出的主要建议包括%

!

组织领导方

面%建议*中央卫生部设中国医药管理局&各大行政

区设中国医药管理处&各省市设中国医药管理科&县

以下设专人管理之+(

"

学术研究方面%建议*由中

央卫生部先设中医研究院&内分设各研究室&如医史

室'药物研究室'医籍整理室'刊物编辑室'书报审查

室'秘方整理室等+(

#

教育方面%建议*举办中医

学院&招收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力具有中医根底者&以

造就专门人才+(

$

医疗方面%建议*中央人民政府

似应设一个规模较大之实验医院&各大行政区均分

设之+(

%

图书馆建设方面%建议*由中央卫生部及

各大行政区分别成立中医图书馆&//随搜集&随审

查&随整理&假以岁月&务将各种重要图书&分别予以

编排&作出书目提要(+这些建议&后来大都以不同

形式实现&有的且有更大发展(

#'D"总结历史&探讨中医学发展的规律

为使决策者了解中医学的悠久历史'丰富内容

和宝贵价值&在时间紧迫'资料缺乏的情况下&岳美

中专门赶写了一篇"中医学简史#&梳理和评析各个

时期中医学的社会条件'发展演变'学术特点&说明

中医存在与发展的客观需求和内在规律&可见其良

苦用心与学术功力(

"中医学简史#按太古'周秦至两汉三国'两晋

至南北朝'隋唐及五代'两宋'金元'明清'近代八个

时期&疏理了数千年中医学形成发展的历史&涉及医

家近百位&医籍百余种( 对每个时期中医发展的社

会环境&中医学派的流变渊源'学术特点'利弊得失&

作了精要概括'深有见地的分析介绍( 在*近代医

学+部分&着重批评了一些*毫无民族气节的人&竟

欲将中国医学彻底废除+和*医药科学家只看现象&

很少有人研究中国古典医学&武断地认为中医不科

学+( "中医学简史#通过提纲挈领'要言不烦的叙

述与评议&展示了中医学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内在

规律和社会作用(

C'"!意见书"的作用和意义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医工作中的错误倾向&引起

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 毛泽东主席亲自干预&

多次发表讲话'批示'题词&严厉批评歧视'排斥'限

制中医的错误倾向&高度评价中医药学的伟大价值

和作用( 党中央'政务院采取调换有关领导人员'调

整错误的中医政策'成立中医研究院'创建中医学

院'组织西医学习中医培养高级中医人才等一系列

重大措施( 这些措施高屋建瓴&力挽狂澜&对于中医

药事业具有拨正方向'培筑根基'规划和促进发展的

重大意义(

这些重大决策&有深刻社会基础和广泛群众基

础&反映了广大中医的强烈意愿和普遍要求( 当时

中医界很多有识之士以各种方式提出意见和建议&

岳美中'李振三先生的"意见书#&既有系统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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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和理论阐述&又有可以落实的具体建议&应当具

有一定代表性( 中央关于中医工作的决策和措施&

受到广大中医的欢迎和拥护( %G*( 年&岳美中先生

在应"人民中国#杂志之约所写的文章"一个中医今

昔不同的对比#中,图 4-&回忆过当时的情况与心

情%*%G49 年春&华北行政大区卫生局把我调到中医

实验所&我在李振三所长的领导下&写了"如何整理

和发扬中医的意见#及"中医简史#等&供中央作参

考( 是年冬& 中央颁布了6中医政策0( //全国中

医&多数都参加了政府工作&欢欣鼓舞&额手称庆&我

更是喜而忘寐(+

334

李振三'岳美中先生上书中央为中医事业建言&

已经过去 *& 多年了( *& 多年来& 中国中医药事业

有了很大发展&但也不是没有新的问题和困难( 重

读这份"意见书#&仍然可以感受到当年在中医事业

兴衰存废的关键时刻&中医界有识之士的历史责任

感和担当精神)感受到前辈中医学家的深厚学养与

谋深虑远的睿识卓见)感受到在数千年历史发展的

长河中&中医药学佐护着中华民族生存繁衍&虽历经

磨难&仍百折不挠'生生不息'承继发展的巨大内在

力量(

图 E"岳美中撰"一个中医今昔不同的对比#手稿之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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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对一稿两投问题处理的声明

中华医学会杂志社

为维护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的声誉和广大读者的利益&现将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对一稿两投和一稿两用问题的处理声

明如下%

!

本声明中所涉及的文稿均指原始研究的报告或尽管 3 篇文稿在文字的表达和讨论的叙述上可能存在某些不同之处&

但这些文稿的主要数据和图表是相同的( 所指文稿不包括重要会议的纪要'疾病的诊断标准和防治指南'有关组织达成的共

识性文件'新闻报道类文稿及在一种刊物发表过摘要或初步报道而将全文投向另一种期刊的文稿( 上述各类文稿如作者要

重复投稿&应向有关期刊编辑部做出说明(

"

如 % 篇文稿已以全文方式在某刊物发表&除非文种不同&否则不可再将该文投寄给他刊(

#

请作者所在单位在来稿介绍信中注明该文稿有无一稿两投问题(

$

凡来稿在接到编辑部回执后满 ( 个月未接到退稿&则表明稿件仍在处理中&作者欲投他刊&应事先与该刊编辑部联系

并申述理由(

%

编辑部认为文稿有一稿两投嫌疑时&应认真收集有关资料并仔细核实后再通知作者&同时立即退稿&在做出处理决定

前请作者就此问题做出解释( 期刊编辑部与作者双方意见发生分歧时&应由上级主管部门或有关权威机构进行最后仲裁(

&

一稿两用一经证实&期刊编辑部将择期在杂志中刊出其作者姓名'单位及撤销该论文的通告)对以该作者为第一作者

的一切文稿&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 3 年内将拒绝其发表)并就此事件向作者所在单位和该领域内的其他科技期刊进行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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