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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中医期刊的史学与文献价值 

——以广州现存广东期刊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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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发表在《中医文献杂志》2007 年第 2期） 

摘要：以广州现存民国时期广东出版的中医期刊为例，通过对史料内容的分析和稿件来源、

稿件类型、连载的论著、首发论文等统计，介绍民国中医期刊的史学价值和文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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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各地的中医期刊保存了丰富的史料和学术文献，这些资料很少得到

系统的发掘整理研究，以至其中许多至今鲜为人知。现以广州现存该时期广东出

版的中医期刊为例，就其史学和文献价值作一简要介绍。 
一、民国广东中医期刊的学术代表性 
广州一地现存民国时期广东出版的中医期刊至少有 16 种，253 期，其中大

部分创刊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1]这些期刊刊载大量广东各地（含港台）中

医的来稿，作者来自全省 37 个县市（镇），具有较广泛的地方医学代表性（见表

1）。与此同时，民国广东中医期刊还刊登大量外地（包括省外和国外）医家的论

著。外省来稿多寄自江浙、福建、上海、天津和湖南，海南、四川、江西、山东、

广西、河南、陕西、汉口等地也有不少来稿，台湾有 1 篇来稿。海外稿件有 91
篇，来自吉隆坡、东京、泰国、纽约、新加坡、爪哇。这使到民国时期的广东中

医期刊又具有超乎地方医学的较广泛的学术代表性（见表 2）。在这些期刊上撰

文的有施今墨、曹颖甫、张锡纯、恽铁樵、任应秋、王药雨、陈伯坛、姜春华等

时名者，也有名不见经传的乡医世家。在《杏林医学月报》发文 30 篇以上的核

心作者中，就有广东陈应期、陈渔洲、邓靖山、陈芝高、张恭文、张确余、何奎

垣、刘琴仙，河北张锡纯，福建李健颐、梁长荣和香港李秋铭。[2]  

表 1      省内稿件来源统计 

稿件来源地 文献篇数 所占比例（%）

广州 334 32.24 

翁源 130 12.55 

东莞 100 9.65 

新会 66 6.37 

韶关 61 5.89 

三水 48 4.63 

顺德 38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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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 36 3.47 

汕头 28 2.70 

番禺 27 2.61 

潮安 24 2.32 

梅州 17 1.64 

蕉岭 15 1.45 

台山 14 1.35 

海丰 12 1.16 

香港 12 1.16 

花县 8 0.77 

南雄 8 0.77 

惠阳 7 0.68 

英德 7 0.68 

开平 6 0.58 

四会 6 0.58 

普宁 4 0.39 

英德 4 0.39 

中山 4 0.39 

龙川 3 0.29 

仁化 3 0.29 

澄海 2 0.19 

马壩 2 0.19 

增城 2 0.19 

紫金 2 0.19 

从化 1 0.10 

东坑* 1 0.10 

惠来 1 0.10 

惠州 1 0.10 

岭东* 1 0.10 

深圳 1 0.10 

*未能确定所属县，故单列。 

 
表 2 现存民国时期广东中医期刊稿件来源统计 

稿件来源 文献篇数 所占比例（%） 

省外 705 3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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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 1036 56.52 

海外 91 4.96 

不确定 1 0.05 

合计 1833 100.00 

 
二、民国广东中医期刊的史料价值 
广东《杏林医学月报》的“医界名录”栏目，介绍了各地中医师的履历、资

历及施治特长和医务所地址，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档案。其中第 16 期的《杏林医

学月报》对马荫遐有如下介绍：“内外全科，香港油麻地广华医院，广东中医药

专门学校第一届毕业，香港广华医院内科医生，广州杏林医学社创办人”；对江

允济的介绍为“内外妇儿科，伤科，麻痘疮科，喉科，肿胀症。西关连庆桥逢庆

大街七号江德生堂，中医祖传四世，西医伤科毕业，辛亥反正，广东都督府卫生

部医务课员，长宁县司令军医长，粤军第五军上尉军医官，历任番禺沙河乐善医

院主任医生”。[3]期刊文献的著录亦提供了许多医家信息。如陈渔洲《白疹秘钥

（八）》的题录为“东莞陈泽梁渔洲著，男伯祥芝高参校”，[4]陈钟莲《读金匮远

血近血并释方义》一文的题录为“东莞陈钟莲遗著孙男陈芝高录寄”[5]，据此可

知陈芝高为陈钟莲之孙、陈渔洲之子，东莞世医陈渔洲祖孙三代（陈钟莲——陈

渔洲——陈芝高）的传承关系一目了然。关仲规的家世亦可从其给报社的来函中

窥及：“杏林医学月报主任先生大鉴：敬启者：近日本市发生霍乱一症，坏人最

速，可为寒心。以先父澄弼公教医与经验四十年及余经验二十余年之所得断此症，

见以下列病状，并无丝毛热气，一定寒症。兹略为世人言之……”[6]《杏林医学

月报》的出版地在广州，而关仲规信中将霍乱发生地简称为“本市”，据此可知

关氏父子（关澄弼——关仲规）是广州的家传世医。骆明普的名字今日鲜为人知，

但他在民国时期广州一带确曾有相当影响，一位自题为“病里逃生者”的人士在

悼念骆明普的悼词中说：“骆明普先生，粤之花县人也，寓南海官窰。少好医道，

大有心得。其著作散见《杏林医学月报》。性仁慈，有毅力，重言诺而慷慨。於

公事无巨小，靡不尽其能。不幸於九月廿一夜（夏历八月十三）魂归道山。呜呼！

医界杰出之材，又弱一个。不宁推是（按：原文如此），附近数十乡之人，皆遭

不幸，盖先生实是处人民之保障也。自逝世外传后，闻者莫不嗟叹，甚有泣下者，

於此可见先生之良矣。余受其回生者屡，今不幸去世，能无悲乎？”[7] 

民国时期是西方医学在我国确立主导地位、医疗体制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历史

转型期，民国中医期刊的内容带有这一时代明显的烙印。期刊中的“特载”、“附

载”和“报导”栏经常提供国家和地方政府有关中医药界的政策动向及中医参政

的活动报道，以及各地名医专长和诊所地址的介绍、中医药专著和刊物出版的信

息。如《广东光汉医药月刊》登载有国医馆消息“民政厅训令各地筹组国医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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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府按月补助二百元”；[8]《中国医药建设文库》刊登宋大仁、赵峰樵的传略及

其竞选中医界国大代表的演讲词；[9]第 68 期《杏林医学月报》刊登了明生的《苏

省取缔七十余县改组中医谨约同日领证议》。[10]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医事时

局。期刊医政医药史料之丰富细致，从第 4-5 期的《新中医》的医药消息栏可见

一斑：1、中央国医馆还都，文件起运离渝；2、新中华医药学会概况及其主办之

《新中华医药月刊》；3、杭州市政府在中医开业执照上擅行加盖“中医不准使

用西药及注射器具”；4、四川省参议会决议通过设立省立中医学院及中医院；5、
重庆市参议会第一届大会通过设立市立中医学校及医院；6、广州市光汉汉兴两

校开始招生；7、广东中医药专科学校收回原有院址开始復员工作；8、广东省中

医师公会联合会筹备会工作完成将召开成立大会；9、宋大仁创办之中西医药研

究社近况；10、湖南国医院复员筹备；11、武进国医专校复校；12、北平国医砥

柱社筹设中国国医专科学校；13、西安平民医药周报组织平民中医专校；14、潮

安张长民《医药旬刊》索阅办法；15、广州霍乱死灰复燃，疟疾、肠热、痢疾、

回归热等逐渐流行；16、曲江县中医师公会新理事长詹益康拟定新会址；17、中

医考试报名及考试时间；18、广州市中医师公会成立大会之时间地址；19、香港

“冒医”案判结：妇科名称中西医共同采用，无犯刑章；20、潮安县国医支馆出

版《潮安国医公报》；21、广州市中医界聚餐；中西医药研究社近况。[11]这些医

政新闻及时为当时的中医业界传递信息，同时也为今天我们客观、全面、深入地

研究民国医政医药史提供具体资料。 
为应对社会转型时期医学教育规范化的大势，广东兴办了广东中医药学校、

广东光汉中医专门学校等多所中医学校，这些学校在培育中医药人材的同时，还

积极办刊。如广东中医药学校的《广东中医药学校校刊》，广东光汉中医专门学

校出版的《广东光汉医药月刊》。这些校刊除刊载学术论著外，还大量介绍学校

的事务，包括校务会议决案、布告、教务日记、各学期各班的学生名单、授课时

数以及学校的各种活动等。如第 9期的《广东中医药学校校刊》记载了本校赠种

牛痘的经过；第 4期《广东中医药学校校刊》报道了中央国医馆理事会上本校校

长、教员被选为理事，校教员被南海县政府考试中医委员会聘为委员，中央国医

馆成立大会上本校校长、教员被聘为发起人等消息；第 3期《广东中医药学校校

刊》摘录了该校董事会会议的内容。由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出版的《中医杂志》

的“调查”和“校务”栏也有大量广东中医教育史料，如第 3期《中医杂志》的

“调查”栏里附有广州市卫生局试验中医生的考题及其试卷，该期“校务”栏里

载有该校丙班学生一览表；第 4期《中医杂志》“校务”栏里载有广东中医药专

门学校课程纲要；第 6 期《中医杂志》“校务”栏登载了该校救护队成绩以及医

药互助社的工作情况等。这些资料既在当时的中医界和各校间起到宣传推介、沟

通信息的作用，同时也让社会了解中医的教育状况，扩大中医的正面影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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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研究广东中医教育史的重要资料和线索。 

民国中医期刊的时代烙印还反映在所刊载医论类稿件的门类上。《杏林医学

月报》是广东出版时间最长最连贯、现存期数最多最完整的民国中医刊物，经统

计，该刊讨论中医价值与发展、进行中西汇通尝试、介绍西医知识的稿件占了全

部医论类稿件的 30.35%；与此同时，中医期刊以临床研究为领军，顽强地坚守

着传统学术阵地。（见表 3） 
表 3《杏林医学月报》医论类稿件类型统计 

稿件类别 篇数 所占比例（%） 

中医证治研究 354 35.83 

中医价值与发展 147 14.88 

医经阐发 143 14.47 

学术心得与商讨 121 12.25 

方论 73 7.39 

药论 69 6.98 

中西汇通 45 4.55 

医史 27 2.73 

西医知识介绍 9 0.91 

合计 988 100.00 

 

二、民国中医期刊的文献价值 

民国中医期刊保存了许多没有单行本出版的论著和医案集。它们是中医文库

和中医学术研究中被忽略的一部分。在民国广东中医期刊所刊载的 3246 篇文献

中，共有 240 种、1005 篇文献为长篇或短篇连载。这些文献是民国医学研究的

宝贵资料。 

经查核统计，240 种连载论著中属首发的专论有 227 种。其中首发连载之后

未见有单行本出版的有 216 种，900 篇文献，内有省港澳医家的专论 116 种， 522

篇（作者及其篇目详见表 4）；省外医家专论 75 种，300 篇（作者及其篇目详见

表 5）；来自海外医家的专论 2 种，13 篇（即程仁和的《南洋特产药物考察记》

和谭活水的《新医学三字经》）；另有 23 种、65 篇专论的医家来源地暂未能确定。

这些论著全赖期刊得以传世。首发之后有单行本出版（已知现存）的有 11 种，

48 篇文献，包括曹颖甫的《经方实验录》、陈渔洲的《白疹秘钥》，沈仲圭的《中

医经验处方集》，杨华亭的《药物图考》，《治疟痢方》，李龙文的《药物各论》，

卢朋著的《中国医学源流略述》，宋爱人的《黑热病证治指南》，李健颐的《鼠疫

新篇》和《治鼠疫二一解毒汤之研究》，谭次仲的《中西药性类异同论略》。 

在期刊连载前已有单行本出版（即转载）的有 13 种，57 篇文献，包括陈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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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的《麻痘蠡言》，邓怡如的《伤寒定论篇》，丁济万的《孟河丁氏用药法》，何

梦瑶的《伤寒论近言》，卢朋著的《医学史》和《哮喘经验谈》，张曜孙的《产孕

集》，梁心的《国药改造说明书》，沈仲圭的《吴山散记》，张锡纯的《羚羊角辨》，

姚心源的《一九三四年中国医术之新发明》，曾天治的《科学针灸治疗学二百种

疗法》，朱鸿寿的《伤寒论纲要科学解释》。 

期刊中首发论著的数量不仅有助于认识该刊的学术性能，还有助于研究医家

学术思想的形成过程。如李健颐的《鼠疫新篇》在 1930-1933 年间以连载的形式

刊登在《杏林医学月报》上，其《治鼠疫二一解毒汤之研究》也在 1932 年在《杏

林医学月报》上连载，1935 年，李健颐出版《鼠疫治疗全书》，显然该书是在前

两篇专论的基础上完成的。又如谭次仲的《中西药性类异同论略》于 1934-1935
年间在《医林一谔》杂志上连载，其后，谭氏于 1947 年出版了专书《中药性类

概说》。李、谭二人在期刊连载的论文无疑为我们研究《鼠疫治疗全书》和《中

药性类概说》的成书经过及其学术思想的形成、乃至研究该时期中医界力求跟上

时代和科学潮流所作的努力提供了依据。至于在期刊上转载的各种专著，则不仅

有助于了解这些专著的学术影响，也可为专著的校勘整理提供参考。 
表 4 广州所存 1922-1949 年广东中医期刊独家连载的省港澳医家专论 

作者 著作名称 连载数 

岑星台 国医学与西医学比较汇纂 3 

陈伯坛 证象阳旦解 2 

陈惠言 读河间六书伤寒医鑑书后 8 

陈惠言 星聚草堂医草 6 

陈敬潮 十种痢疾之预防及其诊治 2 

陈应期 五德堂医案 4 

陈应期 医学实录 12 

陈应期 左瘫右痪之研究 2 

陈渔洲 藻潜医案 19 

陈渔洲 藻潜医话 3 

陈庾公 白喉证治发明 2 

陈秩平 读内经生理病理解剖学讨论 2 

陈秩平 鼠疫论治 2 

邓炽华 读梁湘岩先《论医学之系统》后再论医学之系统 2 

邓炽华 游陆底印象 2 

邓鹤芝 汉医式微之原因及其今后之认识与努力 2 

邓鹤芝 劳病发微 2 

邓靖山 论花柳治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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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正儒 本草脞识 4 

方佗 血无气不运释义 2 

方佗 医学卫生谈 2 

冯瑞鎏 伤寒论商榷 4 

甘伊周 平安堂治验录 2 

甘致和 药医篇 2 

管季燿 油剂膏剂制炼法概况 5 

郭韶九 霍乱刚瘟柔瘟救治法 2 

韩作昶 蠡窥轩笔记 2 

何奎垣 奇治医案 3 

黄日升 女子孕期之注意 2 

黄硕如 中药图解 11 

黄雨岩 霍乱证治之商榷 9 

江济时 如何救急 5 

江济时 悟庐医案 8 

江济时 香海珠江麈影录 2 

江堃 惠霖医案选录 5 

孔宣礼 食物相犯与宜忌之认识 4 

雷健强 虚劳症治概论 2 

李超甫 金匮释义 9 

李家任 论白喉并附简方 2 

李家任 小儿痳症须知 7 

李秋铭 存本草堂六科方案 11 

李秋铭 痘科浅略 4 

李荣 逸庐医案 5 

李思柏 癫狂五痫证治全书 4 

李云溥 家庭看护法概要 2 

梁国源 神经衰弱证治概说 2 

梁翰芬 根六草堂医案 3 

梁乃津 霍乱 4 

梁乃津 略论中西医学之特质及中西汇合问题 2 

梁湘岩 

太阳病有涉及阳明仲景于麻桂汤中每加葛根合病

亦然似葛根为阳明主药而阳明病全不用葛根其义

安在 2 

梁荫天 中国医学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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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子居 居仁堂医案 2 

林德仁  

陈博儒 
痘科学 

5 

林晴波 增删眼科金玉赋注释 5 

刘伯唐 内科 4 

刘伯唐   

刘仲儒 
痳疯症概论 

2 

刘萼荣 存济医庐验方汇集 4 

刘琴仙 生草药赋 3 

刘琴仙 眼科辑要 7 

刘毅伯 论伤寒与温病 2 

卢觉愚 实用伤寒论讲义导言 2 

卢朋著 百砚室医案 5 

卢朋著 读医醇腾(马为贝字)义 2 

卢朋著 论中医勿失其故步 2 

卢朋著 生草药的掘发 4 

卢朋著 验方 3 

吕安卿 仁普医庐治验录 4 

欧学英 疝证汇考 3 

狮山隐者 S.M. 几条简易的救急常识 2 

苏麗生 读中国时令病学后 3 

唐玉珂 儿科指纹分辨法 2 

涂演凡 对于中医应有之认识 2 

翁源中医研究社 中医退化之原因 2 

吴粤昌 景天室医案 5 

吴粤昌 怎样信仰医生 5 

许小士 张长民 

黄璧严 
潮安草药学 

7 

严祖庇 中国医学之改造 8 

余超平 论肿胀之症治 6 

余锡亨 中西医药潮之评论 2 

羽公 越华报甘作异族经济侵略先锋队之铁证 2 

袁鑑韬 国医科学处方之古义新解 7 

袁鑑韬 花柳病之古今论据 4 

袁鑑韬 中国物理医学之针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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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人 关于陈修园先生 3 

越人 评《时病论》 2 

云溥 三民主义和国医药的关系 2 

云溥 汪精卫的狂妄底言论 2 

詹瑞云 钝盫医学丛录 5 

张秉初 伤寒方宜忌之研究 2 

张长民 关於中国医学大辞典和汉医家及医籍之修正 2 

张长民 翰海室医话 9 

张长民 和汉医学书目 5 

张长民 实用药物学要典 5 

张恭文 实用诊断学 7 

张恭文 外感病治疗学 13 

张恭文 中西合璧实用生理学 19 

张恭文 中医实用处方学 6 

张恭文 中医治疗法 2 

张景述 科学与中医 2 

张景述 谈谈人类大敌 6 

张确余 内经阴阳要旨 11 

张确余 伤寒方证对参 22 

张确余 研究风寒温笔记 6 

赵焯贤 疟病之研究 2 

甄梦初 闭经病的一般疗法 2 

甄梦初 病机篇 2 

甄梦初 怎样治疗妇女月经病 4 

钟春帆 近世内科学 6 

钟锦涛 小儿疳积证治说 3 

钟少桃 六气新解 2 

朱正昇 炮伤验方 5 

邹海滨 邹海滨先生演讲医学救国 2 

 本校赠诊所医草 3 

李秋铭 存本草堂医学一知 20 

黄天士 

太阳病脉浮紧无汗发热身疼痛一节下文衄乃解麻

黄汤主之又衄家不可发汗汗出必额上陷一节均是

衄耳一用麻黄一禁发汗词旨互异其义何居 2 

李龙文 药物各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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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广州现存 1922-1949 年广东中医期刊连载的省外医家专论 

作者 著作名称 连载数 

蔡东荣 爱松堂医案 12 

陈无咎 刚底灵素 5 

陈无咎 黄溪校议 9 

承澹盫 针灸医话 3 

丁叔廉 痘科金镜赋集解 3 

樊天徒 方剂学 3 

高德明 实用方剂学总论 4 

郭若定 新汉药觉 25 

韩镇教 告全球医药界人有四种药分四属 8 

黄养民 麻疹病学 2 

姜春华 伤寒论新论 4 

姜春华 余云岫“医学革命论”批判 3 

姜天哀 医学研究 2 

柯与参 风之病理及治法 2 

李焕卿 痘 2 

李焕卿 石女病之手术治疗与应当注意 2 

李焕卿 性交男性出血之我见 2 

李健颐 妇女健康指南 16 

李健颐 生理新铨 4 

李健颐 余庆轩随笔 6 

李健颐 余庆轩医案 17 

李克蕙 附子效能经验谭 3 

李克蕙 论细菌生于热并答客难 2 

李泽覃 经验良方 2 

梁长荣 不刻意斋医事偶存 2 

梁长荣 肺炎症新旧医治疗之比较 2 

梁长荣 霍乱说略 2 

梁长荣 冀望与努力 2 

梁长荣 民二十一年夏霍疫诊治经过偶存 2 

梁长荣 饮症略谈 2 

林振南 解剖中医的短言 2 

刘泗桥 从打破汉药的迷信说到实验与提倡 3 

中国科技论文在线 http://www.paper.edu.cn



  

 11

卢谦 中西医学优劣之比较 3 

罗振湘 驳余氏医述六气论之谬妄 2 

梅竹洲 伤寒论新释•卷一 14 

梅竹洲 医事杂感 2 

梅竹洲 中医界今后应有之觉悟 4 

欧阳秉钧 对日本奖励栽培汉药与汪精卫氏废除中国医药之感言 2 

潘掌纶 龙田医案 2 

任应秋 尿——仲景病理学案之一 2 

沙派名医 外科金不换方 2 

孙家骥 脑膜炎片谈 2 

谭次仲 肺痨病自疗法 2 

谭次仲 条陈国医馆论整理国医宜先定标准 2 

汤逸生 红杏山房医案 4 

汤逸生 红杏山房医话 5 

汪士瀛 狂犬病治法新论 2 

王药雨 四川大黄 3 

吴汉僊 驳余氏《皇汉医学批评》之纲要 2 

吴汉僊 论东西译本以肠窒扶斯为伤寒之误 2 

吴汉僊 伤寒温疫之研究 2 

吴景焌 治愈三年久之产褥痨 2 

萧艾 海上探奇脞话 3 

萧熙 鼻衄论 4 

萧熙 足厥阴与阴器及舌之关系 2 

谢安之 仲景原方分量之研究 2 

杨华亭 医学大辞典考正 4 

杨子钧 妇科新论 4 

医隐 温病条辨方歌 11 

佚名氏 草药秘书 5 

张鸿生 闢西医用冰囊冷水治一切高热及卒倒之谬误 2 

张体元 静学庐医话 2 

张体元 医者与病者 2 

张锡纯 论治疯犬伤方 2 

张锡纯 三七之殊异功能 2 

张锡纯 生石膏之神效验案 3 

张锡纯 石膏治病无分南北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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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锡纯 详论猩红热治法 2 

张锡纯 志诚堂医案 11 

周筱斋 疫疟研究及治疗报告 2 

周禹锡 删补清太医院治瘟速效瘟疫辨论 8 

周镇 惜分阴轩医话 2 

朱鸿寿 病理学浅说 2 

朱鸿寿 证治用药法例 2 

朱南樵 伤寒篇 2 

古代曾有无数民间中医在保一方民众安康上作出自己的贡献，然而存史者寥

寥，以至我们的古代医学史研究只能在有限的人和书上打转。民国距今尚近，还

有机会窥得名人光环背后的众医群象，还有机会作客观全面了解下的医学史评。

昨日之事，即永世之史，只有意识到民国医学史料文献发掘收集的紧迫性，方能

免后世研究“无米”之憾，也只有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才能客观描述和评

价这一时期的中医学发展状态和学术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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