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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 西医在华传播日盛， 中医经历了 “废医存

药 ”、“废中存西 ”等一系列打击 ，逐渐被推向 “废止 ”的绝

境。在这种举步维艰的形势下，中医界有识之士通过各种途

径奋起救亡图存， 创办多种中医药期刊便是其中重要的方

式之一。 民国时期的江苏中医界创办了《国医公报》、《医事

公论》、《中华医药学》、《医药研究》 等一系列中医药杂志，

为中医的存续与发展做出了不懈努力，其中以《苏州国医杂

志》为最具影响者。 这部分中医药期刊在办刊理念、办刊模

式等方面有一些共性特征，值得关注和探究。 本文试从《苏

州国医杂志》入手，对其进行梳理，以期为今天的期刊界提

供借鉴。

《苏州国医杂志》于民国二十三年（

1934

年）

3

月在江苏

苏州创刊，为季刊，民国二十五年（

1936

年）

12

月停刊，共出

版

12

期。 由苏州国医学社编辑，苏州文新印书馆印刷，苏州

国医书社发行。 该刊在办刊理念、期刊策划、栏目设置等方面

颇具特色，现分述如下。

1

立足刊学相辅，创设特色专栏

《苏州国医杂志》由苏州国医学社主办，办刊宗旨为：“发

挥真实学问，造就专门人材。 ”

[1]

杂志办刊理念十分明确，即弘

扬中医学术，服务于中医教育。 为此，该刊创设了“讲坛”、“言

论”、“讲义”、“杂俎”等特色专栏，这些栏目设计有别于同时

期的同类期刊。 “讲坛” 专栏刊载 “中西医演讲之医学笔

记———都是临证实用之经验谈”

[2]

，如顾福如《伤寒症与肠出

血中西学说之不同》、陆渊雷《国医内科研究法》等，深入浅出

地阐述了学习与研究中医药之法。 “言论”刊登了系列文章，

在中西医势如水火的情境下， 指导学者打破中西医壁垒，融

会贯通，精进勤勉，努力把自己锻造为良医。 如陈丹华直言：

“如能破中西门户之见，融会贯通，则医学之道昌明，人民之

疴立起”

[3]

；邵求真认为，为医者应自强不息，“必须有非常之

智，有非常之仁，努力研读，用心探讨，细研中外之医理……

庶能学而成为良医也”

[4]

；徐观涛指出：中西医应取人之长补

己所短，“停止个人意见之相争，作开诚公布之合作，共同研

究学理之改进，使中国医学兼有中西二者之长，成为世界最

完美之医学，而被他国所取法”

[5]

；他如《论中国医业》、《现代

中医应有之认识》、《非常时期国医界应有的动向》等，为中医

学子廓清迷雾，指明了方向。 “讲义”专栏依照苏州国医学校

的开课次序，连载各任课教师的课程讲义，如

1~6

期连载王

慎轩的《药物讲义》，

1~3

期连载凌九云的《金匮讲义》，

2

、

3

、

5

期刊登张又良的《杂病讲义》。 教员的讲义如有更新，期刊也

随之跟进，如

7~9

期集中刊载了王慎轩的《新编药物讲义》、

《新编女科讲义》、《新编伤寒讲义》， 凌九云的 《新编金匮讲

义》，徐名山的《新编方剂讲义》、《新编儿科讲义》，唐慎坊的

《新编方剂读本》等。 这些课程讲义可作为教材利用和收藏，

节省了购书成本， 不仅为在校学生的学习提供了极大的便

利， 而且为有志于学习中医的非在校者提供了自学材料，实

际上起到了刊授的效果。 这一举措无疑为期刊赢得了一批稳

定的读者。

此外 ，该刊还 “群载本会一切大事记及最近之概况章

程规则”

[2]

，注意及时通告行业动态、政府发布的中医政策、

江苏国医学会信息以及本校的重大活动安排等。 如 《中央

国医馆来函 》、《修正江苏省管理中医暂行条例 》、《新迁校

舍纪念典礼志》等分别在“通讯”、“杂俎”等栏目刊出，及时

为读者提供信息 ，增强了期刊的时效性 ，吸引了读者的关

注。

2

名医办刊撰稿，确保期刊质量

《苏州国医杂志》的创办者是著名医家王慎轩、唐慎坊，

王、唐二人同时亦是苏州国医学校的创建者。 社长唐慎坊是

当时著名文人、医家，负责“译著”专栏日本著名汉医著作的

选译与审定。 总务主任王慎轩是著名的中医学家、中医教育

家，曾师从丁甘仁、曹颖甫等沪上名医，学养丰厚，妇科领域

尤有建树，著有《胎产病理学》，建国后，曾执教于江苏中医学

校和北京中医学院， 参编及主审了高等中医院校重要教材

摘 要 民国时期，江苏中医界出版发行了一系列中医药期刊，而《苏州国医杂志》是其中的佼佼者，具有很高的知

名度和影响力。该刊是苏州国医学社主办发行的综合性中医药期刊，读者定位明确，栏目特色鲜明；名医办刊，名家撰稿，

期刊质量上乘；集中选题，策划专刊专号，刊物个性突出；刊书互动，使期刊资源得到最有效利用。这一系列举措为今天的

期刊界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 苏州国医杂志 中医药期刊 民国时期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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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概论》、《中医妇科学》等。 王慎轩为期刊审稿，并长期

为“医案”专栏撰稿、编稿，其所授“药物”、“女科”、“伤寒”等

课程讲稿亦在“讲义”专栏连载。

《苏州国医杂志》的重要栏目多由名家执笔撰稿 ，胡萧

梧、王南山、叶橘泉、陈丹华、周自强、张又良等一大批著名医

家为该刊特约撰稿人。 如

4~6

期“内科”专栏《近世内科国药

处方集》为叶橘泉供稿，胡萧梧撰写了第

5

期“儿科”专栏的

《说小儿疳积》，第

6

期“女科”专栏《淋病》一文为周自强撰

稿，张又良为“女科”专栏撰写了《痛经》（第

4

期）、《女科医籍

考》（第

5~6

期）等。 “讲坛”专栏先后刊登了顾福如、张赞臣、

黄星楼、朱振声、孙永祚、杨志一、章太炎、于无言等医学名家

的

28

篇医学演讲录

[6]

。 这些名家演讲录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

水准，而且在当时中医处境日渐艰困的历史背景下，对中医

学子专业思想的巩固、 专业方向的确立具有重要的指导意

义。 “医案”专栏更是荟萃了当时诸多著名医家的临证经验，

如

1~5

期及第

9

期刊有 《马培之先生内科医案》、《丁甘仁先

生内科医案》、《王慎轩先生女科医案》，

1~4

期刊载了《曹颖甫

先生女科医案》等。 “笔记”专栏刊发名家随笔，如

1~6

期刊载

了唐慎坊的《验方琐记》、颜星斋的《治验笔记》、王慎轩的《女

科奇病治验录》等。 名医办刊及撰稿，为期刊的学术质量提供

了可靠保证。

3

注重期刊策划，出版专刊专号

1934

年《苏州国医杂志》创刊伊始，特发行创刊号，封面

由社长唐慎坊题写。 创刊号中辟有“言论”“生理”“病理”“治

疗”等

10

个专栏，其中“言论”“药物”“医案”“杂俎”“讲义”等

作为该刊的固定栏目至停刊时一直保留。

创刊

1

周年之际，《苏州国医杂志》隆重推出《新迁校舍

纪念特刊》，版面由

62

页增至

124

页。 纪念刊收录了当时政

界、学界要人题词，如时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题曰“济世保

元”，立法院院长孙科题有“寿宇同登”等，更有于右任、叶恭

绰、焦易堂、曹颖甫、施今墨、秦伯未等大家名医的亲笔题词。

另以数页刊载行业内外诸名家的赠联、赠文、赠词。 同时刊有

名誉校长章太炎、副校长唐慎坊、总务主任王慎轩及学校各

部主管的肖像，学校图书馆、教室、标本室、膳堂、诊疗室等图

片以及校训、校歌等。 纪念特刊以期刊为平台，对苏州国医学

校进行了全方位的宣传，提高了学校的知名度。 读者由期刊

而了解学校，因学校而更关注期刊，使刊校互动、刊校双赢得

以实现。

1936

年章太炎先生逝世，《苏州国医杂志》第

10

期以“医

学演讲”“医学论文”“论医书牍”等为专题，出版专刊《章太炎

先生医学遗著特辑》， 以纪念这位名誉校长为中医教育事业

做出的贡献。 章太炎先生在学界的影响力拓展了期刊的受众

范围，使非中医行业内的学者进而关注该刊，大大提升了期

刊的知名度。

4

整合期刊资源，达成书刊互动

《苏州国医杂志》注意整合期刊资源，将专刊、专号及一

些特色栏目的内容编辑成图书， 由苏州国医书社出版发行。

如“译著”栏目连载的《汉医要诀》、《东洋汉方要诀》，于

1935

年结集出版。 期刊配合宣传，在第

7

期封底刊出广告：“苏州

国医学校编译馆出版日本有名皇汉医之两大医著：唐慎坊先

生译《汉医要诀》，医学革命之指南针；王南山先生译《新增东

洋汉方要诀》，临床医家最切实用。 ”“医案”“笔记”专栏刊载

的名医验案、随笔也相继编辑成书，如《曹颖甫先生医案》（王

慎轩记，王南山编）、《女科医学实验录》（王慎轩著）、《仲圭医

论汇选》（沈仲圭著）等。 由此，期刊积累的资源通过图书出版

而得到了充分利用。

此外，《苏州国医杂志》重视编读互动，如创刊号“通讯”

专栏刊有河南延津县魏邱集恒德堂黄启昌来函咨询温经汤

治愈崩漏之原理

[7]

，编辑部随即认真作答

[8]

。 这种编读往来无

疑有益于提升期刊的亲和力。

5

结语

以《苏州国医杂志》为代表的民国江苏中医药期刊的办

刊理念与特色为今天的期刊界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要言之，

有以下几方面：其一，以期刊为媒介，弘扬中医学术，利用期

刊资源促进中医教育， 使期刊成为经营中医教育事业的平

台，实现了刊学相辅、刊校互动的初衷。 这种刊校双赢的模

式在今天仍值得借鉴。 其二，名医办刊，名家撰稿，营造了

良好的学术氛围， 使期刊可以代表这一时期本行业的先进

学术水平，确立了期刊的学术地位。 其三，策划和发行专刊

专号，彰显了期刊的特色与个性，其纪念意义及收藏价值亦

因此增强，极大地吸引了读者，增加了发行量，提升了期刊

的影响力。 其四， 合理整合期刊资源， 策划图书出版与宣

传， 使期刊的出版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 实现了书刊互

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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