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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中叶的民国时期， 金陵医派的

主要医家强烈意识到培育中医后继人才的重要性，

自发捐资，主动联合，共同创建了南京国医传习所。

由于时局动荡，南京国医传习所开展的中医教育时

断时续。 尽管如此，作为民国时代南京地区唯一的

一所民办中医教育机构，南京国医传习所在民国中

医教育史上仍抒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它培育的中

医临床精英人才为人民保健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永

铭青史。 笔者收集史料，对南京国医传习所的创建、

历程与业绩做了研究，现介绍如下。

1

南京国医传习所的创建背景

1929

年

2

月

23

日至

26

日，民国政府在南京召

开了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行政会议， 会上余云

岫、汪企张等人提出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

之障碍”。 此消息一经传出，全国舆论一片哗然。 中

医药界人士尤为激愤，纷纷发表通电、组织游行示

威、举行集会进行抗议，并推举代表晋京请愿。 在这

些具体的抗议活动中，金陵医派的医家们也主动积

极地投身其中，参与其事。 张简斋、张栋梁、随翰英、

杨伯雅诸位金陵中医名家，他们一方面积极投身抗

争活动，参加请愿、游行、示威；另一方面又充分利

用南京的政治地缘优势、人缘熟识优势，与行政当

局的有关政要如陈立夫、焦易堂、薛笃弼等人沟通

交流， 为争取中医的合法权益进行有理有节的斗

争，最终使这一倒行逆施的，不合时宜的提案被迫

中止，没能实施。 “三·一七”国医节由此诞生。 通过

现实的斗争和冷静的思考，金陵医派的名医们领悟

到，中医学正面临沦丧的危险局面，要想力挽狂澜，

就必须争取合法的中医行医权、合法的中医教育权

和独立的中医行政管理权。 这三大权利合成起来就

是中医的生存发展权。 经过中医药界人士的不断努

力，尤其是面对群情激愤的抗争怒潮，当局对中医

的基本政策有所弱化。

1930

年援引中央国术馆例，

开始筹建中央国医馆。

1931

年

1

月，在古鸡鸣寺脚

下，中央国医馆宣告成立，这标志着中医药界有了

自己在行政方面的代言者。

2

南京国医传习所的创建历程

2.1

南京国医传习所的创建 要追溯南京国医传

习所的创建，就必然要提到郭受天先生。 他在民国

时期金陵名医们所创办的 《南京医药卫生通俗报》

第

75

期以及《国医公会杂志》第

7

期、第

82

期上发

表文章，一再呼吁要在国府首都所在地创建南京国

医传习所。 他先后发表了《论南京筹设国医传习所

之不可缓》、《再论南京筹设国医传习所之不可缓》

等专论文稿，引起了中医药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关

注和重视。 在文章中，郭受天诚恳地表示：“南京医

界，素多明达之士，有起而图之者乎？ 受天虽愚，愿

为之执鞭。 ”

[1]

他大声疾呼要创建南京国医传习所，

这一呼吁从民国十三年（

1924

年）发起，直到

1934

年南京国医传习所正式宣告成立才得以实现。 这一

方面说明在那样的时代氛围里，要创建培养中医后

继人才基地的艰难；另一方面也可见郭先生那样的

金陵名医做事之执着，矢志不渝，锲而不舍，不达目

的决不罢休。 这种“十年磨一剑”的执着精神，令人

南京国医传习所的创建及其主要业绩研究

徐建云

（南京中医药大学，江苏南京

210023

）

摘 要

1929

年，国民政府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通过“废止中医案”，中医药界人士群情激奋，据理抗争。 在

这样的背景下，金陵医派的医家们认识到要使中医后继有人，必须要建立规范的中医教育机构。

1934

年南京国医传习所

正式宣告成立，后历经抗日战争，校舍被毁，于

1947

年恢复办学并更名为南京市中医专科学校，

1950

年因师资、经费

等问题停办。南京国医传习所贯彻中西并举的教学方针，广纳名医为教师，理论与实践并重，培养了一大批中医临床优秀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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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然起敬，更值得今人认真学习，努力效仿。

1934

年初，为确保中医薪火相传，后继有人，金

陵首席大国医张简斋主动联合同仁张栋梁、 随翰

英、杨伯雅、石华轩等人，捐款筹办“南京国医传习

所”。 开始，金陵名医们原本想顺应时代潮流，用专

科学校为名，然而这一愿望却因行政当局严禁中医

使用“专科学校”之名而付诸东流，最终只得退而求

其次，定名为南京国医传习所。 申办国医传习所的

相关文件送达市政府后，经时任南京市市长的石瑛

批准，特将中央国医馆旁保泰街、北极阁下三皇庙

东西一带共约

17

亩土地拨划给国医传习所， 作为

其办学用地，并由中央国医馆直属。 至此，这一日后

孕育了众多中医名家的中医教育摇篮终于在艰难

困苦中诞生了。

2.2

南京国医传习所的发展历程

1934

年

5

月，

南京国医传习所在热心中医的社会人士积极响应

和热诚参与下，正式开学了。 学校由陈逊斋主持校

务 ，首届开设五年制 （正科 ）本科班 ，共招收学员

100

人，次年又招收了

29

人

[2]

。同年暑期，又针对中

医世家子弟，特开设补习班以继承家学渊源，当时

招收了已经具备中医基础者

30

人 ， 学制

2

年 。

1935

年底，由于种种原因，南京国医传习所迁往城

南门东的天禧长生祠（又称痘神庙 ）内继续办学。

这个地址处于城南的白鹭洲公园附近， 临近琵琶

巷。 据史料记载，当时在城南的国医传习所校宇宽

敞 ，为五进大宅院 ，白墙黑瓦 ，老树参天 ，古韵盎

然，环境幽雅，是一处优美宁谧的读书佳地。 校园

古色古香，到处弥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气息。 应该

说整个学校的自然环境与中医药文化氛围非常协

调， 可谓浑然一体， 是办学者独具慧眼的明智选

择。

1937

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

到“八·一三”淞沪抗战兴起，国医传习所校园惨遭

日寇飞机轰炸而夷为平地，成为一片废墟瓦砾。 如

今我们前往实地考察， 城南的那个具有相当悠久

历史的长生祠已荡然无存， 而当年国医传习所的

实际风貌也已不复存在。

1947

年

5

月，在抗战胜利

2

年之后，南京国医

传习所在全体教职员工的共同努力、 积极奔走下，

经南京市教育局核准之后恢复办学。 同年秋，南京

国医传习所正式更名为 （办学之初就想启用的）南

京市中医专科学校，且通知在抗战前肄业

2

年的传

习所同学以及已经开业行医

5

年以上的中医执业

者到学校登记，考试通过后方能算完成学业。 与此

同时，学校还招收插班生

17

人，并组织举办了一期

共有

56

个学员的中医特别班，这些学员至

1948

年

10

月圆满完成学业后顺利毕业。

1950

年，由于时局

剧变，教职员工自谋生计、各奔前程，加之办学财政

困难等诸多因素，中医专科学校宣告停办。 就这样，

南京国医传习所、南京市中医专科学校，走过了十

余年坎坷历程，这也是民国时代中医教育艰难前行

的一个缩影。

3

南京国医传习所的主要业绩

3.1

自编富有特色的中医教材 尽管当时已有中

央国医馆既定的教学大纲和审定的教材，但南京国

医传习所的先生们并没有墨守成规，而是完全凭着

自己对中医药学的深切体悟， 进行了教材的创编，

从而留下了一整套较为完整的南京国医传习所的

系统教科书。 这一举措，充分体现了金陵医派医家

们的敬业精神。 正由于此，南京国医传习所能够培

养与造就出一批中医方面的临床骨干、 精英翘楚，

为维护人民的健康、弘扬中医事业做出了实在的贡

献。

据目前调研所掌握的基本资料显示，南京国医

传习所自主创编的中医系列教材，主要为当时主讲

老师编写的各科讲义，共计有

15

种，分别是《解剖

生理学正科讲义》、《病理学正科讲义》、《卫生学正

科讲义》、《诊断学正科讲义》、《内科学急性传染病

篇讲义》、《金匮要略讲义》、《温病学讲义》、《方剂学

讲义》、《中国药物学》、《妇科（作者注：疑少“学”字）

讲义》、《儿科学讲义》、《外科学讲义》、《中国医学史

正科讲义》、《内经之研究》、《难经之研究》。

3.2

开设比较完备的中西医课程 从上述所列举

的主要课程的讲义来看，南京国医传习所紧跟时代

前进的步伐，与时俱进，实行中西医并举的方针。 其

实这也正是近代以来中西医汇通思潮大行其道的

真实反映，也表明民国时代的中医是相当开明的医

人群体，他们并不顽固保守，且想方设法为保存祖

国医学而殚精竭虑，忘我奋斗，艰辛探索。 南京国医

传习所主要开设两类课程：中医（包括经典类）课程

和西医课程。 也就是说南京国医传习所作为民国时

代南京唯一的一所民办中医学校，它在主要课程的

设置方面是中西医合璧，当然是以中医为主，西医

为辅。 中医方面主要开设了“内经”、“难经”、“诊断

学”、“中药学”、“方剂学”、“金匮要略”、“温病学”

等，临床课程主要有“妇科学”、“儿科学”、“外科学”

等；西医方面主要开设了“解剖生理学”、“病理学”、

“卫生学”、“内科急性传染病学”等。 值得注意的是

还开设了“中国医学史”课程。

3.3

聘请时贤名家任教 南京国医传习所集中了

一大批中医名家和时贤名流，他们是国医传习所的

宝贵师资。 金陵首席名医张简斋亲任南京国医传习

所的所长（相当于名誉校长，所授课程：内科时症），

医 史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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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中医理论家郭受天出任教务主任，同时又从各

地聘请各有专长的名医、大家来校任课。 当时聘请

的主要教员都是全国知名的学者和名医， 如章启

民、汪绍生、金少陵、李克惠等，学贯中西的冯瑞生

以及儿科名医随翰英，妇科名医朱梓清、杨伯雅，外

科圣手张栋梁，还延聘了梅贻琳等多位知名西医及

理化方面的教员。 这样看来，南京国医传习所既重

视教授传统中医经典、中医基础理论和临床各科知

识，又能以开放的心态、包容的气度来讲授西医学

知识和理化科学，是一所名副其实的有中西合璧色

彩的中医学校。 正因为如此，南京国医传习所在民

国时代也是一所广受各方关注的中医学校。

3.4

贯彻学以致用理念 南京国医传习所规定所

有学生在学完理论课程后的一年或半年，都必须到

授课的名中医私人诊所去临床实习一年或半年，经

考核合格方可予以毕业。 这表明国医传习所贯彻的

教育理念是：既学中医基础理论，又学临床诊疗技

能；既是学以致用，又是学用结合。 学与用两者融会

贯通，理论联系实际，实践检验理论。 这种培养中医

人才的模式， 完全彰显出中医实践性强的学科特

色。 培养和造就中医临床家就必须投身到临床诊疗

实践中去摸爬滚打，这样才能真正提高临证能力和

应诊水平，否则仅是纸上谈兵而已。

从南京国医传习所走出的中医临床骨干人才

有：张仲梁、谢昌仁、陈寿春、曾叙初、曹光普、赵国

英、严筱乡、姚伯藩、严济时……这些专家都是南京

市中医院建院初期的骨干力量，他们凭借精湛的医

术享誉一方。

通过对南京国医传习所成立背景、成立过程和

主要业绩的研究，可以看出它在民国时期中医教育

史上的价值和地位，在传承中医学术和培育中医人

才方面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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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简斋（

1880-1950

），字师勤，祖籍安徽桐城，

生于南京，出身中医世家，三代业医。 为民国时期最

具影响力的金陵医家， 当时首都南京的 “首席名

医”，金陵医学流派的奠基人。 自幼随父厚之公庭训

习医，得其真传，用药以轻清灵动见长。 张氏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崭露头角，到

30

年代在医界已颇

负盛名。 张家虽世代从医，但至张简斋这一代才名

声大噪，与北方施今墨齐名，时有“南张北施”之说。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亲题“当代医宗”匾额致赠，以褒

其功。

[1]

简老崇尚经典，博采众长，临床擅治各科疑难

杂病和顽症痼疾，尤以治疗妇科诸疾和流行温病见

长，临床重视健脾补肾，滋补先后天之根本，而其五

脏理论运用纯熟，五脏治法各具特色，兹将五脏治

法举例如下，以飨同道。

1

顾护脾胃 轻清万化

简老深受脾胃名家李东垣的影响，治病用药处

处注意顾护脾胃之气，遵 “有胃气则昌 ，无胃气则

金陵医宗张简斋五脏治法举隅

张工彧 朱博冉 翟 意 刘 婕 付 怡 蒋龙魁 马新飞 陶承志 侯 俊

（南京中医药大学，江苏南京

210029

）

摘 要 张简斋崇尚经典，博采众长，临床擅长运用五脏理论，所制五脏治法特色鲜明，疗效卓著，凸现其深厚的理

论基础和底蕴、精湛独特的医术医技和轻清灵巧的立法处方，以臻炉火纯青之境界。

关键词 张简斋 五脏治法 金陵医学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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