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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医报》是由近代著名中医药学家裘吉生

先生于

1923

年在浙江杭州创办的一份中医药期

刊。 所谓“三三”之意，裘吉生本人在第一卷第一期

发表的《三三医报大旨》中便做了解释，“本报以医

者须读三世之书，求三年之艾，方能三折其肱，故以

三三定名”

[1]

。 《三三医报》每月三期，分别在三、十

三、二十三日出版，逢夏历七月休刊，全年共发行三

十三期， 自

1923

年夏历五月三日第一卷第一期出

版， 至

1929

年第四卷第三十二期停办， 共发行了

132

期

[2]

，主要栏目有：言论、学说、通讯、专著、杂撰、

摄友俱乐部等。

《三三医报》作为民国时期颇具影响力的中医药

期刊，客观反映了民国中医药发展的真实历史，为民

国医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笔者通过研读《三三

医报》，整理归纳出其对民国中医发展的贡献。

1

促进中西汇通

民国时期，中西医汇通的思想已逐步被医家所

接受，《三三医报》 作为民国中医的重要舆论阵地，

担负起促进中西医汇通的重任，主要体现在介绍西

医理论与技术以及“以西解中”两方面。

1.1

介绍西医理论与技术 沈仲圭在四卷第七期

上发表《小肠司消化说》

[3]229

一文，介绍了小肠的解

剖结构和生理功能，“小肠上接幽门， 下连大肠，为

丈八尺余之长管”，“肠壁分泌之肠液体与胆管输入

之胆汁、脺管输入之脺液，再行消化，成为乳糜，所

含养分，悉透脏壁薄膜，为血管即乳糜管所吸收，加

入血液，以养全身”。 第三卷第二十三期上有《治水

肿胀的良法》

[4]221

一文， 介绍了西医泌尿系统的解

剖，“肾平扁形似蚕豆，色赤褐，内侧有凸坎，名曰肾

门”。 还介绍了西医用手术穿刺的方法治疗急性水

肿胀。 又有《西医产科之接生确有长处》

[5]413

一文，认

为西医在接生技术上较为成熟， 产妇死亡率低，故

“接生之事，是当推重西医”。 《三三医报》试图介绍

当时西医学的理论与治疗方法，为西医学在中国的

普及做出了贡献。

1.2

“以西解中” 所谓“以西解中”，即借助西医理

论解释传统中医，试图找到中西医学理论上的汇通

点，此举较单纯介绍西医知识又迈进了一步。

张锡纯作为中西汇通学派的代表医家，在《三

三医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其发表《论脑充血之原

因及治法》

[4]403

，认为西医将此病定名为“脑充血”，是

“得之于剖解实验之际”，而中医则认为充血的本源

乃气机上逆，血随气升。 如若能够“衷中参西”，则对

疾病的认识就更加深刻。 否则，会使得“医者不知致

病之由，竟投以治气虚偏枯之药，而此证之脉，岂能

受黄芪之升药补乎？ 此以服药而头疼加剧也”。 张锡

纯提出明确脑充血诊断，以期更有针对性地指导治

疗，对临床实践有极大裨益。 又有《新拟消渴方》

[4]407

一文，主张用黄芪和猪胰子治疗消渴。 黄芪为治消

渴之要药， 而用猪胰子生服，“以辅助副脾脏之散

膏，使之输入小肠，尽化糖质为乳糜，以吸收于肠壁

孔乳糜管中，为全身之养料，其小便不至再为糖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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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消渴之症可蠲除矣”。 张锡纯的这种衷中参西的

思路对当今临床仍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此外，还有许多医家发文探讨中西汇通。 叶橘

泉发表《全蝎天虫蜈蚣祛风之原理》

[5]114

，中西相参，

阐述了虫类药物祛风的作用机制。 文中写道：“其实

三者之质，皆含毒素，功能刺激血管，宽缓神经，如

血行阻绝，神经强硬，而成动摇强直诸风者，得此所

以有意想不到之效力也。 ”从另一个层面来看，一些

医家通过比较中西医理论，提出了新的见解。 沈仲

圭发表《心生血与脾统血辨》

[6]151

，他认为心脏是全身

血管系统的动力泵，为全身输送血液，故“心为统血

之藏器”，又因为“胃即分泌胃液，并起回旋运动，使

成糜粥状， 为毛细血管所吸收， 化为血汁以养全

身”，故其认为胃是生血器官。 此说借鉴西医脏器的

生理功能，对传统中医理论提出新的看法。

2

争取中医地位

2.1

抵制不公政策

1922

年

3

月，政府颁布了《管

理医师暂行规则》， 要求医生拥有学校毕业文凭才

能行医。 众所周知，民国时期中医教育主要依靠师

承，即使有中医学校，也逐步遭到当局的取缔，政府

企图令中医陷入后继乏人、自生自灭的境地。 当时

中医界的有识之士，都发文抗议政府对中医的不公

正待遇。

在《医学救亡论》

[4]149

一文中，作者认为当时政

府之规定，“阳称管理，阴实摧残”，并提出“救亡之

道，亦不外驳内部规则也，斥西医妄驳也”。 作者号

召全体中医同仁应当团结一心，做振兴中医的中流

砥柱，这样政府企图消灭中医的念头就无异于痴人

说梦。又有《全国中医学会检定资格条例之我见》

[4]437

一文，根据中医实际情况，制定了符合中医特色的

管理条例， 如条例规定 “由各省中医学会自行考

试”， 此举能在最大限度保持中医传统特色的基础

上，又使政府对中医进行有效监管。 与此同时，各地

中医药团体也如雨后春笋般成立，《三三医报》上刊

有《中医革命团大纲草案》

[5]122

《常德中医学协会启

事》

[5]123

《杭州市中医协会参药团联合会草章》

[5]163

《余

姚中医联合会简章》

[5]265

《北平中医学改进学社宣

言》

[5]437

等等。 这些医学团体均能结合当地中医药发

展实际，做出有意义的革新，为中医药事业注入新

的动力。

2.2

增强理论自信 还有一些医家呼吁中医界应

增强理论自信，不宜妄自菲薄，一味尊崇西医。在《为

争教育部不准中医列入学校系统诸君进一解》

[4]185

一文中，作者认为“盖学术之存在，不在于教育部之

准与不准，而在学术本身之基础，苟具学术之基，虽

今日轻之蔑之，死灰不难复燃，如乏学术之基础，今

日虽尊之重之，冰山可以立崩”。 此番言论鼓励中医

学界夯实学术基础，方可立于不败之地。 在《中医宜

自卫自强之我见》

[4]153

一文中，作者提出了自卫自强

的四条具体措施，即“不向当局请求；不听他人诽

谤；积极准备学校课程；宣言联合群策群力”。 在《为

中医界进一言》

[4]113

一文中，作者建议“宜从学术方

面着想，阐明阴阳五行之义，使之信而有徵，人尽可

明，果能如此，必且引起世界医学革命”。

3

探讨中医学术

在增强中医理论思想的影响下，中医界也试图

对本身的理论进行完善与发展，《三三医报》也用较

多篇幅来探讨中医自身的学术问题。 张锡纯发表

《白虎汤及白虎加人参汤之用法》

[4]409

一文， 他反对

医家被注解误导而不敢使用白虎汤，他认为“知其

脉但见滑象……皆可投以白虎汤，经义昭然，何医

家不知遵经，而拘于注家之谬说耶”？ 而白虎加人参

汤适用于汗吐下后证兼渴者。 张锡纯又发表《伤寒

论中治温病初得方用时宜变通说》

[4]411

， 根据张氏临

床经验，“用麻杏石甘汤时，于麻黄石膏之分量恒有

变通，原方石膏为麻黄之两倍，而愚遇此证热之剧

者，必将麻黄之量减轻，石膏加重，石膏恒为麻黄之

十倍，即其热非剧，石膏亦必五倍于麻黄也”。 张锡

纯又著有《论火不归元治法》

[6]41

，列举了火不归元的

几种类型，分别给出了治法方药。 在《治吐血衄血不

可但用凉药及药炭强止其血》

[6]47

一文中， 张锡纯认

为，如果一味使用寒凉药和炭类药品，虽然很快能

止血，但血止住之后会出现发闷、饮食减少、发热劳

嗽等副作用，故在止血的同时应当配伍补气养血以

及理气活血之品，防止产生瘀血及其他副作用。 还

有《虚劳温病皆忌橘红说》

[6]49

一文，张锡纯通过列举

3

个医案，证明橘红确实非虚劳温病所宜，提醒广大

中医临证要精研药性，审查病机。

《三三医报》第三卷第三十期，邵叶飞发表《驳

陈修园治痨权宜法》

[4]473

， 文中批判清代名医陈修园

以权宜之法治疗肺痨， 反对用大剂量苦寒清热之

品，主张应用清养、调补的治法。 章壁如发表《秋伤

于湿冬生咳嗽》

[5]330

一文，阐发了《内经》所提出的

“秋伤于湿冬生咳嗽”的机理，作者认为秋气肃杀，

长夏所受湿邪，“既无外出之路， 内停于肺胃者，渐

有壅滞之患”，故冬季易于发生咳嗽。

4

发展中医教育

教育乃关乎中医前途命运的根本问题，《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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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报》刊登了大量为中医教育建言献策的文章。 如

《国医之新生命》

[5]277

一文，作者提出了“定科目、立

系统、编教本”三大主张。 在院校教育方面，《上中华

民国大学院书》

[5]77

一文中，提倡教育当中西并重，提

议在中山大学医学院中设立国医专门一系，“苟能

保持我固有之专长，再吸收西医之科学，安见不能

超过日本医学之上， 而占世界医学中一重要之地

位”。 在编写教材方面，沈仲圭发表《编写中医课本

之我见》

[5]41

一文， 认为中医教育当设置具有中医特

色的解剖学、生理学、卫生学、病理学、诊断学、治疗

学、药物学等科目，教材编写应当在突出中医自身

特色的基础上，汲取西医长处，做到优势互补。 在

《中国医学之纲领》

[3]473

一文中，作者指出“整理我国

医学当分三种步骤，第一证实我国医学原理，所谓

纲领是也，第二确定每系所属子目，第三编辑专科

讲义”。

此外， 针对恽铁樵创办中医函授教育一事，在

《三三医报》上也引起了热议。 潮安许小士发表《对

于整顿中医希望编辑讲义暨恽氏学识优劣》

[3]149

，充

分肯定了恽铁樵创办中医函授学校的功绩， 认为

“恽氏诚当今改革中医之中坚人物， 不可多得之才

也”，同时又指出“然恽氏亦有美中不足，盖聪明自

用，訾断古书是其瑕处，观其徒之问难，可见一斑”。

与此同时，亦有人对于恽铁樵创办中医函授持反对

态度，在《致恽铁樵讨论医学函授》

[6]185

一文中，作者

坚持认为“医学不可函授。 医生乃操人生死之职业，

一有不慎，病家即蹈生命之危险，家庭因之而受苦，

社会因之而失去良才”。

5

关注公共卫生

《三三医报》作为医学刊物，十分关注公共卫生

事业，经常刊发有关卫生宣传教育、传染病防控等

方面的文章，对当时民众卫生知识的普及具有很大

帮助。

《三三医报》第二卷第四期为“卫生特刊”，全部

刊登关于公共卫生的文章。 该期卷首刊登松江张破

浪所著的《卫生论》

[7]137

一文，称：“卫生一项，范围颇

广，既为人类，应属知之。 ”他将卫生问题分为国家

卫生、社会卫生、家庭卫生、个人卫生四大方面，并

分别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此外，还有《驱蝇》

[7]145

一

文，首先列举了苍蝇的危害，后又提出驱除苍蝇消

极的与积极的两种方法。 消极的方法为隔绝蝇之交

通和放置驱蝇药两种，而积极的方法包括预防成虫

和扑杀成蝇两项。

在《三三医报》其他各期中，也能看到关于公共

卫生方面的文章。 沈仲圭发表了《夏令之卫生》

[6]101

，

主张民众“不可多食肉酱浓厚之物，少食鱼肉，多食

蔬品，最宜全用蔬食，烹煮不熟之食物勿食，遇冷之

物勿食”等等。 在生活习惯的养成方面，高维祺发表

《养成卫生习惯十则》

[5]97

，希望读者做到“每日早起

早眠；身体时常有适当运动；人体健康，营养实居要

素；室中垃圾废物，务必清除尽净，皮肤宜常沐浴”

等等，一共十条。又有《健康生活之目标》

[5]99

一文，提

出了“各个人有使用饮食，发展健康至最高限度之

知识、技能与习惯”等

24

条目标。

在传染病预防方面，有《提倡各小学防止肺痨

病办法》

[5]379

，文章论述了肺痨病的成因、自我治疗的

方法和避免肺痨病的方法。 其中自我治疗的方法包

括“有完全的休息，有清洁的空气，有合宜的调养”

三条，可以给肺痨患者以直接的指导。 张锡纯发表

《论鼠疫之原因及治法》

[3]79

一文， 指出西医对鼠疫

“无确实之疗效”，本病的病因“原是少阴伤寒之热

证类，迨至极点，始酝酿成毒”。 《发明肺痨病之神

方》

[5]246

一文中，提出每日清晨服豆腐浆一碗，晚间

临睡时服清炙枇杷膏三钱。 《花柳毒证论》

[4]474

一文

中，记载了花柳病的治法与方剂。 通过这些报道可

以发现，肺痨、鼠疫等烈性传染病广泛流行，引发了

中医界对传染病防治的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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