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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ssoci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Doctors
 

is
 

an
 

academic
 

research
 

group
 

of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which
 

has
 

the
 

nature
 

of
 

guild.
 

As
 

a
 

freelance
 

organization 
 

establishing
 

the
 

TCM
 

Association
 

is
 

an
 

important
 

embodiment
 

of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of
 

TCM
 

professionalism.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hinese
 

medicine
 

associations
 

were
 

established
 

in
 

various
 

places
 

in
 

the
 

process
 

of
 

competing
 

with
 

Western
 

medicine.
 

The
 

development
 

of
 

TCM
 

doctors
 

associations
 

in
 

multiple
 

region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Anti-

Japanese
 

War
 

situation
 

in
 

the
 

area.
 

As
 

far
 

as
 

the
 

whole
 

country
 

is
 

concerned 
 

the
 

development
 

of
 

TCM
 

doctors
 

associations
 

in
 

various
 

regions
 

has
 

reached
 

a
 

low
 

tide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As
 

the
 

rear
 

area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Sichuan
 

Province
 

set
 

up
 

TCM
 

doctors
 

associations
 

in
 

various
 

regions
 

due
 

to
 

the
 

need
 

for
 

medical
 

and
 

health
 

work.
 

The
 

main
 

job
 

of
 

the
 

Chinese
 

Doctors
 

Association
 

is
 

to
 

hold
 

regular
 

meetings
 

of
 

the
 

Chinese
 

Doctors
 

Association
 

to
 

promote
 

organizational
 

construction 
 

to
 

study
 

and
 

improve
 

Chinese
 

medicine 
 

to
 

promote
 

scientific
 

Chinese
 

medicine 
 

to
 

provide
 

social
 

relief
 

and
 

treat
 

sick
 

officers
 

and
 

soldiers
 

in
 

the
 

rear 
 

to
 

review
 

the
 

qualifications
 

of
 

TCM
 

doctors
 

and
 

standardize
 

the
 

practice
 

standards
 

of
 

TCM 
 

publishing
 

medical
 

journals 
 

setting
 

up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chools 
 

etc.
 

In
 

particular 
 

the
 

establish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chools
 

and
 

the
 

refor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ducation
 

have
 

promoted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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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民國時期中醫師公會的成立背景及主要工作

于博医

青海師範大學

摘　 要:中醫師公會是民國時期中醫學術研究團體,具有行會的性質。 民國時期,中醫師公會與西醫競爭的過程中

在各地成立。 作為自由職業團體,中醫師公會的成立,是中醫職業化發展的一個重要體現。 各個地區中醫師公會

的發展與該地區抗戰形勢的發展密切相關,就全國而言抗日戰爭時期各個地區中醫師公會發展走向了低潮。 雖然

如此,四川省作為抗戰的大後方,由於醫療衛生工作的需要,各個地區均成立了中醫師公會。 中醫師公會主要的工

作是定期召開中醫師公會大會,推進組織建設;研究和改進中醫中藥,推進中醫科學化;開展社會救濟,醫治後方患

病官兵;審查中醫師資格,規範中醫執業標準;發行醫學雜誌,興辦中醫學校等。 尤其是興辦中醫學校,改革中醫教

育,推動了中醫教育發展的現代化。

關鍵詞:中醫師公會;中醫現代化;中華民國

一、
 

中醫師公會成立背景

文化的傳播素來是以高勢位流向低勢位的,近代中國的文化轉型在不斷地啟蒙中得到發展。 中醫師公

會作為民國時期著名的中醫學研究團體,其成立的背景亦不得不追溯到近代以來的西學東漸。 西方文化在

近代以強勢傳入中國社會,甲午戰爭以後中華民族覺醒,開始集全民族之力,向西方學習先進的科學知識。
中國傳統社會發生巨變,中國傳統醫學的發展也面臨著危機。

據路彩霞研究,早在宣統末年的天津就已經開展了近代中西醫的第一次論爭。 進入民國之後,1929 年

中央衛生委員會委員餘雲岫提議廢止中醫案通過,引發了中醫界此起彼伏的請願熱潮。 中國傳統經驗醫學

在和西方近代實驗醫學進行交往的過程中,也可以理解為在和西醫競爭的過程中,各地中醫界同仁出於維

護自身存在的正當性,聯合起來,研究學術,成立各種中醫學團體。 最早的中醫研究團體就是在這樣的背景

下成立的,中醫師公會的前身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地區有稱國醫公會、中醫公會、國醫支館、國醫館、醫業商

業同業會。 據筆者在查閱史料的過程中,在抗戰時期也有稱之為「中醫戰時服務隊」 ①
 

。 同時也應注意,雖然

有的地區直至新中國成立後依然稱為中醫公會,但是其職責履行卻是中醫師公會的職責。
有關為何會改稱中醫師公會,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1943 年 9 月 20 日公佈的醫師法,在如皋縣中醫師公會

的「我們的公會,原名為中醫公會。 現在何故叫做中醫師公會呢。 本席應向諸君作一個簡單說明。 改稱的

由來。 系根據國府三十二年九月二十二日公佈之醫師法。 各省市縣醫會。 已多數改成為中醫師公會。 所

以我們的公會也應該更改名稱。 同時遵照醫師法公會組織法。 重新訂立會章草案」 ②
 

。
1931 年,中執委要求國民政府撤銷全國醫藥團體聯合總會,另行辦理。 全國醫藥團體聯合總會在要求

立案之前便已經在全國各地成立支會,各地黨部認為「該會組織空洞,另成系統,手續既有未合,法令複無根

據」 ③
 

,紛紛請示中央。 中央常會議決的結果是,醫藥團體必須分別組織,其主要原因是醫藥兩個行業的性質

不盡相同,而且利益也未能完全一致。 還有一個原因是全國醫藥團體聯合會參加的人員十分複雜不便於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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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府管理,遂要求對藥商和醫師建立組織進行分別管理。

二、
 

中醫師公會的主要工作

各個地區的中醫師公會是在不同的時期自發成立的,各地的中醫師公會的宗旨也不盡一致,但是核心

宗旨是一致的。 大邑縣中醫師公會的宗旨:「以研究中醫醫藥,增進公共之福利,併發揚中醫醫藥之精神」 ④。
酒泉縣中醫師公會的宗旨:「研究醫學、改良方術」 ⑤。 酉陽縣中醫師公會的宗旨:「團結各地中醫師,為改進

中醫藥學術為中心,交換知識. 互相研討,共同為民眾謀求公共福利」 ⑥。 晉寧縣中醫師公會的宗旨:「聯合情

感,交換醫務知識,促進會員技術,增進社會福利」 ⑦。 新津縣中醫師公會的宗旨:「研究中醫藥,增進公共福

利,並謀中醫醫療事業之發展」 ⑧。
由此可見,最為核心的宗旨就是精研中國醫藥學術。 除了研究本國中醫固有之醫術外,還主張改進中

醫藥學術。 作為一個民間組織的學術研究團體,中醫師公會起到了團結各個地區中醫師的作用,共同發展

中醫事業。 但是其最根本的宗旨還是為民眾謀求公共福利。 由這個核心宗旨出發,各地的中醫師公會的主

要進行了以下的工作:

(一)
 

定期召開中醫師公會大會,推進組織建設

「中醫師公會實行理監會制度,由會員大會選舉理事九人,候補理事四人,並由理事中以票數最多者為

理事長,次多者二人為常務理事;選舉監事三人,候補監事一人」 ⑨
 

。 例行會議通常舉行一次,臨時會議比較

靈活,可以因具體事情發起召開。 但是就現實情況而言,在抗戰時期,由於內地淪陷,好幾年沒有召開成員

大會的現象普遍存在。 就東海縣而言,「一切組織尚稱完善,戰前曾有中醫公會,惜成立不久即因地方陷落

而停頓」 ⑩,它直到 1946 年 11 月才成立中醫師公會。 如皋縣也是在抗戰時期淪陷,會務停止,「自七七事變,
我皋相繼淪陷,凡我同道星散,會務亦因之停頓」

 ②(p10-11) 。

(二)
 

研究和改進中醫中藥,推進中醫科學化

各地中醫師公會的宗旨之一就是研究和改進中醫中藥,實現中醫科學化。 容縣中醫師公會在 1947 年 1
月 2 日召開的第三屆全體會員大會上,盛展能以《中西同歸,醫藥並重,國醫藥科學化的世界觀》為題進行了

演講。 在這場演講中,他談到了當代中醫發展的弊端「重醫不重藥,醫者無用武之地,更屬錯誤」 ,認為「醫

藥如唇齒相依,關係密切,兩界應互相團結,緊密聯繫,用現代科學知識,同時研究發展,醫療方法,果然應該

利用檢驗與診察,藥物定性,也需化驗和提煉」  (p6) 。 但是我們可以知道,國民政府此時出於管理醫藥界的

方便,對醫師和藥業採取分別管理的方法,與中醫師的認知在利益層面存在衝突。 即使如此,更多的中醫師

還是多從醫術方面剖析,運用科學的方法研究中醫,目的是使中醫走上科學化現代化的道路。 在南川縣中

醫師公會成立周年紀念大會上,明確指出:「在學術上除發揚我國固有文化精髓外,並應採用科學方法,予以

系統之清理,吸收新興知識,充實其治療效能」 。 雲南省中醫師公會成立後,「少數中醫同仁努力學習和介

紹外地中醫現代化的名醫著作,開展中西醫結合的研究和實踐」 。
為了滿足從事中醫者在研究醫學學術時對於書籍的需要,除了發行雜誌,還非常重視籌辦圖書館。 1947

年,在賓陽縣中醫師公會召開的第七次常會中,「另撥貳佰萬元設置醫學圖書室,並從速籌措鉅款建設會

址」 。 在 1948 年 8 月 17 日召開的文縣中醫師公會縣參議員選舉大會上,母永祥提出,「中醫師公會內設立

醫藥文化圖書館,俾便醫藥界及普通人才閱覽,廣增醫藥常識案」 。 由此可見,中醫師公會十分重視醫藥圖

書館的籌建,而這些都極大地推進了中醫藥的研究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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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開展社會救濟,醫治後方患病官兵

中醫師公會作為一個民間醫療組織團體,十分重要一項的工作就是開展社會救濟,進行義診。 在艱苦

卓絕的抗戰時期,由於大量難民湧入四川等後方,因此很容易造成傳染病的大規模流行,因此中醫師公會組

織醫師開展義診,免費為群眾治病。
1943 年,雲南省成立了昆陽、晉寧中醫師公會。 「兩縣均在各鄉分設義診所,推行義診。 為社會貧民免

費服務」
 ⑦ (p120) 。 抗戰勝利以後,人民生活貧苦不堪,勞苦大眾有病請不起醫生。 在大庸縣政府的要求下,中

醫師公會於 1946 年 5 月開設義診,在縣衛生院和同仁國藥店兩處設義診醫療所,要求全體中醫師公會的成

員輪流值日,「中醫師公會遵照政府指示,對新兵和壯丁實行義務診療」 ① (p41) 。 而且這一時期,霍亂流行,中
醫師公會每日派出兩名醫生對駐紮在覃家祠堂的五、六百名壯丁中的霍亂患者進行治療。 同樣,在 1945 年,
新津縣流行霍亂,中醫師公會成立了「新津縣義診委員會」 。 在義診的同時,中醫師公會開展免費施藥,「當

時一般藥店,常有『無名氏施藥一百付』字樣,貼於店門,領受此類施藥者,多為鰥、寡,孤、獨及流落異鄉而貧

病無依者」 (p707) 。

(四)
 

審查中醫師資格,規範中醫執業標準

這一時期,醫師資格的審查使得中醫發展更加規範化。 1945 年,衛生署函複四川省政府的諮詢中稱:
「中醫師開業,應先經考試及格(包括檢核及試驗),領有中醫師證書後,再向所在縣、市政府呈請發給開業執

照。 並加入當地中醫師公會,方可開業」 。 由此可見,中醫師開業的前提是必須加入中醫師公會。 但是,由
於現實原因,並未經過醫師資格審查但是「所有已領有執照正在開業之中醫,應仍准加入公會」 (p236) 。 在

1947 年至 1948 年,「四川省大足縣中醫師公會奉令對全縣中醫進行了檢核註冊、領照登記工作。 註冊、領照

資格必須行醫 5 年以上,有卓著聲譽者,方可向中醫師公會申請,經檢核後,呈報縣政府批准,發給年資證明

書。 領得年資證明書後,即可憑證向考試院甄訓委員會申請甄訓。 經考試院甄訓合格,乃發給中醫師證書,
即取得中醫師職稱」 (p236) 。 也就是說,政府把中醫師資格的甄別權下放到中醫師公會,由中醫師公會進行

檢核註冊、登記工作。 想要取得中醫師證書,必須加入中醫師公會,從而得到中醫師公會的承認,以中醫師

公會的名義呈報縣政府批准。 在權力分配的過程中,中醫師公會行使了部分的中醫師資格審查權。
1936 年頒佈的《中醫條例》對於中醫的執業標準以及醫療程式進行了規範,使得中醫取得了合法的地

位。 中醫界也就中醫執業標準、診療程式進行整頓。 1946 年,雲南省大理縣中醫師公會根據省中醫師公會

聯合會規定,實行公會統一處方箋,非正式會員一律不得使用。 1947 年 3 月 10 日,平江中醫師公會規定,
「會員行醫必須佩戴會員證章,使用統一處方,嚴格處方書寫規範,嚴禁無證開業,以杜絕庸醫誤治」 。 四川

省龍孔鎮的中醫師公會,秉持對病人的負責任的態度,「對那些不根據中醫理論處方和出售偽劣藥品的,中
醫師分會有權召開會議提出批評教育和指控,直至上報除名」 。 在當時,會員如果被中醫師公會除名,就等

於失去了營業的資格,由此可見對於那些售賣偽劣藥品的庸醫的處罰可以說是相當嚴肅的。
由於對中醫師的從醫做出了比較高的職業要求,尤其是面對岌岌可危的中醫地位,「凡我國醫藥業人

員,應積極發揮恭敬職業之美德,進而精誠團結,爭取國醫業在各方面存在之基礎,並力圖發揚光大之」 ,中
醫師公會十分重視中醫醫療隊伍的職業道德建設。 一九四七年薛正清在南京市中醫師公會大會上進行了

一場題名為《從忠孝二字說到醫務人員》的演講。 他在演講中指出,「就醫師而言,醫術之外,尤重醫德」 ,
並且他所認為的醫德「首先必須注意忠孝二字」  (p2) 。

(五)
  

發行醫學雜誌,興辦中醫學校

一些著名的醫學雜誌的編輯或者撰稿人大多都是中醫師公會的理事或是會員。 發行醫學雜誌,交流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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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理論與經驗,興辦中醫學校,大批量地培養中醫人才,是中醫進行近代化的一個重要表現。 在各縣中醫師

公會成立伊始,會員就在大會上提出了出版中醫學刊物的提案。 1928 年,大竹縣中醫師公會成立後,「出版

《大竹醫藥月刊》14 期」 。 1930 年,上海市中醫師公會籌辦《現代國醫》月刊。 1936 年,潮安縣中醫師公會

成立《國醫刊》。 1946 年,潮安中醫師公會「先後於潮安新報,汕頭嶺東民國日報發刊現代醫刊;又成立現代

醫學季刊社,董事長林青萍,發行人蔡陰庭,社長劉少伯,總編輯蔡太素,經理蔡映如」 。
 

在相當一段時間內,中醫是不被列入正規教育系統的。 雖然在法律上取得了與西醫平等之地位,但是

實際上「10 年來中醫藥終因未能在教育系統上與衛生行政上樹立基礎,促成合格之醫校、醫院、藥廠而與西

醫列於平等地位」
 。 1946 年,國民代表大會召開之際,「(一)請在教育部內添設中醫教材編審委員會。

(二)請在衛生部內添設中醫署。 (三)請將全國中醫藥之建設教育等經費列入國家預算」  (p420) 。 雖然如

此,中醫教育在各地中醫師公會的籌設下,依然有所發展。 1929 年,潮安縣中醫師公會在潮安縣城籌辦國醫

學校。 1933 年,正式開課。 除此之外,它還「重組國醫講習所,再由李醉石任主任,新聘教員若干人,分為甲

乙二班授課,舊日學生多回所再求深造,各鄉醫士來所肄業者亦眾,畢業年限,甲班四年,乙班五年,成材甚

眾,頗得社會好評」  (p30-32) 。 在重慶,成立了重慶中醫專科學校。 1947 年,永清縣中醫師公會組織演講會、
建立中醫補習學校。

三、
 

結語

近代中國社會轉型,從知識到思想再到制度的建立,三者缺一不可。 在中國轉型的過程中,伴隨著各種

衝突與矛盾,包括權力的轉移與利益的取捨,並不是一蹴而就。 傳統醫學的危機並不僅僅是醫學的問題,而
是整個社會轉型的過程中,人們思想的變化以及整個社會對於科學主義的崇拜造成的。 同時由於清代人口

的增加,尤其是清末民初的疫情,西醫在預防保健上面效果顯著,其治療方法與國際接軌,逐漸掌握醫療的

話語權。 中醫師公會是在西學東漸的過程中自發建立的。 無論是抗戰時期還是解放戰爭時期,中醫師公會

的發展狀況與各個地區的政治局勢息息相關。 由於西醫的迅速發展以及西醫對於醫療行政的控制,中醫的

生存空間受到嚴重威脅。 尤其是 1929 年餘雲岫提案廢止中醫以及此後汪精衛主張廢除中醫事件,都是中西

醫矛盾激化的集中表現,都不得不使得中醫群體以中醫師公會為基礎聯合起來,共同抗爭。 雖然面臨官方

取締的危機,但是中醫仍然以其本身的效能在近代中國社會發揮著獨特的作用。 由於西醫的「科學化」的話

語權,中醫界相當一部分有識之士也開始謀求中醫的科學化,以此獲得中醫發展的正當性。 除此之外,中醫

的平等地位雖然在法律上得到了確認,但是中醫學校的建立卻受到掣肘,在醫療行政與教育方面並未形成

與西醫的平等地位。 傳統醫學具有經驗性,其中很多治療方法是經過時間的檢驗的,必須取其精華,去其糟

粕。 在抗戰時期,中醫、中藥有利地支持了中國抗戰的勝利。 中醫師公會在抗戰時期發展成熟,已经完全成

為半官方半民間性質的醫學組織,成為政府管理各個地區中醫師執業的一種方式,受到國民政府的領導。
中醫師公會的主要工作是定期召開中醫師公會大會,推進組織建設;研究和改進中醫中藥,推進中醫科學

化;開展社會救濟,醫治後方患病官兵;審查中醫師資格,規範中醫執業標準;發行醫學雜誌,興辦中醫學校

等,這些都推動了中醫的近代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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