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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医方钊学科的创建厉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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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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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代是中医教育的重要转型时期
,

中医方剂学科应运而生
。

回顾方剂学科的创建历程不难发现
,

从学

科的独立
,

到教学人员的确定
、

教材的编写
、

课时的安排以及专门的考试
,

无不是近代中医前贤们在争取中医权

利
,

发展维护民族医学所作出的艰苦而有成效的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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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学科的设立需要有几个基本的条件
,

即要

有确定的知识体系和方法体系
,

包括研究对象
、

学

科性基本理论假设和原理的澄清
,

还要有一定的学

科建制
,

是指确立学科地位和确保学科研究活动展

开的制度因素
,

具体而言包括专业的研究机构
、

研

究群体
、

专业人员培养体系
、

学术刊物
、

学术协会和

会议等
。

从这一角度而言
,

近代方剂学作为一个独

立学科
,

显然还不够成熟111 。

方剂学的学科始建
,

不

同于现代科学的其他学科
,

甚至也不同于中医其他

传统的基础或临床学科
,

它只能出现在近代这样中

医教育转型时期的大背景下面
。

1 近代方剂学学科的设立

L l 学科建立 近代官办医学教育从 1898 年京

师大学堂兼辖的医学堂开始
。

由于当时中国的中西

医都缺乏现代教育的办学经验
,

学部无法具体厘定

各门科目教学课程
,

中西医分科不太明显
。

19 12 年
、

19 13 年教育部两次颁布大学规程令
,

但中医中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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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

博士研究生
,

研究方向为中医

基础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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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科并没有被纳入高等教育体系
。

191 3 年
,

全国医药

救亡请愿团进京
,

递交请愿书
,

恳请设立中医专门

学校
。

在社会各界强大舆论压力下
,

北洋政府国务

院公布批文
,

声称中医学校课程可以暂缓议定
,

允

许民间中医学校自筹办学
。

在中医界同仁共同努力

下
,

19 15 年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成立
,

这是中国近代

史上在上海办学时间最长
,

造就名医最多
,

影响最

大的中医学校
。

此后
,

各地纷纷建立中医学校
。

中医院校建立之初
,

学科的设立和教材的编写

等都是摆在人们面前的难题
。

虽然丁甘仁在给北洋

政府的呈文上说
“

拟自筹经费
,

先择上海相宜之处
,

而以历代先哲之书
,

遴选其精深者为课本 ; 延医之

高明者为教员
”l2]

,

但究竟如何开设科目
,

选择课本
,

还是有所争议的
。

有人主张仿照西方的学科体系建

立中医的学科
,

何廉臣早在 19 04 年就在《医学报》

上撰文说
: “

今日中医开智莫若仿欧美治科学之法
,

先编定教科书
,

将中医之缺者补以西法
。 ”l3] 后来他

更明确提倡
:

公编教材必须仿西体例
,

编辑成具有

最新科学系统的讲义
,

提出按生理
、

卫生
、

病理
、

诊

断
、

疗法
、

辨药
、

治方等 7 个方面整理中国医学
。

何

廉臣的倡议为方剂学成为一个独立学科奠定了基

础
,

也为后来方剂学教材的编纂定下了基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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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时期
,

各地中医药院校已经 自行编写书籍

并用于教学
,

19 2 6一 19 27 年
,

李平书
、

夏应堂成立了

中医课本编辑馆
,

为了制定全国统一教材
,

19 28 年
、

19 29 年中医药界两次召开全国中医教材编辑会议
,

讨论学科建设问题l4] 。

到会代表均为当时全国中医

药教育界著名人物
,

大家一致认识到教育的重要

性
: “

我中医界处此存亡绝续之秋
,

自以整理学说广

植人才为当务之急
,

而中医学校实为整理学说广植

人才之府
” 。

会议还审定通过了 5 年全 日制中医专

门学校应开设的各门课程
、

教学时数及教学安排
,

方剂学被安排在第 3
、

4学年
,

授课时间为 ro o 小时
。

19 31 年中央国医馆成立后
,

中医界开始正式着

手研究中医学科建设问题
。

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颁布

了《中医学校通则》和《中医专科暂行课目表》
,

19 33 年

中央国医馆公布了《中央国医馆整理国医药学术标

准大纲》阎
,

首次采用近代自然科学学科分类方式
,

把中医学分为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两大类
,

方剂学

以
“

处方学
”

之名被列人中医基础学科范畴之内
。

中央国医馆于 19 37 年讨论通过了近代名医黄

竹斋的((拟订中医教学方案以备采择案》
,

对中医院

校基础
、

应用两大学科下属各门子科目做了较为详

尽的说明
:
处方学为预备科后二三年级三学期应修

科目之一
。

具体的阐释为
: “

案处方学为研究药物应

用学科
,

有汤液丸散之分
,

气味配合之法
,

君臣佐使

之义
,

大小单复之制
,

详于《素问
·

至真要大论》及

《本草纲目
·

序例》
。

后人又分为宣
、

通
、

补
、

泻
、

轻
、

重
、

滑
、

涩
、

燥
、

湿
、

寒
、

热十二剂及经方时方之派别
。

当以《伤寒论》
、

《金匾要略》
、

《医方集解》诸书
,

选其

要方
,

分类编辑
,

详列主治
,

每方后附以显明解释
,

以为应用标准
,

使其了解制方之意义
。 ”

黄竹斋对编

写方剂学教材的这种认识在当时有着一定的影响
。

不少方剂学教材都在总论中论及了方剂的配伍组

方原则等
,

并选取名著中的名方加以阐释
,

分析其

制方原理
,

启发学生
。

近代各中医院校方剂学学科开设的名目及课

时等各有不同
,

笔者根据《中国医学通史
·

近代卷》

的记载
,

对近代方剂学课程名称和使用学校进行了

不完全统计
,

结果见表 1
。

以上海中医药大学前身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为

例
,

19 31 年所编写的第一套完整的 24 门讲义中就

有方论学阴
,

编者为戴达夫
,

亦由其主讲该门课程
。

另外
,

从笔者所能看到的资料网中发现
,

19 35 年时
,

该校一年级学生每周所修包括日文
、

体育在内的 21 门

表 1 方剂学课程名称与使用学校

使用学校 课程名 授课教师

上海中医专门学校 方论学 戴达夫

江西中医专门学校 方论学 不详

上海中国医学院 方剂 不详

浙江中医专门学校 方剂 不详

四川国医学院 方剂 刘安衡

上海新中国医学院 处方学 不详

浙江兰溪中医专门学校 药剂 不详

华北国医学院 处方 不详

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 方剂学 不详

中国医药教育社 方剂学 高德明

42 节课中
,

方剂占两节
,

19 41 一 19 45 年
,

学生于二

年级上下学期开设方论课
。

L Z 考试 学科开设之后
,

方剂学被列为民国时

期许多中医考试的必试科目之一
。

在 19 4斤一1948 年

民国时期 3 次全国性中医考试中
,

方剂学都属于必

考的科目阴
。

此外
,

在 1935 年北平市政府卫生局举

行的中医考试中
,

医士考试科目包括
“

古方概要
” ,

该科附在
“

本草
”

科目后
,

上海市卫生局办理原收复

区开业医事人员资历审查及考询办法中
,

方剂学也

在必考之列
,

而内
、

外
、

妇
、

儿等各科则被列为
“

选试

科目
” ,

考试时任选一门即可
,

足见方剂学在中医各

科目中的重要性
。

在《中国中医考试史论》中
,

笔者有幸看到了当

年考试的试卷
,

卷内可见考生给患者的处方
,

上有

患者姓名
、

性别
、

年龄
、

住址
,

脉象为
“

左脉紧而无

力⋯⋯
”

主治其实是治法内容
“

宜疏散风寒理肺

气
” ,

处方用
“

橘红
、

麦门冬
、

射干
、

防风
、

白芷
、

括楼
、

桑白皮
、

山豆根
、

地骨皮
、

细辛
、

苏叶,
,

并标明煎服

方法
。

明显地
,

在处方右侧可以看见监试员的印章
。

表 2 是民国时期数次中医考试中方剂学的试

题网。

可以看出
,

近代方剂学考试内容已经具备了方

剂分类
、

配伍
、

药味组成
、

临床处方辨析等诸方面
。

2 近代方剂学教材的编写

方剂学教材是近代中医学校成立以后教育界

的新产物
,

其编写不仅继承了古代方剂学的传统思

想
,

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方剂学学术及临床

研究的成果
,

具有较为鲜明的时代特点
,

也是这一

学科成立的标志之一
。

近代方剂学教材的编写为后

世方剂学教材奠定了基础
,

起到了重要的借鉴意义
。

2. 1 教材的命名与编写 近代不少中医学校 (院 )

在开设
“

方剂
”

这门课程的同时
,

开始着手编纂统一

中医教材
。

教材的编写对于中医界来说
,

既是个新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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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民国时期中医考试方剂学试题

考试名称 时间 试 题

广州市卫生局举办的中医执业考试 192 7 年 中医考试题第一场试题 ,’( 七 )妇科生化汤
” 。

第二场试题(一 )厥阴热利下重拟用何方为主治
。

(二 )请默阳和汤或兼述其分量
。

(三 )产后肠痛之处方
。

(四)小儿急惊转慢惊以何方法治之
。

(五 )

请默小柴胡汤
。

(六 )产后下利口渴应用何方 ? (七 )风热眼之处方
。

北京第四次中医考询存档试题 1938 年 第二部分口试题及备选的笔试口试题中
,

本草一科的题目是
“

详释黄土汤功用
” 。

全国性中医考试 1946 年 l
、

何谓
“

七方
” 、“

十剂
”

? 么华佗处方不过数味
,

东垣处方药多至 20 余种
,

究以何者为是
,

试各抒

己见
。
3

、

真武汤
,

四逆汤应用上有无差别? 4
、

老人六旬余
,

素有痰饮
,

忽一 日大喘
,

痰出如泉
,

汗出

如油
,

全似绝命之性状
,

拟何方为主? 5
、

有时寒热往来
,

寒多热少
,

有时日轻夜重
,

应用何方
。

全国性中医考试 1 947 年 1
、

药剂配合
,

古有
“

相须相使
,

相恶相反
”

之说
,

试详述之
。
2

、

汗
、

吐
、

下为治病之要法
,

试各例举一

方以说明之
。

3
、

下列三方均属治痢之剂
,

其在l右症应用上有何差异 ? 香连丸
、

桃花汤
、

白头翁汤
。

上海市中医考询 1 94 7 年 1
、

君臣佐使之配合原理如何? 试各举两方以说明之? (此题必答)2
、

大承气汤与小承气汤在应用

上有何不同? 3
、

补中益气汤系由何药配合而成? 主治何病? (2
、

3两题任答 1题 )

全国性中医考试 194 8年 1
、

调胃承气汤与大承气汤
、

小承气汤均为泻下药
,

其在临床上有何不同
,

试述之
。

2
、

大便下血有

先血后便
,

先便后血之别
,

其治法是否相同? 各以何方主治?

尝试
,

也是难题
。

究竟如何编写
,

医家们众说纷纭
。

190 6 年周雪樵曾专门提到这个问题
: “

今之言改良

医学者莫不知注重学堂矣
。

然医学堂有元素焉
,

则

教员
、

宗旨
、

课本是也
。

教员之选尚非难事⋯⋯若夫

宗旨则中西医不可不通
,

而中医又不可废弃
,

合中

西而论又不能相通也
,

则课本之编殆非易矣
。 ’

,l8]

19 29 年 7 月
,

中国第 2 次中医药界教材编辑委

员会会议在上海中国医学院举行
,

会议明确了全国

中医统一教材编写的指导思想
: “

1) 教材须根据中

国固有学理发挥之
,

不能取毛去髓
,

故求迎合
。

2) 教

材须经全国医林公认适当
,

方可采用
。

3) 须有科学

化
,

不渗杂虚伪文字致失价值
。

4) 须有真实验
,

人人

可用
。 ”凹从而指出

,

编写中医教材就是整理提高中

医学说的过程
,

要以科学方法解释
、

证明
、

补充中医

固有实效的学说
,

保存并发挥中医独有而西医所无

者
,

废弃既无实效理论又不甚科学者
。

为迎合 20 世

纪 30 年代中医界所倡导的
“

中医科学化
” ,

明确提

出中医学校的科目及教材应融会贯通中西学说
。

19 31 年私立上海中医学院设置中医科目 16 门
,

临床科目 7 门
,

西医科目 13 门
,

公共课 7 门
。

不仅

科目上如此
,

方剂学教材编写中也既体现了对传统

理论的继承
,

又体现了对中西学说的融会贯通
。

2. 2 教材的分类与比较 近代方剂学教材的编撰

可分为两类
,

一类着重于对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

对

历代的方剂学理论进行总结
,

对名家名方进行整理

汇编
,

如卢朋著编撰的《方剂学讲义》(19 27 )
、

蔡陆

仙编写的《内经方剂学》(19 3 1)
、

钱公玄编著的《时

方讲义》(19 48 )等 ;而另一类则是在继承传统理论

的基础上
,

吸收和采纳了当时的人体生理学
、

中药

药理学等西医学知识
,

并用其来解释疾病的病变过

程
、

方剂的组成
、

配伍
、

功效等
,

如时逸人编写的《中

国处方学讲义》(19 29 )
、

蒋文芳编写
,

盛心如增补的

《时方学讲义))(193 1 )
、

王润民的 ((方剂学讲义》

(19 3 1) 等
。

虽然都是以中医的组方或剂量
、

剂型等

为研究对象进行授课
,

但对这门功课教材的称呼却

五花八门
,

反映了编著者的学术水平与研究侧重
。

从表 3 可以看出
,

近代方剂学教材的命名各有

不同
,

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
,

随着中医教学工作的日臻完善
,

这门中医学基础学

科之一的课程才被正式定名为方剂学
。

下文以中国较早的方剂学教材
,

即卢朋著于

192 7 年编撰的《方剂学讲义》和 19 29 年近代名医时

逸人编写的《中国处方学讲义》为代表对上述两类

方剂学教材的编写特点进行探讨
。

2. 2. 1 继承传统型的 《方剂学讲义》 广东中医药

专门学校的方剂学教材《方剂学讲义》编撰于 19 27 年
,

作者是近代广东名医卢朋著
。

卢朋著在 1924 年广

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成立之初
,

受聘任教
,

先后为该

校编写了 8 种教材
。

卢朋著的教材汲取各家精华
,

文笔流畅
,

在当时较有影响
,

他个人于 19 29 年被选

为全国中医学校教材编委会委员
。

该书是中国第一部方剂学教材
,

虽然在 1929 年

中医药界教材编辑委员会会议明确全国中医统一

教材编写指导思想之前就已成书
,

但该书仍然较好

地体现了继承和发扬中医传统的思想
,

对后来方剂

学教材的编写有着较大影响
。

书中的总论部分对七方十剂进行了总结
,

并列

举治法
。

全书的方剂可分为
:
补益剂

、

发表剂
、

攻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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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现存近代方剂学教材一览

书名 作者 年代 版本

方剂学讲义 卢朋著

中国处方学讲义 时逸人

杂病方讲义 包识生

方剂学 王润民

内经方剂学 蔡陆仙

方论 戴达夫

方剂学讲义 王润民

中国方剂学概要 许半龙

处方学讲义 王仲香

经方讲义 蔡陆仙

方剂学 盛心如

192 7 年

19 29 年

19 3 0 年

193 1 年

19 3 1年

19 3 1年

19 3 1年

19 3 4 年

193 6 年

19 3 6 年

19 3 7 年

时方学讲义 蒋文芳 1937 年

处方学讲义

方剂学讲义

方剂学讲义

方剂学

处方学讲义

马汤楹

钱公玄

邓鹤芝

高德明

施今墨撰
,

于有五编注

陈永梁

钱公玄

19 38 年

19 38 年

19 38 年

1940 年

194 1年

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铅印本

川至医学专门学校石印本

包氏医宗本

见中国医学院讲义十九种

见中国医学院讲义

上海中医专门学校讲义

见中国医学院讲义

见上海国医学院讲义七种

浙江中医专校讲义铅印本

见中国医学院讲义十三种

见中国医学院讲义十四种

中国医学院油印本

见中国医学院讲义十三种

中国医学院油印本

见浙江中医专校讲义三十三种

新中国医学院铅印本

」
J

宋椒中瞪传
1

哗校浮阵

中国医药教育社

光华国医学社铅印本

新中医方剂学

时方讲义

194 8 年 光华图书公司铅印本

19 4 8 年 中国国医专科函授学校
,

北平国医砒柱月刊社出版

剂
、

和解剂
、

涌吐剂
、

表里剂
、

消导剂
、

理气剂
、

理血

剂
、

祛风剂
、

祛寒剂
、

清暑剂
、

利湿剂
、

润燥剂
、

泻火

剂
、

除痰剂
、

救急之法
。

这种分类方法在汪昂《医方

集解》分类法的基础上减去了收涩剂
、

杀虫剂
、

明目

剂
、

痈疡剂
、

经产剂
。

全书共收方剂 154 首
,

所选方剂后大多附有出

处
,

如作者字
、

号(东垣
、

仲景
、

景岳
、

丹溪
、

孟英等 )
,

或书的简称 (如局方
、

千金
、

温病条辨
、

三因方等 )
。

书中所收录方剂多为张仲景方和历代名著中的名

家名方
,

此外
,

还收录了少数验方
,

如仲醇验方
“

治

吐血如神
” 。

方后附有方论
,

其内容为历代名医如吴

现
、

汪昂等名家对该病的症状
、

药物性味
、

君臣佐

使
、

随症加减化裁的阐释
,

个别方后有对方名的解

说
。

后来的一些教材沿用了这种传统的方论形式
。

从编排体例来讲
,

该书缺少 目录
,

从具体方剂

的归类来讲
,

既不完全等同于《医方集解》
,

与现代

教材比也有些偏差
,

如将桑菊饮归人祛风剂
,

安宫

牛黄丸
、

紫雪散
、

至宝丹归人泻火剂等
。

此外
,

书中

记载的救急方法
,

如溢死
、

中毒
、

虫蛇犬咬伤等和方

剂关系不大
,

后世的相关教材大多未收人救急方法
。

同类的讲义还有蔡陆仙编撰的 《内经方剂学》

(19 3 1)和《经方讲义》(19 36 )
、

钱公玄的《时方讲义》

(194 8 )等
。

2. 2. 2 兼收并蓄型的 《中国处方学讲义》 该书是

近代名医时逸人为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编写的
,

成书年代为 19 29 年
。

从《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

(19 91 年 )来看
,

这是中国第二部方剂学教材
。

作者

时逸人是近代名医
,

理论大家
,

而且曾先后在多所

学校担任教授
,

临床教学经验丰富
,

其教材的编写

切合实用
,

较具有特色
,

该教材的主要特点不仅体

现在对方剂学认识的深化
,

还重在进行融汇中西学

说的探索
。

该书按照八法将方剂分为发汗剂
、

涌吐剂
、

通

便剂
、

和解剂
、

清凉剂
、

温热剂
、

消导剂
、

滋补剂
。

每

类下又按照治法再分若干类
,

编辑之大意
: “

本书编

次以法为主
,

在于八法之中各有化裁
,

变通之法亦

分类而详载之
,

如发汗剂中有辛凉
、

辛温
、

理气
、

和

中
、

养血
、

滋阴
、

助阳
、

温下之异
。

攻下剂中有芬香盐类
,

轻泻
、

峻泻
、

泄热
、

攻结
、

下痰
、

逐饮之殊
,

分别详列
。 ’

饥

按照治法分类的每类方剂后都附有对该类方

功用
、

主治等的简介
,

如
“

清凉剂小言
”

写道
: “

人体

之内
,

热度最高之为血分(解剖学家以胸腹血管最

多
,

故其部热度较他处为甚 )
,

血分循环周身
,

炭酸

秽浊之气于以充斥经体
,

排泄外出是为平人
,

使其

排泄之功用减少
,

致炭浊血热奎遏在内
,

则温度增

高
。

热病因而起
,

但邪人内之血热内童
,

则病妇于

心
,

宜急清心热
,

津液衰少之血热内奎
,

则肝易受

病
,

宜滋液养肝
。

盖心为血液中之注射器
,

易受邪热

侵扰
,

肝为血液中之过滤器
,

液亏则肝体枯燥
,

故于

血分之关系最大
,

至其施用之法
,

以加减凉脆散
、

新

加白虎汤
,

一为凉隔以泻热
,

一为清胃以泻火
,

此清

凉剂最普遍应用者也
。 ”

llrp

全书共收方 111 首
。

书中绪言包括
“

古方之考

证
” 、 “

伤寒金匾方及唐宋方之比较
” 、 “

后世方剂沿

革之略述
” 、 “

后世方书之流传
” 、 “

七方十剂之精义
” 、

“

古方分量之考证
” ,

重点讨论了中西处方之比较
。

时逸人对中西医方剂的治疗范围
、

组成等一一

加以对比
,

西医将组成方剂的药物分为主药
、

佐药
、

矫味药
、

赋形药
。

主药对于治疗疾病起到主要的效

力 ;佐药的功效是辅佐主药的效力
,

或防止主药不

良反应 ;矫味药能消减主药臭味 ;赋形药使方药成

为某种剂型的基础药
。

中医方剂学则认为
,

君药是

对症的要药
,

味数少而分量轻 ; 臣药可辅佐君药
,

味

数稍多
,

而分量稍轻 ;佐药使药可配合臣药起作用
。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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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强调
: “

中医处方与西医不同
。

中医处方以 义》胭如 ;大多数方书都记载了古代名家名方
,

只有

加减药味适合病情为主
,

西医处方以简单药品固有 蒋文芳的《时方学讲义》只记载了病案
,

没有古方 ;

之功用为主
。

一则为单方
,

一则为偶方
,

为复方
,

其 多数方书后只记载了方解
,

但王润民《方剂学讲义》

源不同
,

其流自异
。 ”

尽管受到时代和时逸人见解的 除方解之外
,

还有附论
、

病案
。

局限
,

这种认识可能有偏颇之处
,

但在当时
,

就方剂 各书的方论内容有传统方论的继承和西医知

学教材方面对中西医学进行汇通的认识难能可贵
。

识的运用
。

此外
,

有些作者还结合个人临床经验对

此外
,

时逸人还在方解中采用西医学说分析了 方剂进行点评
,

如王润民的((方剂学讲义》
。

药物的作用及方剂的作用机制
。

这种在方论中掺人 而且
,

各书所收方剂范围不同
,

有些教材只收

西医知识的思路也被后世一些教材所沿袭
。

古方
,

如蔡陆仙的《内经方剂学》
、

钱公玄的《时方讲

同类的还有蒋文芳编
,

盛心如增补的《时方学讲 义》;有些教材还收录了近代创制的方剂和验方等
,

义》(193 1 )
、

王润民编写的《方剂学讲义》(19 3 1) 等
。

如王润民的((方剂学讲义》
。

2. 2. 3 两种教材的比较 为了更好的说明上述两 从近代方剂学教材编写的情况来看
,

各类教材

种教材的差别
,

表 4
、

表 5 以《方剂学讲义》和((中国 的编写良蒸不齐
,

书中反映了近代学术界对传统中

处方学讲义》为例
,

对其进行对比
,

可以发现
,

两者 医(包括方剂 )的认识 ;对西医理论的理解和接受程

从体系到术语
、

行文以及学术思想都有一定的差 度 ;当时社会运用方剂的潮流和特点
。

这不仅和当

距
,

很难评判孰优孰劣
,

只能说
,

近代的先贤们在方 时的时代背景有关
,

还和作者个人的学术素质密切

剂的研究上曾进行了可贵的探索
。

关系
。

这些教材的作者大多为中医界名流
,

有全国

2. 3 近代方剂学教材的特点 通过对上述中国中 或地方的名医或中医理论专家或中医教育家
,

如卢

医研究院馆藏教材的分析
,

笔者认为近代方剂学教 朋著
、

时逸人
、

蔡陆仙
、

盛心如
、

施今墨
、

钱公玄

材编写存在着以下特点
:
两种指导思想的教材并 等

,

这些教材也或多或少反映了他们的学术思想
。

存
、

教材编写体例各异
、

收录方剂范围不同
、

印制教 3 讨论

材版本多样
、

学术思想各有千秋
。

近代中医药的受难史
,

始终围绕着中医教育这

从对《方剂学讲义》及《中国处方学讲义》的比 个核心展开ll2]
。

北洋政府的教育规程将中医药教育

较来看
,

由于编写的指导思想不同
,

各教材的内容 排除在外
,

没有教育便没有了未来的人才
,

这是根

与形式亦各异
。

但由于当时全国并无统一教材
,

所 本性的问题
,

中医界及时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

以
,

各学校根据自己的办学特色与条件
,

各医家结 性
,

在向政府提出抗议的同时
,

着手筹建中医药的

合了各人的学术思想
,

编写各自的教材
,

形成了两 学校
,

开设包括方剂学在内的各门学科
,

方剂学得

种方剂教材并存的局面
。

以正式成为教育体制中的一门课程
。

这在方剂史上

各书的编写体例不统一
。

如大多数方书都包括 是件开天辟地的大事
,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

对现代

目录
,

只有卢朋著《方剂学讲义》
、

蒋文芳《时方学讲 方剂学学科的建设影响深远
。

表 4 (方剂学讲义》和《中国处方学讲义》的比较

书 名 作者 编写时间 方剂分类 目录 方解 版本

方剂学讲义 卢朋著 1927 年 《医方集解》的分类法减去
、

收涩剂
、

杀 无 传统 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 1927 年铅印本

虫剂
、

明目剂
、

痈疡剂
、

经产剂

中国处方学讲义 时逸人 1929 年 传统八法 有 西医知识和传统并收 民国间川至医专石印本

表 5 (方剂学讲义》和《中国处方学讲义)方解的比较

书名 方名 方 解

方剂学讲义 小柴胡汤
“

唐容川日
,

方取参枣甘草
,

以培养其胃
,

而用黄荃半夏
,

降其浊火
,

柴胡生姜
,

升其清阳
,

是以其气和畅为腆理

三焦
,

阁不调治
。

其有太阳之气
,

陷于胸前而不出者
,

亦用此方
。

以能清里和中
,

升达其气
,

则气不结而外解矣
。

有肺经郁火
,

大小便不利
,

亦用此者
,

以其宣通三焦
,

则津液不结
,

自能下行
,

肝经郁火
,

而亦用此以能引肝气使

之上达
,

则木不郁
,

且其中兼有清降之品
,

故余火自除矣
’

,ll1J
。

中国处方学讲义 积实消痞丸
‘
、心下痞

,

腹中胀
,

为肠胃功用迟钝之表示
,

故对于消化力则减少
,

对于排泄力则不足
,

是以饮食不旺
,

大便不畅

也
。

其脉弦滞者紧张
,

强直之中兼有迟钝之象
,

方足以证明内有停滞
,

功用失常
。

东垣氏疑此种症状为木克土
,

不知此症属排泄消化之器
,

治宜增加胆汁
,

具强而有力之消化
,

且可使肠壁之蠕动
,

则功用恢复
,

痞胀自除
。

求

之古书
,

名为木以疏土者
,

方用积实以泄其满
,

川朴以运其滞
”11气

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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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教育有带徒式和学校式两种
。

中医的师徒

相承式的医学教育一直居于主流
,

虽然历代都有官

方的医疗及教育机构
,

但大部分的医学人才是通过

师承或家传甚至是自学成才(由儒而医 )的方式而

产生的
。

在近代中国
,

由于西学的传人
,

则形成了传

统医学与西方医学两种教育体系并立和渗透的格

局
。

[l3] 一方面
,

随着清王朝的没落
,

官方的中医教育

机构于 19 07 年停办
,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门户开放
,

西学东渐
,

西式的教育机构先是从 日本舶来
,

后来

是直接从欧洲
、

美国借鉴
,

洲西医学院越办越多
,

中

医教育只能以私人形式继续下去
。

19 12 年
,

北洋政

府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议制教育章程和法规时竟将

中医教育
“

漏列
”

于整个教育体系之外
,

这意味着近

代的中医教育不可能以官方的形式列于各专业门

类之林
,

更不可能批量化地产出大量中医人才与西

方医学竞争
,

加上包括国民政府在内的历界政府对

中医的歧视和压制
,

到 19 48 年秋
,

即使是私立的上

海各中医院校也被迫关门11飞

明以前传统的中医学科大致分为九科或十三

科
,

有大方脉(内科 )
、

风科
、

小方脉(儿科 )
、

产科
、

眼

科
、

疮肿科
、

口齿咽喉科
、

金链兼书禁科
、

金链兼折

伤科
,

或大小方脉
、

妇人
、

疮疡
、

针灸
、

眼科
、

口齿
、

接

骨
、

伤寒
、

咽喉
、

金链
、

按摩
、

祝由等科
,

并未如今天

一般细化到中医基础理论
、

诊断
、

方剂等科目
。

但方

书一直是中医之中的重点
,

从《五十二病方》到《千

金要方》《外台秘要》以及《医方集解》等
,

药方的学

习是学习医术的重要部分
,

方剂组成
、

配伍
、

制剂等

的各种理论更有助于人们学习
、

理解与使用
。

虽然

古代没有方剂学这样一门课程
,

但有关方剂的各种

理论基础却已经完善了
。

由于近代教育形式的变

化
,

由少数人的师带徒转变为可以规模化
、

大批量

地培训学生
,

就需要将分散的知识系统化
、

规范化
,

也迫使一批人要去专门从事某一个小范围内的专

业研究与教学
,

来达到强化知识
、

系统理论的目的
。

近代方剂学教材的编写便是对当时的方剂进

行研究整理的过程
。

出于教学的需要
,

近代中医界

对整个中医学术体系进行了初步的整理
,

部分方剂

学教材还反映了近代中医学术研究的成果
。

当然
,

由于受到时代和个人条件的限制
,

教材中的某些看

法难免肤浅甚至错误
,

但是当时中医教育界不满足

于整理古籍文献与临症相结合的传统教学方法
,

考

虑到运用西医学知识充实丰富自己的教材
。

应该看

到这是历史的进步
。

近代方剂学教材的编写对于现

代的方剂学教材起到了重要的启发和借鉴作用
。

但由于当时条件所限
,

从事方剂学教学
、

研究

的人员并不多
,

或者说许多教员还身兼数职
,

而且

有关方剂学的专业刊物或协会也不可能建设起来
,

因此
,

近代方剂学科是现代方剂学专业的一个雏形
。

无论怎样
,

在近代中医的生存和发展都受到严

峻挑战的困境下
,

中医方剂学科应教育的需求而设

立
,

培养了一批中医骨干力量
,

并编写出一批方剂

学教材
,

这些教材的编辑原则或发挥传统中医的特

色
,

或反映当时中医学术发展的水平
,

吸收新的西

医理论
,

在体例
、

内容
、

形式上各有不同
。

方剂学学

科设立后
,

受到普遍重视
,

被多次列人民国中医考试

的范畴
,

为新中国的方剂学教育奠定了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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