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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苏州地区中医药事业发展概述 

秦家辉，王楚芸，顾睿可* 

南京中医药大学  江苏南京 

【摘要】建国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大力支持中医药现代化、科学化事业。全国中医药发展主要经历

了 “中医科学化”、“西医学习中医”、“中西医结合”和“中西医并重”四个阶段。笔者依据具体史实，将各阶

段按全国和苏州两个方面进行阐述，对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史实进行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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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State Council have vigorously supported the modernization and scientific caus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 development of TCM in China has mainly experienced four stages: "scientific TCM", "western medicine 
learning TCM",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and "equal emphasis on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stage.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facts, the author elaborated each stage in terms 
of the national and Suzhou aspects, and investigated the historical fac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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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本文基于笔者系列实践活动调研成果，旨在推

动南京中医药大学在校大学生了解吴门医派的学术

理论成果，从中医药政策切入，以苏州地区为例，

调查建国以来中医药事业的发展状况。 
各大中医学术流派中历代医家总结的临床经

验、有效方药和特殊技法，是近现代中医药从业人

员在临床诊疗工作当中值得深入挖掘的宝库。回溯

近现代以来吴门医派的发展情况，特别关注新中国

成立以来，吴门医派在党和国家中医药政策下的发

展情况，为吴门医派的传承与创新贡献自己的青春

力量。 
2 建国以来苏州地区中医药发展概述 
2.1 中医科学化（1949 年至 1954 年） 
（1）全国中医药发展形势 
建国初期，人民健康水平较低，全国只有 2 万

名西医和 30 万名左右的中医，药品供应不足，医疗

器械高度依靠进口。针对这种情况，“必须很好地团

结中医，提高中医，搞好中医工作，才能担负起几

亿人口艰巨的卫生工作任务。”[1]1950 年全国卫生会

议召开后，“团结中西医”成为了我国卫生工作的方

针政策。但在中医科学化发展阶段，出现实行公费

医疗吃中药不报销、医师准入过高等问题，引起广

大中医的不满，且绝大多数中医被取缔[1]，中医药

事业陷入徘徊阶段。 
（2）苏州地区中医药发展状况 
新中国成立前后，为弘扬吴门医学文化，苏州

成立了中医联合诊所[2]。50 年代以前苏州城内各种

药材店星罗棋布共有 340 多家。著名药店有雷允上、

诵芬堂、宁远堂等[3]。 
然而，在苏州中医药发展的过程当中，依然存

在不少问题。比如民国时期虽然涌现出一批具有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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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特色的吴中名医，但随着 19 世纪后期西学东渐，

吴医的生存生态也受到严重破坏。新中国成立后，

吴医的发展仍然面临医疗市场萎缩、理论研究停滞、

中医人才断层、特色优势未充分发挥等严重挑战[4]。 
针对这些问题，苏州市人民政府和苏州中医界

同仁积极行动，成立了苏州市中医医院，组织散在

各联诊、个体门诊的名医，集贤苏州中医院内。在

苏州地区，先后出现了黄一峰、陈明善等一大批名

医，为弘扬吴门医派传统特色，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5]。 

2.2 “西医学习中医”阶段（1954 年至 1978 年） 
（1）全国中医药发展形势 
“中医科学化”的推行，使中医行业出现学习西

医、后继无人的问题，这些情况引起中央的重视，

卫生部存在轻视中医的错误。针对这些问题，1954
年 2 月 25 日，政务院强调必须采取措施加强中医工

作，充分发挥中医力量的作用[6]。与此同时，各地

至 1958 年，全国先后办了 13 所中医学院及数以百

计的中医学校和中医进修学校，中医医院发展到 300
多所，建立了大批中医门诊部及综合医院中医科和

中西医结合病房[7]。这一时期，中医药事业的社会

地位提高，取得了阶段性发展。 
（2）苏州地区中医药发展状况 
阊门西街金氏儿科是称著于世的儿科世家,在

苏州几乎妇需皆知，“小儿有病,到西街去看”在老

百姓中广为传颂。金昭文则是建国前后名闻遐迩的

一代名医。学术上具有典型的吴门温病学派特点。

针对小儿起病迅捷、禀赋稚嫩的特点，用药轻清，

药味精练，就效价而言则是简便廉验。 
姑苏国药老字号在这个时期蓬勃发展，如“雷

允上、诵芬堂”。雷允上、诵芬堂集传统优势,融现

代技术,重振旗号,仅六神丸一项就销路畅通,产量创

新,声名播扬海外,成为较早出口的中成药名牌品种,
深受海外同胞的欢迎。1956 年 9 月,九芝图牌六神丸

被列为国家密级产品。1958 年成立了雷允上制药厂，

专门生产中成药品种。 
2.3 “中西医结合”阶段（1978 年至 1991 年） 
（1）全国中医药发展形势 
1978 年 9 月，国家特别强调要抓紧解决中医队

伍后继乏人的问题。同年 12 月 26 日，为解决中医

药人才队伍后继乏人的问题，新中国开展了第一次

大规模、大范围地选拔中医药人员的考试，以充实

加强中医药教学、科研和医疗机构[8]。 
1980 年 5 月，卫生部提出“中医、西医、中西

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的指导方针，表明

中西医结合开始作为与中医、西医并列的一支医药

卫生力量[8]。 
（2）苏州地区中医药发展状况 
文革期间，苏州地区的中医发展受到了严重的

影响，中医院也被迫改名为“东风医院”，一大批

著名中医分散到各个不同的地区。直到“文化大革

命”结束之后，随着政治上正本清源，十一届三中

全会的召开，让苏州的中医药事业也迎来了发展的

春天。 
1979 年苏州地区共有 31 位被评为省名老中医，

居全省之首，并指定学术继承人[9]。1985 年 12 月

25 日，苏州市在全省率先成立了“苏州市青年中医

学组”，推动了全省青年中医工作，召开了省青年

中医研究会筹备组第一次会议。1991 年 11 月，苏州

市卫生局主持召开了“吴门医派研讨会”，国家中

医管理局副局长专程到会祝贺，充分肯定了吴门医

派对温病学派的形成作出的巨大贡献，阐述了中医

药自身建设的历史责任[10]。此外，“吴门新说”的

提出，对弘扬吴门医派学术有着积极意义[11]。自1986
年开始，有关部门开展了组织编辑出版大型吴医古

籍丛书《吴中医集》的工作，收录了历代吴医古籍

四十多部，使吴中医学的古籍整理有了良好的开端
[12]。 

2.4 “中西医并重”阶段（1991 年至今） 
（1）全国中医药发展形势 
1991 年 3 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七届四次会议上，

“中西医并重”被正式确立为基本卫生方针之一，

表明国家从根本上尊重中医的独立地位、独立价值
[13]。 

进入 21 世纪，得益于对中医的支持与扶持政

策，我国的中西医结合事业在临床、教学和科研方

面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中医

药工作摆在突出位置，中医药改革发展取得良好的

成绩。2017 年，党做出“坚持中西医并重，传承发

展中医药事业”的重要部署，为新时期推动中医药

振兴发展提供了遵循原则，指明了方向。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后，我国中医药全面参与疫情防控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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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击疫情中大放异彩。 
（2）苏州地区中医药发展状况 
在 1991 年由苏州市卫生局主办的“吴门医派研

讨会”指出，吴中医学是祖国医学中独具特色的医

学流派，我们当以弘扬吴中医学为立足点，学习和

探讨现代科学与中医学的结合，同时，中医院也应

当使医院硬件与内涵建设协调统一、相互促进[14]。 
挖掘吴医的伟大宝库、整理前人的宝贵经验，

是吴门医派传承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增加对吴门

医派的宣传，使大众更加信吴医、爱吴医、用吴医；

以及成立苏州市中医药研究所，以加强中医药专业

研究，通过完善一些基础设备的购置，使研究所具

备了西医方面的各项实验功能，让“中医也玩起了

实验老鼠”[15]。 
未来，苏州将中医药列为苏州生物医药的主攻

方向之一，这为吴医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而中

国中医科学院大学的签约落户苏州，也为吴中地区

搭建了中医药行业内的顶级平台。这些举措不但有

利于吴医丰富的中医药传统资源的挖掘、创新和发

展，更有助于吴医再创辉煌，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
[15]。 

3 总结 
从建国以来的四个发展阶段来看，党和国家的

中医药政策对中医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此外社会环境和中西医力量对比也对中医药的发展

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随着中医药积极参与新冠疫情

防治的深入，社会上针对中医药的质疑声正逐渐减

少。尊重中医药的独立学科地位，不断推动中医药

科学化、现代化，在政策上大力扶持中医药临床与

科学研究，才能将中医药这一丰富的医药宝库传承

好、保护好、发展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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