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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北洋新政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之中最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这主要是因为在这一时期中，袁世凯统治之

下的天津在警备、教育、通信、交通和地方自治等近代化和制度化化方面的成果已成为全中国近代化的表率。

此外，北洋新政的成果还包括卫生行政方面的近代化，以往曾有许多学者论述过北洋新政时期天津的卫生改

革及其它对中国卫生近代化所发挥的作用。对于这些研究，我不持任何异议。不过，我认为北洋新政时期中

医的发展动向也是一个极为值得研究的课题。这一时期的天津中医药界里，有一些人士专心致力于中医药界

的改革。他们为什么要从事这些改革活动呢？改革的具体内容又是什么呢？当时的天津社会是如何看待这些

改革活动呢？从这个角度对清末中医的研究，至今仍付之阙如。笔者认为，对此的研究，不但有助于我们了

解北洋新政的多面性，而且还能对中医近代化的具体发展情况有所发现，并进而有助于推动二十世纪中医史

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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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北洋新政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之中最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这主要是因为在这一时期里，

袁世凯统治之下的天津在警备、教育、通信、交通和地方自治等近代化和组织化方面加速推

广近代化进程，而其成果也均成为全中国近代化的表率
1
。 

  北洋新政的成果还包括卫生行政方面的近代化。袁世凯为了增强中国人民体质，为了强

化作为民众集合体的国家机构，同时也为了保护包括检疫权在内的国家自主权，建立了近代

卫生制度。北洋政府除了设立卫生局及西医培训学校等机关外，还设立了海港检疫制度。上

述诸变化在卫生史研究上，即中国政府采用以近代西洋医学为基础的卫生体制方面是极为重

                                                  
1 至今有很多关于北洋新政的研究。渡边惇概括了 90年代以前的研究情况：渡边惇《北洋政权研究の现况》，

辛亥革命研究会编《中国近代史研究入门——现状と课题》（东京：汲古书院，1992）。90年代以后的相关

研究有：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天津地域史研究会編，《天

津史―再生する都市のトポロジー》(东京：东方书店，1999)。吉泽誠一郎，《天津の近代——清末都市にお

ける政治文化と社会統合》（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2）等。 



要的问题，因此以往曾有许多学者论述北洋新政时期天津的卫生改革及其它对中国卫生近代

化所发挥的作用
2
。对于这些研究，我不持任何异议。 

  但我认为北洋新政时期中医的发展动向也是一个极为值得研究的课题。这一时期的天津

中医药界里，有一些人士专心致力于中医药界的改革。他们为什么要从事这些改革活动呢？

改革的具体内容又是什么呢？当时的天津社会是如何看待这些改革活动呢？从这个角度对清

末中医的研究，至今仍付之阙如
3
。因此，我认为通过本研究，不但对北洋新政的多面性能够

有所了解，而且还能对中医近代化的具体发展情况有所发现，我相信这个研究会有助于推动

二十世纪中医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本文将通过对清末天津中医丁国瑞以及他所创办的天津医药研究会的活动进行考察，对

北洋新政及其与中医事业发展的关系做一简要分析。天津医药研究会是当时天津最大的中医

药团体，有约近百个中医药界人士参加其活动。但至今为止有关丁国瑞和天津医药研究会的

相关研究仍付之阙如。值得庆幸的是丁国瑞将其所想所为写成文章并编辑成一本叫《竹园丛

话》的文集，使我们对此研究有证可考
4
。本研究将通过对其内容进行具体分析，考察丁国瑞

及天津医药研究会的活动情况。 

  

一、清末天津中医药界概况 

  洋务运动以后，天津成为中国医疗卫生改革推行最快的城市之一。尤其是都统衙门时期

发生的变化十分显著。这一时期天津设立了中国最早的卫生局和卫生巡捕，这表明天津成为

中国最早设立近代卫生体系的城市。袁世凯当直隶总督之后，继承了都统衙门的所有行政机

制，积极推进天津的卫生体制近代化。由于这些近代卫生体制是以西洋近代医学为基础的，

所以卫生近代化的发展也标志着西洋近代医学影响在中国的扩大。我们从北洋军医学堂等西

医专门学校的设立情况以及当时的新闻记事当中可以看出此时西洋医学势力在中国的增长情

况。 

                                                  
2 有关北洋新政与卫生事业的研究有以下各项。Carol Benedict, Bubonic Plague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饭岛涉，《ペストと近代中国——卫生の“制度化”と

社会变容》（东京：研文出版，2000）。Ruth Rogaski, Hygienic Modernity: 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等. 

3 论及清末民初中医的研究有以下各项。Ralph, C. Croizier, Traditional Medicine in Modern China: 

Science, Nationalism, and the Tensions of Cultural Chang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Hsiang-Lin Lei, When Chinese Medicine Encountered the State: 1910-1949, Ph. D. Dissertation, 

The Faculty of the Division of the Humanitie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99. 帆刈浩之《中国伝統医

学の“近代”——民国初期における中国医学廃止をめぐって》，《近きに在りて》39 号（2001）等.但是，

从北洋新政与地方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看清末中医的研究至今仍付之阙如。 

4 《竹园丛话》，全二十四卷，天津敬慎医室刊，1923-1926年，中国国家图书馆等藏。以下略称为《丛话》。 



  另外在这一时期里，中医药界也开始推动改革，中医药界的开明人士都积极地参加改革

活动。下面我要介绍的丁国瑞就是其中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 

 1，关于丁国瑞 

丁国瑞，字子良，号竹园，回民。同治八年（1869 年）（另一说为同治九年）生於北京。

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来到天津，曾一度就任正兴德茶庄司帐，之后奋志精研中医，在法

租界开设了名为“敬慎医室”诊所。他的专长是内科、妇科和小儿科。 

丁成爲医生后，声誉越来越高，但他对国事也极为关心，希望“以医济人”，“以言济

世”，故自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起名为“竹园演说”的文章刊载于天津《直报》等报刊

上面，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后又为《大公报》、《民兴报》等撰写文章。他于二十年代

出版的文集——《竹园丛话》收录了这些文章的绝大部分，共 568 篇，涉猎的内容也十分广

泛，除了他自身专业领域以外，还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
5
。 

 2，丁国瑞对天津医药界的认识 

那么丁国瑞为什么要改革中医药界呢？其主要原因如下。第一，面临西洋近代医学的流

入及其对中国传统医学所造成的冲击，丁国瑞认为有必要振兴中医界，以便维持中国传统医

学在中国社会的影响力。第二，丁国瑞认为中医药界的改革能提高中国人民的健康状况。他

认为中国人之所以被称西方认称为东亚病夫不是因为西洋近代医学比中医学先进，而是由于

中医药界自身存在的混乱局面，如果中医药界能够改善这种混乱局面的话，中国民众的健康

水平就会有所提高。 

  丁国瑞经常把上述诸意见发表在报纸上，我们可以从这些文章当中感受到他对中医药界

混乱状态的担忧。 

  他提到天津中医界存在着三大恶习。第一，医与药缺乏联系沟通。他在光绪三十二年四

月二十八日《天津商报》上，发表了以下见解。 

 今就中国药商药贾医士三项而论。其中有绝大之一弊。即彼此不相谋是也。･･･（中略）

･･･药商贪小利。而伪造赝顶之弊。难保必无。药贾随买随卖。亦未必认真拣选。而医

士之识药者。又十不得三
6
。 

  第二，中医与药商各界存在多种恶习。有关中医方面的，如有①没有仁心、②不劝学、

③没有高尚的志气、④诊脉时多闲聊、⑤开方子不仔细、⑥倾轧同业（爱扒人）。有关药商

的，如有①不拣选地道药材、②不认真炮制、③经常开名实不符的药方、④不识字的伙计过

多。 

                                                  
5 有关丁国瑞的简历可参见以下各文献。白壽彜，《回族人物志 近代》（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7）。根

据《天津敬慎医室丁子良诊治简章》（《丛话》五集，广告栏）记载，丁国瑞上午出门诊，下午出诊，门诊脉

金是１元，出诊脉金按照距离远近而有所不同（2.2元～6.6元）。 

6 《与医学相关之工商宜急速整顿策》，《天津商报》光绪三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丛话》十一集）。 



  第三，患者的恶习。如①不尊重医士、②不及时就医
7
。 

  丁国瑞还揭露了天津医疗界存在的机能不健全问题，其中包括①中医及药商之间沟通不

善导致中医界全面混乱，②这些混乱又导致病人对中医药不信任感的增强。鉴于这些情况，

他建议中医药界应实行改革，通过对中医药界进行整顿来恢复民众对中医药界的信赖。他在

几位天津中医药界人士的支持之下，於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设立了一个研究及教育机构，

这就是天津医药研究会。 

  

二、天津医药研究会的活动情况 

  下面我介绍一下天津医药研究会的具体活动情况。天津医药研究会设立初期，由於缺乏

资金，其活动並未引起社会过多关注。第二年由於得到天津及附近地方人士的捐款资助，研

究会的活动内容才开始逐渐丰富起来，研究会也变得更加组织化，还发佈了《创议中医研究

会章程》、《医药研究会现行集会章程》、《天津医药研究会现行章程》以及《医药研究会

现行诊病章程》等研究会规章制度。并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冬天，在天津城北门附近

设立了研究会总部
8
。 

  随着研究会规模的发展壮大，参加研究会活动的中医和葯商也逐渐增多。由于受史料限

制，目前还无法得知研究会的会员总数，但从参加“集会”（研究会之会议）人数来判断，

会员总数应达到近百人左右。 

  研究会的目的有如下几个①如何采用西洋医学的长处来发展中国医学、②消除中医与药

业之间的障碍、③改编古医书并编辑新医书、④除掉医药界的各种恶习、⑤为贫民医治、⑥

普及卫生观念
9
。从①到⑥的记述来看，医药研究会改革的目标显然是“中体西用”。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研究会积极展开了各种研究及教育活动。下面具体介绍一下其活动

的详细内容。 

 1，研究活动 

  研究会於每星期一晚上在西马路宣讲所召开会议，称之为“集会”。集会上进行各种研

究活动，研究活动包括 “演说”，“实地研究”，“讨论治法”及“分科研究”四种
10
。 

                                                  
7 《在医药研究会第三次演说》，《天津商报》光绪三十二年十月二十三日（《丛话》十三集）。 

8 《丁子良之通告》，《民兴报》1912年 5月 13日（《丛话》十八集）。丁国瑞，《创议中医研究会启》，

《天津商报》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丛话》五-八集）。竹园，《医药研究会现行集会章程》，《天

津商报》光绪三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丛话》十二集）。竹园，《天津医药研究会现行章程》，《天津商

报》光绪三十三年一月二十四日（《丛话》十三集）。竹园，《医药研究会现行诊病章程》，《天津商报》

光绪三十三年一月九日（《丛话》十四集）。 

9丁国瑞《创议中医研究会章程》（续），《天津商报》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丛话》六集）。 



  “演说”每次由四、五个会员在台上介绍先进卫生知识，其内容涉及生理学、卫生学、

葯性、古人之名言、铲除社会不良习惯等
11
。“实地研究”是请参加集会的全体会员共同诊治

三、四个难病患者，讨论其治疗方法
12
。“讨论治法”是指会员们探讨有效的治病经验及药方

等。“分科研究”则是将会员分爲内、外及攷葯三科进行分别研究，各科班不定时在集会上

发表研究成果（表 1）。爲了研究方便，研究会总部内还设置了医学图书室（表 2）。 

  从《天津商报》的记事来看，每次集会均聚集了約 70 多名专家。通过集会的讨论获致许

多实际成果。研究会把这些成果在报纸上公布出来，向民众介绍。 

 2，教育活动 

    爲了宣传研究会成果以及恢复民众对中医药界的信赖，天津医药研究会将研究成果发表

于《天津商报》、《竹园白话报》、《民兴报》等报纸上。虽然在医药研究会成立之前，丁

国瑞就常於报上发表意见，进行启蒙活动（表 3），但就涉猎范围和质量而言，研究会的集体

报告比丁国瑞个人研究报告要有意义得多。举例来說，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天津

商报》所刊载的〈吹喉药方汇集〉（《丛话》十-十二集）里，介绍了喉病药方。值得注意的

是，介绍药方的专家並不是某个个别医生，而是十一位专家，其中包括十位中医，一位药商，

其内容也丰富广泛许多。民众可以自己购报或去閱报所閱读这些文章，也可以在宣讲所听讲

（宣讲员有时会介绍报纸的内容——即讲报活动）从中了解医疗知识和医疗新动向
13
。 

    除利用报纸之外，研究会还开发其他教育方法。每週一次的集会也是教育活动之一。研

究会经常积极地邀请天津名流和教育界人士以“来宾”身分参加集会，希望通过这些来宾能

在其各自所属的社会阶层及团体中传播研究会的研究成果。 

    另一方面，诊病活动也是教育活动的一环。这些活动最终推动了“防疫保卫医院”的成

立。防疫保卫医院是于宣统二年（1910 年）鼠疫流行之际在天津商会的支持下成立的，由研

究会会员的中医们为病人进行诊治
14
。研究会期望通过这种诊病活动，让民众来了解研究会的

                                                                                                                                                  
10 《医药研究会现行集会章程》。《医药研究会纪闻》，《天津商报》光绪三十三年二月七日（《丛话》十

六集）。 

11 光绪三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的举行的集会上有如下演说得到发表。①刘小坡《化私、预备、求质、三宗旨》

②纪营涔《养气灰气之浅理》③章敬畲《病家之积弊》④程子篪《采艺神粬制造法》⑤丁国瑞《目下天津所

患之传染喉症，及疹症》（《九志医药研究会》，《天津商报》光绪三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丛话》十四

集））。 

12 为了让将来的人便于考证，研究会还保存了其各项研究成果（治法及药法）。最初研究会免费诊病，但后

来为维持研究会费用开始征收脉金。 

13 从清末开始，中国近代社会教育逐渐发展起来。有关清末社会教育发展情况可参见李孝悌所著的《清末的

下层社会启蒙运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 

14 关于防疫保卫医院的详细活动情况可参见本人在第三章中的记述。 



意义所在。“天下后世皆知研究会为有益无害之擧，愚人（即只主张西方医学的人——笔者）

亦不致信口诋诬矣”
 15
。   

 3，研究会的未来发展计划 

    除上述活动之外，研究会也制定未来发展计划。实施中医资格考试就是其中之一。光绪

三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天津商报》登载了以下记事
16
。 

本会果能日求精进。则在会者必有特别之技能。而社会中信仰利赖之感情。亦必日见

加增。本会之名誉。亦日见广大。则将来本会。或为医学堂之基础。或广设分会。凡

非在会研究若干年。确有成绩可观者。不准行医。庶中国医道日彰。於漫无限制之中。

稍示限制。亦未始非病人之福也。 

  另外，研究会企图药材市场的开市。 

天津为水陆交通之商埠。较祁州之地势。便利多多。倘於津埠仿照祁州办法。创一药

材市场。（其地在河北贾家大桥迤西一带即可）本会藉资研究。於学界商界。不无小

补。惟兹事体重大。须由本会将祁州交易之情形。存货起运之办法。出入之税章。调

查详细后。在按照天津之地势商情。将税捐起卸存栈交易各事。研究妥善。毫无窒碍。

方可禀请当道。转知商会议办。 

    当时华北最大的药材市场是祁县药材市场
17
。由于药材市场设在天津，研究会决定将其作

为华北药材交易中心来发展药材贸易。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了解到研究会的活动的广泛性和多樣性。从这些活动当中，我们可

以了解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的医药界组织化形式发展原型。遗憾的是到了民国初期，天

津医药研究会的发展遇到挫折。下面我们来探讨一下研究会遭受挫折的原因。 

  

三、天津中医药界改革遭受挫折的原因 

 1，医药研究会的支持者 

  在探讨中医药界改革挫折的原因之前，我在此先介绍一下医药研究会支持阶层的情况。 

                                                  
15 《医药研究会现行诊病章程》 

16 丁国瑞《创议中医研究会章程》（续），《天津商报》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丛话》八集）。 

17 传说祁县是药王的诞生地。有关祁县药材市场情况可参见以下研究。长谷川宇太治《支那贸易案内》（东京：

亜细亜社、1914），页 393～397。 刘华圃、许子素《祁州庙会―药材市场概述》，《天津文史资料选辑》20

辑（1982）。 



  推进广泛多样的改革活动，是需要大量资金的。但研究会成员多数都为医生，经济力量

不十分优厚，因此他们需要来自社会各方的经济资助。医药研究会活动得到了一部分社会阶

层的支持。下面介绍一下有关这些资助者的一些情况。 

  表 4 这张表是关於医药研究会创立人的情况。从这张表上，我们可以看出支持者当中除

了中医和葯商以外，几乎都是天津商业界人士。这些商界人士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天津

商会的会员居多。其中的王贤宾（竹林）是商会总理，寧世福（星普）是协理
18
。第二，盐商

的比例较大。其中王贤宾和李寳恆（子赫）是长芦盐商同业团体芦钢公所的长芦钢縂， 即芦

钢公所的最高领导人
19
。 

  天津商会和芦钢公所都是当时天津最有实力的实业团体。这两个团体的领导人王贤宾，

则是当时天津实业界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 

  那么，这些实业界的人士为什么要支持医药研究会呢？在此我们探讨一下其原委。赞赏

中国传统医学当然是其中原因之一，然而，如果我们再具体探讨一下研究会和药材贩卖之间

的关系，我们还能窥见理由之另一端。 

  从海关统计来看，清末天津港药材进出口为压倒性出超（表 5）。自十九世纪末以来，外

国成药的输入量逐渐增加，中国国内对此趋势的警戒声浪也越来越高，王贤宾等商会人士也

认识到抵抗列強经济侵略的必要性。在此情況下，他们采取的对抗手段之一便是“提倡国货”
 20
。这些动向也波及到药材界，药材界频频呼吁开发国產成药以便对抗外国成药大量流入中国。

要开发成药，首先得研究传统医学。 

    另一方面，从表 5上我们还可以看出，天津港药材进出口总量自十九世纪以来大幅增加

的情况。其背景在於铁路等交通手段的整备扩大到了天津腹地，使天津成爲北方商品重要集

散地
21
。对天津实业界来说，药材生意的前景大有可图，因此开业者也日渐增加，二十世纪三

                                                  
18 《天津商务总会縂协理及会董名单》（光绪三十二年），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

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页 108-109。有关天津商会可参见以下研究。Zhang Xiaobo〔张晓波〕, 

Merchant Associatonal Activism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 The Tianjin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1904-1928, Ph. D.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95. 宋美云《近代天津商会》（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19 有关清代天津盐商情况可参见以下各研究。Kwan Man Bun〔关文斌〕, The Salt Merchants of Tianjin: 

State-Making and Civil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1. 

关文斌《文明初曙——近代天津盐商与社会》（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 

20 有关天津商会与国货运动的关系可参见以下各研究。林原文子《清末天津工商业者的觉醒及夺回国内洋布

市场的斗爭》，《天津文史资料选辑》41辑（1987）。 Zhang Xiaobo, op. cit., pp. 510-514. 宋前引书，页

223-239。 

21 有关天津腹地扩大情况可参见以下各研究。陈克《近代天津商业腹地的变迁》，《城市史研究》2辑（1990）。 



十年代药铺甚至发展到七百家以上
22
。盐商中有不少经营药铺，商会会员中也有三十八人经营

药铺
23
。由此可见，天津葯商利用地利之便获取了很大的商业利益。爲了使药材业更加发展，

巩固民众对传统医学的信赖便是当务之急。 

  这是实业界部分人士的理想，也是促使他们关注医药研究会活动的原因之一。 

 2，宣统鼠疫与医药研究会 

  以往的研究曾提到北洋新政在中国卫生近代化方面的正面作用，有些研究也提到宣统二

年鼠疫流行给中国卫生近代化带来的推动作用，即正是由于那次鼠疫流行，中国各地才设立

了近代卫生行政机关（奉天全省防疫总局，京师临时防疫事务局等）
24
。另一方面，有些研究

也论及到鼠疫期间由于中医治疗无显著效果而导致鼠疫的蔓延问题
25
。如果真是如此的话，天

津的中医药界是否因此失去了社会各界对它的支持呢？他们的改革活动是否会遭受挫折呢？

下面我们来考察一下宣统鼠疫流行时期天津中医界与其支持者的关系。 

   鼠疫是从宣统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开始在天津的流行的
26
。有一天在俄租界的小客栈里发现

了天津第一例鼠疫患者。他是一个从东三省来津的民工。之后以河东地区（奥租界、意租界

一带)为中心，患者急增到 67 人
27
，在天津此次鼠疫到宣统三年三月十五日才得以控制

28
。 

    天津的鼠疫病害虽然与长春等东北城市的病害相比规模不算大，但是天津防疫活动开展

的规模却不小。为了防止鼠疫流行，天津的官员
29
、各国租界

30
与地方人士

31
都做了不懈的努力，

采用隔离的方法来阻止鼠疫疫情的进一步扩大。 

                                                  
22 天津市地方志编辑委员会编《天津简志》（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页 397。 

23 杨大辛《天津八大家》，《天津文史资料选编》76辑（1997）。《光绪三十一年、三十二年入会行名表》

前引《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页 74、76。 

24 饭岛涉前引书，页 137-174。 

25 Croizier, op. cit. Benedict, op. cit., pp. 155-163. 

26 《苦工暴毙》，《大公报》宣统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 

27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Decennial Reports, 1892-1901, Shanghai, Kelly&Walsh, 1902, p. 

219. 

28 《电告取消防疫局》，《大公报》宣统三年三月十七日。 

29 天津卫生局的主要展开了以下各项活动。①派医官及巡警到直隶省及东三省巡查，②设立铁路检疫机制（山

海关、沟帮子），③设立海港检疫机制（秦皇岛），④设置隔离病院、⑤种避瘟浆、⑥散布石灰酸，等。？ 

30 各国租界不但散布石灰酸，隔离疑似患者，还限制华人的出入（有时禁止出入）。 

31 天津的绅商设立了临时防疫会，协助卫生局及租界工部局参加防疫活动。注 29－31的根据来自《大公报》

及《顺天时报》（宣统二年十二月－宣统三年三月）的记载。 



    下面我们看一看在此次防疫活动中，天津医药研究会所起的作用。事实上，他们的活动

目的是跟政府官员等相同的，也就是阻止鼠疫蔓延。只是所采取的方法有所不同，既不是采

取政府所采取的隔离方法而是采取医治的方法。 

    为了治疗鼠疫患者，首先应该研究其治疗方法。天津医药研究会召开集会先对治疗方法

进行讨论，最后确定治疗方案
32
。 

    他们还开办了专门医院，这就是“防疫保卫医院”，分别开设在西营门与浙江医院内。

在保卫医院也是由医药研究会的中医担任治疗，他们的医治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到了在宣统

三年三月十七日，在所有的 42 名患者当中，痊愈者有 20 人，死亡者有 12 人，近期出院者有

10 人
33
。除了保健医院以外，西头永丰屯也有一家防疫医院，在那里也有二十位中医参加诊治

34
。另外，还有两位中医参加了临时防疫会（参见注 31）的诊治活动

35
。 

    这些中医的诊治活动受到天津实业界的大力支持，尤其是受到上面已经提到的王贤宾等

人物的鼎力支持。如果没有这些支持的话，中医们实际上是无法进行这些治疗活动的。对中

医药界的诊治活动，王贤宾等实业界人士给予了大量的政治上、经济上的支持与援助。 

    另一方面，中医药界的这些诊治活动也受到了不少媒体的批判。这些批评主要来自西医

界和《大公报》。《大公报》经常登载批判中医学的文章，其内容包括诸如对“中医主张猫

尿在鼠疫治疗方面的效果”的批判
36
，还有像“一名叫刘锡九的鼠疫患者因中医治疗而死亡”

37
这样的与事实不符的报道也不少。最后，中医界与《大公报》及西医界的意见对立竟发展成

《大公报》等媒体的公开论战（宣统三年一月二十六日－二月一日）。 

   虽然标榜不一， 但中医的对鼠疫的诊治活动没有因此而中断。相反在王贤宾等人的支持

下，他们的活动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天津发布鼠疫灭绝宣言的第 2天后，王贤宾等向直隶

总督提出了防疫保卫医院的永久性计划书。按此计划，新设医院将设有研究所、储药房、留

验所、养病所、饭宿舍、游息所等，从其规模来看，可说它是西洋式中医总医院，也可说是

天津医药研究会的扩大版
38
。 

                                                  
32 如《医药研究会第三次会议纪闻》，《顺天时报》宣统三年一月十三日。但笔者不能确认这种治疗方法的有

效性。 

33 《津商会为报告津埠鼠疫防治情況並拟设常年医院事稟直督文》，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

（1903-1911）》下（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页 2167。 

34 《关于防疫之种种》，《顺天时报》宣统三年一月十八日。 

35 《津人热心防疫》，《顺天时报》宣统三年一月九日。 

36 《对于防疫会之感言》，《大公报》宣统三年一月十一日。 

37 《时疫可畏》，《大公报》宣统三年一月十七日。《更正昨报》，《大公报》宣统三年一月十八日。 

38 《津商会为报告津埠鼠疫防治情況並拟设常年医院事稟直督文》 



    另外，虽然中医药界受到西医界及《大公报》的批判，但是当时在天津支持研究会的社

会力量仍然不小。他们对西医所主张的隔离治疗法极为反感。很多人拒绝进入留验所接受隔

离治疗，他们要求接受中医诊治。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即宣统年间鼠疫流行不是医药研究会遭受挫折的真

正原因，恰恰相反，对鼠疫的积极诊治扩大了医药研究会的影响力并促进了它自身的进一步

发展。 

   3，金融危机与医药研究会 

    鼠疫危机过后，医药研究会又遇到了新的挑战和困难。这些挑战与困难严重地打击了研

究会的存立基础。这就是宣统三年六月，在天津发生的金融危机。这场危机沉重地打擊了天

津整个实业界，特别是对盐商的打击尤为严重。因拖欠债款而被沒收全部财產的盐商就有十

家，其中包括医药研究会会董王贤宾和李寳恆。王贤宾等人被迫下台，这意味着研究会从此

失去了天津实业界的在政治上及经济上的保护
39
。 

    这场危机使研究会的经营受到致命打击。金融危机之后研究会的活动几乎陷于停止状态，

中医总医院的计划也遭受挫折。一年后研究所会址发生火灾，燒毀了研究会的所有财物，此

时已无人有能力出资挽回火灾给中医总医院所带来的经济损失。这场火災最终结束了医药研

究会长达七年的活动
40
。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了解到天津中医药界遭受挫折的真正原因是由于那场金融危机。那

场危机使天津中医药界失去了天津实业界人士的鼎力支持，医药研究会由于失去了他们在经

济上和政治上的支持而无法继续生存。但这些不能表明中医药理念在中国社会失去了存在的

社会基础，事实上，即使到了民国时期在中国社会仍有不少人支持，扶持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41
。

民国时期，天津中医药界人士虽然缩小了其活动规模，但在社会上仍继续从事各种改革活动。 

  

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可得出以下的结论。 

  一，北洋新政时期，天津官方在西医界等的支持下积极导入近代西洋医学为基础的卫生

制度。另一方面中医药界人士也在“中体西用”的理念之下埋头中医药界的改革。这些活动

最终导致了中国传统医学的研究及教育机关——天津医药研究会的创立。医药研究会的成果

是多种多样的，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消除了中医之间或者是中医和药商之间的沟通障

碍。 

                                                  
39 Kwan Man Bun, op. cit., pp. 136-152. 关前引书，页 210-240、288. 

40 《丁子良之通告》 

41 进入民国以后，丁国瑞仍经常参加天津社会教育办事处（天津社会教育的中心机构）举办的各项教育活动，

在那里继续推动卫生启蒙运动。有关民国时期天津社会教育的展开情况可参见以下各研究。户部健《中华民

国北京政府期における通俗教育会——天津社会教育办事処の活动を中心に》，《史学杂志》113编 2号（2004）。  



  二，支持医药研究会的主要社会力量是天津实业界诸人士。他们对中医药界的活动给予

政治上、经济上的极大保护。正是由于他们的鼎力支持，医药研究会才能进行各种各样的研

究和诊治活动，并使该组织的活动能持续长达七年。 

  三，天津中医界遭受挫折的原因，并不是由于其对鼠疫诊治无效等一般社会认识所至，

而是由于宣统末年的金融危机使其丧失了王贤宾等实业界人物的鼎力相助。但中医学的社会

基础并未随医药研究会的消失而消失。辛亥革命以后，中华民国北京政府虽然建立了国家规

模的卫生行政机构，并在学校教严禁中医教学，但是天津的中医势力仍能在社会上保持其应

有地位。 

通过这个研究，我们应该认识到还有许多尚未解决的课题。如我们还应该对天津以外地

区进行研究和考察。城市及农村的情况与天津也不尽相同。对各个地区的情况进行比较，能

发现各个地区社会不同特点。除此之外二十世纪初期以及二十年代的情况也应该予以重视。

我认为通过对这些课题的深入研究能对清末民国时期的医药界动向有更全面的了解。 

【表１】分科研究 

分    科    名 研究课题 

内科 伤寒、寒病、温病及内科杂症 

稽古科 中医古籍 

求新科 西洋医学的长处及制药法等 

妇女科 生育、护理、乳腺癌等 

幼科 儿童病，研修牛痘 

咽喉口齿科 咽喉病及牙病 

眼科 眼病 

内

科 

救急杂症科 处治救急患者、鸦片中毒者及突发性疫病的方法 

外科 痈疽、疮疡等 

针灸科 针灸 
外

科 
正骨科 跌扑、损伤等 

考    药    科 药材，开发新药 

 

【表２】天津医药研究会所藏书目 

分类 书名 

王冰素问灵枢 王氏脉经 汪註素灵约註 经脉图考 中藏经 经脉

类 吴註内经 内经全书 内经知要 张马註索灵经 四诊抉微 



脉学丛书 脉诀难经合刻     

甲乙经 伤寒来苏集 伤寒分经 伤寒全生集 成註伤寒论 

六气感证 鍼灸大成 伤寒温疫条辨 伤寒类方 金匮心典 

伤寒生活人书 伤寒集註 伤寒论本义 证治准绳 伤寒论后条辨

鍼灸

及经

书类 
金匮启钥         

食物本草備考 瘟痧合刻 增补瘟疫论 洪吉人瘟疫论 痧症全书 瘟疫

类 温病条辨 吴瘟疫註       

陈脩园四十种 张氏医通 徐氏十三种 图书集成医部 六醴斎医书十

种 

医门法律 河间六书 景岳全书 王氏五种 医学秘笈 

丹渓心法附余 东垣十书 世补斎全书 黄氏八种  家居医录 

名医指掌 丹桂玉案 医门棒喝 费氏二种 医学切要 

景岳発挥 医书汇参 医林指月 万病回春 东医宝鑑 

医宗必读 巣氏病源 丹渓心法 辨证奇闻 医学穷源 

医宗说約 医学金鍼 石室秘录 医林改错 临症指南 

医学辨正 寿世保元 吴医汇讲 医学心悟 沈氏尊生 

筆花医鏡 冷盧医話 医経允中 医宗金鑑 医学入門 

丛书

类 

因学随筆 素仙簡要 士材三書 嵩崕尊生   

易簡新編 済世良方 医方捷径 洪氏良方 千金宝要方 

集験良方 医方合編 古今名医万方類編 験方新編 回生春脚集 

外台秘要 千金翼方 成方切用 蘇氏良方 本事方釈義 

良朋汇集 温热経纬 麻科活人全书 万国药方 千金方 

方书

类 

观聚方         

本草従新 本草疏证 本草读疏 本草求真 随园食谱 

本草述 本草纲目 本草三家註 本草诗笺 本草拾遗 
本草

类 
本草原始 本草备要     

医案

类 

薛氏医案 三家医案 医醇賸义 正续名医类案   

妇科 千金方演义 妇人良方 妇科百问 済阴纲目 傳氏男女科 



类 胎産心法 妇科秘生 大生要旨 産孕集 疫疹一得 

外科

类 

外科正宗 疡医大全  外科三字经 外科证治全书 外科证治全生

幼幼集成 福幼合編 幼科三种 痘疹金镜录 痘疹赋 幼科

类 牛痘新书      

咽喉脈証论 異授眼科 银海精微 眼科大全 痰火点雪 
补遗 

治痢捷要 述古斎三种 霍乱论 血证论   

全体通考 全体新編 西医略轮 西医五钟 内科全书 

医理略述 儒门医学 全体須知 病理撮要 省身指掌 

医方汇编 炎症论略 救人良方 内科阐微 卫生新论 

伝钟改良 体学新编 中西汇通 中西医解 外科理法 

割症全书 熱症总论 花柳指迷 眼科证治 内科理法 

胎内教育 妇科精蘊 保産理法 幼童卫生论 卫生实在易 

生理教科书 保全生命论 卫生教科书 脉表诊病论 延年益寿论 

居宅卫生论 化学卫生论 治心免病法 中学教科生理

学 

妊娠论 

西医

类 

防疫 中西汇参医学

图说 

男女育児新法    

西药

类 

西药体成 西药表 西药略釈     

（出典）〈天津医药研究会所藏之书目一览表〉《竹园白话报》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十五日（《丛

话十八集》 

 

【表３】丁国瑞“卫生”著作一览表（光绪 28-宣统 3年） 

刊载杂志 《丛话》
年号 年 月 日 题名 

名称 号 卷数 

光绪 28    苯老婆养孩子 直报   5

光绪 28    东方病夫之病況    7

光绪 29 10 17 移风易俗议 大公 525 8



光绪 29    卫生浅说 中外   2

光绪 29    小孩的病是母亲爱出来的    10

光绪 30 10 30 中国医学问答外篇 大公 881 9

光绪 31 12 18 敬慎医室集效方 商报 18 8

光绪 31    露天地里养病 敞帚   8

光绪 32 3 1 论洗澡用涼水用热水 商报 82 19

光绪 32 3 3 论茶叶 商报 84 20

光绪 32 3 7 保產无忧饮 商报 88 19

光绪 32 3 8 论炮制药材不可尽泥古法 商报 89 9

光绪 32 3   生化汤 商报   18

光绪 32 4 28 与医学相关之工商宜急速整顿策 商报 139 11

光绪 32 
闰

4 
29 再说霍乱病 商报 169 6

光绪 32 6 24 创议中医研究会启 商报 222 5

光绪 32 7 5 中医研究会变通办理啦 商报 232 9

光绪 32 8 20 戒烟会书后 商报 274 9

光绪 32 9 16 医药研究会总会未开前第一次演说 商报 300 8

光绪 32 10 1 在医药研究会第二次演说 商报 314 10

光绪 32 10 7 时疫宜防 商报 320 9

光绪 32 10 23 在医药研究会第三次演说 商报 335 13

光绪 33 2 17 丁未春津地痧疹症治验 商报 437 5

光绪 33 3 7 医学答客问 商报 457 5

光绪 33 3 18 医界诸君请看 商报 468 16

光绪 33 8 12 济世良方 竹园 10 1

光绪 33 9 6 花柳集验良法序 竹园 33 3

光绪 33 12 22 论洁淨的益处 竹园 138 3

光绪 34 2 14 学堂病 竹园 181 15

光绪 34 5 8 修好的太太请聼 竹园 263 14

光绪 34 5 12 夏令卫生杂说 竹园 279 1



宣统 2 3 5 戒烟戒酒之赘言 民兴 394 10

宣统 2 8 13 论考试医生 民兴 549 18

宣统 2 10 27 禁烟之办法 民兴 622 11

宣统 2 12 1 说体育的好处 民兴 656 6

宣统 3 1 7 致民兴报舘函 民兴 682 14

宣统 3 1 9 对于外人防疫烦苛之感言 爱国 1487 11

宣统 3 1 18 防疫之一助 民兴 693 7

宣统 3 4 20 一误岂堪再误 民兴 784 11

宣统 3 5 21 医书不可不看 民兴 814 7

宣统 3 
闰

6 
16 参观军医学堂感言 民兴 868 14

宣统 3 6   说蟾蜍 爱国 1627 13

※刊载杂志名的略称：「大公」→《大公报》、「中外」→《中外实报》、「商报」→《天津商报》、「敞

帚」→《大公报敞帚千金录》、「竹园」→《竹园白话报》、「民兴」→《民兴报》、「爱国」→《北京

正宗爱国报》                                 ※《丛话》即《竹

园丛话》。                

 

 

 

 

 

 

 

 

 

 

 

 



【表４】天津医药研究会协力者一览表（光绪 32年）  

・徐诚（花翎二品广东补用道）…麦加利银行买办、天津商会会董  

・王贤宾（花翎二品河南补用道）…中立店鹾务财东、天津商会总理、长芦钢縂  

・宁世福（花翎三品候选知府）…新泰兴洋行买办、天津商会协理 

・李宝恆（花翎三品候选道）…长芦钢縂 

・王锡瑛（丁忧在籍花翎三品兵部郎中）…盐商、天津八大家之一 

・窦荣光（候选同知道）…盐商       

・华世镛（举人）…盐商？天津八大家之一？ 

・李应刚（蓝翎五品议敍县丞鸿胪寺序班邑庠生）…盐商、天津八大家之一 

・高思敬（候补巡检）…中医、经营同人医社、长於外科 

・安履忠（议敍从九品）…中医       

・钱国瑞（候选从九品）…中医 

・陈光藻（太医院肄业生）…中医       

・程联仲（同知）…经营义生堂（药铺）、天津商会会员（后行董） 

・阎逢振（中书）…中医？ 

・呂昶泰（理问）…经营祥聚成（药铺）、天津商会会员 

・华德林（监生）…经营瑞芝堂（药铺）、天津商会会员（后行董） 

・王履泰（监生）…经营万芝堂（药铺）、天津商会会员 

・曹彥彬（医生）…中医 

・刘德恆（医生）…中医、也长於西医、经营西药房 

・李瞳曦（医生）…中医 

・李镇（医生）…经营万全堂（药铺）、天津商会会员（后行董） 

・丁国瑞（医生）…中医、经营敬慎医室 

※还有，张灿文（举人）、李澂浠（廩膳生）、杨承业（同知）、刘毓琛（蓝翎五品分欠先选

用刑司狱）、袁惟和（候选从九品）、张际和（生员）、刘成麟（生员）、宋壽彤（生员）、从

翼清（生员）、黑继贤（生员）、金恩第（监生），但详细不明。 

（出典）〈天津医药研究会呈请督宪袁宮保立案护稟稿〉，《天津商报》光绪三十二年十一

月二十一日（《竹园丛话》十五集）。爲了调查人物简历，参考以下资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编，《天津近代人物錄》（天津：天津市地方史志编修委

员会縂编辑室，1987 年）。张宏铸主编，《天津通志：卫生志》（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9 年）。〈光绪三十一、三十二年入会行名表〉，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



（1903-1911）》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 年）页 63-78。〈天津商务总会縂协理及会

董名单〉（光绪三十二年），前引《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页 108-109。〈津商

会照会名行商董因会务日繁请各行商增举行董四员併附票庄等三十七行新增董事名单〉，前引

《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页 130-132。丁国瑞编《竹园丛话》一-二十四集，

天津敬慎医室，1923-26 年。 



生药 成药 生药 成药
1870 89,162
1871 106,688
1872 156,651
1873 196,263
1874 155,413
1875 166,149
1876 184,482
1877 184,419
1878 148,700
1879 271,897
1880 286,447
1881 270,411
1882 254,325
1883 255,379
1884 246,002
1885 317,890
1886 248,336
1887 294,602
1888 282,821
1889 358,665
1890 407,035
1891 470,598
1892 562,376
1893 439,092
1894 422,122
1895 396,889
1896 425,898
1897 435,363
1898 582,843
1899 644,459
1900 353,901
1901 512,588
1902 658,943
1903 432,997 44,438 71,565 115,357 32,987
1904 574,836 37,199 124,425 82,679 23,784
1905 483,020 66,470 120,749 116,854 28,512
1906 621,019 62,424 104,743 134,677 42,608
1907 622,434 64,370 104,197 52,226 151,742
1908 676,096 55,250 100,419 37,300 128,518
1909 742,312 73,745 144,082 55,847 130,448
1910 707,305 57,797 159,866 209,638 51,551
1911 833,608 62,525 129,660 126,354 43,793
1912 675,260 48,588 97,698 147,942 23,928

【表5】天津药材贸易（1870年-1912年）<单位=海关两>

年 药材出口复出口
外国药材进口 国產药材复进口
1904年以后 1904年以后

2,614 20,949
2,802 47,754
2,920 25,042
1,590 36,674
3,323 46,049
5,412 45,374
5,304 45,132
5,145 32,967
4,006 37,887
4,612 51,019
7,877 56,373
12,085 57,160
10,367 55,578
7,744 62,732
4,236 59,874
5,065 92,293
8,241 92,058
12,367 96,264
14,907 106,218
12,783 98,723
18,134 93,996
33,786 101,925
35,650 105,889
36,697 89,745
28,970 86,556
36,633 108,155
35,892 112,487
45,668 105,606
53,555 125,109
62,971 138,647
29,025 56,610
74,460 83,929
125,582 166,991

（出典）Chinese Imperal Maritime Customs, Returns of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in China, 1870-1876. Chinese Imperal Maritime Customs,
Returns of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1877-1881. Chinese Imperal
Maritime Customs, Returns of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and Trade
Reports, 1882-1886. Chinese Imperal Maritime Customs, 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 1887-1912.※“生药”与“成药”之区別，参考〈天津贸易
案内〉（《通商公报》245号，1915年）页817的记述，即「数量を示したると之
れを省きたるとあり。前者は⋯（中略）⋯生薬类にして、后者は主として一般
売薬を総括せり」（有表示数量的，也有省略数量的。前者是⋯（中略）⋯生药
类，后者主要是总括一般成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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