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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医界春秋〉1926-1937--民国中医变局中的人和事》全面整理研究了民国时期影响最大的中医期刊
《医界春秋》的办刊情况，涉及民国中医重大历史事件，披露了民国中医鲜为人知的行业内幕。
以《医界春秋》作为个案研究，展示民国时期民办中医期刊的特点，探讨中医期刊在读者与作者、编
辑模式与经营手段等内容。
本书从微观上分析期刊出版与社会政治关系，研究行业出版史，并从而探讨出版与学术文化、社会发
展的关系，反映了民国时期尤其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民间中医期刊出版的特点，同时也反映出行业内
期刊出版对中医行业发展的影响和推动作用，本书对民国中医史研究及民国出版史研究具有重要史料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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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沈伟东，1970年生，浙江嵊县人，现定居桂林。
毕业于上海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医学博士。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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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医界春秋》之中医学术性与知识普及性的结合，使《医界春秋》的读者群体得以扩
大，从中医药从业人员扩充到中医药爱好者和一般社会大众。
医疗健康与社会大众读者息息相关，医疗保健知识的普及是中医药期刊办刊目的的重要方面。
也只有把普及性和专业性结合起来，《医界春秋》才能既在中医界形成自己的独特品牌，形成自己的
读者群体，同时也拥有众多的社会读者，形成自己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中医学术性与知识普及性的结合，也说明办刊人既照顾到了中医界高端读者，也照顾到各地各个层次
的中医药从业人员不同的阅读要求。
这样的内容定位是和《医界春秋》以医界春秋社社员为核心读者群体的读者定位相符合的。
医界春秋社的社员是各地关注中医事业、关注中医时事、关注中医学术发展的中医界人士和中医爱好
者，他们是中医药界的群众基础。
．《医界春秋》的编撰者多为中医界知名人士，读者也多为中医界从业者，作者和读者有所交叉，同
时也兼顾中医爱好者等社会大众读者。
在为作者和读者服务方面，该刊注重贴近作者和读者，编者与作者、读者的交流甚多，“本刊撰述者
”、“本社事”、“新社员题名录”、“本社致谢”、“周年回顾”、社会各界名流的题词照片、该
刊同人照片、社员照片、热心投稿者照片等补白和插页，都起到了团结作者、读者的作用。
在栏目的设计和内容方面，该刊及时反映社会时局变化，关注与中医界紧密相关的时事，注意不同观
点的文章的呼应对答，各种观点的辩论，能抓住中医界人士关注的热点问题组织稿件，使该刊在同类
期刊中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成为维护中医药界权益、引导中医界舆论、反映较高学术水平的中医药
期刊。
《医界春秋》具有开明的办刊风格，包容各种不同的意见。
翻开《医界春秋》，当时中医界人士的面目可以从文章中的言论，从论战对手的描写中反映出来，显
得形象生动而个性鲜明。
《医界春秋》成了当时中医界交流的“俱乐部”。
《医界春秋》刊登的学术论文、时事评论，多有读者的反馈意见。
“通讯”栏目则刊发了各地中医家、社会读者的来函，探讨学术，阐发观点。
同时，从《医界春秋》刊登的医界春秋社的“新社员题名录”中可以看到，不少地区的中医界人士一
起加入医界春秋社，这对增进地区中医界的交流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医界春秋》杂志办刊人办刊之初就强调办刊的公益性质：“本社同人牺牲经济精神从事编辑月刊，
以谋中国医学之发展”，“本刊绝非谋利性质，故取价极廉”(第11期封三启事)。
《医界春秋》公开办刊账目，刊登了赞助人的名单。
办刊经费的筹措，前期主要靠上海中医家的赞助，之后主要靠社员的社费及期刊发行收入达到收支基
本平衡。
在办刊中，《医界春秋》募集医药图书报刊，开设“本社图书室”向社会大众开放，也体现了其公益
性特点。
账目的公开透明，为中医事业不遗余力地运筹谋划，公益性的期刊定位让《医界春秋》在中医界赢得
良好的声誉，得到中医界人士和社会大众读者的支持，也为张赞臣赢得了声望。
关注社会生活的中医药时政期刊《医界春秋》作为中医行业综合性期刊，关注社会生活，及时反映中
医药时政，关注中医药行业从业人员关注的问题，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当时与中医药有关的时政消息。
《医界春秋》刊登了大量与中医界有关的时事报道，如对“废止中医案”和中医界反对“废止中医案
”的报道，对“中医条例”事件的报道，对全国医药团体临时代表大会的报道，对争取中医列入学校
系统的报道，对中央国医馆的筹备和成立的报道，一对医药界国大代表选举的报道，等等。
此外，《医界春秋》还报道了大量国民政府卫生部、教育部及上海市卫生局发布的医政管理的政策，
报道了中医界人士对这些政策的反应。
如第21期刊登了上海市卫生局长胡鸿基的《上海特别市卫生局办理中西医及助产女士登记经过概括》
，第97期刊登的《上海市卫生局修改中医领照章程》，第112期的《中医立法问题立法院重新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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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4期的《行政院会议通过中医审查规则》，第116期的《卫生署公布中医审查规则》，等等，引起
中医界人士的关注。
《医界春秋》刊登了当时引起中医界关注的话题，如第11期的“记者”撰写的《励精图治之女子中医
专校》，对当时尚少见的女子中医教育进行了专题报道。
P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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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很长一段时间，每天早上，我第一个到上海中医药博物馆“上班”。
和保安大姐打了招呼，进入这个圆鼎形现代建筑。
幽暗神秘的氛围中，我在一楼大厅一遍一遍看展品。
走到天圣铜入面前，握握他的手，摸摸他身上的穴位。
他憨憨地似乎有些羞涩地看着我，一任纯真的少年。
8点钟，管理博物馆资料室的萧惠英老师推着电动车走进博物馆，开资料室的门，进入恒温资料库，
为我抱来一摞摞民国时期的中医药期刊。
我一本本看，作笔记。
时光飞快，转眼中午，转眼下午⋯⋯转眼一个春天，转眼一个秋天⋯⋯近百种民国中医药期刊的提要
写出来的时候，已经是初冬。
每天“下班”，身上都落着民国时期酸性纸的碎屑。
阳光中，陈旧的书卷气息随着微尘浮动，有时会飞出小虫。
⋯⋯剥离美国大片本身的娱乐功能，从这些片子里我们可以看到导演对人类命运的隐忧。
这种隐忧也许是对人类自身不断发展、不断壮大后的一种超越人类自身的犹疑和对命运的恐惧。
放在生物进化史中观照人类自身，几万年相对于几亿几十亿年的地球生物史，似乎人类就是一个基因
突变而形成的“另类生命”。
人类横冲直撞，又在微不足道的几千年不断壮大自己，在几百年甚至仅仅几十年中达到与其他生物相
比，强大到貌似所向无敌。
仅仅数量上，由2000年前的不到1亿人口，达到现在的70亿人口；而人类制造出了足以让地球毁灭的能
量，许多生物因人类活动而灭绝。
站在生物圈看，也许人类本身是基因突变的最大的～隆物”。
那么，人类内心深处在强大的背后有了更多的恐慌：造物主会不会产生另外的“怪物”，和人类抗衡
呢？
毕竟，和谐才有生命世界。
于是，有了这么多基因突变的灾难片出来。
基因突变包括微观的病毒，也包括深海海怪。
在现实中，艾滋病病毒是不是也是基因突变的产物呢？
而基因突变背后有没有造物主(或者说大自然)看不见的手呢？
这是人类永恒的恐怖。
想到我们所学的中医。
西医解释不了中医很多现象，仅仅经络腧穴就无法用强大的现代医学解释。
其实，人类区区几千年的所谓文明史现代科学又何尝能够解释呢？
科学貌似强大，其实也可怜。
工业革命的几百年科学技术呈爆发状“突变”，“人类”成了生物圈中的异类，在诸多生物眼中，我
们何尝不是基因突变的“怪兽”！
而“怪兽”后面又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吓得～隆兽”一脸茫然。
也许中医是与自然对话的一扇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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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医界春秋:民国中医变局中的人和事(1926-1937)》：民国中医解密！
故纸记录的国医行业往事，杂志呈现的民国医界风云！
沈伟东编写的《医界春秋(民国中医变局中的人和事1926-1937)》共分为《医界春秋》的办刊者；《医
界春秋》的办刊目的与期刊定位；《医界春秋》专刊，专号的策划与出版等几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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