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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天津的中西医交融
乔　沣

天津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口腔颌面外科教研室　天津　300070

摘　要：近代天津为晚清大变局首当其冲者伴随开，埠通商西医传入亦较早西医自身特点在许多方面显现出优势

渐为国人所接受面对中西医学之，间势力的消长地位的转化，以丁国瑞张锡纯施今墨程价三为代表的先行者在注

重临床疗效的前提下倡导中西医交融形成独具风格的津沽医学特色和学术思想且厚积薄发，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结

出了累累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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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代中医学面临两个重大变局，一是西学东渐

导致中医学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改变；二是西医学

传入给中医学平添了一个参照物和竞争对手而近代

天津则是这种变局首当其冲者西医学自身特点在许

多方面显现出优势，渐为国人所接受中医由于良好

的疗效也一直顽强生存面对中西医学之间势力的消

长地位的转化，津门医家中一部分先行者在注重临

床疗效的前提下倡导中西医交融。

1　西方医学较早传人近代天津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被迫开埠通商，成为

晚清大变局首当其冲者。列强划分租界，设立洋行，

国外商品输人而国内资源外流；同时，天津成为北

方的洋务中心，举办了多种军事和民用工业，民

族经济开始起步，还爆发过大规模反抗列强欺凌的

“天津教案’，事件随着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侵人，

西医传人亦较早。

西方教会设立医院，招收华人学徒，兴办医学

校，发行中文报刊以及翻译西医学书籍等，是早期

西医学传人中国的主要途径。天津的教会医院主要

有英国基督教伦敦会的施医养病院、法国天主教会

的仁慈堂、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的妇婴医院等，尤

其值得注意的是中西合办的天津总督医院。总督医

院的创建，传教士医士马根济和直隶总督李鸿章都

发挥了重要作用；1881年 12月 15日，在总督医院

里成立了天津总督医学堂，这是中国最早的官办西

医学校“北洋医学堂的前身；虽然学堂规模有限，

却为近代中国海军、陆军输人了最早的一批专业军

医人才，为天津乃至全国的公共卫生事业和日后天

津医学教育人才的本土化输送了一批专业人才。

尽管 19世纪末西医在天津有所发展，但还远未

形成一支独立的力量来动摇中医的主导地位。中西

医的接触还以阅读对方的医学书籍为主，但由于不

同民族间文化、思维和语言的差异，中西医典籍的

翻译不仅很少且不能好地传递信息，中西医之间的

接触在范围、深度和规模上十分有限。

2　北洋新政时期天津医药研究会的“中体西用”

经过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人侵后，清政权岌

岌可危，1901年被迫宣布变法改革。时任直隶总督

的袁世凯开始推行一系列北洋新政，天津在警备、

教育、交通和地方自治等各个方面加速了近代化进

程，这其中也包括卫生行政，如设立卫生局、公立

医院、医学院校，完善海港检疫制度等，这些近代

卫生体制都是以西医学为基础的。天津卫生局承继

都统衙门卫生局，“以法国军医梅尼作为顾问，以北

洋医学堂毕业生充当医员”，还雇用中外卫生巡捕督

查市内卫生；北洋医学堂以法国军医梅尼任教习、

北洋军医学堂以日人平贺精次郎为教习；而私人开

业的西医、西药铺也开始增多。随着天津西医势力

的不断增长、影响不断扩大，津门医家中接触到西

医的人士开始注意到中西医学理论之间的不同，对

于中西医、中西药的关注和讨论也时常见诸报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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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承认并主张吸取西医学的一些长处，但中

医界从主体上肯定中医学、推崇中医学。面对西医、

西药的传人，天津中医药界以丁国瑞为代表的开明

人士，在提倡国货、抗击列强经济侵略的商会实业

家支持下，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开始推动改革。

丁国瑞（1870-1935年）字子良，号竹园，回

族，精研中医学，在法租界开设“敬慎医室”诊所。

丁氏极为关心国事，希望“以言济世，以医济人”，

自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起在天津各报刊上发起

“竹园演说”，涉猎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医学、政

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影响巨大。

面对西医学传人，丁国瑞认为必须通过改革自

身存在的弊端来振兴中医界，于是在光绪三十一年

（1905年）发起成立天津医药研究会。在得到天津商

会士绅的资助后，组织机构逐渐完善，参加活动的

中医和药商也越来越多。研究会的目的有如下几个：

如何采用西洋医学的长处来发展中国医学；消除中

医与药业之间的障碍；改编古医书并编辑新医书；

除掉医药界的各种恶习；为贫民医治；普及卫生观

念。医药研究会改革中医药的目标显然是“中体西

用”，而为了研究西医的长处，研究会收藏有当时出

版的西医、西药类图书近五十种。研究会定期进行

各种研究活动，包括“演说”、“实地研究、“讨论治

法”及“分科研究”等，还经常积极邀请天津各界

名流参与，并在报纸上宣传研究会成果，提高民众

对中医药界的信赖。

宣统二年（1910年）鼠疫流行。防疫过程中，

天津卫生局所用“强制隔离”等西式防疫方式过于

急切，激化了传统习惯与近代防疫间的矛盾，很多

人绝接受隔离治疗；天津商会支持医药研究会成立

“防疫保药房、留验所、养病院等机构的防疫总医

院，这实际是西式中医总医院。可惜得不到政府的

支持，财力不济，计划落空。

3　独树一帜的中西医士程价三

程价三（1891一约 1963年），又名介三，山东

禹城人，乃伊洛先贤二程后裔，因家贫弃儒学医，

医药兼通，又精针灸。24岁悬壶津门，创办施诊舍

药所，每于天灾流行之际施诊舍药。1918年因在中

华基督教会捐建的义学助教，程价三逐渐接受教义，

信仰耶稣基督；又因为灾民施诊舍药，觉卫生防疫，

西医有其所长。机缘巧合师从王趾周，人中西医学

传习所学西医。

1925年程价三受邀到天津直军善后医院担任医

务主任，后到天津兵站医院、北京南苑后方总医院

服务，又随军到张家口陆军医院担任内科主任兼第

一院长，西医医术精进。1928年程价三回到天津开

办程氏医寓，内科用中医、外科用西医，于朦症、

噎食、干痛三大证颇有心得。后又加人万国道德会，

昌明孝道，续修《程氏族谱》，广受赞誉。程价三对

于医学与宗教，无不潜心研究，而求其实用；利用

医书之法而济人，利用宗教之法而救世。1949年 5

月，天津市人民政府卫生局登记医事人员，程价三

“中医检霹、西医甄训”完全及格，得到中医、西

医两份执照；建国后天津市卫生局协助各区陆续组

建联合诊所，程价三在天津市河东区郭庄子门诊部

（工农联合诊所）工作。

4　结论

天津作为中国早期的海外通商口岸具有传统与

开放兼收又并蓄的城市人文特征在这样环境里发展

起来的津门医药事业也独具特色 % 以提高疗效发扬

中医为目的的中西医交融互通 % 同样创造了中西医

结合的新医学派厚积薄发终于在新中国成立后在中

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中西医结

合治疗危重病等方面开出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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