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沉痛悼念本刊名誉总编季钟朴教授

中国共产党优秀

党员、忠诚于党的教

育事业和医学事业的

著名医学教育家、生

理学家、杰出的中西

医结合学者季钟朴教

授，因病于!""!年!
月#!日凌晨!时#"
分在北京逝世，享年

$%岁。

季钟朴教授#%#&年出生于江苏省常熟市，#%&’
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学生时期即积极投身抗日救

亡运动，担任过南京秘密学联的领导工作并作为学生

代表参加南京各界抗日救国会。抗战烽火初起，他投

笔从戎，于#%&’年到达陕北并随八路军总政治部奔赴

前线。曾任民运科股长、宣传科科长等职，同年#"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年调到八路军军医学校执教，

同年八路军军医学校迁到革命圣地延安，改名为中国

医科大学。他任该校教育长兼生理教研室主任，先后

为$期学员讲授生理学等课程。他所编写的《实用生

理学》、《生理学实验指导》等教材，为几个解放区医学

院校采用。#%()年，延安中国医科大学迁到黑龙江省

兴山，他继续任教育长兼生理教研室主任。在此期间，

他成功研制了当时急需的干血浆粉，缓解了前线伤员

输血的紧张状况，受到抗日民主联军卫生部给予记大

功的嘉奖。

#%(%年新中国成立，百业待兴。季钟朴教授由毛

泽东主席任命为哈尔滨医科大学校长，兼任生理教研

室主任。身为校长，他领导全校员工克服重重困难，积

极开展学校的创建工作，给全校师生树立了创业者的

楷模形象；身为教师，他承担生理学教学，和学生打成

一片，形成了校长———教授———学生亲密无间的教学

相长关系。他教书育人、治学严谨的学者风范，条理分

明、生动活泼、深入浅出、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风格，在

哈尔滨医科大学师生中代代传颂，永志难忘。

#%(%年，季钟朴教授应前苏联科学院邀请，参加

了诺贝尔医学与生理学奖获得者巴甫洛夫百年诞辰学

术讨论会。回国后，受上级委托举办了我国高等院校

生理学教授“巴甫洛夫学术讲习班”，向我国生理学界

系统介绍了巴甫洛夫学术思想。此外，他还到过东欧、

奥地利、日本等国及香港地区访问、讲学，促进了中外

医学的交流。

#%*(年，季钟朴教授调到卫生部任医学教育司司

长，并兼卫生部科委副主任。他深感责任重大，一到任

即全心全意地投入我国医学教育事业。他认真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重视调查研究，足迹踏遍全国各地医药院

校，认真听取各类教学人员、特别是教授们的意见。在

广泛调查研究、集思广益的基础上，针对我国缺医少药

的现实，提出了医药学教育要两条腿走路，实行普及与

提高相结合；针对我国中、西医两种医学的客观存在，

强调中医学与西医学相结合；针对当时干部培养中过

分强调专业技术教育、忽视政治思想教育的单纯技术

观点，提出各院校制定培养红专骨干教师计划，坚持红

与专相结合；针对医学教育中的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

倾向，提出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等医学教育思想，为全

国医学教育改革及时提出了正确的指导意见。他组织

全国医学院校编写教学计划、教材，培养师资，为新中

国医药卫生教育事业的发展，殚精竭虑。他在医学教

育岗位上，严以律己，尽职尽责，勤勤恳恳工作数十年，

为我国医药卫生教育的发展和医药卫生人才的培养做

出了突出的贡献，在全国医学教育界享有极高的声誉。

#%’)年，季钟朴教授调到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后

更名为中国中医研究院）工作，#%’$年任院长、党委副

书记，兼北京中医学院院长。同年被选为中国生理学

会副理事长。直到#%$&年离休。

在任中国中医研究院院长期间，中医药事业面临

拨乱反正，百废待兴。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狠抓“出

人才、出成果”，加强学科建设和科研基础条件建设。

他重视中医古代文献的研究、诠释工作，在其倡导下把

古中医书译作白话文达#&""万余字。他提出建立老

中医学术经验研究室和“中心实验室”，加强各院所中

医、中西医结合研究室建设。在此期间成立了医史文

献研究所，先后建立了图书馆大楼、中心实验室大楼、

骨伤科研究所楼等；为了更好地继承发掘中医古典文

献和著作，组建了中医古籍出版社；为了促进中医药走

向世界，与世界卫生组织（+,-）共同成立了针灸、中

医、中药等传统医学合作中心及国际针灸培训中心。

季钟朴教授特别注重科技队伍建设，善于调动科

研人员的积极性，尤其重视科研成果的培育。为了多

出科研成果，他深入到各个院所、各个重点研究室，与

科研人员共同讨论科研课题，狠抓重点项目。在他任

院长期间，中医研究院承前启后地涌现出青蒿素、化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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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石汤、消痔灵注射液、冠心!号等一批重大科研成

果。!"##年，他根据循经感传现象的研究，提出了“肯

定现象，探索规律，提高疗效，阐明本质”的经络学说的

研究思路与方法，成为研究经络的重要指导思想。这

一时期，出现了鼓舞人心、欣欣向荣的科研工作局面。

长期以来，季钟朴教授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和

中西医结合方针，积极提倡用现代科学方法继承和发

扬中医药学，促进中西医结合。早在!"$%年，他就参

加了卫生部举办的司局长干部中医学习讲座，接受了

中医学的启蒙教育。以后，在医学教育中提倡中西医

结合，在西医院校开设中医课程，在中医院校开设西医

课程。在中医研究院各个研究所均组建了中医、中西

医结合两种研究室。!"#%年中医研究院在全国最早

开创招收中医研究生（班）及中西医结合研究生。

!"%!年，经卫生部和中国科协批准，成立了中国

中西医结合研究会（后更名为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

同时创办了《中西医结合杂志》（后更名为《中国中西医

结合杂志》）。季钟朴教授得到全国中西医结合工作者

的拥戴，当选为首届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理事长，兼

任《中西医结合杂志》主编。这期间，他为了中西医结

合学术的发展，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中医政策和中西

医结合方针，努力促进西学中队伍的培养与发展，正确

地处理继承和发展创新的关系。

离休后，仍担任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理事长及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主编的季种朴教授，继续深入

学习研究中医，编著出版学术著作，如《中西医结合的

思路与方法》、《十论中医生理学与中西医结合》、《现代

中医生理学基础》等。其发表的有关中西医结合在思

路与方法学方面的诸多论文中，比较突出的有“中西医

学结合点问题”、“从比较求结合”、“关于中医证型客观

化研究的评述”、“中医宏观辨证的微观化与西医微观

分析的整体化”、“论中医学的&!世纪的战略思路”、

“再论经络研究的思路”、“有关循经感传现象研究的五

点看法”等。这些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著述已成为我

国医药学中一份宝贵的知识财富。

作为一位党的好干部，季钟朴同志在革命熔炉中

熔铸而成的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

他那注重调查研究，善于科学思考，实事求是，认真负

责，几十年如一日的忘我而谦虚谨慎的工作作风，廉洁

奉公的高尚品质，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为我们树立了一

个共产党人的榜样；作为一位医学教育家，他热爱医学

教育事业，一生桃李满天下，其中知名专家不乏其人。

他勤奋向上、严谨治学的态度，更堪称为人师表；作为

一位医学和生理学家，他对中医学的热爱和刻苦钻研

精神，以及坚持中西医结合、中西医并重、继承发展中

医药学的坚定信念，成为我们的楷模。在他的身上，我

们看到的是一身正气和坚持真理的科学精神与独立思

考“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高贵品质，以及满腔热

忱的敬业精神！

季钟朴教授的一生，是为新中国医学教育事业勤

勤恳恳，忘我工作的一生；是教书育人，为培养新中国

医药卫生人才呕心沥血，无私奉献的一生；是为继承发

扬中医药学精诚奋斗的一生；是为中西医结合事业的

创新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一生；更是为党的事业兢兢

业业、光明磊落的一生。季钟朴教授风范长存，他将永

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第三届全国常见病综合治疗及文献研究学术会议征文通知

第三届全国常见病综合治疗及文献研究学术会议拟于&’’&年%月在广西桂林举办。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 征文内容 （!）运用中医、中西医结合方法防治常见病的古今文献研究；（&）运用中医药防治常见病的临床报道、药物研究、

实验研究；（(）中西医结合防治常见病的临床报道、药物研究、实验研究；（)）针灸、推拿、敷贴等非药物疗法治疗常见病的临床报道、

实验研究；（$）名老中医经验整理；（*）民间单方、验方及有效方药介绍；（#）常见病的临床护理经验总结；（%）相关新药及医疗器械介

绍。

& 征稿要求 （!）资料翔实，数据准确，图表、计量单位和标点符合规范，用方格稿纸誊清（最好使用打印稿），字数在(’’’字

左右。（&）临床报道类文章要求加盖单位公章。（(）寄稿时在信封上注明“会议征稿”字样（特别欢迎电子邮件方式投稿）。

( 截稿日期 &’’&年*月(’日（会议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 邮寄地址 郑州市东明路!号，河南中医学院中医药文献研究所（邮编)$’’’%）；联系人：周厚启；联系电话：’(#!—

$*%’!**；传真：’(#!—$"*&"#!；+,-./0：1234567"(#!8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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