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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学中”挖掘中医药伟大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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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从根据地医疗卫生实

际出发，提倡使用中医药，在实践中逐步完善对中西

医发展的认识。在那个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党的决

策让中医药为守护万千军民的健康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在这新的阶段，4 亿 7 500 万中国人民的健康状况直

接影响着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面对当时中

国积贫积弱的社会状况，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确定了

“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方针；对于废止中医思想

的回潮，党中央纠错正偏，支持中医发展；全国开展

西医学习中医，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中医人才。

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与领导，让中医药事业在新中

国成立之初，就得以乘风破浪，持续发展，成为创造

健康幸福生活的关键力量。

1 定方针，团结中西医

中西医关系问题是近代以来一直没有得到妥善

处理的一个复杂社会问题。面对遍布全国的几十万中

医医生和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医学术采取什么样的态

度，无论从政治角度还是从科学角度，都是党和国家

领导人必须思考的。

1949 年 9—10 月间，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

员会卫生部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会后毛

泽东主席批准，将“预防为主”确定为卫生工作的总

方针。毛泽东主席在接见第一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代

表时指出：必须很好团结中医，提高技术，搞好中医

工作，发挥中医力量。

1949 年 11 月 1 日，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正式

成立。卫生部成立后为制定卫生工作方针做了大量工

作。为了深入分析新中国的卫生状况和人民对保健的

要求，对卫生工作方针形成统一认识，召开一个辐射

全国的卫生会议成为当务之急。

1950 年 8 月 7 日下午三点，第一届全国卫生会

议正式开幕。毛泽东主席为这次会议题词：“团结新

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

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毛泽东主

席的题词明确了解决中西医关系问题的基本方向。

在毛泽东主席题词的指引下，会议对开展新中

国的人民卫生工作确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

主”“团结中西医”为卫生工作的三大原则，即指导

新中国卫生工作建设的三大方针。

在稳定政治局面和完成艰巨的人民防病灭病工作

的关键时期，“团结中西医”的提出，既明确了卫生

工作的主体，也明确了处理中西医关系的总的原则。

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于中西医之间建立起巩固的统一战

线的需要，标志着在党的领导下，中医社会地位的大

大提高。

2 纠错误，重振中医发展

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突出了“团结中西医”和

“中医科学化”两大与中医工作相关的主题，强调了

中医在卫生工作中的地位和中医学的宝贵经验，然而

却对中医学理论体系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这让主张

“废止中医”的人抓到了可乘之机，对“中医科学化”

问题大做文章。废止中医思想的回潮，把“中医科学

化”落实为改造中医的“中医进修”工作等，使中医

的存续受到了严重威胁。

在中医经历了被排斥和歧视的困苦时期后，毛泽

东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数次指示批示让中医人减轻

了重压，重获了希望。

1953 年，毛泽东主席在对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指

出：“看不起中医是不对的，把中医说得都好太好，

也是错误的”，“我们对中医须有全面的正确的认识。

必须批判地接受这份遗产。必须把一切积极因素保存

和发扬。”

1954 年 6 月底 7 月初，毛泽东主席对中医药工

作发表讲话，指出，“中西医比较起来，中医有几千

年的历史，而西医传入中国不过几十年，直到今天我

国人民疾病诊疗仍靠中医的仍占五万万以上，依靠西

医的则仅数千万（而且多半在城市里）。因此，若就

中国有史以来的卫生教育事业来说，中医的贡献与功

劳是很大的。祖国医学遗产若干年来，不仅未被发扬，

反而受到轻视与排斥，对中央关于团结中西医的指示

未贯彻，中西医的真正团结还未解决，这是错误的，

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错误一定要纠正。首先各级卫

生行政部门思想上要改变。”

为了全面纠正影响中西医团结的错误倾向，党

中央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1954 年 7 月，成立了

由中宣部、文化中央教育委员会、卫生部指定人员组

成的中医问题临时工作组，向各地卫生行政负责人和

北京、天津的中西医传达中共中央关于中医问题的指

示；召开了中共中央、华北和北京市各有关部门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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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医座谈会，反复讨论了关于学习和研究中医、扩大

中医业务、出版中医书籍等问题。

毛泽东主席的多次指示和党中央的一系列措施为

中医药解开束缚，纠错正偏，中医得以重新振兴发展。

3 作批示，掀西学中高潮

1955 年 12 月 19 日，卫生部中医研究院正式成

立的同时，全国首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在中医

研究院举行开学典礼。共有 84 名全国各地选送的高

等西医药学校毕业生和具有临床经验的西医师来院报

到。1958 年 6 月，全国首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

班 76 名学员毕业。这批学员后来大都成了中医科研、

医疗和教学骨干，在中医药事业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

1958年9月25日，卫生部党组向中央提交了《关

于西医学中医离职班情况成绩和经验给中央的报告》，

汇报了中医研究院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的情况和成

绩，报告很快被送到毛泽东主席手中。

1958 年 10 月 11 日，毛泽东主席作了批示：“我

看如能在一九五八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各办一个

七十至八十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

一九六○年冬或一九六一年春，我们就有大约二千名

这样的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

理论家 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中国医药

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这一批示让全国掀起了西医学习中医的高潮。

1958 年之后，卫生部又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

成都、天津举办了 6 个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全

国各省、市、自治区也相继举办了西医离职学习中医

班，培养了一大批中西医兼通的新型人才，包括国医

大师唐由之、陈可冀等，为扩大中医药学的国际影响

和传播发挥了巨大作用。之后，中医研究院举办了第

二、第三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诺贝尔生理学

或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就是第三期西学中班学员。

1960 年 2 月，卫生部党组向中央提交《关于全

国西医学习中医经验座谈会情况的报告》，提出了三

点经验、四点意见。三点经验是：必须认真地批判轻

视祖国医药遗产的思想；贯彻党的中医政策，必须坚

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组织西医学习中医必

须坚持离职学习与在职学习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并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四点意见是：加强党对

中医工作的领导，认真贯彻执行中医政策；西医学习

中医仍然是目前贯彻党的中医政策的关键；在进一步

开展西医学习中医的同时，要加强用现代科学方法来

研究祖国医学的工作；加强中西医团结合作，交流经

验。这三点经验和四点意见的提出，进一步提高了对

中医政策的认识，加强了中西医的团结。

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与领导下，团结中西医的方

针得到持续贯彻，开展西医学习中医为中医药事业发

展培养出一批优秀人才，也为中西医结合发展打下坚

实的基础。

（转载自《中国中医药报》2021 年 3 月 1 日第 
3 版，作者：秦宇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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