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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原始文献考证方法 ,重新认识创刊于清光绪二十

三年 (1897年 )的《利济学堂报 》的历史地位和科技传播实践。

认为《利济学堂报 》为中国高校专业科技学报的萌芽 ,亦为中国

最早的中医期刊之一 ,其主办机构利济医学堂为中国最早的中

医专门学校。它的独特的办刊模式与机制在晚清中国期刊演

化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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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利济学堂报 》的研究 ,仅见于上海图书馆的

《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 》[ 1 ]、姚远的《中国大学科技

期刊史 》[ 2 ]288、姚远等的《中国近代科技期刊源流 》[ 3 ]
,

以及史和等的《中国近代报刊名录 》[ 4 ]。本文拟重新

认识其历史地位和中医科技传播实践。

1　首开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的先河

　　《利济学堂报 》为综合性中医半月刊 ,清光绪二十

三年十二月 (1897年 1月 )创刊于浙江温州。瑞安利

济医院学堂主办 ,主持者为浙江乐清人陈虬 (志三 )、

瑞安人陈黻宸 (介石 )和瑞安人何迪启 (志石 )等。池

志征具体主事 ,参与报馆编辑出版者多达 52人。

《利济学堂报 》为木刻本 ,用七刀官堆纸印 ,后改

用连史纸 ,线装成册 ,每册约 50页 ,通页竖排。该刊除

在瑞安有以学堂为办刊地外 ,另在杭州设馆。其主办

者利济医院学堂为浙南维新派的重要据点 ,故以推广

发扬中医事业 ,兼介绍中西一切学术 ,提倡学术争鸣和

力图富国强民为办刊宗旨。

在出版刊行日期的设计上 ,遵医历以 24节气日为

定期出刊日。创刊号有《利济学堂报例 》,第 2册有

《该学堂报馆须相辅而行 》等反映办刊历史的文章。

自光绪二十三年 (1897年 )起 ,按读者的不同兴趣 ,按

分折线二次汇编装订有《丁酉利济学堂报时事鉴要 》

《丁酉利济学堂报见闻近录 》《丁酉利济学堂报洋务掇

闻 》《丁酉利济学堂报商务丛谈 》《丁酉利济学堂报艺

事稗乘 》等 ,形成了独特的出版样式。刊物发行至全

国 ,在港澳亦设有发行处。北京大学图书馆现存有第

1～16册。

学术界对中医期刊的起源历来有不同的说法 ,

1955年 ,祝尽梅提出《医学报 》和《上海医报 》为最早

的中医期刊 [ 5 ] ,《中国医学百科全书 》附录刊载的 389

种中医期刊的名录中 ,也将《医药报 》列为中国中医刊

物的发轫。姚远等提出《吴医汇讲 》为最早中文期刊 ,

也是最早中文科技期刊 [ 2 ]459。在中医期刊发展序列

上 ,《利济学堂报 》早于创刊于光绪三十年 ( 1904年 )

在上海发行、由周雪樵主编的《医药报 》,仅次于清乾

隆五十七年 ( 1792年 )八月唐大烈在江苏吴县 (今苏

州 )创刊的《吴医汇讲 》。

《利济学堂报 》与《吴医汇讲 》相比 ,前者更具现代

期刊的特征 ,直接借鉴了西方报刊模式和机制 ,是成熟

的现代期刊形态 ,后者则介于中国古代传统的丛刊特

征和现代期刊特征之间 ,直接源于自南宋以来的丛书、

丛刊分卷连续出版的传统 ,只能是现代期刊的萌芽 ,或

原始形态。

从高校科技期刊发展的序列来看 ,《利济学堂报 》

亦首开高校专业科技期刊的先河。在它之前 ,清光绪

十五年 ( 1889年 )上海圣约翰大学前身圣约翰书院

(1905年在美国注册为大学 )创办的《约翰声 》季刊 ,

虽为我国大学学报的肇端 [ 6 ] ,但尚属文理综合性大学

学报 ,至于有人将东吴大学堂于清光绪三十二年

(1906年 )创办的《学桴 》(《东吴月报 》)视为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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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肇端则是不符合史实的 ,即使按有关圣约翰书院非

大学的说法 [ 7 ] ,那么改称大学的时间也比《学桴 》早 1

年 ,而且其文理综合性和学术性比《学桴 》强得多。其

余马六甲英华书院 (1842年迁香港 )于 1815年创办的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 》、上海格致书院于同治元年

(1876年 )创办的《格致汇编 》,因其主办机构多以传

教为主要目的 ,之后也并未发展为高等学校 ,故未列为

高校期刊。在《利济学堂报 》之后的高校专业科技期

刊有 :湖北农务学堂于清光绪二十七年 (1901年 )先后

创办的《农学报 》和《蚕学报 》;直隶农务大学堂于清光

绪三十一年 (1905年 )十一月创办的《北直农话报 》;

广东蚕业学堂于清光绪三十四年 (1908年 )创刊的《蚕

学报 》等。因此 ,《利济学堂报 》为迄今所知我国最早

的高校专业科技期刊 ,也是我国最早、最具现代期刊特

征的中医期刊之一。

2　首发中医原创论文

　　传教士期刊多以翻译介绍性文章或旧书、旧报摘

转为主 ,即便是我国最早的综合性科技期刊《格致汇

编 》也是如此。可贵的是 ,《利济学堂报 》除摘转介绍

以外开始首发一些原创中医论文和利济学堂的教材。

这在学府期刊进化史上具有积极意义。其栏目除以文

录、院录、书录等医学内容为主外 ,还设有报录 ,以载时

事鉴要、洋务掇闻、艺事稗乘、见闻近录、近政备考、利

济外采、经世文传等 ,后增商务丛谈、农学琐言、格致卮

言等。在内容上除以中医学为主外 ,还发表有《中星

图略 》《算纬前编 》等天文学、数学论著和教材 ,亦载有

简短的技术消息或科学教育、学会、医院、疫情、防治等

方面的消息。

《利济学堂报 》所刊载的医学论著内容既为医著 ,

又为学堂教材 ,包括陈虬的《利济教经 》《利济元经 》

等 ,池志澄的《书治平通议弛女足章后 》,蒋瑞琪的《上

医医国论 》,胡鑫的《论医家古三学之原 》《论小儿中暑

痉厥不宜骤开心窍 》,陈葆善的《白喉条辨 》等。其中 ,

第 11、12、13、14期连载《蛰庐诊录 》一文 ,系陈虬早年

仿清初名医喻嘉言 (1585—1664)的医案集《寓意草 》。

载疑难病案 20则 ,详述诊疗过程与用药效果 ,提供了

辨证施治、解决疑难疫病的卓越范本。该书成于光绪

六年 (1880年 ) ,也是利济医学堂的教材。从该文可以

看出 ,陈虬认病识症 ,以《内经 》、张仲景之说为本 ,对

运气学说的阐发 ,对经方方义的认识 ,都能做到辨清本

源 ,直叩积弊。比如他论说膨胀、关格 ,辨析干姜黄连

黄芩人参汤 ,阐述温州当地妇女产后饮服姜糖滋养的

乡俗的弊端 ,都不拘陈言 ,倡扬新论 ,俱中肯綮 ,并为当

时的同侪探讨、师生磨技提供了鲜活素材。

在中医传播内容方面 ,该刊毁誉参半 ,也有不少遭

人诟病之处。批评者认为它残存着不少封建、保守、陈

旧 ,甚至是落后的因素。该刊“书录 ”中的《中星图略 》

是利济医学堂测候学的教材 (以 45大星划分法 ) ,《医

历表 》《医历答问 》为把测候学结合古代天文学中的

“中星图 ”,从而创制的一种医学专业的历本 ———医

历 ,“推其将然 ,策其未然 ”来推算预测疾病 ,具有神秘

莫测的气息。这些古代方术包袱 , 激起了谭嗣同

(1865—1898)等进步学者的不满 ,以为“中多迂陋荒

谬之谈 ”,并严正指陈 :“其阴阳、五行、风水、壬遁、星

命诸说 ,本为中学致亡之道 ,吾辈辞而辟之犹恐不及 ;

若更张其焰 ,则守旧党益将有词 ,且适以贻笑于外国 ,

不可不察也 !”[ 9 ]另外 ,陈虬在医学上虽不乏创见 ,但

其医学主导思想却相当滞后保守、不切时潮。他在医

论上过分强调五运六气学说 ,将运气视为医学之本 ,主

张将运气与藏象、经脉相提并论 ,为当时直欲冲决网

罗、汰弃旧学、破坏主义盛行的激进人士所指摘。

然而 ,无论如何 ,《利济学堂报 》开始在自己主办

的期刊上发表中国人最早的一批中医科技论文和中医

科技教学研究心得 ,在中文科技期刊演化史上都是一

件重要的事情。它提醒人们 ,科技期刊终不可老是停

留在翻译摘转的层面 ,发表原创文献才能形成自己求

新的特色。

3　六位一体的媒介组织形式和传播机制

　　陈虬首创的利济医院、利济医学堂、《利济学堂

报 》、心兰书社、药局、药圃构成六位一体、互为支撑的

媒介组织结构 ,以及医疗传播、教育传播、期刊传播、图

书馆传播、药品销售传播和中药种植传播相辅相成的

独特传播机制。

311　利济医院、图书馆、药局、药圃组织形式 　清光绪

十年 (1884年 ) ,陈虬写成了我国第一份建立中医院和

中医学校的整饬计划 ———《医院议 》。清光绪十一年

(1885年 ) ,他与陈黻宸 (介石 )、何迪启在瑞安城东杨

衙里 (现瑞安福利医院址 )合资创办利济医院。清光

绪二十一年 (1895年 ) ,在温州小高桥下设立分院。陈

虬自任院长 ,陈黻宸、何迪启为院董。医院与学堂创建

后 ,陆续附设了图书馆 (心兰书社 )、药局、药圃 (百草

园 )等 ,成为学生读书、实习的重要场所 ,药局和药圃

在兼有供药和实习功能的同时亦为盈利来源。

312　利济学堂组织形式 　利济医学堂与利济医院同

时同地创办 ,当年开始广揽生徒。清光绪二十一年

(1895年 ) ,在温州小高桥下设立分院时 ,亦在周宅祠

巷设利济分院学堂 ,也同时招生数百授课。清光绪二

十三年 (1897年 )后 ,陆续在永嘉、平阳等处设立利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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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堂分校数处。陈虬兼任主讲习 ,陈宝善等为教员。

根据其招收学生年龄以 14岁为起点 ,修业 6年至 20

岁 ,以及将开设课程比照清末学制来看 ,该学堂属大专

性质 ,应为我国最早的中医专门学校。其教学内容分

普通课和专业课 ,主要有国文、历史、音韵、医学经典、

各家医籍等。陈虬善于因势利导 ,充分发挥入院学生

的特长兴趣 ,加以适当引导 ,遂成新颖、有见地的一家

之言。在学习方法上 ,陈虬亲为垂范 ,平日主持教席 ,

注意培养学生的自学阅读能力。他并开列“医藏书

表 ”,区分医书为必读、必阅、必备等 3类 ,其中 ,必读

书 21种 ,必阅书 50种 ,必备书 32种。学堂还分古今

医籍为名家书 59种 ,专家书 21种。面对卷帙浩繁的

医籍 ,“必读之书当循序渐进 ,必阅之书当择善而从 ,

名家则观其独到处 ,专家则求其独异处 ”[ 10 ]。该学堂

持续办学 10余年 ,培养学生 300余人 ,并使浙南地区

中医办学之风代兴不衰。

313　《利济学堂报 》组织形式 　期刊组织形式晚于医

院和学堂 2年形成。1896年 ,又在温州府前街设报

馆 ,并于 1897年 1月 20日 (农历大寒日 )正式出版

《利济学堂报 》。之所以选择这一天发刊 ,还是同主编

提倡的中医学术根柢息息相关 ,曾在杭州贡院西桥

(后设于经世报馆内 )、宁波、兰溪、衢州等处筹设分

馆 ,公开向全国大中城市发行 ,触角波及京、津、沪、穗、

港、澳等地。

314　六者的关系 　在经济上 ,医院有盈利 ,以帮助学

堂、报馆、图书馆这些非盈利机构。同时 ,期刊本身也

是医学教材 ,教员和学生又都直接参与期刊的运作 ,学

堂和期刊互为支撑。学堂专设独立的图书馆“心兰书

社 ”以供学生借阅。陈虬吁求“读遍图经千部 ,不如栽

药一区 ”,在学堂内设生药局和鲜药圃 ,要求学生身体

力行。图书馆、药局、药圃均附设于学堂 ,成为学生读

书、实习之地 ,药局和药圃的收入亦可补贴他用。医院

院长陈虬 ,教习陈葆善、陈侠 ,监院池志征 (直接主持

杭州的分报馆 ) ,学生陈明、周焕枢、何炯等或为经营

管理者 ,或为主要撰稿人。他们的医学实践、教育实

践、办刊实践大多相行不悖 ,无一偏废。戊戌政变失败

后 ,陈虬遭到清廷通缉。学堂报和学堂的亏空加重了

医院的债务 ,学堂被废黜 ,报馆也于 1898年白露后停

办。然而 ,这种组织形式和传播机制却给现代学府期

刊的发展很多有益的启迪。它创立的以刊辅学利教的

形式 ,在开启医学术风气、培养中医人才和挖掘期刊新

功能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在教育视野上 ,利济医学堂

主张中西结合 ,在承认中医价值的基础上摭拾西医 ,兼

容并包 ,提倡学术宽容和自由。陈虬把刚刚传入中国

的新医书分为“全体学 (解剖 ) ”“心灵学 ”“卫生学 ”3

学 7类介绍给诸生阅读 ,共列书目 48种 174卷。这在

中医教育史上实开中西医结合教育之先河。

4　结论

　　这里给出了晚清期刊编辑传播的一个典型个案研

究实例 ,澄清了有关大学文理综合性学报和专业科技

期刊研究中的一些错误认识。《利济学堂报 》被确认

为中国高校最早的专业科技期刊。同时 ,认为陈虬为

高校最早的专业科技期刊的主要开创者和主办者 ,池

志征为高校专业科技期刊最早的执行主编。陈虬以

《利济学堂报 》为主体 ,首创的利济医院、利济医学堂、

《利济学堂报 》、心兰书社、药局、百草园构成的医疗传

播、教育传播、期刊传播、图书馆传播、药品销售传播和

中药种植传播六位一体、互为支撑的独特模式与机制 ,

开晚清期刊一代新风 ,在之后的中国近代期刊发展史

上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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