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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中醫醫學期刊發展研究（1945～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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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日治時期起，臺灣的中醫藥人士相繼創辦中醫期刊，這些中醫期刊的發行

反映了當時中醫藥發展的成果以及水準，為臺灣中醫藥的學術發展提供一定程度

的貢獻。不論是日治時期發行的中醫期刊，或是 1945 年之後發行的中醫期刊，都

是臺灣中醫藥發展史上重要的文獻，是回顧中醫界前人在中醫理論、醫療技術、

疾病認識、診斷方法等的知識積累和經驗教訓，可作為現今中醫藥研究與發展的

借鑒與啟發。

日治時期臺灣中醫期刊的相關內容，在前人研究下，已有初步成果。本文將

以1945～1970年間臺灣發行之中醫期刊作為研究對象，包含了《臺灣國醫藥報》、

《臺灣中國醫藥》、《醫界春秋》、《革新中醫》、《中國醫藥》等期刊，整理

介紹期刊的發行人、出版單位、刊行旨趣及出版年份，並分析統計期刊中文章類

型，整理出提倡創辦中醫學校與研究機構、中醫藥地位之爭取以及團結中醫藥界

人士、宣揚中醫藥文化等重要主題內容。這些主題內涵更為細膩地勾勒出當時臺

灣的中醫行政管理、中醫學術及研究機構的發展，為戰後以臺灣中醫發展為主視

角的歷史提供更為鮮明的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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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醫學的發展歷程，具有很強的繼承性。

其理論、醫療技術、疾病認識、診斷方法等

等，每一進步或創新，都是繼承前人的基礎

上實現的。作為一個醫學家，欲掌握醫學或

在醫學領域做出創造性成就，就必須系統學

習和掌握前人和當代人在這方面的知識積累

和經驗教訓。研究中醫過去的文獻材料，是

為了總結歷史經驗，賦予適當的歷史評價，

更重要的是，為現代中醫學發展提出可供借

鑒的經驗 [1] 。        

中醫期刊是中醫藥知識的重要載體，也

是近代中醫界傳播、累積和交流科學知識、

學術思想的重要平臺，更是反映中醫藥研究

水準和發展方向的窗口。從中醫期刊內容挖

掘當時中醫的學術思想，研究其義理，對於

傳承和發展中醫學術具有重要的意義 [2]。

除了醫學之外，人物、政治社會背景也是期

刊重要的組成部分，因此中醫期刊除了記錄

中醫理論和臨床成果之外，其刊載的其他內

容，也都是研究中醫史的材料。綜上所述，

中醫期刊的發展沿革和影響是一個非常值得

研究的課題，其所涉及的題材多元，而且刊

載內容豐富，同時也能反映所在年代的樣貌，

記載醫藥史上的各種重大事件和學術發展動

向。 

大陸地區對於中醫藥期刊的研究成果，

以民國時期中醫期刊的相關研究最為豐碩。

在〈民國時期中醫藥期刊及其文獻特色探

析〉一文中，即分析了中國大陸研究民國時

期中醫藥期刊的回顧，該文結語說到：「民

國時期的中醫處在從古代向現代過渡的特殊

時期，中醫藥期刊是這一特殊時期記憶的載

體，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民國中醫藥期刊作

為『新善本』，其價值意義不亞於珍善本古

籍。研究民國中醫藥期刊不僅可以瞭解認識

到那個時期中醫藥發展歷程，更為我們當今

的中醫藥研究與發展提供借鑒與啟發。」[3]

上海中醫藥大學段逸山教授曾帶領許多研究

者對於民國時期的中醫藥期刊做出許多的研

究成果，在其所編撰的《中國近代中醫藥期

刊彙編》叢書的前言，也強調中國近代中醫

藥期刊研究之歷史價值的三個面向：(1)展示

中醫存廢之爭的交鋒場面，(2)開創中醫學校

的規模教育，(3)提供防治疫病的理論及經驗

[4]。雖然民國時期的臺灣屬於日治時期，但

是民間社會文化的交流並未因政治而阻斷，

前述的三個面向也是臺灣中醫藥學術發展多

有著墨的主題，值得深入探討研究。

臺灣日治時期的政府，承襲明治維新以

降對於中醫藥發展的行政約制，在這樣的管

制下，中醫藥職業團體為求圖存與生計，曾

經提倡「醫道復興」的社會運動，並開始創

辦中醫藥期刊。這些中醫藥期刊的內容，反

映了當時中醫藥發展的成果以及水準，並且

都為臺灣中醫藥的學術發展，提供一定程度

的貢獻。國民政府來臺之後，延續日治時期

以西醫發展為軸線的政策，如研究者所言：

「光復後國家的醫療範疇不出日本殖民政府

之右，就制度面而言，目標僅止於消極維持

已有的衛生醫療制度的規模，頂多延伸醫學

教育與專業給證規範，而這兩點規範的內容，

正延續加深了日據的西優中劣之醫學專業內

部不平等情勢。」[5] 國家醫政由主張科學醫

學觀的西醫所掌握，在政策上也採取發展西

醫而不重視中醫的教育養成，讓日後中醫的

發展往往落入西醫化的困境框架下。目前臺

灣醫療發展史的研究上也多為以西醫為論述

主體的著作，形構出以中醫為主體的歷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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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是亟待開發的學術領域，正如研究者所

言：「對臺灣中醫歷史的編纂，實是一種反

抗西醫歷史的建構，而以中醫為論述主體，

方能彌補臺灣醫療史之不足，這樣才能擴大

我們對過去醫療發展的認識與掌握。」[6]

延續日治時期臺灣中醫藥界人士開辦的

中醫期刊，1945年後臺灣中醫界也發行許

多期刊，各有其發行旨趣與特色。這些中醫

期刊所刊載的內容，是作為探討臺灣中醫發

展的重要材料。本文則將以臺灣戰後初期

1945∼ 1970年間的中醫期刊作為研究主題，

探討當時臺灣中醫期刊發展的樣貌。

文獻回顧

臺灣中醫期刊研究的相關文獻中，探討

日治時期臺灣中醫期刊研究成果方面，主要

有周珮琪的博士論文《日治時期臺灣中醫研

究》[7]，以及陳昭宏的碩士論文《日治時期

臺灣皇漢醫道復活運動》[8]。兩篇學位論文

均以日治時期出版的臺灣皇漢醫界系列（東

洋醫道會臺灣支部《漢文皇漢醫界》、《臺

灣皇漢醫界》以及臺灣漢醫藥研究室《臺灣

皇漢醫報》、《東醫西藥報》）作為論文主

要研究材料，並進行相關的研究探討，其後

此兩篇學位論文分別整理出版專書為《日治

時期（西元 1895-1945）の臺灣中醫》[9]及

《日治時期臺灣皇漢醫道復活運動》[10]）。

在《日治時期臺灣中醫研究》中，〈醫

學專業書籍期刊中所記載中醫的發展研究〉

一章中描述日治時期臺灣中醫期刊以及專業

書籍的發展，其敘述《皇漢醫界》系列的發

展歷程，並分析其刊載之中醫學科講義之內

容。而《日治時期臺灣皇漢醫道復活運動》

則在其〈指導原則與論述主軸〉一章中，分

析《皇漢醫界》系列刊載文章的分布情形及

其意義，以及論述相關文章主題的內容。

以上前人之論著大致上將日治時期所發

行的《皇漢醫界》系列進行發展、內容的分

析，同時皇漢醫界系列文本在國立臺灣圖書

館已有約 7成（78/108）的館藏，並有線上全

文影像系統供讀者查詢、閱讀及下載，臺灣

日治時期中醫期刊的研究已有初步之成果。

相對而言 1945年之後的臺灣中醫期刊發展研

究成果相對較少，且中醫期刊文本在 1990年

前發行者多僅為紙本保存，並未有數位化的

保存可供閱覽，亟待學術界深入研究。

1945年之後發行的臺灣中醫期刊之研究

成果方面，由杜建主持的福建中醫學院臺灣

中醫研究室於 1990年整理編印了《臺灣中醫

藥概覽》[11]、《臺灣中醫藥縱覽》兩本概述

臺灣中醫藥發展相關資料的專書，兩書內容

當中曾針對臺灣 1950-1990年代之中醫期刊、

圖書之發展，做了出版概況之整理、探析。

依據該書的整理分析，將 40年來臺灣中

醫期刊的發展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

1950年代至 60年代中期，中醫期刊因經費

缺乏、稿源不足發行的出版刊物不多，在該

時期出版的刊物有《革新中醫》、《中國醫

藥》等；第二階段為 1960年代中期至 80年

代初，因為中醫藥教學及研究機構的成長，

中醫藥研究論文增加，期刊種類也隨之增多，

此時期出版的期刊則有《中國醫藥學院研究

年報》、《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年報》、《中

國醫藥研究叢刊》，以及製藥廠商的《勝昌

藥誌》、《東洋藥刊》等；第三階段為 1980

年代初至 90年代初，隨著臺灣政治經濟環境

的變化，促使中醫藥期刊的登記數目增多，

同時大量的中醫藥研究論文的產生，讓中醫

期刊的學術性得到提高，中醫藥期刊發行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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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達 20餘種。[12]

參考該書的分期並實地探索查看文獻之

後，筆者認為應可將 1945年之後的臺灣中

醫期刊分成三個時期，即 (1)1945∼ 1970、

(2)1970∼ 1990、(3)1990年之後。如同該書

所論述的發展，在 1945∼ 1970時期，為戰

後復甦時間，中醫藥期刊呈現少量發行，且

刊期不長的發行狀態；至 1970∼ 1990年期

間，中醫雜誌開始有質與量的提高，學校與

研究機構的產出，也帶動中醫期刊的發展，

期刊發行的刊期也更長、更久；1990年以後，

因為臺灣社會的開放，職業團體、人民團體

的開放與轉變，各中醫學會組織更加發展，

中醫期刊發行的總類更多元，中醫專科學會

所發行的雜誌也帶動更多中醫藥研究文章的

產生。

研究材料與方法

本文的研究材料將以 1945∼ 1970年間

臺灣所發行、刊載之中醫期刊作為研究標的。

這些臺灣中醫期刊可散見於臺灣各圖書館之

館藏，其中主要收藏較為完整的則為國家圖

書館，因其為臺灣出版品最重要的國家級館

藏機構，因此多數中醫藥出版品皆有納入館

藏；另中國醫藥大學因其為臺灣最早成立的

中醫藥教學、研究單位，故也館藏較多的中

醫期刊與卷期。總體來說，1945-1970年間所

發行之期刊，多數目前已停刊，各圖書館之

館藏目前主要是以紙本收藏為主，並未有數

位化之保藏或閱覽之方式。

1945年之後，國民政府對中醫藥發展未

予重視，造成中醫藥相關研究發展活動幾乎

處於停滯狀況。因此 1945∼ 1970年間中醫

界人士在創辦中醫期刊的過程是步履艱難，

因而僅出版、發行了數種的中醫期刊，這些

中醫期刊由於經費缺乏、稿源不足等等的原

因，有的僅出版數期，有的發行 1-2年，便

相繼停刊。而本文所要探討於此時期刊行的

中醫期刊如《臺灣國醫藥報》、《臺灣中國

醫藥》、《醫界春秋》、《革新中醫》、《中

國醫藥》等，整理如表一所列之發行資料。

本文將整理這些中醫期刊的基本資料以及文

章主題的分布，進而分析此時期臺灣中醫期

刊發展的特色。

表一　1945 ～ 1970 臺灣中醫期刊發行列表

刊名 發行人 出版單位 出版起始日期 出版終止日期 出版卷期

臺灣國醫藥報 蘇錦全
臺灣國醫藥改進社 /
臺灣省中醫改進社

1946.09/
1952.11

1947.06/
1955.12

1:1∼ 2:6
11:1∼ 12:12

臺灣中國醫藥 鄭品聰 臺灣中國醫藥社 1952.03 1953.03 1:1~1:12

醫界春秋 奚復一 醫界春秋社 1958.01 1961.03 1:1~2:12

中國醫藥雜誌 李煥燊 中國醫藥社 1959.01 1971.06 1:1~9:6

革新中醫 吳海峯 革新中醫期刊社 1962.12 1964.03 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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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期刊（1945-1970）的
基本介紹

1945-1970年之間刊行的中醫期刊計有

《臺灣國醫藥報》、《臺灣中國醫藥》、《醫

界春秋》、《革新中醫》、《中國醫藥》，

以下以對各中醫期刊的發行狀況及內容略作

簡述：

一、《臺灣國醫藥報》  

《臺灣國醫藥報》為蘇錦全所創辦之刊

物，蘇氏於日治時期前往中國大陸學習中醫，

畢業於浙江中醫專門學校，並於日治時期承

接陳茂通以「東洋醫道會臺灣支部」所發行

的《臺灣皇漢醫界》，改以「臺灣漢醫藥研

究室」名義刊行《臺灣皇漢醫報》與《東西

醫藥報》做為推動中醫藥發展的平臺。《臺

灣國醫藥報》則為 1945年後由蘇錦全擔任社

長的「臺灣國醫藥改進社」（後更名為「臺

灣省中醫改進會」）於 1946年 9月所發行之

刊物，並擔任期刊的發行人及編輯，持續地

推動中醫藥的發展。蘇氏曾接任鄭品聰醫師

為第二屆臺北市中醫師公會理事長，並曾當

選臺灣省中醫師公會第三、第四屆理事長。

《臺灣國醫藥報》依目前可蒐集到之資

料，可分為「臺灣國醫藥改進社」、「臺灣

省中醫改進會」兩個發行機構之時期，該刊

資料可於臺灣圖書館、國家圖書館蒐集紙本

資料，兩館所館藏之期刊資料為不同時期所

刊行之資料，其卷期也不同，一為「臺灣國

醫藥改進社」發行，自第一卷第一號起（第

111號）至第二卷第六號（第 120號），另

一為「臺灣省中醫改進會」發行，自第十一

卷第二期起（第 122號）至第十二卷十、

十一、十二期合訂本（第 142-144號），但

卻於刊物封面又標寫相同光復後起算之卷號

（一為光復第一號至光復第十號，另一為光

復第二號至光復二二∼二四號），另在《日

治時期臺灣皇漢醫道復活運動》一文中認為

《臺灣國醫藥報》1945年後發行之創刊號，

封面總卷期為第 111號，可能是延續日治時

期臺灣皇漢醫報系列刊物之期號 [13] 。

「臺灣國醫藥改進社」發行時期雖有少

量中醫藥專業文章刊行，但多數為中醫藥行

政或相關事務之刊行，另外則是「臺灣國醫

藥改進社」相關往來公文，以及更名「臺灣

省中醫改進會」之事宜，以及推動成立「中

央國醫館臺灣分館」的活動。因此，如同表

二所列之文章數量，在此時期，所刊載之中

醫藥研究之文章數量不多，多為該社事務或

相關法規之公牘等。該雜誌中曾言：「本省

中醫界現切需政治活動，故本報載政治工作

事項多於學術論說，深望外省會員鑒諒。」

[14] 。

該刊發行目的是作為聯繫當時在中國大

陸的國民政府與臺灣中醫界之間的溝通、宣

傳的平臺，並持續地推動中醫藥的發展。蘇

錦全在《臺灣國醫藥報》發刊詞亦提到該刊

之使命：「一、政治工作，即樹立中醫藥業

之政治地位，其先決條件，必在政治上掙脫

束縛，務須努力宣傳中醫中藥之歷史與療

效，⋯ 在職業上能相容，然則無中西醫相剋

之鬪爭，中醫之地位自可永奠矣。二、發揚

工作，即建設世界醫藥，如上述中國本位醫

藥建設既成功，再進一步，⋯如是發揚光大

國粹，以建設世界醫藥，推廣全球，造福民

壽。三、文化工作，即建設工作，創辦中醫

學校、中醫醫院、中醫圖書館、中藥陳列所、

中醫中藥展覽會等。⋯四、自強工作，即擴

大組織努力團結，欲達到上述三點工作之目

的，必需莫大經濟與許多人材，方克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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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聯絡工作，即與外省之中醫中藥機關團

體聯絡，⋯他如請求設立中央國醫館臺灣分

館，或加入中華民國中醫師聯合會等，亦為

必行之事。至於中醫中藥業關係法規之蒐集，

考試院對中醫考試之方針，衛生署對中醫取

締之政策，又須詳細調查，以為推進本省中

醫工作上之參考資料，方不至於閉戶造車而

不合出門之轍。」[15]

故在此階段，該刊雖有少量中醫藥文章

刊行，但多數為中醫藥行政或相關事務之刊

行，如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中華民國憲

法、中醫師相關法規的刊行，即為與國民政

府的相關規範介紹之作用。另外則是「臺灣

國醫藥改進社」相關往來公文，以及更名「臺

灣省中醫改進會」之事宜，以及推動成立「中

央國醫館臺灣分館」的活動，然此國醫館分

館的活動於此階段最後一期報導完成成立

後，於後續之刊物則未見相關之報導。

同時，該會為了促進中醫、中藥學術之

發展，除舉辦學術座談會，發行醫藥報刊物

等之外，亦曾設立中醫圖書室，以及申辦中

醫短期職業補習班等促進中醫藥學術發展之

工作。在中醫教育方面，與臺灣省中醫師公

會、省國藥商公會協助設立東南醫學專科學

校，以及協助苗栗縣中醫師公會在苗栗籌設

中醫專科學校。 

1952年 11月之後，改由「臺灣省中醫改

進會」發行的時期，其刊行的內容即多以中

醫藥研究文章為主，已佔出版數一半以上，

中醫藥評論、醫政方面的文章較先前則為大

量減少，而該刊所刊行之文章，從中醫學、

中藥學、驗方等的面向都皆有加以刊載，詳

表二　各中醫期刊文章類型分布表

刊　名

期刊文章類型

合　計中醫藥評論

論述

中醫藥學理

相關探討

臨床醫案

討論

講義或相關

連載文章
其他

臺灣國醫藥報

（1946.9∼ 1947.6）

10 22 0 0 77 109

9.2% 20.2% 0% 0% 70.6% 　

臺灣國醫藥報

（1952.11∼ 1955.12）

39 123 36 10 29 237

16.5% 51.9% 15.2% 4.2% 12.2% 　

臺灣中國醫藥
48 64 20 13 47 192

25% 33.3% 10.4% 6.8% 24.5% 　

醫界春秋
82 107 18 27 106 340

24.1% 31.5% 5.3% 7.9% 31.2% 　

革新中醫
56 83 42 11 90 282

19.9% 29.4% 14.9% 3.9% 31.9% 　

中國醫藥
124 481 18 58 95 776

16% 62% 2.3% 7.5% 12.2% 　

總　　計
358 880 134 119 444 1936

19% 45% 7% 6%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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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文章數量如表二所列。此時期較先前增加

許多中醫師的論述、研究文章，而且不僅僅

是蘇錦全所編輯刊載之文章或資料，也有特

載中醫藥學科的講義連載，如曾任南京中醫

傳習所教授、中央國醫館理事章啟民之「方

劑學講義」即曾連載數期。 

該刊為戰後初期推動中醫藥發展的重要

團體以及刊物，除刊物持續刊行文章以推動

中醫藥發展，該會於 1950年代亦多次參與爭

取中醫藥權益之相關活動，與後續討論之中

醫期刊以及中醫藥領導者多有相互合作及發

聲支援。

二、《臺灣中國醫藥》

1952年 3月《臺灣中國醫藥》由當時活

躍於黨政、醫界的鄭品聰醫師所創辦，鄭氏

曾於 1946年當選臺灣省參議會參議員；並於

同年 9月當選臺東縣制憲國民大會代表，參

與中華民國憲法的制定；1947年當選行憲後

第一屆立法委員，以及擔任中國國民黨臺北

市黨部主任委員，並曾參與中國醫藥學院籌

辦的發起，後由一樣擔任立法委員的覃勤先

生接手籌辦工作。亦曾擔任第一、二屆臺灣

省中醫師公會理事長，以及第二屆臺北市中

醫師公會理事長，後鄭氏因事務繁忙辭任臺

北市中醫師公會理事長，並由理事會選任常

務理事蘇錦全接任理事長，同時臺灣省中醫

師公會理事長一職亦辭卸，由陳固先生代理。

[16]

鄭品聰於發刊詞中提到發刊的使命：「是

本刊之發行，有似供諸同道互相切磋研討之

使命者一。⋯此本刊之發行，有似保存國粹，

復興學說，發揚光大之使命者二。⋯此本刊

之發行，更有以配合生產國策，動員計畫，

擔當富國裕民強種保健之使命者三。本刊應

時代背景，深荷艱鉅，任重道遠，再接再厲，

敬希我先進碩彥多所教助而策勵，國家民族，

國計民生，國粹民命，庶乎有豸。」[17]   

《臺灣中國醫藥》發行僅約一年之時間，

計出版 12卷期，發行 9本（有合併卷期出刊，

以及包含一期「學校專刊」），除創刊號及

慶祝國醫節專刊，並無中醫藥研究相關之文

章的刊行外，其他卷期則有「學理研究」、

「驗案」等專欄刊載中醫藥研究、臨床醫療

經驗談等文章，該刊除了中醫藥研究相關文

章之外，尚有「特載」、「文藝」欄，特載

欄除刊行中醫醫學教育、行政相關之文章外，

亦有一些中醫藥相關研究文章之刊載，如由

陳一清譯，日人西安周所著《日本儒醫研究》

一書即曾在該刊翻譯連載。而文藝欄則為中

醫師發表詩詞散文等的文學小品，為當時中

醫藥期刊中常見刊行之內容。

該刊發行僅約一年的時間，而且該刊的

內容主要是討論中醫藥之教育問題，該刊認

為發揚中醫藥發展的目標應為籌設中醫藥專

科學校，並向政府提出請願，希冀可以通過

設立之申請，因此在其「學校專刊」中刊載

「臺灣省中國醫藥專科學校籌備宣言」、「中

醫藥成立學校請立法院通過教育法案請願

書」、「中醫師胡筱川向立法院請願創辦中

醫學校改進中藥案」、「臺灣省中醫師公會

等補敘創辦中醫學校理由書」等，這些相關

中醫藥界人士為請求政府正視中醫藥之發展

請願籌辦中醫專科學校的資料，是當時中醫

藥界對於設立「中醫專門學校」之相關意見

回顧的重要文獻之一。 

三、《醫界春秋》

1958年 1月《醫界春秋》由曾任臺灣省

中醫師公會、臺北市中醫師公會理事長奚復

一醫師所創辦。奚復一於 1947年受邀來臺灣

開設診所，其後於臺北開業懸壺濟世，曾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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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六屆臺北市中醫師公會理事長，以及

第六、七屆臺灣省中醫師公會理事長，並曾

受聘擔任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中西醫合作

研究推行委員會委員。行醫之餘並出版多部

中醫學術專著，如《現代中醫婦科學全集》、

《傷寒論注釋》等專書。

奚復一於該刊創刊號之發刊詞說明：「臺

灣整個市面上，定期刊物，如雨後春筍，愈

出愈多，但是關於醫藥的刊物，占的數量少，

尤其討論或研究中西醫藥文字的，更難得看

到，本社有鑑於此，不揣譾陋，抱著最大的

勇氣和決心，創辦醫界春秋，⋯本刊開闢這

一個小小園地，供給有志溝通中西醫藥的學

者，做最初步的嘗試，歡迎中西醫藥學者，

不吝賜教，使本刊在醫藥界中成為純學術性

的一種良好刊物。」[18]

該刊出版 2年多之期間，計刊行 2卷各

12期，當中有多期合併出刊，該刊雖無對於

刊載文章的專欄分類，但在中醫、針灸、本

草等領域的學術研究皆有不少的文章登載，

詳細文章數量如表二所列。專著的連載文章

的刊行，則有：奚復一「復一選方」、張齊

賢「中國眼科學的編述」、伍卓琪「痢疾

之研究」、黃維三「內經骨度與針灸同身寸

法」、王逸之「傷寒論博議」、莊育民「針

灸真理」、于立忠「國藥分析」、甘偉松「關

子嶺采藥錄」、李力航「生藥提煉之基本原

理與方法」等研究文章。

除上述刊載中醫藥研究文章，在中醫藥

發展與爭取權利方面，當時針對醫師法修正、

中醫建校、中國醫藥學院糾紛等問題等皆有

文章大力疾呼，香港中醫師譚述渠、陳太羲

等也在該刊上撰文呼籲。另對於中藥進口的

爭議，如當時外匯貿易審議委員會主任尹仲

容以影響外匯等為由，限制川芎等 28種中藥

經香港進口臺灣之申請，以及中藥進口實施

嚴格之檢疫之問題，向相關當局極力爭取權

益，以維護中醫藥的權利。

之後奚復一認為《醫界春秋》發行日廣，

寫作範圍已與春秋之義，不相統屬；並以已

三個月出版一次，時間距離較長，使中西醫

藥學者及作家，有充分時間供給寶貴資料撰

寫名貴文字，乃停《醫界春秋》而創刊《東

方醫學》，冀為溝通中西醫藥學術之廣大研

究園地，交換知識，互通聲氣，希望對醫學

上有新的發明，而為世界醫學放一異彩。 [19] 

而該後續之刊物《東方醫學》經查詢臺灣各

圖書館之館藏資料，暫查無相關之館藏資料。

四、《革新中醫》

1962年 12月發發行的《革新中醫》，是

由吳海峯擔任發行人、陳紬藝擔任社長兼主

編。吳氏曾任第七、八屆臺北市中醫師公會

理事長及中華民國中醫藥學會第 5∼ 8屆理

事長，亦曾任考選部中醫師檢覈委員會委員、

教育部醫學教育委員會委員、中國文化大學

中國藥學研究所教授兼副所長、中國醫藥學

院教授等職，並著有《吳氏內科學》、《吳

氏婦科學》、《吳氏方劑學》等醫學專書；

陳氏早年在溫州國醫國學社求學，1950年經

考試院中醫師特考獲優等第二名，取得中醫

師資格，1976年創辦《大同中醫》雜誌，於

1984年更名為《自然療法》，1981年創辦中

國自然療法學會並擔任理事長，並著有《柘

園醫話》、《本草匯辨》等醫書。

吳海峯在創刊詞裡說：「創辦革新中醫

月刊，旨在實踐蔣總統之號召，以動員我海

內外中醫藥界人士努力本位文化，配合政治

反攻為目的。並提出三點革新意見：(1)心理

革新：加強心理建設，振作革命精神。(2)學

術革新：把新的吸收融會起來，把舊的發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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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起來⋯革新不忘發揚，發揚才是革新。(3)

行政革新：在醫藥行政上，應與西醫處在完

全平等地位；關於醫師法及其他醫藥法規的

修訂，要和西醫完全平等地位。」[20]因此

可知《革新中醫》雜誌，目的在發揚中國醫

藥，動員海內外全體中醫藥界的意志和力量，

用戰鬥的精神，發展中國醫藥。中醫的復興，

刻不容緩，需要每一位中醫師、中藥商，和

有關部門的專家學者，以及愛護中國文化的

社會人士們，提供寶貴的意見，和研究的心

得。該刊之內容，一方面固然要作學術性的

高深探討，一方面也注重通俗性的經驗交流。

[21]

該刊內容在中醫藥研究文章方面，分有

「中醫論著」、「古典探討」、「醫案醫話」、

「驗方」、「鍼灸」、「本草」等欄，詳細

文章數量如表二所列。同時，中醫藥文章連

載文章的發表，則有黃維三「難經白句解」、

陳太羲「內經表解」、丁濟萬編輯其祖父醫

案的「丁甘仁醫案」、林幼春編輯其師的「徐

小圃兒科醫案」、吳海峯「海峯選方」及「吳

氏婦科學」、張漁帆「鍼理蘊微」、那琦「本

草筆記」、盛承楠「細說當歸」及甘偉松的

中藥草相關研究等的論著連載。

該刊不僅刊登中醫藥學術研究的文章，

為了中醫的發展跟權益爭取上也不斷發聲，

亦有不少是關於中醫醫政方面的專論文章。

如該刊藉由慶祝三一七國醫節，發表社論向

政府及海內外同業，提出六點中醫問題以及

建議，其中以醫師法修改問題、參加公保問

題、研究機構及學校問題、中醫界團結問題，

皆為當時中醫藥界發展之重大關係。如爭取

醫師法應以中西醫平等待遇的精神修訂，則

是有關係中醫之存亡；中醫參加公保醫療之

問題，則為中西醫服務的均等；以及維護中

國醫藥研究機構的獨立性，爭取設立國立中

醫藥學校等等，皆在《革新中醫》的文章中

大力疾呼 [22] 。

此外，該刊於第 5-6合刊期，取消原本

的「本草」欄，將《科學國藥》附於該刊中

繼續編行，對於《科學國藥》附於《革新中

醫》中復刊，陳紬藝在《科學國藥》復刊的

〈前言〉表示：「一方面固然是把科學國藥

這一塊舊有園地，重新蓬勃起來，一方面亦

所以表示國醫和國藥的合作，不但促進了國

藥科學化，而且亦為國醫科學化奠定良好的

基礎。所以，本刊在本期起，把原本的『本

草』一欄取消，改闢為『科學國藥專欄』。

於是本刊的基礎，無疑將更見鞏固，內容將

更為充實。」[23]

然《革新中醫》也在發行僅一年多之後

結束發行，吳海峯在《中國醫藥》刊登〈慶

祝「中國醫藥」復刊並向「革新中醫」讀者

先生們致意〉一文中說明：「《革新中醫》

自發行以來，包括贈送海內外有關人士，每

期發行數量都在萬份以上，而訂戶有限，賠

累綦鉅，可是為了維護固有文化，為了中醫

藥同仁有一個共同切磋的園地，我們本擬勉

力支撐下去，藉以酬謝各界對革新中醫的愛

護和期望。現在欣逢《中國醫藥》已正式復

刊，這是一份國辦刊物，經費不成問題，人

才容易集中，成績的美滿，是我們可以預祝

的。我們為了全力支持，使它的內容更形充

實起見，特將《革新中醫》忍痛停刊，所有

《革新中醫》未刊完之稿件，亦決定移送《中

國醫藥》繼續刊出，以餉讀者。」[24]

五、《中國醫藥》

1959年 1月發行的《中國醫藥》為時任

國立中國醫藥研究籌備處主任李煥燊所創辦

之刊物，李煥燊是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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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主任及成立後第一任所長。李氏在臺歷任

《科學彙報》主編、總統府內科醫師、教育

部特約編纂、科學及醫學兩教育委員會委員

等職，1954年以部聘特約編纂受聘為國防醫

學院教授，1955至 1963年任教育部之國立

中國醫藥研究所籌備處主任，1963年至 1972

年間擔任所長，1972年起任考試院考試委員，

之後並曾任教於中國文化大學、陽明醫學院，

主授醫學史。李氏刊行的著作則有《醫學論

叢》、《中國醫藥史話》等書。

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於 1957年成立籌備

處，1963年正式成立。早在 1942年國民政

府時期曾在教育部下設有中醫藥的專門研究

機構，而其名為「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

並由留外歸國的醫藥學者經利彬先生擔任所

長，可惜此「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亦於

1945年停辦。1949年國民政府遷臺後，中

醫藥界人士爭取中醫應有權益的腳步未有止

息，1952年 9月，首先由屏東縣中醫師胡筱

川，向立法院提出「建議創辦中醫學校、改

進中藥」之請願書。胡筱川的請願於立法院

第 10會期第 8次會議，決定將請願交由院內

之教育及內政委員會審理，同時並請教育部

及內政部各派代表參與討論，在審查的期間，

中醫藥界呼應胡筱川的請願，由臺灣省中醫

師公會、臺灣中國醫藥社及中華民國中醫藥

學會籌備會陸續向立法院提出請願，積極地

向政府表達中醫藥界的需求與理想。中醫藥

界倡議之「設立中醫學校及中醫藥研究機構」

議案在立法院經過長達五年的僵持後，終於

立法院決議通過，並於 1956年 3月 31日送

請行政院交付執行。1956年 6月 5日教育

部通過了「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組織條例草

案」，於 1957年在臺北市南海路獻堂館，成

立中國醫藥研究所籌備處，由李煥燊先生為

籌備處主任。[25]《中國醫藥》即是從籌備處

時期刊行至正式成立，因此亦刊載了國立中

國醫藥研究所的工作報告、消息報告等相關

資料，該刊在每卷第六期的刊載每卷的目錄

索引當中，將文章分類為「中國醫學」、「中

國藥學」、「論著」、「針灸」、「藥理化學」、

「醫籍提要」、「醫藥史傳」等項目分類索

引。該刊因刊行時間較久、卷期較多，刊載

的中醫藥研究文章為數不少，詳細文章數量

如表二所列。該刊連續登載之文章，有李煥

燊「中西醫學史觀」、奚復一「婦人大全良

方提要」、陳太羲「吳鞠通溫病條辨摭述」、

陳紬藝「本草彙辨」、梁春霆「癌症中藥治

療之商榷」、楊向輝「荈广醫話」、黃維三「針

灸穴位考異」、何仲陶「赫氏帶之意義及生

理機轉」、那琦「本草綱目之認識」、秦白

陽「簡介中國醫藥書目」、曹野「中國醫藥

史話」等的文章、專著。

該刊有相當豐富的中醫藥學術研究文

章，以及對中醫藥界當時面臨的挑戰的建言

文章，該刊計發行九卷，每卷六期，是當時

出版最多期數之中醫期刊，但也因為經費問

題曾經有過幾次的停刊，如同前述由吳海峯

所饌〈慶祝「中國醫藥」復刊並向「革新中

醫」讀者先生們致意〉一文中即提及：「但

是因為中國醫藥研究所數年來都在籌備階

段，經費很是微薄，以致僅出了十餘期而未

能續刊。⋯現在李所長為了增加中國醫藥學

術的研究和中醫藥活動的報導，乃決定將《中

國醫藥》，予以復刊。」[24]

另於 1968年 6月第 7卷第 1期〈編餘 -

復刊後〉一文也有提到：「《中國醫藥》復

刊了。在這沒有和讀者相見的半年時間裡，

依法完成了出版登記以及內部工作的整理，

希望未來的《中國醫藥》，讓讀者們更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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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點。上一期是補全第六卷，我們把這一期

算是復刊號。」[26] 到了 1971年 6月第 9卷

第 6期〈啟事〉即告知讀者即將停刊：「本

雜誌因應費有限，從下期起暫停編行，一俟

籌有的款，即行復刊，敬希　讀者諒宥是

幸！」[27]。然此次停刊後即未復刊，而國立

中國醫藥研究所要再度發行中醫藥期刊，則

是 1990年 10月開始發行的《中醫藥雜誌》。

此時期發行的臺灣中醫藥雜誌，除以上

所述的中醫期刊之外，在蒐集研究資料的過

程之中，各圖書館館藏可查詢到有發行紀錄

的當中，曾經刊載發行過的期刊，尚有如：

中華民國中醫藥學會《中醫藥月刊》（該刊

為國醫界耆宿陳九如先生，於中華民國中醫

藥學會理事長任內創辦，惜發行數期即行停

刊）》、中醫出版社《中醫世紀（鍼灸世紀）》

（此刊是發揚中國針灸醫術之刊物，為中國

針灸學會理事長吳惠平先生發行的刊物，於

各圖書館藏量不一，雖發行年度推估約有 1∼

20年，但所見刊物僅約 10卷左右），以及前

述有提到的《東方醫學》、《國醫藥報》等

的期刊。但是這些期刊有的臺灣各圖書館所

藏之期數為數不多，或是查無在各圖書館的

館藏紀錄。而這些中醫期刊的缺漏是研究中

醫藥發展史可惜之處，希望可藉由更多的研

究，帶動私人收藏的拋磚引玉，進而可以保

存、發掘中醫藥學術發展的紀載。

中醫期刊 (1945-1970) 的
內容分析

一、中醫期刊文章內容統計

首先從這些期刊所發表的文章數量，來

探討這時期的臺灣中醫期刊的發展特色，各

中醫期刊的文章發表數量統計分列於表二所

列之內容。在 1945∼ 1970年期間《臺灣國

醫藥報》、《臺灣中國醫藥》、《醫界春秋》、

《革新中醫》、《中國醫藥》等的期刊中，

如前所述部分期刊會有其文章類別分類，為

了文章統計分析方便，主要參考各期刊分類

方式，加以分類為以下的文章類型及研究主

題分類，文章類型分為：「中醫藥評論論述」、

「中醫藥學理探討相關」、「臨床醫案討論」、

「講義或相關連載文章」、「其他」。

首先在文章類型方面，主要是以「中醫

藥學理探討」為主，占期刊文章數總平均約

45%左右，「其他」約占 23%，「中醫藥評論」

約占 19%，「醫案討論」約占 7%、「講義或

相關連載文章」約占 6%。從表二的分布表來

看，各個期刊因期刊發行目的不同，因此刊

載文章類型比例多少有差異，如《臺灣國醫

藥報》，因為發行時間的差異，整理資料時

發現在不同時期的文章類型比例差異很大，

所以將該刊資料分列兩筆呈現。

同時也可發現在此時期中醫期刊當中，

「中醫藥評論」占了不少比率，在《臺灣中

國醫藥》、《醫界春秋》、《革新中醫》三

本雜誌當中，都約占 20%左右，而使「中醫

藥學理」的文章比例下降至 30%，然也可以

說是因為《中國醫藥》的發行時間最長，而

其中醫期刊的特色也較前三個中醫期刊較偏

重「中醫藥學理」文章的發表，因此增加了

「中醫藥學理」文章在此時期期刊文章的比

例。

其次在「中醫藥學理探討」的研究主題

分類方面，主要是以「中醫學理」為主，期

刊總平均約占 23%左右，「中藥學理」約占

12%、「針灸學理」約占 5%、「中醫藥典籍

文獻」約占 5%。從表三分布圖的內容來看，

在這時期文章的研究主題在各期刊以及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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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數量而言，主要是以「中醫學理」方面的

發表為主，這或許與該時期研究者的研究方

向，或研究方式有關，因此呈現以中醫學理

研究文章居多。這時期中醫期刊刊載文章以

綜合性取向為主，故文章取材上也未偏重某

一個學術研究領域，故也與日後中醫期刊朝

向學術專業化發展之後的研究主題取材方面

呈現不一樣的面向。

此外，「其他」文章比例較高，則是因

為該時期，刊載中醫藥相關的醫藥消息報導、

社務消息、往來公牘及法規、文藝類（詩詞

文藻）等，是這時期中醫期刊刊載內容的特

色之一，因此該類的比例所占不少。在「講

義或連載文章」方面，也是此時期中醫期刊

相較日後中醫期刊發展不同之處，或與蘇錦

全延續日治時期辦理《臺灣皇漢醫報》、《東

西醫藥報》刊載中醫教學講義有關，抑或與

這些期刊發行者繼承民國時期中醫期刊發行

特色，提供中醫藥界學術交流、教學的平臺，

而以講義、連載文章作為媒介。

二、中醫期刊文章內容探討

由前述對於此時期發行的臺灣中醫藥期

刊發行的介紹，可以知道該時期，除了中醫

藥的相關研究文章之外，對於中醫藥發展評

述的文章刊載亦不在少數，是臺灣中醫期刊

日後朝向專業化發展之後所少見的，同時也

是延續民國時期在中國發行的中醫期刊的特

色，故在此針對此時期的發展特色，進行探

表三　各中醫期刊中醫藥學理研究主題分布表

刊　名
中醫藥學理研究主題

合　計
中醫學理相關 中藥學理相關 針灸學理 中醫藥典籍文獻

臺灣國醫藥報

（1946.9∼ 1947.6）

12 10 0 0 22

11% 9.2% 0% 0% 20.2%

臺灣國醫藥報

（1952.11∼ 1955.12）

53 67 1 2 123

22.4% 28.3% 0.4% 0.8% 51.9%

臺灣中國醫藥
57 6 1 0 64

29.7% 3.1% 0.5% 0% 33.3%

醫界春秋
44 28 22 13 107

12.9% 8.2% 6.5% 3.8% 31.5%

革新中醫
13 42 6 22 83

4.6% 14.9% 2.1% 7.8% 29.4%

中國醫藥
273 81 68 59 481

35% 10% 9% 8% 62%

總　　計
452 234 98 96 880

23% 12% 5% 5%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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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此時期中醫期刊評述的文章特色以推動

中醫藥學術發展、提倡中醫藥改革的地位等

為主要目標，整理有以下幾點：第一，以爭

取辦理中醫學校、中醫醫院、中醫藥研究機

構為目標。第二，訴求中醫藥地位的平等、

提升，諸如爭取醫師法、中醫師考試等。第

三，提倡宣揚中醫藥文化，團結中醫藥界人

士，辦理報章雜誌等。

㈠中醫學校、中醫藥研究機構的設置

在 1945∼ 1970年之間，中醫學術及研

究機構的發展不僅對於中醫藥發展方向有極

大影響，對於中醫期刊的發展也有具有一定

程度之影響，以及關聯性，如 1957年「國立

中國醫藥研究所」、1958年「私立中國醫藥

學院」的設立。這些機構的發展皆經歷不少

的波折，不僅是 1945年後臺灣中醫藥發展初

期重要的議題，亦是當時中醫期刊所關注的

內容。

在這些中醫期刊所刊載的文章中，可看

出當時中醫藥界人士對於中醫、中藥學術發

展的規劃與冀望，在〈臺灣省中國醫藥專科

學校籌備宣言〉中，中醫藥界倡言：「我中

醫藥學術，更應設校研討，深宏造詣，繼往

開來，溝通進化，創設臺灣省中國醫藥專科

學校，岌岌不可稍緩，從此學永垂於不替，

民族幸福於無窮，發揚光大，於茲胥賴，謹

此宣言。」[28]

林先和在〈國醫節應如何慶祝〉一文中，

即指出中醫發展與設立中醫學校的重要性：

「人有百年大計，中醫中藥則不能僅為之百

年計劃，當然是隨時隨勢光大發揚，以期其

垂之永久，我們同道也曾考慮過三項建設計

劃，一為創設中醫專科學校，二為成立中醫

醫院，三為籌辦中藥製藥廠，為有各種困難

的因素，以致迄未實現，倘能克服困難，逐

一完成，亦足可稱為事實上的慶祝。⋯培植

中醫後繼人才，勢不容緩，且可藉後繼者天

賦智慧，良知良能，於學業成功後，將中醫

中藥充分發揮，所以中醫學校與中醫前途，

關係至為綦重，⋯中醫醫院與製藥廠，並應

於學校成立以後，繼續籌備，蓋醫院可使學

者有臨床經驗的機會，藥廠可致藥物日趨於

科學化。」[29]

時任雲林縣中醫師公會理事長陳熊，於

〈欲圖改進國醫學術須設立醫院及學術團體，

於學術上作有效之連繫方能發揚光大保存國

粹論〉一文倡言醫院與學術團體之重要性：

「故醫院也，學術團體也，學校也，私人診

所也，必須四位一體，密切連繫，共同為中

國醫學謀前途，一仿西方醫學治學之所為，

方得謂之科學整理，方得廁於科學之林，方

能保存國粹，方得以言改進。⋯集合全臺中

醫藥界之力，提先鳩資創立國醫醫院，以為

學術之實驗機構，將原有中醫學術機構充實

擴大，購置圖書，延攬學者，與當地私人醫

師急取學術上之連繫，私人醫師，亦須改變

其私人營業觀念，除診治以外，兼負中醫學

術整理研究之責任，竭其所知，以作學術之

貢獻，更能創一有學術研究性質之醫學月刊，

為之發表論述，傳遞消息，各類醫術最好能

作專題研究，以學術立場相互批判，不作意

氣之爭，不為門戶之見，切磋砥礪，精光自

出，蒭蕘之見，當不以為誃也。」[30]

關於中醫專門學校及中醫藥研究機構設

置的請願，為當時中醫藥界人士極力爭取中

醫藥發展的事項，在各中醫期刊中有相關的

論述文章發表，如在《醫界春秋》有譚述渠

〈為呼籲教育最高當局迅速籌設國立中醫學

校再度請命〉，在《革新中醫》有馮忠效〈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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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大利醫學教授史嘉伯訪港說起─中醫學校

應迅速設立、中國醫藥研究所應擴大組織〉、

譚述渠〈由趙氷博士建議香港中文大學增設

中醫學院─聯想到國立中醫學校應迅速成

立〉等關於中醫專門學校的探討文章。

在中醫藥研究機構設置方面，在《革新

中醫》有吳海峯〈創造中國醫藥新時代─論

中國醫藥研究所必須獨設立〉、馮忠效〈正

義的呼聲─寫在中國醫藥研究所核准成立

後〉等關於中醫藥研究所設置的文章，以及

〈中華民國中醫藥學會等申請書─為請求對

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勿予併入大學案由〉、

〈臺灣省中醫師公會申請書─為請求准賜國

立中國醫藥研究所單獨成立以維法案由〉等

與中醫藥研究所相關的請願書。

㈡中醫藥地位的爭取

在此時期，臺灣的醫療機構或是業務，

大多是延續日治時期的規模，國民政府著力

的重點，在於戰後的重建或是新設。在醫事

人員的管理方面，中醫師在日治時期公布「臺

灣醫師免規則」後取得醫師資格認證約兩千

人，但僅舉辦過一次認證考試，之後就不再

舉辦，至日治時期結束有正式執照的中醫師

僅有 8人。之後國民政府將 1943年在中國大

陸通過的「醫師法」施行於臺灣，取得中醫

師資格的人數便得以增加，故在此時期關於

醫師法的修法內容，也成為此時期中醫期刊

關注的議題之一。

1958年 3月臺灣省政府衛生處，擬訂修

正醫師法條文草案，經由內政部招集中西醫

師公會負責人開會討論，中醫師由奚復一代

表公會陳述意見，請求免予修正，部方主持

開會者最後宣告，俟下次再行開會商討。草

案對於修改現行醫師法，大致分為三種：第

一，修改條文。第二，刪除條文之某項。第

三，增訂專條及專款。依該草案，中醫界認

為較現行醫師法有失平衡之處甚多，希望當

局重視法學原理，對於中西醫師，視同一律，

保持平衡，並以不輕改變為是。[31]

如鄭品聰在〈讀中國之命運後對於醫師

法的改定意見〉一文說到：「⋯今日中醫闡

精竭慮，力圖改進，而醫師法對中醫顯分軒

輊，在法律地位，處於附屬，長此以往，勢

將吾國固有文化求其保全而不可得，安能望

其發揚光大，以輝煌於世界學術之林也哉？

吾人今日雪恥圖強。先應恢復固有學識技能，

對此歷史上著有偉大奇蹟之醫藥學術，決不

能任其自生自滅，必須多方鼓勵，責成改進，

始有獨立自強之望。」[32]

嚴賓杜在〈從立法的角度談談修改醫師

法〉一文提到修法必須顧慮以下條件：1.明

瞭中西醫藥學術及其應用，2.注意中西醫藥

從業人員之職業與生計，3.了解現在中西醫

兩方面之教育設施及考試制度，4.考察一般

患者所患之病症，何者適用漢法或西法治療，

如何任其自由選擇，以保持人類之健康，而

加以實驗之統計。如果對於上述四項條件，

毫無認識與顧慮，就無法草擬一種包括中西

醫在一起的醫師法規，故其認為醫師法無修

改必要，並且沒有達到應當修改的時機，矛

盾牴觸、情悖理的條文，沒有人能夠了解，

事實上就無法推行。[33]

為爭取中醫藥的權利，中醫期刊時常以

發表社論方式向相關部門提出建言，並向中

醫藥界溝通，提出六點中醫問以及建議，其

中以醫師法修改問題、參加公保問題、研究

機構及學校問題、中醫界團結等的問題，是

當時中醫藥界發展關係重大的議題。其中關

於醫師法修改，其社論中提出醫師法為中醫

師根本大法，是中醫命脈之所託，為三一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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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所爭取者，即是中醫之合法地位，醫師

法列入中醫師之保障者，為三一七事件之結

果，希望立法委員們，本中西醫平等待遇之

精神修訂醫師法。政府實施公保勞保，將中

醫擯於門外，未免有所歧視，請政府重新考

慮，將中醫列入範圍，以示平等待遇。 [22]

此外，當時香港中國醫藥出版社長譚述

渠於〈中醫藥的保衛戰〉一文，說明與《自

由中國》之間的論戰，與代表五四新文化運

動的主持的「自由中國半月刊」，因為中醫

藥問題之戰，到了中西文化問題之戰，這是

中西醫藥爭持的最大論戰，其範圍由醫藥而

擴大到文化領域。由臺灣乃至海外的中醫藥

界人士，以及若干政治文化界的名流皆有相

關的文章論戰，兩方爭論的相關文獻，皆載

於中國醫藥出版社的《中醫藥年鑑》之中。

[34]

㈢宣揚中醫藥文化、團結中醫藥界人士

最後，中醫藥界人士於此時，經常發表

勉勵、期待中醫藥界共同努力發展中醫藥的

相關建議，以期逆轉中醫藥不利的發展情勢。

如陳繼文〈發揚中醫藥之必要〉一文提及發

展中醫藥業之基本條件：「一、精誠團結，

互勉互助⋯此為發展吾醫藥界之基本調件；

二、培植後繼人才，有優秀人才，使能承先

啟後，振興吾學，發揚光大，吾人眼光必須

遠大，不可短視，如能群策群力，籌設醫校，

自為正途。三、發行一藥報刊，以交流學術，

互換知識，醫道得以闡揚，而集眾人之長，

為社會服務，個人業務亦易發展。四、獎勵

研究與著作，由省中醫師公會訂定獎勵扶掖

之辦法，並由全體同業熱烈贊助之。五、成

立學術研究會，以整理醫藥圖籍，及統一病

名藥名。六、改良藥品，與中藥業人士合作，

達到中藥現代化以增強藥之效能，而利推

廣。」[35]

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主任李煥燊在〈發

揚我國醫藥之道〉一文，闡述凡百學術之興

衰，皆有其必然之因素，此時正應反省過去，

策勵將來，文中其認為宏揚中醫藥的十種方

式：流通書籍、整理文獻、調查驗方、交換

經驗、編撰書誌、開辦醫院、闡揚針灸、鑑

定生藥、精製藥物、實驗治療。而要如何到

達該目標，其認為凡此決非一手一足所能為

力，必須群策群力，始克有成。必須賴醫界

同仁，和衷合作；更須賴全國之科學界及文

化界，鼎力維持。由此可知發展中醫藥學術

之道，除有共同的目標之外，也需中醫藥界

全體之通力合作，方可達成 [36] 。

時任香港中華醫學院長陳太羲於閱讀李

煥燊〈發揚我國醫藥之道〉一文後，發表〈中

國醫藥研究芻議〉一文，認為該文所提之十

事，是發揚中國醫藥學術所需具備之基本條

件，亦為研究學術上所應依循之準則。若為

事半工倍，應以中國醫藥研究所為名，發動

海內外中醫藥界中堅人士，廣設研究機構，

以收群策之力，眾志成城之效。各地果能成

立研究機構，則舉凡一般有關醫藥之學術性

雜誌，可由各該機構負責出版，而具有水準

較高之代表性作品或論文，可由中國醫藥研

究所主編刊行。中醫藥學術研究機關為中醫

藥界人士所期望彌殷，負有領導醫界發揚醫

學之正確途徑，亦負有團結同道共同努力之

任命，旨在光大中醫文化，事關整個中醫藥

前途之命運，發揮中國醫藥學術之優越所在 

[37] 。

結語

臺灣的中醫期刊從日治時期開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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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臺灣早期中醫藥學術發展並未成熟，加上

中醫期刊的成立與日本皇漢復興運動的推動

相關聯，故與日本、中國大陸學者的學術交

流與中醫藥理論、經驗的引進有極為重要之

關係。同時，因為政治上也尚未禁止與中國

大陸之交流活動，且當時中國大陸的中醫振

興活動正在熱烈進行中，故日治時期有不少

嚮往中醫領域學習者，紛紛至中國大陸學習

中醫，並帶回相關中醫藥知識與經驗，然這

些在日治時期結束後，臺灣的中醫藥期刊便

朝向與日治時期不同的發展面向。

在 1945年之後，因為政治的因素，有不

少中國大陸的中醫界人士陸續來到臺灣，許

多當時的中醫期刊發行人都是從中國大陸來

的醫師，如奚復一、吳海峯、陳紬藝、李煥

燊等，而蘇錦全、鄭品聰等則是從臺灣赴中

國大陸學習中醫後回臺發展。而中醫藥雜誌

上所刊載的文章上也是不少中國大陸來的中

醫界人士所發表的研究成果，同時，亦有不

少由中國大陸遷移至香港的中醫界人士的文

章。

在 1945∼ 1970年之間，臺灣中醫藥期

刊關注的焦點，除了中醫藥學術的成果之外，

也相當重視中醫藥界權利的爭取，故中醫藥

消息、中醫藥政的文章為當時中醫藥雜誌的

重點之一，這或許是因為這些來自中國大陸

的中醫界人士延續了民國時期中國大陸的中

醫藥期刊發展的特色，即出版者以中醫藥期

刊刊載中醫論述之文章，與相關政府部門進

行中醫醫政政策的討論與溝通，以及與中醫

藥界推廣宣傳相關議題的對策。

之後，隨著臺灣中醫藥學術的發展，臺

灣中醫藥期刊的內容也逐漸朝中醫藥專業化

發展，中醫藥政策類的文章在臺灣的中醫醫

學雜誌上減少、消失，而中醫藥學術專業的

研究成果文章的數量也逐漸在中醫醫學雜誌

上增加，並隨著中醫師公會以及專科中醫學

會的發展，中醫期刊也朝向中醫專科醫學發

展，同時也增加許多專業的中醫藥研究成果

的論文。 

本文僅就 1945∼ 1970年臺灣中醫藥的

發展背景、期刊發行文章的分析做初步的探

討，未來希望可以再更深入進行文章的分析，

並將文章的內容更進一步做分析，將可以對

臺灣中醫藥學術發展，做更進一步深入之探

討。雖然醫學隨著時代變化，技術不斷更新、

進步，但是前人所經歷過的足跡亦是作為後

人參考、學習的材料之一，因此在臺灣發行

過的中醫藥雜誌是前人研究成果，或是行醫

經驗分享的積累，因此之後希望透過更多對

於臺灣中醫藥雜誌內容的研究、討論，將這

些中醫藥學術的研究成果呈現出來。

如同前人研究所述，在現今資訊爆炸之

時代，各類醫學研究期刊也是唾手可得，取

得醫學新知相較以往容易許多。對照臺灣醫

學以西方醫學為主導之環境，中醫專業書籍、

期刊的保存實顯彌足珍貴，這些期刊史料除

了醫學研究之價值以外，更重要的是從不同

的角度，見證臺灣中醫藥學術之發展 [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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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Journals in Taiwan (1945~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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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e the Japanese rule period, Taiwanese medicine physicians began to set up 
Chinese medicine journals. Different kinds of Chinese medicine journals have been 
published. These journals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in modern 
Taiwan. In these journals, the results of Chinese medicine research and the development 
are reported. Therefore, analyzing the content of Chinese medicine journals is a way to 
study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research.

Relevant contents of the Taiwan Journ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period have obtained preliminary results under previous research. 
This article will take the Chinese medicine journals published in Taiwan from 1945 
to 1970 as the research object, including "Taiwan National Medical News", "Taiwan 
Chinese Medicine", "Medical Spring and Autumn", "Innovative Chinese Medicine", 
"Chinese Medicine" and other journals, finishing Introduce the issuer, publishing unit, 
publication interest and year of publication of the journal, and analyze the types of 
articles in the statistical journal, sort out the promotion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school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the struggle for the status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the unity of Chinese medicine people,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etc. Important subject matter. The connotations of these themes outline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administration, Chinese medicine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Taiwan at that time, and provided a more vivid picture of the history of 
Taiwanese medicine development after the war. 

Key words:  Chinese Medicine, Medicine in Taiwan, Chinese Medicine Journals

*�Correspondence author:  Chen-shien Lin, Depart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Tri-Service General Hospital, National 
Defense Medical Center, No. 325, Sec.2, Chenggong Rd., Neihu District, Taipei City 11490, Taiwan, Tel: +886-2-87923311 
#88203, Email: chenshien.lin@gmail.com

Received 11th May 2020, accepted 22th June 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