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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贵阳医学院院刊》与地方高等医学文化的构建

谭　秀　荣
（《遵义医学院学报》编辑部，５６３０００，贵州遵义）

摘　要　通过原始文献考证和文本分析，研究《国立贵阳医学
院院刊》与地方高等医学文化的关系。结果表明：该刊表现出

强劲的地方科技文化缔构功能，以鲜明的贵州地方医学文化和

地方高等科技教育文化的创造，构成了近代黔文化中学术层次

最高和最具创造性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以直抵国际前沿的高起

点奠定了现代贵州地方高等医学文化的根基。

关键词　《国立贵阳医学院院刊》
!

地方高等医学文化；地方

病；科技学术期刊史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ｒｕｎ Ｇｕｉｙａｎｇ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ａｎｄ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ｏｆ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ｌｏｃａｌ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ＴＡＮＸｉｕｒｏ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ｔａｔｅｒｕｎ
Ｇｕｉｙａｎｇ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ａｎｄ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ｌｏｃａｌ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ｈａｓ
ｂｅｅｎ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ｂｙ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ｔｅｘｔｓｏｆ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ｔａｔｅｒｕｎＧｕｉｙａｎｇ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Ｔｈｅ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ｉｓ
ｔｈａｔ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ｔａｔｅｒｕｎ Ｇｕｉｙａｎｇ 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ｈａ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ｄｖｅｒｙｗｅｌｌｔｏｂｅａｎｉｎｄｉｓｐｅｎｓａｂｌｅ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ｓｔａｎｄ
ｍｏｓｔ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ｉｔｈａｓｌａｉｄａｓｏｕｎｄ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Ｇｕｉｚｈｏ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ｔａｔｅｒｕｎＧｕｉｙａｎｇ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ｌｏｃａｌ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ｅｎｄｅｍｉｃ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Ａｕｔｈｏｒｓａｄｄｒｅｓｓ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Ｚｕｎｙｉ
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５６３０００，Ｚｕｎｙｉ，Ｇｕｉｚｈｏｕ，Ｃｈｉｎａ

创刊于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的《国立贵阳医学院院
刊》，是贵州高等医学教育和医学学术期刊的开山之

作，记载了贵州高等教育演化、贵阳医学院发展、地方

病和地方卫生事业以及医疗制度建设等丰富的学术内

容，表现出强劲的地方科技文化缔构职能。笔者通过

对１９３９—１９５０年《院刊》的实证研究，试图进一步揭
示高校学报在构建地方科技文化中其他科技学术期刊

无可替代的重要职能。

１　记载了贵阳医学院乃至贵州高等医学教育
事业发展的历史

　　１９３８年３月１日国立贵阳医学院创建，填补了贵
州高等医学教育的空白。１９３９年１月创刊的《国立贵
阳医学院院刊》，记载并传扬了贵阳医学院和贵州高

等医学教育事业发展的历史。

《院刊》主要刊载本院的学术成就、教育经验、先

进诊治技术以及国外最新科技动态，并依托这一信息

载体将其传播给广大读者。《院刊》中朱懋根《贵州医

事教育及卫生事业发展之商榷》《回顾既往，瞻念未

来》《开发的精神》、蔡钺侯《现代医学的中国化》、程本

礼《发扬我国科学医事之我见》、罗克聪《医学的昨天、

今天与明天》等文，忠实地记录了贵州高等医学教育

演化的进程。

据《院刊》记载，１９３８年首任院长李宗恩代表我国
赴河内出席由１５国参加的第１０次远东热带病学会
议，所带论文得到大会高度评价，开创了贵州高等医学

学术成果与世界交流的先例。

《院刊》所载内容表明：建院初期，教学体制仿效

美国并受英国医学教育的影响，在教学计划、教材使

用、教学方法、指导思想、教育方针，以及教学规章制度

等方面，吸取了北京协和医学院的经验。开设教育部

规定设置的课程外，为了拓宽学生视野，重视人文教

育，特开办了“人文科”。担任教学工作的教授大多是

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医学教育家，如张孝骞、杨崇瑞、杨

济时、沈克非、李瑞麟、王季午等，还有其他名校的杰出

教育家，如清华大学汤佩松、燕京大学林绍文、齐鲁大

学侯宝璋、港大毕业留英的施正信等。这些著名教授

不仅注重培养善于行医的医生，更注重培养对中国医

学教育和卫生事业发展有影响的人才，既重视启发式

教学，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也重视提高学生医德境界

“先做人，再为医”，使学生永远铭记自己肩负着“健康

所系，性命相托”的使命。

《院刊》记载：该院定期召开“中华医学会贵阳分

会报告年会”并开设学术讲座，如李宗恩《临床医学与

教学》、杨静波《明日外科进展预测》、杨济时《我国医

学事业的回顾与展望》、蔡醒华《关于叶酸之临床应

用》等专题报告。既有医师进修与出国留学的“派出

去”制度，又有国内外客座教授的“请进来”制度。

１９４０年燕京大学司徒雷登博士、北京协和医学院胡敦
博士来院参观时，对该院学术水平与教育质量表示钦

佩和赞赏。

《院刊》真实地反映了学院学子荟萃、崇尚医学学

术的浓厚风气，其刊载的学术论著组成了贵州医学学

术的主要内容，形成了淳朴的学风和浓烈的学术氛围，

开启并建立了地方高等医学学术新体系。正是这些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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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专家的无私奉献，为贵州高等医学教育夯实了坚实

的基础，也为贵州省、西南地区乃至全国培养了一大批

医学人才，同时构建了地方高等教育文化中的最高层

次。《院刊》不仅记载了贵州高等医学教育的历史，而

且反映了过去欧美医学教育对我国医学教育的重大影

响，发挥了特殊功能。正如陈浩元等先生所指出的：

“高校学报是一大类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学术刊物，

它固有的特殊功能是其他科技学术刊物无法完全替代

的，我们不能机械地用衡量国际化期刊和社会上专业

性学术期刊的标准去评判它；不同层次的高校需要水

平与各自层次大致相应的高校学报，而这种需要正是

高校学报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坚实基础。”［１］

２　推动地方病防治和地方卫生事业的兴起

　　在论及期刊地域特点时姚远先生指出：“科技期
刊的地域特点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这不仅表现为

在期刊名上冠之以地名、国名、省名、校名或其他地方

机构的名称，而且还在期刊的学科性质上有所体现。

这说明，区域地理环境会对期刊文化产生某种微妙的

影响。”［２］４５４笔者的研究结果也印证了这一点。

当时贵州的区域地理环境，对《院刊》刊载的内容

产生了很大影响。由于受自然环境、社会因素、居民文

化水平、卫生设施以及风俗习惯的影响，贵州出现了许

多地方病。这些地方病的情况在《院刊》上通过诸多

著名学者的撰文得以显现：李宗恩曾对黑热病、疟疾、

血吸虫、丝虫、囊虫等流行病进行过深入研究；李方邕

《贵筑县苗夷卫生状况调查》、王福生《叶酸对恶性贫

血的治疗报告》、王季午《流行性腮腺炎对神经系统之

侵累》等，结合贵州地方病实际情况，提出针对性治疗

措施与方案；尘辑《防痨三两事》中说的“二氢键菌素

是链菌素的新近衍化物，比原有链菌素好得多”［３］，则

对比性地介绍了治疗结核病的新药；霍蕴新、虞惠容

《贵阳所见之葡萄胎》中说的“在贵阳自１９３９至１９４６
年共见３４例，然实际发生之数目当较此为多，因一部
分居民未就医而在家生产”［４］，说明葡萄胎在贵州有

较高的发病率，显示了立足当地，为区域医疗文化作贡

献的特点。《院刊》最先阐明血吸虫、疟疾、贫血病、结

核病、葡萄胎以及黑热病等为贵州地方性疾病，并强调

地方病防治工作是卫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搞好地

方病防治工作对提高国民身体素质，保护劳动力，促进

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院刊》中贾智钦在《贵州卫生事业概述》一文中

说：“看贵州的卫生事业：已由省会发展到县城，更由

县城发展到乡镇。自廿七年至廿九年为创建时间，卅

年至卅三年为黄金时代。”［５］文中所载贵州卫生事业

创建的时间，恰为国立贵阳医学院建院时间；贵州卫生

事业黄金时代的开始，乃为国立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

所成立的１９４１年。显而易见，正是由于有了国立贵阳
医学院和附属医院并通过其开展的大量工作，以及

《院刊》医学内容的传播，才使贵州卫生事业从无到

有，并以贵阳为中心向省内各市县乡镇逐渐发展，明确

提出了贵州卫生事业的工作性质和今后的发展方向，

这在贵州地方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史上无疑是拓荒性的

创造，而这一切全赖于《院刊》的传承才为后人所知。

由此可见，“高校学术期刊虽囿于校园，但它跨越

时空界限的制约与社会发生广泛联系并成为区域文化

的积极因素，这又大大超过了它自身‘内向性’的内

涵”［２］４５６。

３　促进地方医疗文化体系的缔构

　　《院刊》也记载和促进了地方医疗制度的建设。
李方邕在《英国的保健制度》一文中说“本人去秋

应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之奖助，赴欧美察考医教与卫

生曾到英国考察一月，除研究各医校卫生教学，外用数

日时间考察英国新建的保健制度”，指明“英国保健制

度之推行分为三个方面：医生方面、医院方面、地方卫

生方面”，“英国政府认为民族健康，就是国家富强的

基本，人民健康是政府的重要责任”［６］。这首次在贵

州全面、系统地介绍英国医疗保健制度实施的情况和

意义，为贵州医疗保障制度的建立提供借鉴，掀开了建

立贵州医疗保障制度的第一页。

朱懋根在刊登于《院刊·医师节特辑》的《贵州医

事教育及卫生事业发展之商榷》一文中指出“贵州在

过去十几年当中，有省卫生处之成立，省立医院之扩充

改良，高级医事职业学校之设立，中央并有国立贵阳医

学院的兴办，在医药学术方面，可算已有若干基础”，

告诫“大众在才财两方面，应按照以重点建设为原则。

人人都得到医护卫生保障的权利，人人也都有保障医

护卫生设施的义务”［７］。以贵州人民的健康安全为首

任，提倡为人们提供卫生医疗保障，从医生的培养、医

院的建设和地方卫生的工作开展等方面形成制度。

杨洁泉《医药卫生制度应行改革之刍议》一文中

强调“每一国家任何制度，都有它的特殊环境做背景，

我们学人家的医药卫生制度，不能整个照搬。过去的

医药卫生制度确实犯了这个毛病，不能完全仿效欧美

的自由发展制度”，“医药卫生制度和计划的执行，必

须经济条件充足，方能按照计划彻底实行。必须改变

经费不独立，机构不独立的行政状况，以我想，十年后

我国公共卫生事业必可与其他医药先进国家相媲

美”［８］。这将贵州地方医疗文化的创建，一开始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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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在直达国际前沿的高起点，并且在发展中既借鉴欧

美，又创造了体现贵州地方特色的医疗保健制度。这

种引进、消化、吸收，以及在发展中的地方特色化创造，

均彰显了《院刊》文化传播、传承、缔构的突出功能，

“在形成云、贵、川、藏地区学术文化中心地带的过程

中，高校及高校的期刊发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有很多

区域文化的组成成分源自高校及其期刊”［２］３６１。

４　首开高等医学传播事业的先河

　　贵州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版的医学期刊十分稀
少，《院刊》的出版，标志着贵州第一份高等医学学术

期刊的诞生，谱写了贵州高等医学传播事业的新篇章。

该刊为月刊，前后共出版８９期，每期都在封面显著位
置标明校训：“诚于己，忠于群，敬往思来。”这也是办

刊宗旨。

综合其各时期的启事、编者的话、重要纪念文章

等，可将其办刊思想归结为：将办刊与“对国家社会的

使命和贡献”相联系，“建国先健民”，“医师对于国家

的责任，是保护民族生命，促进民族健康”［９］；“不该再

墨守传统象牙塔的意见，要极力推行现代医学常识之平

民化”［１０］；传播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新技术和科研成

果，提供医学学术思想交流、酝酿、碰撞的最终结晶；促

进国立贵阳医学院医学教育的发展。其栏目主要有《学

术论著》《院闻》《人事辑要》《本学院图书馆最近收到图

书杂志一览》《附院近讯》《校友动态》《报告会纪要》《出

国教员近讯》等栏目，由此显示了《院刊》集学术性、科

普性与新闻性为一体的办刊特点，它紧扣时代脉搏，抓

住理论研究的热点与难点问题，提出了极为有价值的新

理论和新观点，既重视传播建立现代医学科学的民众信

任基础和医学科学知识的普及，又重视传播基础医学和

临床医学的研究，并以最新的科学理论凸现了妇产科等

优势学科和地方病防治的特殊地位［１１］。

可见，《院刊》处于当时贵州医学学术论坛上的最

高地位，并引领了贵州高等医学传播事业的创新步伐，

它不仅记载着国立贵阳医学院的发展过程，而且是贵

州地方高等医学文化和科学技术发展史的珍贵文献。

５　结论

　　诞生于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年代的《国立贵阳医
学院院刊》，以直抵国际前沿的高起点奠定了贵州地

方高等医学文化的根基，开创了贵州地方高等医学文

化历史的新纪元。《院刊》虽以反映本院医学教育和

医学学术交流为己任，但它正是依托这个地方医学文

化的最高论坛，形成了无可取代和史无前例的传播高

地，并且写就贵州地方科技文化传播和传承历史上灿

烂光辉的一页。同时，通过《院刊》，将教育传播延伸

为社会教育传播，大大扩展了《院刊》以及国立贵阳医

学院的内涵和外延。以《院刊》为代表的高校科学技

术期刊在创办初期，受到了当时、当地区域科技文化的

诸多制约和影响，并逐渐成为当地区域文化中的一种

高层次文化形态，也成为科学技术向社会生产力转化

的重要媒介，并成为培养人才、开发智力的有力工具。

同时，高校学术期刊又是高校联系社会的纽带和从小

社会通向大社会的桥梁，这种功能反作用于高校，又成

为推进教学和科研发展的动力。

因此，地方高校科技期刊具有地方科技文化缔构

的强劲职能，而在这种文化缔构的进程中，不仅形成了

地方文化最具创造性的元素，而且形成了地方高校办

学特色和地方高校科技期刊特色中最为鲜明的部分。

即便今天，这也是地方高校科技期刊区域定位所应遵

循的基本规律之一。

承蒙国立贵阳医学院内科专家、第４任院长张美
祥教授，贵阳医学院生物化学专家、第６任院长任锡麟
博士，国立贵阳医学院妇产科专家沈碧莹教授，贵阳医

学院药理学专家夏炳南教授，贵阳医学院预防医学专

家朱延伟教授的支持和帮助，谨致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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