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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名启桐%秋梧%澹盦$江苏

江阴人$现代针灸学科的奠基人$

中国中医现代高等教育的开拓者

和创建者&

&"##

年$承淡安出生于

江苏省江阴市东乡华士镇的中医

世家& 祖父承凤岗专治小儿病及

麻痘$在当地颇具名气和威信& 父

亲承乃盈毕生以外科% 幼科%种

痘%针灸行其业& 父亲性情温顺善

良%待人亦至诚恳$虽然业务年年

增长$但所接触的都是劳动群众$

诊资不计有无$ 所以经济仍很拮

据& '医者仁术(的思想对承淡安

一生产生了深刻影响&

虚龄六岁时$ 承淡安启蒙认

字$八岁开始读)四书*$十二岁时

已读完 )礼记*)左传*)幼学琼林*

等书$ 十六岁高小毕业留校中当

助教$是年又到振华小学做教员&

这些求学和从教经历$ 为他从事

中医研究实践打下了坚实的国学

基础&

&#&%

年$十九岁的承淡安在

父亲的要求和支持下$ 跟华士镇

瞿简庄先生学习中医内科和外

科&三年时间$读完了)灵素类纂*%

陈修园注)伤寒*和)金匮*%华氏

)温热经纬*%汪昂)汤头歌诀*)本

草神农经*$并逐渐走上了医学道

路&

民国初期西学东渐的潮流和

民国科学思想$ 吸引着这位青年

中医学子& 二十二岁$承淡安参加

了汪泽办的中西医学函授+翌年$

又到上海西医周星一处实习$学

习西药应用和注射疗法+同时$又

学习了灵子术& 在此阶段$他对西

医产生了深厚的兴趣$ 对中医存

有偏见&

&#'!

年初冬$他由上海回到

家乡随父行医&

!#()

年$他得了腰

痛和失眠$ 几个月的中西药都不

生效$ 结果还是被父亲用针灸治

愈& 在亲身实践和体会中$承淡安

转变了对针灸的看法$抛弃偏见$

从零开始学习针灸&这时$距
&"((

年针灸被逐出清朝太医院已经

&*&

年& 此时$针灸只是存于民间

的一种手艺而已&

承
淡安从)针灸大成*开始$

在父亲的指导下$白天行

医$ 晚上读书& 还将原先的名字

!承启桐#改为承淡安&

&#(+

年$承

淡安在北国镇开设诊所$ 开始独

立行医生涯& 次年$于苏州皮市街

开设诊所$ 承淡安在长期临床实

践中充分体会到针灸的临床价

值$也坚定了他传承针灸的信心&

在苏州行医之际$ 承淡安参

加了吴县中医公会&

&#("

年$为

传承中国传统医学$ 他与中医季

爱人%祝瞿卿%朱藕令%杨汉章共

同创办苏州中医学校&随后$承淡

安又将诊所开设于北寺塔附近$

并接收
(

名学生随其学医&从此$

承淡安开始其一生为之呕心沥血

的针灸教育事业&

&#(#

年$他将

诊所迁至苏州望亭+

&#)*

年与

望亭镇上的八位医生一起创办了

'中国针灸学研究社($ 开始了现

代针灸学科模式的探索& 诊务之

余开始总结经验 % 编写专著 &

&#)&

年完成 )中国针灸治疗学*

一书&

&#)(

年$ 中国针灸学研

究社迁址无锡$ 其时经常有十多

个学生实习$ 上午门诊$ 下午讲

课$并做通函答复工作$先后出版

)经穴图解*)经穴大挂图*)百症

赋笺注*)经穴歌诀*等著作&

&#))

年
&*

月$ 承淡安创办 )针灸杂

志*$此乃近代中国最早的专业针

灸刊物&

&#),

年
&*

月$ 承淡安只身

东渡日本学习和考察针灸$ 并获

东京高等针灸学校'针灸专攻士(

学衔&

&#)+

年
+

月$承淡安携带从

日本购得的人体神经图% 铜人经

穴图%针灸器具$以及包括在中国

已经失传的完整的)十四经发挥*

在内的一批医学专著$ 带着复兴

中国针灸的信心和雄心$ 回到故

土$开始新的事业征程&

回国后$ 承淡安创办中国针

灸讲习所$ 附设中国针灸学研究

社$ 由原先的函授教育改为正规

的学校教育+ 所有课程在日本课

程的基本上增设'内经('医论(二

科+学校添聘各类教师$并聘请中

央国医馆馆长焦易堂等为校董&

&#)-

年$讲习所改名为'中国针灸

医学专门学校($设立二年毕业本

科$并添设图书馆$在原针灸门诊

基础上开设针灸医院 !受当时政

策限制$取名为针灸疗养院#等&

正当他的中医复兴计划不断推进

时$ 侵华日军的飞机将学校夷为

平地&

&#)%

年$承淡安避难西迁$

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入川$每

到一地都设有短期或临时的针灸

培训学习班& 在川九年间$共培养

针灸学员达三四百名&

&#+*

年底$承淡安积极进行

复社及)针灸杂志*复刊等&

&#+,

年$承淡安接受江苏省政府邀请$

参加筹办医院和学校等工作&

&*

月
)*

日受任为江苏中医进修学

校 !南京中医药大学的前身#校

长& 他规划和开创了现代中医高

等教育体系$ 培养了第一批现代

中医高等教育的师资&

&#++

年
-

月
&

日$ 受聘为中国科学院生物

学学部委员&

&#+%

年
%

月
&*

日

病故&

将
中国古老%传统的针灸医

学发扬光大$并予以科学

的解释和证实$ 是承淡安一生的

奋斗目标& 他认为,'夫西洋科学$

不是学术唯一之途径+东方学术$

自有其江河不可废之故&何也-凡

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即成一

种学术& 西洋科学$能持之有故$

言之成理$东方学术亦能之& (承

淡安认为针灸'疏通经络$宣导气

血($能够治愈疾病$这在现代医

学上相对应的看法是 '调整神经

机能($即掌握节制各组织器官的

功能活动的统一与平衡& 在一段

时间里$他只用针灸看病$连中药

都不用$也医好不少病患& '近数

年中$参有针刺$病多应手$其效

之速$竟有针未取去穴$而病已在

刹那间去者& 就实验上比较$于内

外眼耳各科$针灸竟无不能$且效

倍速$可以立见& (

承淡安在探索中医针灸医学

的一生中$ 留下了大量著述& 其

中$

&#)&

年 )中国针灸治疗学*是

承淡安的第一部针灸学专著$也

是中国针灸学发展史上的一部具

有分水岭意义的专著+并与
&#,*

年的 )中国针灸学讲义*%

&#++

年

的)中国针灸学*$构成了承淡安

针灸学三部曲$ 展现了现代针灸

学术的演进过程& 此外$还有)古

本十四经发挥*)校注十四经发

挥*)针灸学术讲稿* 等经络研究

著作$)铜人经穴图考*)经穴图解*

等腧穴研究著作$)新内经*)内经

注*)伤寒论新注* 等经典阐述类

著作$)针灸医事常识问题*)针灸

精华* 等结合解剖生理学的针灸

新说著作$)运针不痛心法要诀*

)简易灸治%丹方治疗集*)子午流

注针法*)百症赋笺注*)针灸处方

集*)针灸治疗实验集* 等针法灸

法%针灸处方%临床验案研究等著

作$以及)经络治疗讲话*)经络之

研究*)针灸真髓*等译著&

南京中医药大学张建斌%夏

有兵教授领导的科研团队$ 历时

十余年全面收集整理了承淡安的

学术资料和史料$ 除上述系列针

灸著作%)内经*)伤寒论*等中医经

典注释外$还发现了大量讲稿%日

记%手稿%遗著等$以及承淡安在

民国期间发表在多家报纸期刊的

论文
,&

篇$重新整理结集成)承

淡安医集*一书$

(*&%

年
-

月由中

国中医药出版社正式出版& 承淡

安对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医学的

努力让人敬佩$ 特别是对针灸医

学的创新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在学术上$他融汇贯通中西医学$

结合现代解剖学考订腧穴定位+

提倡用科学方法研究针灸经络+

主张辨病辩证相结合的临床实

践+ 并致力于针灸器械及用具的

研制改造$在毫针%揿针%艾条上

有所创新& 这本医集不仅是承淡

安个人医学思想和临床经验的结

晶$ 也是民国针灸医学和现代针

灸学科体系演变的历史定格&

当代提问!为当代命题"他曾撰
有一篇重要论文 #现代西方思
想中的人与 自 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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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的就是当代问
题"此外!由于现实环境问题的
日益尖锐! 格拉肯的论文风格
也开始增加了论战的意味 !例
如

@#%*

年为 '环境危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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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所撰
写的一章)人类对立于自然*一
个过时的概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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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对旧有环境观念
的批判+

J#%*

年是第一个地球
日之年 %

&#%*

年
,

月
((

日 &!

格拉肯的论文在这个历史时间
点上出现! 显示了他的时代先
进性" 在讨论人与环境的关系

时! 格拉肯曾肯定中国传统中
的平衡与和谐的思想! 这体现
了他的全球的, 文化多样性的
视野+

'痕迹 (一书出版之后 !评
论文章出现在地理学刊物上 !

也出现在历史学,古典学,人类
学的刊物上+ 评语有#丰富的贡
献$!#学识渊博$!#迷人的与令
人信服的$!#庄重的研究$!#视
野广阔$!#伟大的学者! 他揭示
出地理学更深刻的性质$!等等+

有评论认为! 与同时代的
著名美国地理学家詹姆斯 ,特
瓦沙等人不同! 格拉肯不是一
个#地理学者模样的地理学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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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有研究多少具体的地理问
题! 但他对于地理学历史研究
的贡献!并不在他们之下+

在环境危机日益严重的今

天! 对环境问题的深入研究无
疑是一项关键性的贡献! 所以
胡森不无感慨地说*)如果我们
能够在这个星球上度过下一个
世纪! 那么未来的关心自然与
文化思想的学者应该怀着敬意
将自己的工作献给克拉伦斯.

格拉肯+ $

现
在 ! 这样一部优秀著
作终于有了中文译本!

它必将成为中国地理学界, 历
史学界, 思想史学界的重要参
考文献+ 这不是一本概述式的
教科书! 而是一部深度反思历
史的学术著作+ 关于自然, 大
地, 环境的认知! 是人类思维
的重要基础 ! 是神学 , 哲学 ,

艺术, 社会学, 人类学的原始
起点之一和始终关注的主题之
一! 因此! 此书不仅是了解西

方地理学的名著! 也是一部认
识西方文明的独特而深刻的
读本+

对此书进行中译的愿望由
来已久! 但翻译的难度! 却令
人望而却步+ 十多年前! 我曾
组织几位研究生尝试翻译! 因
种种困难中途搁置+ 后来! 终
于找到了梅小侃+ 小侃是我的
老朋友! 我深知她的英文水平
和做事时一丝不苟的品质! 不
过 ! 任何人面对这样一部著
作! 要承诺翻译! 仍要下很大
的决心才行+ 幸运的是! 小侃
刚刚退休! 正在时间充裕的期
间! 在我直率的固请之下! 在
她丈夫也是我的老同学余燕明
的支持下 ! 小侃接受了这桩
重任+

大量陌生的名词术语 ,人
名地名! 抽象而又婉转的理论

阐述!多种文字引文的转译!诗
歌辞句的揣摩! 这些都是在单
纯语言翻译之上的高难项目 +

开始的翻译较为顺利! 但不久
后小侃即应邀参与有关东京审
判的研究和翻译工作 %她父亲
正是当年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代表中国人民审判日本战犯的
大法官梅汝璈先生&!她变得非
常忙碌+ 然而本书的翻译没有
停止!这种坚持不懈的努力!令
人十分感动+

商务印书馆是对这部书进
行翻译的耐心而有力支持者 !

去年是商务印书馆成立
&(*

周
年!'痕迹(一书的译成出版!也
加入了对商务馆庆的致意+

!作者为北京大学城市与

环境学院教授"本文为#罗得岛

海岸的痕迹$中文版序言"刊发

时略有改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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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淡安与中国针灸医学
张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