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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文創刊號選粹 

中國大陸「文化大革命」時期的華文雜誌創刊號--《中華醫學雜誌》 

陳惠美 ∗、謝鶯興 ∗∗ 

館藏《中華醫學雜誌》，是中國醫學雜誌編輯，中國醫師協會在 1973 年 1

月復刊第一期。封面、封底採綠色為底色，顯得相當地簡潔。 

 

由<編者的話> 首段所說：「我們《中華醫學雜誌》迎接國內外一派大好

形勢，正式復刊與廣大醫藥衛生工作者見面了」，表明 1973 年第 1 期是「復刊

第 1 期」。 

從「百度百科」、「搜搜百科」及等網路百科都可以獲得《中華醫學雜誌》

的相關訊息。茲將「A+醫學百科」 1介紹引述於下： 

中華醫學會(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CMA)，中國醫學科

學技術工作者的群眾性學術團體。 

1910 年伍連德在報紙上曾發出成立醫學會的倡議，1915 年 2 月，

國內各地醫師 31 人在上海舉行中華醫學會成立大會。推選顏福慶為第

一任會長。會址定在上海。當時共有會員 232 人。11 月，中英文並列

                                                 
∗ 僑光科技大學應用華語文系副教授 
∗∗ 東海大學圖書館流通組組員 
1http://cht.a-hospital.com/w/%E4%B8%AD%E5%8D%8E%E5%8C%BB%E5%AD%A6%E4%B

C%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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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華醫學雜誌》創刊，第一卷第一期發表《中華醫學會宣言書》，

宣布學會的宗旨為鞏固醫家友誼、尊重醫德醫權、普及醫學衛生、聯

絡華洋醫界。 

1960 年所有期刊因檢查工作一度暫停，隨後相繼復刊。國際醫學

交往也有所增加。1956 年第 18 屆會員代表大會時，會員(包括中醫 105

人)已達 15218 人。「文化大革命」中，學會組織遭到破壞，活動中斷。

70 年代初，逐漸恢復。 

據此我們可以瞭解，《中華醫學雜誌》曾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學會組織遭

到破壞，活動中斷」，到了「70 年代初，逐漸恢復」，這也就是<編者的話>所

說的「我們《中華醫學雜誌》迎接國內外一派大好形勢，正式復刊與廣大醫

藥衛生工作者見面」的訊息。 

一、毛主席語錄 

在生產鬪爭和科學實驗範圍內，人類總是不斷發展的，自然界也總是不

斷發展的，永遠不會停止在一個水平上。因此，人類總得不斷地總結經驗，

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 

二、目錄 

編者的話……( 2 ) 

斷肢及斷手指再植的認識和發展……上海市第六人民醫院斷肢再植研究室(3) 

[論著] 

老年人冠狀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臨床與病理的對照分析……北京醫院心內

科(11) 

冠狀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臨床病理的探討……中國醫學科學院首都醫院病

理科等(l 9) 

搶救急性心肌梗塞危重病人的體會--附 303 例分析……上海第一醫院附屬中山

醫院等(25) 

中西醫結合治療急性心肌梗塞的初步體會……上海第一醫學院華山醫院(29) 

中西醫結合治療急腹症理論研究的一些設想與初步體會……天津市南開醫院(33) 

干板 X 線照相……北京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放射科(40) 

視網膜激光凝固器的動物實驗和臨床應用初步報告……楊冠等(45) 

大動脈炎的 X 線研究 I.92 例血管造影診斷的分析……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

院放射科(51) 

應用濾膜采樣測定空氣中粉塵濃度及分散度……中國醫學科學院衛生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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勞動衛生研究室(55) 

柴油機廢氣中主要有害物質的含量……中國醫學科學院衛生研究所環境衛生

研究室(57) 

氣冷便携式眼科冷凝器試制試

用報告……江蘇省徐州市

第一人民醫院(60) 

[綜述] 

臨床酶學診斷急性心肌梗塞的

意義……陳文為(61) 

[短篇報導] 

「九炭方」治療子宮出血(32) 

中藥栓劑治療慢性子宮頸

炎(50) 拔毒釘治療子宮頸

癌十二例(54)  毛冬青治

療寇心病 103 例觀察(64) 

簡訊……(封三) 

三、編者的話 

偉大的一九七三年到來

了。我國人民在毛主席黨中央領導下，高舉「九大」團結勝利的旗幟，抓革

命、促生產，掀起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新高潮。我們《中華醫學

雜誌》迎接國內外一派大好形勢，正式復刊與廣大醫藥衛生工作者見面了。 

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鍛煉的廣大醫藥衛生人員，堅決遵照毛主席黨

中央有關衛生工作的光輝指示，不斷提高執行毛主席革命路線的自覺性，努

力貫徹執行中西醫結合的方針，為創立我國統一的新醫學新藥學做出了積極

的貢獻。他們深入農村，深入廠礦，與工農兵相結合，深入群眾，深入實際，

教學、科研與醫療相結合，在防治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方面取得了不少可喜

的成績。 

形勢的發展，對醫、教、研都提出了新的課題，對於醫學學術交流也提

出了新的要求。 

我們的辦刊方針和任務是：在黨的領導下，以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衛

生路線為綱，宣傳馬克思主義、列寧主義、毛澤東思想，以及黨的各項衛生

工作方針政策，貫徹執行中西醫結合，理論與實踐相結合， 普及與提高相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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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促進衛生、醫療、科研、教學先進經驗的

交流以及介紹新的理論和新的技術。 

認真總結正反兩方面的經驗，從中吸取經驗和教訓，是十分重要的。過去

我們的雜誌在宣傳黨的衛生方針政策和促進學術交流方面做了些有益的工作。

同時也受到了劉少奇一類政治騙子推行的反革命修正主義路線的干擾。因此，

我們必須從中吸取教訓。 

中西醫結合是創立我

國新醫學、新藥學的必由之

路，也是擺在我國廣大醫務

工作者面前的一項光榮而

重大的任務。解放以來，特

別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以來，我國在這方面取得了

不少的成果，但今後的任務

很艱巨。我們的刊物，一定

要努力促進其發展。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的方針，是促進藝術發展和

科學進步的方針，是促進我

國的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的

方針。」要努力為革命搞好

科研，為革命搞好醫療衛

生，為革命交流學術。我們提倡辯證唯物主義和歷史唯物主義，提倡敢想、

敢說、敢幹的革命精神與科學態度相結合。我們的刊物要為開展學術爭鳴，

促進我國醫學科學的進步而努力。 

在文風上，我們提倡準確、鮮明、生動。文章要寫得短些，寫得精粹些。 

黨的統一領導和群眾路線是我們辦好刊物的根本保證。我們懇切地希望

全國醫藥衛生工作者都來關心這個刊物，積極提供稿件，并提出寶貴建議，

對我們的缺點和錯誤及時批評指正。讓我們共同努力，把雜誌辦好。 

四、關於「毛語錄」 

規劃「華文創刊號選粹」專欄的用意，原本就是選定「文化大革命」時

期的刊物，因此這個時期各刊物都有「毛語錄」，是受制於政治因素而存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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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號似的洗禮現象，臺灣早期的雜誌也曾出現過。 

最近稍稍留意「文革」前後的刊物時，這種必有的「語錄」確實是因時

代與政治環境的不同而有所變化。如《醫學文摘：第十分冊眼科學》，1964 年

第 1 卷第 1 期 2，並無「語錄」。關於該刊的創刊發行，「啟事」說： 

我國醫學文摘創辦業已五年，深受廣大醫務界的歡迎與愛戴。近

十幾年來醫學科學飛躍發展，期刊的數量急速增多，世界醫學期刊已

有 5800 多種，每年約有 40 萬篇文獻問世，數量很大，因此有必要擴

大原有篇幅，將國外新的重要成就和論著向國內報導，以滿足眼科工

作者的需要。現經上級決定成立眼科文摘編輯委員會，自 1964 年起創

刊《醫學文摘第十分(眼科學)》，暫定為季刊，每期 32 頁，64000 字。 

本文摘創刊，承蒙眼科同人熱心幫助，得以按期出版，謹致謝意。

為了使本刊全面發展，並充分發揮作用，尚祈全體醫務工作者大力支

持，多方協助，以使眼科文摘日臻完善。 

而 1977 年 1 月 20 日創刊的《西藏文藝》，雖然仍有<毛主席語錄>，但<

發刊詞>已經轉變為：「當前要認真宣傳華主席，宣傳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

繼承毛主席遺志，粉碎『四人幫』反黨集團篡奪權陰謀的歷史性勝利的偉大

意義，狠揭猛批『四人幫』的反革命的修正主義路線和滔天罪行。」 

1977 年 10 月創刊的《上海文藝》，同樣是「在以英明領袖華主席為首的

黨中央一舉粉碎了王張江姚『四人幫』反革命陰謀集團取得偉大月利的一周

年的日子裡創刊」(見<創刊詞>)，但已無「語錄」，僅見「毛主席塑像」。 

1977 年 11 月創刊的《世界文學》，也無「語錄」，<編後記>說明：「在第

一期，為了學習毛主席『洋為中用』的方針以及革命先驅魯迅的光輝實踐，

為了揭批『四人幫』歪曲這個方針的罪行，我們發表了一組筆談和有關這方

面的文章」，刊物中即收錄<高舉毛主席思想的偉大旗幟，深入揭批「四人幫」，

努力做好外國文學工作(筆談)>、<向魯迅學習>、<論「洋為中用」>等三篇。 

從 1964 年 1 月創刊的《醫學文摘》、1973 年 1 月復刊的《中華醫學雜誌》

到 1977 年 1 月創刊的《西藏文藝》、1977 年 10 月創刊的《上海文藝》、1977

年 11 月創刊的《世界文學》等幾種刊物內容的收錄上，明顯的看出政治環境

對於刊物發行的旨趣與內容的控制。 

                                                 
2 由封面題「中國國外科學技術文獻編譯委員會」、「中國醫學科學院科學情報研究室」、

「北京市眼科研究所」等三個單位，封底編輯者題「北京市眼科研究所眼科文摘編輯

部」，出版者題「中國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