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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中央国医馆湖北省分馆”“中央国医馆嘉兴县支馆”“中央国医馆广东省分馆”“中央国医馆广东省分馆新

会县支馆”“中央国医馆江津支馆中医学术研究会会员证章”五枚民国时期徽章的介绍,回顾中央国医馆在设置省市级分馆和

县市级支馆方面有关制度、方法与规模。 同时,建议在近代中医药传世实物研究中,进一步挖掘、整理中医药题材证书与徽

章,发挥其在断代、定性方面的独特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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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中医史上,中央国医馆作为民国时期由政府举

办的中医药机构,在发展中医学术、加强中医教育、规范

中医执业等方面做出了一定贡献,特别是推动民国政府

发布 近 代 第 一 部 全 国 性 的 中 医 药 法 规———《 中 医 条

例》 [ 1] 。 此外,中央国医馆在各地积极推进设立省市级

分馆以及县市级支馆,以壮大队伍、扩大影响。 我们在收

藏民国时期中医药题材证书与徽章的过程中,保存了五

枚与中央国医馆相关的徽章,藉此回顾中央国医馆分支

机构设置的情况。

　 图 1　 中央国医馆湖北省分馆徽章

第 一 枚: “ 中

央国医馆湖北省分

馆”徽章(见图 1)。
直径 2. 6

 

cm,质地

为合 金 珐 琅。 蓝

底白字,是民国时

期政府机关徽章

的典型样式,作为

省级分馆的徽章,
设计庄 重。 背 面

有 “ 证
 

№95 ” 字

样,是该机构的佩

戴者编 号。 湖 北

省分馆成立于 1933 年 4 月 3 日,范筱村、孔庚先后任馆长。
第二枚:“中央国医馆嘉兴县支馆”徽章(见图 2) 。 直

径 3. 0
 

cm,质地为银质珐琅。 正面字体阳刻,湖绿色珐琅

完好无损,似一汪深潭,意境深远。 背面有“ 九州
 

20” 字

样,说明是当地九州银号打制的,佩戴者编号 20。 这是一

枚民国时期比较流行的挂链式徽章,字体质朴,艺术感强。

浙江省嘉兴县支馆成立于 1936 年 8 月 7 日,陈骏八任

馆长。

图 2　 中央国医馆嘉兴县支馆徽章

　 　 第三枚:“中央国医馆广东省分馆”徽章(见图 3)。 直

径 2. 4
 

cm,质地为合金烤漆。 正面左右分列,圈读“中央国

医馆
 

广东省分馆”,下方有“164”编号,中央是兰花图案,寓

意典雅高洁、忠贞爱国。 背面有“馆员证
 

广州光复北大成

制”字样。 光复路现属广州市荔湾区,于 1931 年改建成现代

马路,以“光复”为名,以纪念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统治,光复

中华河山;“北大成”则是徽章作坊商号。 广东省分馆成立

于 1931 年 10 月,邹殿邦、邹尧常、霍芝庭、潘茂林、王金石先

后任馆长。 该馆曾在 1932 年 12 月 10 日组织召开全省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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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中央国医馆广东省分馆徽章

代表大会,议决涵

盖制订中医师与中

药师考试条例、筹
办国医学校等;于
1933 年组织广东

省国医分馆救护总

队;并在 1936 年成

立了医药改进会

分会[2] 。
第四 枚: “ 中

央国医馆广东省

分馆新会县支馆”
徽章(见图 4)。 这枚章与上述广东省分馆章同出一辙,也是

直径 2. 4
 

cm,合金烤漆质地。 正面圈读“中央国医馆广东省

分馆新会县支馆”,下方有编号“70”,中央区域同样有一株

兰花。 烤漆尚有残存,蓝字、红花。 背面有“馆员证
 

光复北

大成制”字样,与省分馆章是同一家作坊出品。 此章的独特

之处是挂链上有一个圆形的“国”字扣,这也是民国时期徽

章的一种式样,往往为了突出主章的核心内容。 一个“国”
字,凸显了“国医”。 新会是出产正宗“广陈皮”的地方,现为

江门市新会区,中医药底蕴深厚。 新会县支馆成立于 1932
年 7 月 16 日,馆长为黄焯南。 该馆曾向社会募捐开设了治

疗所,开展赠医施药,并附设救护队,还组织了医药研究委

员会进行学术整理;同时,积极参与地方中医药行政管理工

作,取得了一定成效。 章上“70”字样,说明当年新会县为国

医馆服务的人至少有七十,规模不算小[2] 。

图 4　 中央国医馆广东省分馆新会县支馆徽章

　 　 第五枚:“中央国医馆江津支馆中医学术研究会会员证

章”(见图 5)。 直径 3. 1
 

cm,质地为合金珐琅。 正面蓝底白字,

图 5　 中央国医馆江津支馆中医

学术研究会会员证章

字,上方横写 “ 中央

国医馆
 

江津支馆”,
下方圈读“中医学术

研究会会员证章”,
中央圆篆“国医” 二

字,简洁高雅。 背面

有 “ №
 

277 ” 字 样。
江津现为重庆市的

市辖区。 支馆由名

医任 应 秋 任 馆 长。
民国时期,基于地方

的国医分馆或支馆,
各种中医药社团登记如雨后春笋一般,最多时逾千,纷纷开

展学术整理工作,为彼时困境中的中医药发展保留了星星

之火[3] 。
在经历了 1929 年 3 月的“废止中医案”斗争之后,中医

药界就普遍产生一个共识,那就是中医药要得以生存发展,
就必须具备一定的组织合法性和行政领导地位,需要建立

一个被民国政府承认并合法授权的专门机构,在政治、学
术、执业等层面统一进行领导,以团结各方面的力量。 1930
年 1 月,裘吉生、蒋文芳等中医名家共同提议,设立一个全国

性的中医药学术综合机构———中央国医馆,该馆的主要职

能就是“改进国医、研究医药、管理国医药事物”。 同年 9 月

召开筹备会议,中医药界推举陈郁、焦易堂、施今墨等七人

为筹备委员会委员,陈郁为会务主任。 1931 年 3 月 17 日,
中央国医馆在江苏南京举行成立大会,选举陈立夫为首届

理事长,彭养光、陆渊雷、谢利恒等十人为首届常务理事,焦
易堂为馆长,陈郁、施今墨为副馆长[4] 。

1931 年 8 月 31 日,国民政府核准通过了《中央国医馆

各省市国医分馆组织大纲》,各省市积极响应,纷纷成立分

馆。 至 1935 年,经中央国医馆机关刊物《国医公报》刊载确

认的国医分馆已达 22 个,占当时全国 28 个省份的 62. 3%;
甚至在美国旧金山、泰国、菲律宾以及中国香港、澳门等地

也组建了分馆。 《中央国医馆各省市国医分馆组织大纲》规

定,各分馆制订的章程、组织架构以及工作计划等必须上报

中央国医馆批准;分馆馆长由中央国医馆指派;董事会人选

须向中央国医馆报备;开办经费则向所在地政府寻求资助,
如有不足,再由董事会进行社会募集。 1937 年后中央国医

馆又出台了《中央国医馆各省市分馆组织补充办法》,进一

步解释了学术团体的组织内涵、扩大了分馆馆长人选的范

围,同时,将分馆的内设机构定为事务、医务、药务三科。 这

二个规定的出台, 很大程度上规范了各分馆的筹办与

运作[5] 。
在各省市分馆相继成立的同时,全国很多各县市也提

出了建立国医支馆的要求。 但由于当时 (下转第 1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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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27 页)中央国医馆未考虑在县市一级设立支馆,
所以没有制度上的安排,故而四川、福建、江西等省提出在

当地县市设立支馆的请求也未被中央国医馆核准。 由于各

地呼声日增,1932 年 11 月 6 日,中央国医馆第十二次理事

会专门讨论通过了《各县市设立国医支馆暂行办法》,规定

国医支馆只能在重要县市设立,且必须在各省国医分馆成

立之后才能提出设立申请。 该办法出台后,由于要求严格,
初期设立的县市支馆数量尚少,且集中在广东、江苏、浙江、
福建等省,后期逐步增多。 浙江在建成嘉兴、永嘉、平湖等

国医支馆后,于 1936 年起又陆续筹建东阳、兰溪、奉化、仙
居、象山等 49 个支馆;而甘肃则在 1936 年决定于十二个重

要县设立支馆[5] 。
1937 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央国医馆随政府迁至重庆。

在整个抗战期间,主要工作从学术研究转为以中医药支持

抗战、服务军民为主,特别是开展了中药工业产业化,为最

终赢得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6 年,中央国医馆迁

回南京。 此后两年,由于政局动荡,工作处于停顿状态,至
国民党迁往台湾后,中央国医馆就此解散,完成了它的历史

使命[6] 。
在中央国医馆存续的八年时间内,各地分馆、支馆努力

团结中医药同仁、全力提升中医药地位、积极发展中医药事

业,在近代中医药史上留下了浓重笔墨。 本文展示的五枚徽

章,正是从不同角度,再现了那一段历史,值得今世回味。
同时,我们认为:长期以来,在近代中医药传世实物研究中,
证书与徽章的价值尚未得到有效重视。 相对于其他中医药

文物而言,证书与徽章所展示的信息更加集中、更加精炼,
可以较为准确地记录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人物或事件,甚
至可以起到断代、定性的作用,值得进一步挖掘、整理和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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