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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大医刊》开创的学术新风尚

王　睿, 井小梅
(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 学报编辑部, 陕西 西安　710032)

摘要: 通过文献考证和医学分析, 认定创刊于 1949 年 9 月 1 日的《西大医刊》为当时陕西省仅有的
两份医学期刊之一。对其办刊宗旨、内容和代表作作了分析, 认为其以侯宗濂 (1900—1991)、毛鸿志
(1901—1978)的病理学研究为代表的学术成果, 特别是关于癌病防治、立法的研究, 直达国际前沿,
并认为该刊反映了 20 世纪 40 年代西北医学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的新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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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大医刊》为综合性医学双月刊。1949 年 9 月 1

日创刊于陕西西安。西北大学医学院主办, 该院出版
委员会编辑出版和发行。王耕、王兆麟、王秉正、王树
梓、毛鸿志、曲正、汪功立、祁开仁、孟照琳、侯宗濂、郭
佐国、孙国桢、马载坤、张时、张保真、张　华、张效宗、
张怀　、陈作纪、陈庆魁、彭绪让、靳连仲、刘新民、刘
蔚同、叶瑞禾、隋式棠、迟汝澄、霍炳蔚、谢景奎等 29

人为特约编辑。创刊号有西北大学医学院院长侯宗濂
的《创刊词》。仅出版 1 期, 现存西北大学图书馆。

其办刊目的, 正如《发刊词》所说:“提高研究之前
奏曲, 必先倡导学术风气, 是以本院年来成立医学学
习会、讲演会、读书会等等。先自大家读书作起, 先自
大家交换医学知识作起, 为完成是项初步过程, 乃发
行本刊, 此所以用文字交换大家之医学知识者, 如能
因此而得介绍医学知识于群众, 则实为得收获于意外
矣”[1 ]。由此可见,《西大医刊》源于学术活动, 又服务
于学术, 自然地成为提高医学研究水平, 提倡医学研
究风气, 加强医学学术交流, 宣传普及医学知识的阵
地。其论文形式有医药专著、译述、文摘、综述等, 主要
刊载本院教师、医疗人员在教学、医疗及研究中的成
果, 所刊论文均为本院教师撰写。创刊号载有毛鸿志
(病理学教授) 的《恶性瘤病之管理与医教》; 孙国桢
(药理学教授) 的《常山》; 隋式棠 (小儿科副教授) 的

《百日咳为好发于哺乳儿期内之急性传染病》; 汪功立
(生化副教授) 的《由龋齿论营养》; 王兆麟 (讲师) 的

《矢毒之生理学的效能及其临床应用》; 张怀　 (讲师)

的《主动脉弓之异常》; 陈庆魁的《视网膜色素变性之
组织疗法》; 李国璋的《三叉神经痛及其治疗》等。

其中《恶性瘤病之管理与医教》一文的作者毛鸿
志 (1901—1978) , 江西广丰人, 1923 年毕业于北平
大学医学院, 曾在我国著名病理学家徐诵明教授指
导下工作, 亦曾在世界著名病理学家Boyd 教授指
导下工作。1935 年赴日入帝国大学病理科留学并任
研究员, 1937 年归国。历任江右军野战医院院长、西
安临时大学医学院副教授、西北联合大学医学院教
授、西北医学院教授兼总务主任、西北大学医学院教
授兼理总务等。他在《西大医刊》创刊号所发表的这
篇论文, 是他 1946 年在西北大学期间被教育部选派
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医学院病理科进修和研究期间
(1948 年回国) , 对美、加等国考察的报告之一。他在
该文中仔细考证了癌瘤的来龙去脉。他指出:“癌瘤
之为害人类, 往古即深知之, 尤以乳房癌瘤为一般所
习见。纪元前数百年H ippcra tes 氏即以乳房癌瘤往
往形成放射状细长索条, 其形态有似于蟹足。其顽固
难治, 可喻为蟹壳, 遂定下了今日西文对本病之名称
——希腊称Carciem a, 拉丁称Cancer, 德称 K reb s,



英称C rab, 均以蟹名。中日文称癌, 从　, 与岩通, 亦

具有象形之意”。他称“恶性瘤病”, 特别是“癌瘤, 可

称为瘤病之王”,“1901 年加拿大癌病死亡率, 为每

10 万人 16. 8 人, 而在 1945 年则升至 119. 1 人”,

“1944 年, 平均每日因癌病而死者 39 人”,“就死因

而论, 因癌病死亡者, 仅次于心脏血管病”。第二次世

界大战中,“加拿大战死及失踪者 38 854 人, 而在同

期间因癌病而死者, 几达 80 000 人。”在美国,“已有

许多城市, 设立此种 (癌瘤) 预防检验所”,“约有 60

余所甲级医学院已准备或正准备给予合格之志愿者

以癌诊断与治疗之特殊训练”。“美国各州, 大多已制

定法律或规章, 认癌瘤为必须报告之疾患”, 报告癌

病法案为下列六类:“口腔及咽腔、乳腺、子宫、胃及

十二指肠、皮肤、肝及胆道”。由此, 毛鸿志建议我国

“动员每个有关机构, 与每个人共同努力”;“医学院

校对于癌病之教学, 应有更丰富课程”;“应有永久性

训练机构, 以为普通医师及医学院毕业后训练之

需”[2 ]。这应是 20 世纪 40 年代末, 考察西方发达国

家防癌治癌工作后, 对我国当时癌病防治、立法的较

系统的建议。

《西大医刊》的创办者侯宗濂 (1900—1991) ,

1920 年毕业于南满医学堂并留校从事生理学研究。

1922 年赴日本留学, 在京都大学进修肌肉神经普通

生理学及生物物理化学, 并于 1926 年获博士学位。

1930 年赴奥地利音司卜路克大学研究生理学, 继赴

德国莱比锡大学进修生理学。1931 年归国后, 历任

北平大学医学院教授兼图书馆主任、福建医学院院

长兼生理学主任、教授、福建研究院院长、西北医学

院教授兼院长。创办斯刊时, 任西北大学校务委员、

医学院教授兼院长。他早在 30 年代, 即对当时已被

世界生理学界公认的法国科学院院士拉皮克

(L ap icque) 提出的“时值理论”[3 ] , 表示质疑, 并首先

提出要找到一个新的确实反映兴奋性的指标来取代

拉氏“时值”[3 ]。1935 年, 在莫斯科第 15 届国际生理

学大会上, 他阐释了“费氏间隙的本质”。在西大医学

院期间, 曾发表了《鹿寿草研究之初步报告》等 33 篇

学术论文。在他任内, 西大医学院的教授、副教授达

20 余名, 学生近 300 名, 并购置西北制药厂为西安

院址, 又购西邻民居建成教学医院。《西大医刊》的主

办者西北大学医学院的前身是北平大学医学院, 曾

相继为西安临时大学医学院、西北联合大学医学院,

一度独立为国立西北医学院。1946 年 8 月, 医学院

复属西北大学, 并随西北大学迁回西安, 改名国立西

北大学医学院。陕西省立医学专科学校亦在此时并

入。据《西大医刊》: 西安于 1949 年 5 月 20 日解放以

后, 西北大学医学院师生积极随解放军参加战地救

护。外科戈治理医师及学生暑期支前工作队宋爱兰

等 23 人, 于 7 月 10 日出发赴第一野战军第二野战

医院服务, 在兴平、武功一带, 参加前线救护工作后,

又随大军西入甘肃。另外, 西北大学医学院另一支暑

期工作队马志方、葛治华等 62 人, 于 7 月 12 日赴第

一野战军直属医院, 参加医护工作, 该院院长李福淮

及全体伤病员, 对其服务多有嘉许, 很多同学还在黑

板报上被提名表扬, 8 月 13 日服务期满后, 该院伤

病员还特地召开了欢送会[4 ]。在南郑时, 医学院一直

未分系, 归属西北大学后, 按照医前期、医后期教学

特点, 按学科归类建制, 分设医前期: 解剖学、病理

学、生理学三科; 医后期分设内科学、外科学、产妇

科、公共卫生科等。医学院还附设教学医院。此时的

西北大学医学院已初具规模, 其办学目标为造就医

学专业人才及医学从业人员, 并以提高学术研究水

平, 促进西北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为宗旨。西大医学

院在长期的办学中积累了丰富经验, 且一贯治学严

谨, 学术空气浓厚, 在南郑时就于 1940 年 12 月创办

了《西北医学院院刊》。归入西北大学后, 更加注重科

学研究工作的开展, 正如侯宗濂教授在《西大医刊》

创刊词中所说:“大学之使命, 乃为国家教育高等人

才者。一方教授大学生, 使之学得高深学问, 一方则

应领导研究工作⋯⋯。国外各大学未有不作研究工

作者, 无研究工作之大学不能成其为大学。亦即虽有

大学之名, 却无大学之实者”[1 ]。因此, 为了加强学术

研究, 医学院成立了医学学习会、演讲会、读书会等

等。正如该刊“院闻”中所报道:“本院医学学习会成

立以来, 学术空气极为浓厚, 每星期五晚间有专题演

讲, 参加者颇形踊跃, 临床各种实习医师, 组织有 4

个抄读书团体, 每星期亦各有例会 1 次, 抄读内容俱

取材于新近原文医学杂志, 并有主任及主治医师参

加讨论”[4 ]。《西大医刊》即创办于这种读书、读刊、演

讲交流和切磋的背景之中。虽仅出 1 期, 但却是

1949 年间与国粹中医院所办《国粹医学》一起, 为陕

西仅有的两份医学期刊之一。

附侯宗濂《创刊词》:

大学之使命, 乃为国家教育高等人才者。一方教

授大学生, 使之学得高深学问, 一方则应领导研究工

作。大学非贩卖旧学问之市场, 乃创造新知识之泉

源。创造新知识, 惟研究是赖。国外各大学未有不作

研究工作者, 无研究工作之大学不能成其为大学。亦

即虽有大学之名, 却无大学之实者。中国过去政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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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 以致人力、物力、财力之分配不当, 无谓浪费, 因

之大学设备不周, 经费不足, 人力缺乏, 遂乃大学除

教学外, 而兼能作研究工作者殊为寥寥。今后在计划

经济方针下、计划教学方针下, 大学教育定当突飞猛

进, 焕然一新。吾等滥竽医教者能不有所警惕, 力求

赶上世界新潮流乎!

理想虽如前述, 然亦不能希冀一步登天。俗云:

“行远必自迩; 登高必自卑”。提倡研究之前奏曲, 必

先倡导学术风气, 是以本院近来成立医学学习会、讲

演会、读书会等等。先自大家读书做起, 先自大家交

换医学知识做起, 为完成是项初步过程, 乃发行本

刊。此所以用文字交换大家之医学知识者, 如能因此

进而得介绍医学知识于群众, 则实为得收获于意外

矣。至若本刊内容, 亦将由综说——综合以前之许多

创作加以有系统之整理介绍, 时或加以自己之独特

见解者; 译述——翻译国外之著作中有兴趣有价值

者; 摘译——外国原文过长择要而译录者之记载, 而

走向专著。所谓专著者, 乃有创作性 (O rig inalita t)之

专门著作。从某一病历, 而论一事, 而达到纯学理之

研究报告。至此, 本刊乃成为一有价值之医学学术刊

物, 间接证明本院同仁研究工作之成功。此外, 当然

随时亦可介绍医界珍闻, 以至重要院闻等。最终达到

L ancet 之情形, 世界知名, 则可浮一大白矣。略陈拙

见, 愿与同仁、同学共勉之, 是为序。一九四九年八月

二十一日晨写于西安医隐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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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academ ic character ist ics in M ed ica l J ourna l of NWUC
W AN G R u i, J IN G X iao2m ei

(Edito ria l D epartm ent of Journal of the Fourth M ilitary M edical U niversity, X i′an 710032, Ch ina)

Abstract: L itera tu re search and m edical analysis show that the M ed ica l J ou rna l of N orthw estern U n iversity

of Ch ina (NW U C) founded on Sep 1, 1949 w as verif ied to be one of the on ly 2 m edical jou rnals in Shaanx i

P rovince at tha t t im e. Fu rther analysis of the con ten ts and rep resen ta t ive art icles of th is jou rnal confirm ed

that the m edical researches w ere among the mo st advanced levels in ternat ionally. T hese academ ic fru its in2
cluded no t on ly the patho logica l research w o rk s of HOU Zong2lian (1900- 1991) and M AO Hong2zh i(1901

- 1978) concern ing the p rophylact ic and rem edia l aspects of tumo r, bu t a lso leg isla t ion s of m edical educa2
t ion in Ch ina. A nalysis a lso indica ted that th is m edical jou rnal m irro red the new vogue of the m edical

scho lars in no rthw est Ch ina in the fields of m edical educat ion and academ ic research in the 1940s.

Key words: Ch inese academ ic jou rnals; M ed ica l J ou rna l of N orthw estern U n iversity of Ch ina; pa tho logy;

academ ic research

·学术动态·

舒德干教授等提出脊椎动物起源可能分“五步走”的新假说
最近美国《科学》杂志发表了西北大学舒德干教授等与英、日等国学者合作完成的《云南虫类的一个新种

及其对后口动物演化的重要意义》的研究成果。该成果标志着脊椎动物实证起源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

1999 年昆明鱼和海口鱼的发现被英国《自然》杂志评为“逮住第一鱼”。2003 年初, 舒德干等人再度在《自

然》杂志著文, 通过对数百枚海口鱼标本的深入研究, 揭示出它们一方面已开始演化出原始脊椎骨和眼睛等

重要头部感官, 另一方面仍保留着无头类的原始性器官, 从而证实了它们不仅是已知最古老的脊椎动物, 而

且还属于地球上一类最原始的脊椎动物。早期后口动物的系列性发现, 不仅与现代动物学关于脊椎动物起源

分“四步走”假说相一致, 更重要的是添加了比“四步走”更为原始的“第一步”, 从而首次提出了脊椎动物起源

至少分“五步走”的新假说。同时, 舒德干教授还指出, 这个假说仅仅只是给出了一个脊椎动物起源演化的轮

廓, 在其相邻演化步骤之间仍缺乏中间环节的证据, 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继续探索。 (高立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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