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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老上书”之一江津人任应秋
曾创办报刊为中医发展鼓与呼

□庞国翔

今年9月7日（农历八月初五），是重庆第二批历史名人、中国中医教育史上
的标志性人物、中医著名教育家、医学家、著名的中医“五老上书”之一者任应秋
先生诞辰110周年。

1珍贵文献

在重庆善堂中医药博物馆第一展区的“任应秋
专题展室”的玻璃展柜中，一件非常珍贵的文献书
籍格外引人注目。这份76年前的小册子非常陈旧，
并且已经破损，装订线已脱落。这份文献长25cm、
宽19cm，封面印着书名、出版日期、作者以及赠送
对象等。均为竖排，封面是任应秋手写体字迹，书
名为《当选国民大会代表经过总报告》，书名左印有

“应秋自署”，右印有“福成先生惠存，弟任应秋谨
赠，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还盖有任应秋红
印。该书封三是“版权页”，竖排主要文字除书名
外，还有出版时间“民国三十七年七月”“任应秋编
述”“非卖品”“发行者任应秋医室”“地址江津通泰
门三十号”“代印者黎金茂铅石印刷社”等铅石印刷
的文字。

原来这是一册任应秋在国民政府末期参选江
津县国民大会代表经过的纪实性文献资料。全书
32个页码，竖排，铅石印刷。分为绪言、择定竞选、
举国赞助、完成签署提名、正气不绝、附录等十一个
方面的内容，约1.5万字。

这份资料披露的是当年任应秋由准备竞选立
法委员到竞选国民大会代表的经过，反映了当时30
多岁的任应秋在邪恶的环境和艰难的条件下为中
医事业奔走和鼓与呼的意志，也揭露了当局政治上
的腐败……

2杏林新秀

1914年8月25日，任应秋出生于现重庆市江
津区油溪镇的任家湾。那是一个山清水秀、美丽幽
静的小村庄，满山的橘林掩映着任家白墙灰瓦的老
房子。

任应秋出生时，任家家境还很殷实，任应秋4岁
就得以启蒙，其祖父任益恒是当地有名的乡绅，请
来前清的秀才、举人、进士等人到家里任教，教授
《十三经》等。

任应秋的几位启蒙老师知识渊博，教学尽心尽
力，加上任应秋天资聪颖，这些经典之作为他日后
学习中医奠定了很好的古汉语和国学基础。同时，
任应秋还读到了一些诗文典故类的书籍，这使他的
眼界更加开阔，国学和文学修养齐头并进，相得益
彰。任应秋后来又受到著名经学大师廖季平影响，
学识更加广博。

1931年，17岁的任应秋接受祖父的建议和资
助，师从名中医刘有余，走上了学医的道路。刘有
余先授以中国清代医学家陈修园的《公余六种》，又
授以《伤寒论浅注》《金匮要略浅注》以及《内经》《神
家本草经》等中医经典。任应秋曾经用“口俭腹富”
来评价其师刘有余的教育风格。这说明，刘有余确
是有真才实学的，但是在教学语言上比较“吝啬”，
更多靠弟子的悟性和勤奋。学徒生活非常辛苦，起
早贪黑，除了上课、读书、侍诊，还要轮流给老师做
饭，照顾其生活起居。任应秋就这样一边读书一边
临床，两年中打下了坚实的中医理论基础。与任应
秋一起当学徒的一位堂弟说，一般学徒要五年才出
徒，但任应秋凭着深厚的国学基础和悟性，三年就
出师了。

1936年，任应秋在老家的油溪场“济世诊脉所”
行医三年后，毅然离开家乡到上海。他就读于新成
立的上海中国医学院。不到一年，抗日战争全面爆
发，任应秋辗转到湖南国医专科学习一年后，回到
江津县城开业行医。这段外出求学经历虽然短暂，
却让任应秋结识了很多著名的中医学家。这正是
所谓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全国中医名家各自的
学术背景和中西医汇通的学术思想让任应秋大开
眼界，也对后来任应秋成为铁杆中医，全身心地投
入为中医争取地位、建立中医现代化教育体系的事
业产生了重大影响。

任应秋的医馆开设在江津通泰门30号。他凭

着广博的见识、医学建树和良好的口碑，很快就当
选为中央国医馆江津分馆秘书，后任馆长。

那时候中医正面临被国民政府废止和取缔的
危险。主张取缔中医的大多是当时的文化精英、留
洋派和西医。这些人见多识广，能言善辩，组织能
力和社会影响力都很强。所以，他们废止中医的提
议很快得到了响应。反观当时大多数中医大夫，一
般都不善言辞。

而任应秋则不同，他学识广博，开放睿智，并且
具有卓越的才华和犀利的文笔。他很快从中医界
脱颖而出。他四处呼吁，在相关场合批驳那些敌视
中医的人的无知自大，当然他也实事求是地指出中
医界本身存在的一些缺陷，他四处奔走，提出改进
方法。这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1945年~1947年，任应秋在江津城、重庆中山
路先后创办了《中医周报》《华西医药杂志》等报
刊。这期间，他发表了不少言辞有力的文章。为中
医的生存发展大声疾呼；为中医业遭受的不平等待
遇大声疾呼，为中医师遭受的不公正的待遇大声疾
呼……他的这些行为、这些措辞严厉的文章，在当
时医学界产生极大的影响。

任应秋还在江津创办了《民言日报》并任社长，
意为为民说话、为民代言。

毫无疑问，这也得罪了当局。不过任应秋在江
津、在全川乃至全国，中医的名气越来越大，他当选
全国中医师公会常务理事。

3选举风波

1947年，国民党假借“还政于民”，于全川搞立
法委员和参议员的选举。任应秋是江津、全川知名
人士，专志于中医，先前本不想参与这些政治活动，
但某一件事使他豁然开朗：何不通过立法委员的选
举，将中医业积极争得法律上的崇高地位。于是他
同意了某社团提名的立法委员的竞选。这下当局
非常紧张，因为当时江津、巴县等12个县的立法委
员才选8名，当局（选举事务所）提名的候选人是曾
任过民国党县党部长的施某某和曾任国民党中央
训练团团长的夏某某。如此半路杀出一个“任咬
金”，当局内定的人选必然会出问题。于是，当局就
通过各种手段包括暗中指使人写信、劝说甚至威胁
等叫他退选。还暗示说此退选后可改竞选国民代
表大会代表（习惯说法为参议员）。

那就改竞选国民代表大会代表吧。但不知什
么原因，就是没团体出来提名。暗中打听才知是当
局做了“手脚”，因任应秋在江津、重庆、成都的报刊
上发表了许多批评当局不重视中医事业的文章。
当局认为他是一个不听招呼、言语凌厉、桀骜不驯
的人物。上峰暗中拿了“言语”，地方社团哪个还敢
提名……

最后，全国中医师公会提名了，这令当局无可
奈何，虽然心生不满，但又不能说出。1947年11
月21日~23日，江津县国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举
行。虽然选举过程非常曲折，但任应秋仍“竞获多
票”，从票数上算肯定属于当选。对这样的选举，
当局迟迟不公布当选结果。他们还暗中组织“嚷
党”制造纠纷，企图将任应秋的单个选举作废，进
行重选。

一场选举风波正在掀起。
江津医界内外团以及重庆新闻界对此引发同

情和关注，他们披露了此事，但当局仍置之不理。
任应秋在此艰难背景和邪恶的条件下，没有气馁。
他不断发表“向政府请求倡导中医之实业表现”“县
政府应列中医入教育系统”“必须实地作中医教材
之编订”“请政府应许中医过问卫生行政”“必实地
作中医加强一切卫生知识之计划”“实地从事改革
中国医业学术之工作”等之类的文章。

同时，江津有团体还成立了任应秋声援团，有
选民还来到选举事务所进行绝食，这下，弄得当局
非常的难堪和尴尬。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和正义人士的支持下，当局
不得不承认选举结果，并向任应秋发放了《国民代
表大会代表当选证书》。

4文献外的事

后来的事是这个文献中没有记载的。任应秋
当选参议员后，在相关会议上，处处严厉批评当局
在中医事业上的失策和失误，弄得会议主持人和当
局很是难堪，有时不敢正面回答提问，或者进行搪
塞……对当局的敷衍有时还被任应秋当场揭开。
这下，当局时时对他设防。任应秋说：这样的“还政
于民”，形同虚设……

好在时间不久，不到两年江津就解放。任应秋
如鱼得水。解放初，江津筹备成立医协会，任应秋
任筹备委员会秘书。璧山专署医务工作者协会江
津县分会，任应秋出任副主任委员，并主持江津医
协会的日常工作……他向上级写出《新中国健康保
健计划》，1957年他被调往北京中医学院任教。他
有了更高的学术平台，理论水平和学术能力都得到
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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