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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许寿仁( 1904 ～ 1970) ，名昌，安徽歙县人。少时在故乡随师学医，1919 年迁居南昌。先寄业商界，后受

业于名医江仲孙，尽得其传。1928 年应南昌中医师考核，获甲等第一名。1929 年乃悬壶应世于南昌市上水

巷安徽会馆。

寿仁好学多思，对古学新知，无不钻研。他悉心攻读《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经典著作，钻研

李东垣、朱丹溪学说，深得益气、养阴疗病之功。并极力主张吸收西洋医学，经常向西医学习解剖、生理、病理

等知识。诊病时除“望、闻、问、切”四诊外，还应用听诊器、血压计、体温表以及三大常规检查，协助诊断。以

中医辨证为主，西医辨病为辅，然后以中药治疗，不久，医名渐著。

许寿仁重视中医教育事业，早年广纳门徒，通过考试，每期择优录取 3 人，诊余授课，并令侍诊。3 年业

成，各自悬壶，或仍随师应诊，结业门徒有徐克明、章真如等多人。但他认为单一带徒，远不能满足中医发展

的需要，曾一度筹办新中医讲习所，因日本侵略军进犯，只得携家避难吉安，志愿未果。抗日战争胜利后，寿

仁回南昌自筹资金，创办江西中医学校，自任校长，并兼教学。招生三届，培养学生近百名。在教学中，他不

仅重视传授医学技艺，还重视医德教育，要求门生在提高医术前提下，认真为贫苦病人服务。他自己以身作

则，言传身教，对贫苦病人给予资助或送药。

许寿仁还悉心研制成药，制有调补丸以治虚劳，女宝丹、白带球用于妇科，肺病草、灭淋草、梅毒丸治疗肺

结核、性病。这些药品风行一时，满足了众多患者的需要。

他一贯重视中医学术活动，抗战胜利后，他组建南昌市中医公会，开展中医研究工作，并担任江西省国医

馆常务理事兼秘书主任。解放以后，首批组织中西医联合诊所，任副所长。1951 年受聘为南昌市中医补习

班主讲。1953 年当选为南昌市中医药学会主任委员。他积极组织中医学习现代医学知识，西医学习中医，

促进中西医结合。( 摘自《南昌市志·卷三十九·人物传》)



代 序

寿世育才 仁心传道
———纪念许寿仁先生百年诞辰

朱炳林

1990 年，在纪念许寿仁先生诞辰 86 周年时，中国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万发生教授题写了“寿世育才香

飘桃李，仁心传道誉满杏林”，以示纪念。“香飘桃李”、“誉满杏林”是真实的写照，“寿世育才”、“仁心传道”

寥寥八字，既暗含了许先生的大名，又揭示出先生当年治病不惜三折肱，怀抱仁爱，活人寿世，声名远扬，为

黎民百姓所钦敬。先生高瞻远瞩，目光锐利，为中医事业后继有人，带学徒，办学校，一腔热血，培育英才，提

携后人，衣带渐宽终不悔，亦为中医界同侪所怀念。

1904 年，许先生生于安徽省歙县石桥，青年时代受业于江西鄱阳县名医江仲孙先生，寒暑三载，尽得其

传。1928 年参加南昌市中医师考核，获甲等第一名，之后在南昌“安徽会馆”悬壶问世，尽展其才。他审病缜

密，遣方严谨，环环紧扣，步步为营，药契病机，往往药到病除。数度春秋，即名满全城。

先生继承中医传统，广收门徒，朝而诵读，昼而见证，夜则释疑解惑，先后带出了徐克明、黄国祥、蔡安

平、章真如、杨遇春、胡枝凤、刘德远、许道仁、许秀平等高徒。先生又深感仅靠带徒方式，远不能满足人们求

医求药的需要，必须办学兴教，于是决定创办“新中医讲习所”，并拟定了规章守则和课程，不料日寇东侵，此

愿未遂。抗战胜利后，他立即用自筹的资金，创办了“江西中医学校”，自己任校长，又亲自授课，并延请吴公

陶、江公铁、卢荫曾、张海峰、熊梦等医药界名流共襄盛举。上海名医陆渊雷、江西名医姚荷生亦交之以心，

肝胆相照，鼎力扶助。先生亲自制定“勤读精研、仁慈济众”的校训，要求学生做医技精湛、医德高尚的人。

办校三年，招收学生 160 余人，遍布赣、粤、鄂等地。在学生毕业时，先生又语重心长地写道:“诸子之业勿谓

已有所成，彼此之间，互求砥砺。是皆为同学录之所必刊也。三年相依，偶然相别，诸子志于道勿志于谷，不

以术渔利也。请业宿彦，问道江湖，不固步自封也。临证处方，审慎周详，不粗率误人也。知则为知，不知不

强谓知，不刚愎愤事也。余之心盖如是而已，特为临别赠言。”( 《首届毕业纪念册·序》) 其良苦用心，跃然

纸上。

1990 年岁末，许先生的门人及亲属相聚南昌，参加江西省中医学会纪念许先生诞辰 86 周年暨学术研讨

会。受先生高尚品德的感染，想到先生生前唯一心愿即希望中医事业后继有人，后继有术，于是会上许秀平

率先提出设立“许寿仁中医奖学金”，以奖励后学，嘉惠杏林，并带头捐资。许秀平话音一落，门人及亲属纷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纷响应，欣然解囊。自此，在校的本科生、研究生，只要品学兼优，或有所创新，皆在奖励之列。其后又设立

了“许寿仁中医药优秀论文奖”。这些举措影响深远，正是许先生盛德深藏、旷达远识的遗风流韵的体现。

先生治学先难其所难，后易其所易，初涉中医，系统学习了《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经

典，为自己奠定了扎实的理论根基。后及诸家学说，颇欣赏李东垣、朱丹溪、叶天士、王清任、程国彭诸位医

家，他广收博采，择善而从，曾谓:“仲景之书，有法有方，示人以规范，金元四大家之学，各有所长，分而读之，

似有所偏，辨证用之，则全面矣。吾人临证，应全面分析，分别采纳可耳。”

他读古人书，灵机活泼，深求善悟，进得去也出得来，绝非泥古不化。他的名方退肿汤( 麻黄、桂枝、白

术、黄芪、薏苡仁、通草、茯苓皮、赤小豆、冬瓜皮、木香、陈皮、独活) 即据《金匮要略》的有关理论和方剂化裁

而出。其弟子杜勉之主任医师，30 多年来运用此方治疗各种疾病引起的水肿，取得显著疗效。先生还发明

了退热汤、四叶汤、调补丸、滋肾丸、女宝丸、四物疏肝散、疏肝消核丸、久咳调理丸、梅毒丸、长寿丸、补肾丸、

补血丸、肺病草、灭淋草、脚气粉、育儿粉、胃痛精、补肾固精酒、妇科至宝酒、化毒散等，可见其变通成法，自

出机杼之一斑。他善于汲取西医知识，借鉴其辨病的长处，中西汇通。他为中医学校拟的“校歌”写得明白:

“中医学校，创立赣疆，融通中外，保健万方。”许先生治病取法乎上。上者，治未病也。他之所以青睐程国彭

《医学心悟》，这是一重要因素。程氏将《医中百误歌》、《保生四要》置于卷首，用意很明显，就是为了劝导世

人爱惜身体，预防疾病，有病早治，莫入病区。“病家误，早失计，初时抱恙不介意，人日虚兮病日增，纵有良

工也费气”( 《医学心悟》) ，何等明白晓畅。若仔细揣摩《内经》“不治已病治未病”之“不治已病”四字，这断

然拒绝的口吻，不正是古代人重视预防疾病的菩萨心肠吗? 先生还不失时机地向病友讲保生四要，传授饮

食疗法，推广按摩健身，既将其开业 30 年来所搜集的单验方汇编成“许氏验方”，又将其发明的各种良药和

精选一部分养生延寿的方法，编成《长寿新编》公之于众，时人无不抚掌称快。许先生对妇科疾病最有经验，

在“气、血、痰、郁”的探讨上别具慧眼。肝主藏血，肝经环绕阴器，冲任二脉隶属于肝。许先生认为，“女人体

阴而用阳，其经行以厥阴为主”( 《济阴纲目·卷五》) 。妇科诸恙往往离不了肝，从调肝入手，用药自然有良

效，为此，他拟定疏肝解郁、疏肝理脾、疏肝软坚、疏肝化淤、疏肝泻火、清肝和胃、温肝通络、疏肝养血、肝肾

两补、泻肝利湿的“调肝十法”，验之临床确是颇有效果的治法。

许先生的医疗经验宏富，区区小文难以尽述。好在弟子们仍在实践，仍在挖掘，仍在探讨，吾辈将不断

地学习他的经验，为人民的健康贡献自己的力量。人生百年，看似漫长，但白驹过隙，转眼即逝，唯精神、学

术能穿越时空的隧道绵延下去，我们一往情深地缅怀许寿仁先生!

( 原载《中国中医药报》2005 年 1 月 6 日第 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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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04 年，是著名中医学家、中医教育家、“新安学派”的继承人和发扬者许寿仁先生诞辰 100 周年。21

年前，中华全国中医学会江西分会在南昌召开了“纪念许寿仁先生诞辰 86 周年暨学术研讨会”，全国著名中

医学家万友生老书写寿联“寿世育才香飘万里，仁心传道誉满杏林”，以示祝贺。《中国中医药报》亦撰文报

道，“这是该省第一次现代名医的专题学术讨论会”。时过四年，江西中医学会、江西中医学院等联合召开

“纪念名老中医许寿仁先生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江西中医学院著名教授杨卓寅老书写寿联“寿世寿民万

病回春施妙手，仁心仁术大医精诚济苍生”，全国著名中医学家章真如老题书“琢磨灵素五十年，悬壶问世赣

水边。唯恐国粹遭湮没，力培后继掌教鞭。誉满杏林众口碑，桃李芬芳竞争研。今日学府颁殊奖，许公含笑

在九天”，以表纪念。

为了深切缅怀这位在江西中医界有重要影响，对祖国医学的发展有一定贡献的著名中医学家、中医教

育家和“新安学派”的继承人和发扬者，我们精心策划、编辑了《著名中医学家许寿仁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以

下简称《文集》)。

《文集》主要收集了许寿仁先生生平、创办“江西中医学校”的经过及精神、学术思想、医疗经验以及先生

门人、学生等阐述及评价先生学术思想和医疗经验的文章，在部分文章后面附有先生传人的简介，以明昭先

生的事业后继有人、后继有术; 附篇收集了先生的墨迹。

先生医学遗产宏富，本书未能载全。现就本书内容，随手拈出几个亮点与读者共赏。

20 世纪 30 年代，先生就医名大振，应诊不暇，收入颇丰。但他不贪图享受，不置地购房，不存钱备用，而

是一心集资办学，不仅散尽钱财，还负债累累。他说:“留金钱予后人，受用一时; 留德于后辈，受用无穷。”为

了创办中医学校，让中医事业后继有人，他费尽心血，倍极辛劳，甘愿过着清贫俭朴的生活。如今，当年的学

生大多都成长为中医界的栋梁之才。他们继承了校长的意愿，为了培养更多、更好的中医人才，集体捐资在

江西中医学院设立“许寿仁中医奖学金”，以鼓励后学，现已奖励学生 162 名。先生在天之灵若能知晓，定可

含笑于九泉。

作为“新安学派”的继承人和发扬者，先生深得祖国医学的精髓，又富有创新精神。他顺应历史潮流，把

握时代脉搏，因时制宜，因人而异，同病异治，异病同治，创制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治法、验方，如:血府逐淤汤

治疗小儿淤血发热，退热汤治疗外感发热，退肿汤治疗各种水肿，七味饮治疗感冒，热泻汤治疗小儿夏秋季



久泻不止，滋肾养肝汤治疗肝肾两亏所致的各种疾患，七物调经汤治疗妇科月经病，疏肝消核丸治疗妇女乳

核，阴道塞药“白带球”治疗带下病等，均被门人后辈广为运用于临床。

先生长期修炼静功，具有特异望诊的功能，并运用气功测药制方，发现了经络、穴位与内脏、器官组织的

对应关系和经络、穴位与药物、食物的对应关系。他的这些研究成果对强身健体、诊治疾病都有很好的指导

作用。先生的这种“气功测药制方”的方法，古已有之，但近现代已很少有人习练和研究，希望后学对其进一

步研究和完善。

先生对食疗的研究亦有独到之处。书中有关食疗的内容都飘溢着浓郁的许氏风味。在 20 世纪 50 年代

末、60 年代初的日子里，我国遭受到严重的自然灾害，食品极度匮乏，国民的温饱问题都无法解决，很多病人

营养缺乏，如不用血肉有情之品调补是难以治愈的。先生因时制宜，采用药疗和食疗相结合，使病人很快得

以康复。但是，也有极少数同道不理解，指责先生不是看病，而是“开餐馆”。时任南昌市卫生局中医科科长

的单乐贤老则站出来为先生解释，许老是运用中医饮食疗法治病。因此，误会才得以消除。在先生 20 世纪

五六十年代的医案中，有很多药疗配合食疗的病案记载。常用的食物有肉类(瘦猪肉、猪骨等)、蛋类( 鸡蛋、

鸭蛋等)、海产品类(海参、鱼肚、墨鱼、淡菜、海蜇头等)、干鲜果类(龙眼肉、鸭梨、甘蔗、荸荠、红枣、莲子等)、

食品类(山药、百合、白木耳、赤小豆、苡米、绿豆、白糖、冰糖、蜂蜜等)。食用方法既可单独炖服，亦可与中药

煎服。功用大抵可分为滋阴生精、补肝养血、补肾壮阳、益气和中、健脾利湿、生津止渴、清心祛火等。品读

本书后，针对临床具体情况，合理采用食疗，必定大有裨益。

先生虽然不是书法家，但写得一手流畅严谨的毛笔字。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南昌市书协顾问、著名书

法家杨农生先生看了许公墨迹后，赞叹不已。他说:“先生虽不是书法家，但是他在书法上也有很高的造诣。

他运笔流畅，呼应自然，结构严谨，笔法合理。一张处方，一篇医案，俨然就是一幅书法作品，读之令人怡然

自得。”资深书法评论家、诗人江毓雄先生读了先生诸多医案后，撰文写道:“这些医案不仅是许公留给医学

界的一份极其宝贵的财富，同时医案的墨迹也是一部难得的书法佳作。许公医案中的书体，或楷、或行、或

草，书法风格均显得端庄凝重，笔锋圆浑遒劲，笔势顺畅笃实，且笔意中深深蕴涵着一种和谐仁爱的气质与

美感。”

在编写《文集》的过程中，得到江西省散文学会副会长、作家朱法元先生，江西名医龚子夫、朱炳林主任

医师，著名书法家杨农生先生，资深书法评论家、诗人江毓雄先生的大力支持; 章真如、杜勉之、杨建华等主

任医师为《文集》提供资料;邹平先生协助打印，谨此致谢!

由于我们经验不足，水平有限，错误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辛卯年孟秋于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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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寿仁先生生平简介

章真如 许寿成

许寿仁先生( 1904—1970 年) ，名昌。皖歙石桥( 今安徽黄山市徽州区) 人。少年立志岐黄。1919 年迁

居南昌，先寄业商界，后受业于名医江仲孙先生，尽得其传。1928 年应南昌市政府医师考核，获甲等第一名。

乃悬壶问世于南昌市上水巷“安徽会馆”。不久，医名噪于洪城。1938 年日寇东侵，先生携家避难南昌县渡

头刘家村，后转辗赣南吉安。1945 年抗日胜利，复返南昌。

先生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早年便广纳门徒，通过考试，每期择优录取 2 ～ 3 人。诊余之暇，课徒授业，并

令侍诊。三年业成，各自悬壶，或继续留用协助诊务。先后结业门人有徐克明、黄国祥、蔡安平、章真如、杨

遇春、刘德远及其胞弟许道仁、亲侄许秀平等。

先生认为单一带徒，远不能满足中医发展之需。抗日前夕，曾与江西耆宿徐瀛芳先生商办“新中医讲习

所”，章则课程均已拟定，不料事方伊始，日寇东侵，宿愿未果。抗战胜利后，1947 年先生自筹资金，创办“江

西中医学校”于南昌市肖公庙街。自任校长，并兼教学。直至 1951 年停办。毕业学生遍布赣、鄂、粤。其中

已获高级职称者甚众。

先生认为，仅依赖门诊，尚不能满足众多患者的需要，乃悉心研究“成药”。曾制有“调补丸”以治虚劳，

“女宝丹”、“白带球”用于妇科病，“肺病草”、“灭淋草”、“梅毒丸”治疗肆虐于旧社会的肺结核、性病。这些

药品经当时国民政府注册，风行一时。其中“白带球”一药，享誉海内。1967 年，一港商曾要求在香港生产、

经销。

先生生平聪敏好学，不固执己见，如饥似渴寻求新知识，对古学新知，无不钻研。20 世纪 30 年代，欧风

东渐，西洋医学逐步输入我国，先生极力主张吸收外来知识，以充实自己。先生经常向西医同道学习解剖、

生理、病理、诊断等知识。先生尝推崇四川唐容川“中西医学汇通”以及河北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因此，

诊病时，除“望、闻、问、切”四诊外，还应用听诊器、血压计、体温表以及三大常规检查，协助诊断。以中医辨

证为主，西医辨病为辅，然后以中药治疗，深受广大病友欢迎。

先生日常重视医德、医风教育，常用孙思邈的“大医精诚”和程国彭的“医中百误歌”来教育门人和学生，

要求在提高医术的前提下，认真地为贫病民众服务。先生自己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对贫病无钱就医者，给

予资助或送药。对远道来诊的农民，给予优先诊治，不令久候。夏日，令家人用薄荷、麦冬、六一散等泡制凉

茶，供过往行人饮用。每遇疫症流行，自备“雷击散”施舍病家。

先生主要学术思想来源于“新安学派”。先生出生皖歙，与之往来故友同道，多为皖南人。受业师江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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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亦为皖歙籍。皖南徽州为“新安学派”故乡。因此，先生学术思想，实受“新安学派”熏陶。先生平日临症

以程国彭《医学心悟》为指导，该书实为“新安学派”代表作。惜先生诊务、教务过忙，不暇著述，其留医案、医

话亦不多见，诚为憾事。

先生教务、诊务之暇，常自盘膝而坐，闭目养神。口中念念有词，喉间呼吸有声。徒辈固知其爱好佛学，

皈依禅宗，不敢干扰。先生自称此乃效法普明子( 指程国彭) 之吞津咽液等法。

先生一贯关心学术团体的建设与同行间的学术交流。抗日战争前与中医同道组成“洪都国医公会”。

抗战胜利后，又组成“南昌市中医公会”。新中国成立后，先生首批组织“中西医联合诊所”。1951 年、1958

年分别受聘于“南昌市中医补习班”、“江西省卫生干部进修学校”讲课，介绍自己多年的医疗经验。1956 年

出席江西省卫生先进工作者和群众积极分子代表会议。先生历任江西省医会执委兼常务委员、南昌市中医

公会常务委员( 1934 年) ，中央国医馆理事、江西省国医分馆常务理事兼秘书处主任( 1934 年) ，江西省政府

审考中医委员( 1934—1935 年) ，江西省卫生处收复区中医审查委员( 1947 年) ，考试院皖、赣考铨处中医检

覆委员( 1948 年) ，江西中医学校校长( 1948 年) ，南昌市中医药学会主任委员( 1955 年) ，江西省卫生工作者

协会理事、南昌市卫生工作者协会理事( 1956 年) ，南昌市中医药学会理事长( 1957 年) 等职。1958 年后，因

长期积劳，辞去一切公职，专事应诊。先后在南昌市中西联合诊所( 1951 年) 、江西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 1959 年) 、南昌市长征路联合诊所( 1965 年) 工作。

综上所述，先生不愧为当代名中医、中医教育家、学术活动家、中西医结合之先驱者、“新安学派”的继承

和发扬者。先生毕生卓越贡献，值得大力宣扬和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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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寿仁先生创办“江西中医学校”经过

章真如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举国同庆，重建家园。许寿仁先生欣然携眷离开吉安，回到阔别八载的南昌市。

先生目睹往日繁华街道变为废墟，残垣断壁，蔓草丛生，心中燃起无限仇恨和感慨。劫后归来，亲友相见，相

互慰藉。先生选择当时象山北路马王庙段，清除瓦砾，搭起简单蓬屋，临时安顿，即就地恢复了门诊，以解除

患者病痛。许多昔日病友闻先生归来，相继前来就诊，一时门庭若市。

先生回到南昌，发现大难之后，故友同道幸存无多，十分感慨。恨倭寇之残暴，痛道友之沦亡，中华医

业，濒于危殆，于是复萌兴学办校之念，在经济上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毅然决定筹资创办学校，培养中医后继

人才。这一行动，随即得到中医同道们的支持。先生于是率领门人辈开始筹备，首先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校

舍问题。到处荒芜，何来房屋? 乃托人设法租借地皮一块，商定租用十年为期，到期全部建筑物归土地所有

者所有。当即与营造厂协议，1947 年元月破土动工，半年交付使用。建成后有上下两层楼房，砖木结构，两

个大教室，四间小型学生宿舍，以及办公用房，约 400 平方米，有简单的操场和膳食用房，并积极延聘师资，准

备教材。

1947 年秋，校舍如期建成。一块油漆的白底黑字“江西中医学校”巨大校牌，悬挂在肖公庙街新校舍门

前。同时刊出招生简章，向江西全省招生，报考者近百人，被录取 50 名。1947 年 9 月 1 日正式开学。教学

内容采用中西并授，兼收并蓄，以中医为主，兼学西医。所授课程除国文、政治、体育、音乐外，尚有《内经知

要》、《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脉诀》等经典中医课程，以及解剖生理学、组织胎生学、病理学、

细菌学、诊断学、药物学、方剂学、医化学、内科学、妇科学( 包括产科) 、儿科学( 包括麻痘科) 、外科学( 包括花

柳科) 、喉科学、眼科学等西医或中西医结合课程。还开设有战时救护训练、临床实习等实践性课程。教材

大多由任课教师编写，校方油印发给同学。

除先生任校长外，先后任教务、事务、训导主任的有林天助、赵丹池、胡德煌、蔡安平、徐克明、游竹隐、王

安人等人。专职、兼职教师及职员有李春田、李蔚普、徐适、李谷兰、尹锦凤、杨广居、张嵩亭、陈浚清、许道

仁、章真如、黄国祥、王家瑞、万济民、李郁、胥频荪、谢原祖、王子经、王先觉、肖熙、吴章铭、王鸣球、敖维忠、

高庶谐、曾定吉、邹公荣等 20 余人。董事长吴公陶先生，常务董事江公铁、梅秋圃、卢荫曾、熊梦等先生亦常

兼职授课。陈树森为专职工友，做杂务工作。教职工团体合作，教学井然有序。

一个初具规模、负有继承特殊任务、无任何外援、白手起家的中医教学基地，屹立在南昌市的一角。当

时在教育界、卫生界，特别在中医界震动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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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经费来源，除收取学生缴纳的学杂费外，不足之数，由先生自筹。因此，年近五旬的许寿仁先生备

极辛劳，个人生活非常俭朴，既要增加门诊收入，以补充学校开支的需要，又要处理教学工作，日夜劳顿，自

非一般人所能胜任。先生以事业甫成，夙愿能偿，差堪自慰。先生事业之所以能成功，以因得贤内助游竹英

( 隐) 师母日夜协助，是其成功的基本保证。先生由于平日过度操劳，少于摄养，晚年身体羸弱多病，不假天

年，诚我中医一大损失。

1948 年秋，学校又招生一班，约 50 名，从此教学逐步走上正轨。1949 年 5 月，先生以积极、热情的行动，

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城并组织在校学生参加宣传活动。

第三年组织学生实习，先生自己亲自指导学生实习，还联系其他开业医师指导学生实习。

1950 年首届毕业，1951 年奉南昌市人民政府教育局指示，因教育事业调整，“江西中医学校”停办，先生

服从政府指示，处理善后事宜。

首届毕业生共计 29 人，分赴各地、县参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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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许寿仁先生创办中医学校的精神

徐克明 许秀平

先师许寿仁先生( 1904—1970 年) 是江西医教先辈，近代名医之一。先生一向重视中医教育事业，为继

承和发扬中医事业逆流勇进，奋斗终生。曾创办江西中医学校并任校长。

先师乐行培养人才，从游者众，弟子有笔者及章真如等八人，侍诊中诲人不倦，受益良多。先师在学术

上不持门户之见，尝谓:“中西医药两个体系，各有所长，应取长补短，互相学习，于病人有利。”他是这样说

的，也是这样做的。如对学校的课程安排较为合理，同学们的中西医基础理论也都学得比较扎实。

先师高瞻远瞩，认识到中医只有办学，多出人才，出好人才，才能自强不息。在当时，中医办校谈何容

易? 一无经费，二无老师，三无校舍。先师置困难于不顾，在抗日战争前就与徐瀛芳君商办新中医讲习所。

徐擅文学，尤通中西医典，并与沪名医陆渊雷先生友善。为办所，章则课程均已校定，不料事方伊始，倭寇东

侵，先师避难庐陵( 江西吉安) 。倭殄，先师返昌，目睹中医后继无人，慨然自筹资金，兴建校舍，而使黄金散

尽，直至举债。同时延聘江西医药界名流吴公陶、江公铁、卢荫曾、熊梦等组成董事会，并得上海名医陆渊雷

先生，江西名医姚荷生、张海峰等大力支持，筹划半载，始具端倪。1947 年秋正式开始招生。

先生对学生特别注重医德教育，亲自制定“勤读精研，仁慈济众”的校训，并讲授医史课。其慷慨好义，

爱才若命，对成绩优秀者给予免收学费，对贫困学生解囊相助，免致停学。对身染疫痘卧床不起者，先师亲

临诊察，给予汤药，配以饮食，使之早日康复，如此等等，优良校风油然而起。三年学习期间，先师常以“人之

有恒成良医，人之无恒便成庸”与“医乃活人术，莫做谋生计”等语来告诫学生，使同学们树立了学而无厌、持

之以恒的学习精神。

三年业成，先生又以“……三年相依，偶然相别，诸子志于道勿志于谷，不以术渔利也。请业宿彦，问道

江湖，不故步自封也。临证处方，审慎周详，不粗率误人也……”为赠言，再一次勉励学生要谦虚谨慎，不断

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今先师已归道山，办校之精神难能可贵，实值吾辈学习。先师办学，负债累累，但对晚辈来说，更能激发

他们的上进，而绝非怏尤。其学生大多已成为江西中医界中坚。

因此，求仁者得仁，积厚流光。缅怀先师，永垂不朽。

( 原载《江西中医药》1985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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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传教 难以忘却

———忆许寿仁校长医教良言

万瑞祥

在旧社会，社会贫苦，民不聊生，许多青年有志业医而不得其门，而先生课徒所纳有限。1947 年秋，江西

中医学校开始招生，鼓舞了一群急于要亲炙中国医药宝藏的知识青年，他们从江西各地奔集于南昌校邸，我

也是这个行列中的一员。

我们初入学时，看到三年要学习 21 门功课，既有古文形式的中医理论课，又有以近代生物、化学为基础

的解剖生理学、组织生态学、医化学等 6 ～ 7 门课程。有些同学由于古文基础差，但更多的是过去对生物、生

理、化学毫无接触，部分同学产生畏难情绪，甚至有的同学想退学。当许校长发现这一情况后，便找一些同

学交谈，阐明学医是与人的健康和生命相联系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针对这种思想情况，校长提出“勤

读精研，仁慈济众”作为我们的校训，还为我们的校歌作词。我还记得当时的校歌歌词是:“中华医药，肇自

炎黄，东亚民族，赖以藩昌。惜乎后世，侈谈阴阳，古圣微蕴，隐晦不彰。近代以还，科学精良，参其原理，证

我所长。中医学校，创立赣疆，融通中外，保健万方。匡庐巍巍，章贡汤汤，瞻顾禹甸，使命伟壮。”阐明了中

医学校的性质和任务。通过一段时间的勤读精研，在良师益友的互相熏陶下，同学们互相讨论，共同提高，

逐渐适应了紧张的学校生活。在这个过程中，校长还经常对我们说:“人之有恒成良医，人之无恒便成庸。”

学医一定要有耐心和恒心，绝非一日之功所得。通过校长良言教导，增进了同学们学医的信心和决心，并使

我们认识到，校长之所以有今天的学术成就，也有赖于学而不厌、持之以恒的结果。

理论学习必须与医疗实践相结合，许校长为了使他丰富的医疗经验为我们所掌握，还利用他自己的诊

所，有计划地安排了我们随同见习。每诊一病，必提纲挈领，突出重点、难点，毫无保留地传给同学。校长擅

长妇科，中年妇女求诊尤多，校长以妇女月事，临产数损于血，加之家务操劳，阴液暗耗，到中年渐至阴虚阳

亢，性情急躁，性急则家不合，不合则郁，因郁而成病者多矣。所以中年妇女应重在调经解郁，调补肝肾。校

长根据多年治疗妇科病的经验精心传教，后来我在应诊过程中，确为妇科病人解决了不少疾苦。例如一患

者，结婚五年未育，经妇科检查为卵巢囊肿，如鸡蛋大，影响经调，经期前后不定，经量或多或少，经行腹痛。

我按校长调经解郁之法，以逍遥四物汤加减治疗( 柴胡、当归、川芎、生地、赤芍、云苓、白术、薄荷、栀子、香

附、厚朴、甘草) ，服药 56 剂后，经妇科检查，卵巢囊肿消失，月经正常，受孕生子。次年前来道谢。究其原

因，婚后一年未育，公婆对其另眼看待，致使精神不爽，受气过多，肝气郁结，而成卵巢囊肿不孕之故。另一

案例，患者 42 岁，月经错前、量多，久延不净，面黄体瘦，掌心灼热已数年，经妇科检查为子宫肌瘤，如鸭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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