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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科技志、卫生志之编纂，是我国优秀文化光荣传统之组

成部分，近数十年来，得到国内各界的普遍重视，各省、地、市之志

书，纷纷出版，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有了较为广泛的继承发扬。

卫生志之编撰，也促进了地方医药卫生史之研究，并取得一定的进步。

记事的书，为志书；记过去事迹的书，为史书。记事者，广而为

一大片；记过去事迹者，深而为一条线。一般情况下，二者似以时间

区别为主，但实际上二者之间关联密切，志中多有史之回顾，史中不

可能没有志。因此，史、志很难作出严格之界定。

舒忠民先生以《鄂州中医志》书稿寄我，希望能为该书写序，粗

读其内容，对其总体设计，很有一些新意，其下篇为图片资料，收录

丰富，内容广泛，小至半个世纪各个时期之挂号处方、各种证件、印

章等都一一见载，为我所见者之最。上篇文字资料，对史、教、学、

历代名医、药等，多能详加记述，颇富历史意义。

《鄂州中医志》实属有特色的一部中医志书，有着很好的学术意

义和历史参考价值。

蔓卿，
牛l多奁史女酝誊呓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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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侈lJ

一、<鄂州中医志》是以记述鄂州中医药事业的历史变迁与现状，重点是记述建

国后鄂州地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成就。坚持以客观公正、事实求是为原则，力求起到

“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本志原拟作为《鄂州中医史》的体例编写，后经多位专家

指点改为《鄂州中医志》。

二、本志编撰年限，上溯不拘，凡可查及历史上有关鄂州中医药史料，均在选收之

列：下限止于2003年。对于本市范围内企事业单位所辖医疗机构(如武钢程潮铁矿医

院、鄂钢医院、鄂城水泥厂职工医院等)多不在此列。

三、本志的编纂，按照“详近略远“、“厚今薄古”的原则。编写体例其文字资料采

取分类系事、横排纵述的方法；图片资料则是以纵排比较的方式。

四、中医药人物之传记，或为门人或晚辈提供资料，或组稿者采集，或从其它文献

资料中选录，虽经多次整理，仍存文体格式有异，叙述详略不一，但均用第三人称，均

予以取证修改。中医药人物之排列，按出生年月先后为序。

五、古有“生不立传”论，考虑到编一次史志不易，恐岁月流逝，宝贵史实资料难

以收辑、整理，随时可有遗失，故打破常规，为健在中医药人物一并列传。凡列入本志

中医药人物者，根据其医学理论与临床工作业绩，在全市或当地有一定知名度予以综

合考核，经本市有关中医药专家予以评定。

六、凡列传之中医药人物，其“中医药(护)人员名录”即不再列出；未能纳入“中

医药人物”的部分副高级以上职称的(包括资料不详的)中医药人员及退休中医药人

员、部分尚未退休但工龄较长的中医药人员、在职中级职称的中医药人员、中医药中

级以上职称长期脱离本专业的行政人员，根据调查资料，一并载入志册，列入名录；古

今鄂州文人、名人或政界要人，凡为中医药事业作出一定贡献者亦并载入名录。

七、本志资料来源主要是以政府部门公布的资料，以及史籍、报刊、口碑等资料。

中医药人物传记等文字资料，一般标有资料来源或供稿人。

八、中医药人物传记中的性别与民族，凡未记述者，即为男性、为汉族。本志所称

的“解放前(后)”、或“建国前(后)”，均以1949年10N 1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

日为界；凡以年代指称的，均系20世纪。

九、公费医疗、合作医疗、乡村医生、家庭病床、中西医结合、传染病防治、论文著

作、科研成果等均与中医志关系密切，因其资料不全，未列专篇，有关内容散见于有关

章节或“大事记”中。本志之“大事记”亦或称“杂事记”、“史料记”o

十、据统计，鄂外f在建国前夕且有知名中医药人员百余名，有少数中医药人物资

料无法征集，故未能入志立传。建国后尚有部分中医药人物虽经数次征稿而无回应；

有的行踪无定，难以联系；有的仅有传记而无照片(或照片质量欠清晰)；有的仅据同

仁口述而整理简要资料等。未尽事宜有待后之续修者收辑、补充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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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鄂州市地处湖北省东部，是长江中游重要的港口城市之一，东接黄石，西连武汉，南通咸

宁，北临黄冈。1983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为省辖市，辖鄂城、华容、梁子湖三个县级区、葛

店开发区和四个办事处。全市国土总面积1504km2，人口104万，其中城区面积16．8km2，人口

20余万。是著名的武昌鱼之乡、古铜镜之乡，是湖北省首批经济改革开放试验区。

鄂州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古城，东汉以前为鄂邑、鄂郡、鄂县，三国时期吴

王孙权在此建都，取“以武而昌”之义，改鄂县为武昌县。

鄂州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历代名医辈出，晋代医药学家葛洪，曾炼丹、行医于此。位于鄂

州城南的葛山，为当年葛洪采药炼丹之地，至今仍存有琴床石、洗药池等遗迹，游客不绝；距

鄂州城西40余公里的葛店，相传“葛仙人”葛洪骑梅花鹿游天下，栖息于此，采药炼丹，行医治

病。葛店镇上尚有一座寺庙，名叫“斗牛观”，正堂中供有葛洪骑鹿飞升的塑像。清人撰写的

(-4-牛观记略》镌刻在观中，对葛洪故迹记之甚详。

北宋文学家苏轼，曾谪居黄州4年，常策杖载酒、泛舟过江而来鄂州。在樊口饮潘生酒，食

武昌鱼；在西山灵泉寺品菩萨泉，尝油酥饼(后称东坡饼)。考究樊山、灵泉之由来。苏轼对医

方亦有研究，后人辑有《苏沈良方》一书，全书共10卷，在中医界颇有影响。

元末明初名医邹天贵，以擅长医术闻名于世，时江南江北前来就医者不绝于途。

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湖北省蕲春县蕲州人)，对鄂州西山蕴藏的名贵矿物药物“白镘

铜”进行了化学分解研究，并收人他的医药著作中。

清末江西巡抚柯逢时(鄂州人)，曾在汉口开办“武昌医学馆”，开创湖北省中医院校教育

之先河；名医熊煜奎、朱庆甲等，均以诊务、著述而名噪一方。

民国时期，中医中药不被政府重视，受到种种歧视和限制。1912年开始，北洋政府教育、

卫生部门主管官员力主限制和废止中医，不用中药。教育总长汪大燮排斥中医学校，不准列

入教育系统。1929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余云岫提议“废止中医中药”。均遭到全国中医

药界强烈抗议。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总结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从发展人民卫生事业的需要

出发，肯定了中医药的地位和作用，制定了一系列保护中医药的方针政策和支持中医药事业

的措施。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非常关心中医中药事业。建国

初期，我国就将“团结中西医”列入卫生工作四大方针之一。1958年10月，毛泽东主席在西医

离职学习中医班总结报告中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

高√’1982年，我国政府将“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列入宪法。1985年，中央书记处又

／明确指出：“要把中医和西医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中医不能丢，必须保持和发展。⋯⋯中医、
西医互相配合，取长补短，努力发挥各自的优势。”2001年3月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

参加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教育医药卫生界联组会上讲话指出：“中医药学是我国医学科学

的特色，也是我国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为中华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

对世界文明的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要正确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推进中医药的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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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中西医并重，共同发展，互相补充，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完善有效的医疗服务。”2003年4

月2日，国务院第3次常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自2003年10月1日起施

行。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中医药事业的保护和关怀。

建国以来，鄂州市中医药事业发展迅速，20世纪50年代初中期，由民间散在中医药人员

组成联合诊所79个，历代沿袭的私人个体药店、诊所，大部分转入、归属国家医药卫生单位。

1954年12月，鄂城县人民医院在城关设立中医门诊部，中医药机构正式进入公立医院大门，

其时该门诊部中医药人员有：江子南、江耀南、汤汉、余国栋、熊良友、严子元、余逸民等；

1956年又调入余鹤年、柯华森等知名中医药人员。此为鄂州市建国后最早的公立中医机构

与中医药人才队伍。

1951年5月鄂城县城关镇卫生所(国营公办医疗单位，位于新民街)建立，为全县第一家

全民所有制公立卫生所。1956年，鄂城县城关镇中西联合诊所成立，“普济利”、“保中和”、“周

恒春”等数家药铺在完成公私合营后，均加入联合诊所，其诊所下设一门诊(东门新民街)、二

门诊(南门四眼井)等诊点。1958年城关镇卫生所升格为城关镇卫生院，此则成为鄂州市第二

医院的前身。

1979年12月设立鄂城市，次年原鄂城县城关镇卫生院升格为鄂城市人民医院，时有高年

资中医药人员：谢复华、江耀南、魏北涵、宋盛松、王永新、刘耀轩、周浩、胡世秀、胡宏英、鲍韵

兰、邵国秀、张昌栋等。该院自70年代中期由两家卫生所(濠口、古楼)合并至城关镇卫生院迁

至武昌大道、到成立鄂州市第二医院之前，中医门诊量占全院总门诊人次50％以上。

1975年9月，鄂城县卫生局向县政府写出报告，申请成立鄂城县中医院；1976年9月，经鄂

城县委、县政府批准，湖北省卫生厅审批，正式在樊口区卫生院的基础上建立鄂城县中医院，

从城乡医疗机构中调入了一大批中医药骨干人员，如汤汉、洪竹书等。

1983年8月，鄂城撤县建市，设立鄂州市(省辖地级市)，1984年2月鄂城县中医院升格为

鄂州市中医医院，在市卫生局的重视下，在城区(原明堂后路1号、县卫生局办公楼)设立鄂

卅I市中医医院明堂门诊部，1984年12月1日开业应诊，初步缓解了鄂州城乡居民看中医难、吃

中药难的状况；1985年元月，鄂州市委、市政府将市中医医院的迁建、发展作为当年为百姓要

办的15件大事之一，为鄂州中医药事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与优惠政策。1988年7月15日，

鄂州市中医院住院楼在洋澜湖畔(今滨湖北路12号)建成开业，9月26日卫生部副部长兼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胡熙民等领导前来视察，对鄂州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予以较高评价。1989

年9月29日，位于城郊樊口的市中医医院，正式与市第三医院脱钩分设，迁入城区滨湖北路12

号。1997年12月，鄂州市中医医院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评审为“三级甲等中医医院”；1998年

12月被评为湖北省“示范中医医院”；1999年12月，一幢融门诊、住院与行政办公为一体的中

医院门诊综合大楼建成应诊；2003年元月鄂州市中医医院荣获“湖北省知名中医医院”。此

外，鄂州市第一医院、第二医院、第三医院以及专科医院等市直医疗卫生单位的中医科历任

中医药人员，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自强不息，奋发进取，为鄂州中医药事业的继承与发扬作

出了较大的贡献。
’

鄂州乡(镇)村历代名医辈出。20世纪80年代以前，全市20多个乡镇卫生院，大多设有中

医科，中医药在乡村中发挥了较好的防疫保健、救死扶伤的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体制的

改革、社会大气候的影响等原因，部分单位和中医药人员认为中医跟不上时代步伐，“古董”

老化，效益欠佳，因而信心不足，转岗改行，致使中医药在基层一度低迷萎缩。21世纪初，在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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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省卫生厅中医处的鼓励下，经鄂州市卫生局的积极申报，于2001年10月，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批准鄂州市为全国农村中医工作先进市创建单位，以之鞭策与促进，重振鄂州中医雄风。

鄂州市委、市政府自始至终予以重视、支持，市卫生局将这一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针对创

建目标条条分解，层层落实，使中医药工作在乡(镇)村渐有起色。

中医药队伍由建国以前的个体行医，到50年代以后逐渐进入公私合营的联合诊所、公立

卫生所、卫生院、医院等医疗卫生单位。据1949年统计，鄂城县计有中医药人员220人(其中中

医人员164人，中药人员56人)；至1978年，全县共有中医药人员316人(其中中医人员197

人，中药人员119人)；1985年鄂州市有中医药人员393人(其中中医人员204人，中药人员

189人)。1986年，全市实行大规模考试考核、职称晋升制度，一大批中医药人员获得相应的职

称职务，1987年被批准的副主任中医(药)师有5人，主治中医师有32人，主管中药师有5人。截

至2003年，鄂州市现有在职(退休人员除外)中医药人员385人，(其中中医人员230人，中药

人员155人)。中医人员中，正高级7人，副高级36人，中级99人，助理级88人；中药人员中，副

高级12人，中级63人，助理级80人。

自古至今，鄂州中医界学术流派纷呈，名医层出不穷，他们依靠祖传或拜师或自学、或中

医药院校毕业，在临床上有一定特长，理论上有一定建树，在市内外有一定的影响，如当代鄂

州名医余仲端、江子南、余鹤年、项国梁、刘文澜、汤汉、程平章、洪竹书、魏北涵、江耀南、程珍

祥、刘充闾、金良骥、朱祥麟、陈剑平等；还有鄂州籍客居外地在省内外有一定知名度的名医

严海晏、万籁声、盛贯一、洪子云、邓来送、叶发正、严金林、柯新桥等。

鄂州中医药人才济济，科研成果令人瞩目。汤汉一生治学不辍，临床之余，埋头著述30余

部，可谓硕果累累；洪子云时任湖北中医学院副院长，融行政、教学、临床与科研于一身，为全

国著名中医学家；邓来送创办《时珍国药研究》(后更名《时珍国医国药》)杂志，首任主编；叶

发正撰著《伤寒学术史》，为我国第一部伤寒学术史专著；朱祥麟著述近10部，其《奇经证治条

辨》、《论内经风病学》使奇经八脉和中医风病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柯新桥出版中医药著作20

余部，其《中医预防学》、《中医呼吸病学》等均为国内第一部中医学该科专著。

近20年来，全市中医药专业人员在《中医杂志》、《中国医药学报》(今《中华中医药杂

志》)、《中国针灸》、《中医正骨》、《中华医院管理杂志》、《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中国中医基

础医学杂志》、《中国中医急症》、《医学与哲学》、《医古文知识》、《中草药》、《中药通报》、《上海

中医药杂志》、《新中医》、《湖北中医杂志》、《湖北中医学院学报》、《中医药研究》、《中医药学

刊》等专业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500余篇；在《健康报》、《中国医药报》、《中国中医药报》等报

纸上发表医学科普和中医药文化文稿近千篇。多项科研成果、数部专业著作与数十篇学术论

文获奖，如染色手诊、中药“824”代血浆、麻黄膏、通脉胶囊、通脑和血胶囊、宁血消痔栓、皮瑞

康洗剂、肝康丸、中医病案信息管理系统、《伤寒学术史》、《奇经证治条辨》、《实用中医特色护

理学》等20余项中医药科研课题，分别通过省、市成果鉴定，部分获科技进步奖。

《鄂州中医志》全书分“上篇文字资料”和“下篇图片资料”两大部分。

文字资料约30万字，主要载述：鄂州中医药大事记，中医发展史略，中医教育与人才培

养，中医学会与学术交流，中药发展概况(包括建国前知名药店、建国后中药材公司、医药公

司、制药厂、部分药店等)，中医人物(计150人，包括清代以前及清代名医28人，民国时期至

建国以后知名中医122人(其中鄂州籍寓居外地知名中医21人、鄂州知名中医44人、地方

知名中医49人、中西医结合知名医师8人>)，中药人物(24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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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设“中医药(护)人员名录”一章，数百名之多。其分类按退休、在职及生平不详、生平可

考两大部分。根据有关文字记载及调查的口碑资料，建国后去世或健在的生平不详的中医人

员180人，中药人员102人。其中不乏知名中医(药)者，因难以收辑到第一手资料，故未能记录

生平或列传，如牛慎武、胡镜波、柯梅阁、柯玉庭、姚福坪、姜少堂、谢仲豪、洪耀南等。亦有知

其名而不知其出生地或工作单位者，只有附上括弧，留后明知者补充。生平可考(列生平)的

中医药(护)人员有：退休中医人员115人，中药人员81人；在职(中级以上)中医人员178人，中

药人员106人，中医护理人员8人。

图片资料主要收辑有：20世纪30年代以来不同时期的开业执照证、医学社员证、会员证、

(如工会会员证、医学会会员证、卫协会会员证、红十字会会员证等)、代表证(如人大代表证、

政协委员证、学术会代表证等)、医疗证(如合作医疗证、公费医疗证、统筹医疗证、医疗保险

证等)、学生证、毕业证、结业证、出师证、医师证、医师资格证、医师执业证、执业许可证、工作

证、职称证、荣誉证、论文证、科研成果证、获奖证书等；20世纪40年代鄂州市中心医院(原鄂

城县卫生院)至80年代的院容院貌；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政府或卫生部门召开的中医药工作

会议、医药代表大会、卫生工作者协会、中医药学术会、培训学习会等；zot!t纪60年代以来(包

括“文革”时期)有代表性的中医药历史文件、门诊挂号处方、科研成果、著作论文、书刊资料

等。还有名医遗笔、医药工具、名方名药、名医风采等新老照片共计300余幅。从浩瀚众多的古

今照片中，大致即可看出鄂州中医药事业的历史变迁、发展轨迹，亦可见证一部鄂州中医药

发展简史，对整个中医药事业的全貌且能窥见一斑。



第一章大事记

1 929年(民国十八年)

8月‘，国民政府内部卫生司发布《管理药商规则》，规定“药商都要经各级卫生官署注

册，发给执照”；“中药商不得兼售西药”；“麻、毒、剧药品要有医师署名盖章之处方笺，方可

出售”；“对那些有害卫生、伤风俗或作伪的药品，不得制造、出售、贮藏”等。

1 932年(民国二十一年)

鄂城县红十字会成立，会长高鲁生。鄂城沦陷后，该组织自行解散。
。

1 939年(民国二十八年)

初夏，太和及附近大冶乡村霍乱(包括急性胃肠炎)流行，大生堂药局朱瀛洲制备中药普

济散，赠送病家，名传乡里。

12月21．日，毛泽东同志发表《纪念白求恩》一文。

1 941年(民国三十年)

是年。毛泽东同志为延安大学中国医科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1 945年(民国三十四年)

盛夏，鄂城沿江一带“登革热”病蔓延，一时发“人瘟”谣言四起，新庙青年中医洪子云挖

掘民间药方治疗该病，疗效显著。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 、

1 1月8日，鄂城县卫生院在小西门孟氏宗祠建成应诊。

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

春季，鄂城县中医师公会成立。

1 949年

5月15日，鄂城解放；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全县各医药店铺门前悬挂五星红

旗，张灯结彩。

10月，湖北省立咸宁医院与鄂城县卫生院合并，组建大冶专署医院。

是年，全县有中药店62家，中医人员164名，中药人员56名。

1 950年

5月20日，鄂城县医务工作者联合会(简称“医联会”)成立；全县各地联合诊所应运而生。

1 951年

3月15日，华容区卫生所成立，为鄂城县试点成立最早的区级公管医疗卫生机构；春，樊

口区联合诊所成立，为全县成立最早的联合诊所。

5月，鄂城县城关镇卫生所成立，属全民所有制单位，为全县第一家公立卫生所。

5月，鄂城县医务工作者联合会改称鄂城县卫生工作者协会(简称“卫协会”)。

1 952年

6月，大冶专署撤销，大冶专署医院改称鄂城医院。1953年10月又改为鄂城县卫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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