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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李时珍故乡中草药资源和宝贵医药经验的专著((蕲州药志》终于出舨了，这是工作

在李时珍故乡的中医药工作者多年辛勤劳动的结果，在此表示祝贺!

中草药是祖国医药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和文明进步作出了重

要的贡献。古城蕲州，不仅中草药资源十分丰富，而且在我国医药发展的历史上也有重要的地

位。世界科技名人，我国明代伟大的医药学家李时珍就诞生在这里。悠久的中医药历史和丰

富的中草药资源使蕲州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对中草药的种植，采收、加工和使用中草药

防病治病等方面积累了许多宝贵医药经验，而这些医药经验中又有不少是李时珍亲授口传和

后人从((本草纲目》中发掘出来并历经长期验证而流传下来的。挖掘、整理和总结李时珍故

乡的中草药资源和宝贵医药经验，对于保障人民身体健康、丰富祖国医药宝库具有重要意
义。

近几年，我从各方面了解到李时珍故乡的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对李时珍故乡医药人文资源

的开发利用，蕲春县政府大力发展药材种植、生产加工，并于1991年和1992年连续举办了两

届李时珍药物交易会，从1993年起，湖北省将举办“中国湖北首届李时珍医药节暨第三届药

交会"，以后将每二年举办一届这样的大型?舌动，其目的是扩大李时珍故乡的影响，推动蕲

春县以至湖北省的对外改革开放，把李时珍故乡蕲州建成长江沿岸重要的药材集散地和新药

都，编撰<<蕲州药志》对于这一目的实现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蕲州药志》在编写内容上突出了李时珍故乡的特点，既介绍了蕲州特产药材的特点，

又介绍了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对该药的认识，还介绍了该药在蕲州广泛流传的治病单，

验、秘方；既介绍了中草药植物形态和药材形状，又介绍了种植加工方法，为从事医疗、药

材种植、采收加工和药物研究的专业人员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不失为一部有重要实用价

值的地方性药志。

最后，希望能通过《蕲州药志》的出版，

独特的医药资料，充实积丰富祖国医药宝库，

推动全国各地象蕲春县一样积极整理编撰本地

为推动我国中医药事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中国单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

研究员谢宗万

一九九三年四月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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蕲春，古称蕲州，是我国明代伟大的医药学家李时珍的故乡，地处鄂东长江中游北岸，

大别山南麓，依山傍水，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壤肥沃，地形辽阔，植被丰富，中草药资

源极为丰富，不仅品种较多，而且门类也较齐全，是我国著名的盛产道地药材之乡，历来为

重点药材产区之一。

蕲州在我国医药发展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悠久的中医药历史和丰富的中草药资源使蕲

春人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左中草药的种植、采集加工和使用中草药治病防病等方面积累了许

多宝贵经验。解放后，在各级政府的直接关怀和支持下，蕲春先后建立了李时珍药材种植

场、李时珍制药厂、李时珍中药饮片厂、李时珍医院、李时珍中医药研究所等中药种植，生

产、加工、制药及医疗服务、科研等单位，蕲春的中医药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近几

年来，在李时珍故乡每二年举办一届的“中国湖北李时珍医药节暨药交会，，，对于推动蕲州

地区医药事业的发展，把蕲州建成我国现代中药材集散地和当代新“药都”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系统整理、挖掘和总结蕲州的中草药资源和蕲州人民在中草药采种和应用方面的宝贵经

验，丰富祖国医药学宝库，推动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我们在各级领导和有关专家的支持下

编撰了这部《蕲州药志》。

全书分总论和各论二犬部分?总论部分重点介绍了蕲春的医药历史发展概况和蕲州地区

的中草药资源。各论部分是从蕲州地区(以蕲春县为主，包括蕲春邻近数县的鄂东地区)1000

多种中草药品种筛选出产最大、质量优的遭地药材及较常植、用的250余种进行了总结和整理．

每种药材分别按别名、来源、历史、形态、生境分布、种植、采集加工、药材性状及质量、

性味归经、功能主治、民间应用及附注等项内容进行描述，其具体内容都是在搜集药农、药

工、药材收购人员、民问医生及名老中医药人员实际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整理出来的，

部分药物附有插图，以便于鉴别。本书可供从事医疗、药材种植、采收加工和药物研究的专

业人员参考，对药农、民间医生及广大群众在种植药材和使用中草药单、验方治病方面也有

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书总论部分的“蕲春县医药历史发展概况”由蕲春县：巴生志办副主任李元学撰写、

“伟大的医药学家李时珍和他的《本草纲目》’’由蕲春县李时珍文管所副所长、馆员宋光锐

撰写，“蕲州的自然环境和中草药资源概况”由蕲春县李时珍中医药研究所所长、副主任中

药师梅金喜撰写。各论部分的“根及根茎类药"由黄冈地区第二人民医院药剂科副主任、主

管中药师徐建中、英山县药检所所长、主管中药师郑汉光撰写， “茎木皮类药”由黄冈地区

药检所中药室主任、主管中药师汪雁玲撰写，“叶、花类药”由蕲春县李时珍中医药研究所

主管中药师王剑撰写，“果实种子类药”由浠水县药检所所长、副主任中药师毕焕新和汪雁

玲撰写，“全草类药”由蕲春县第二人民医院药房中药师田新对、黄石市药品检验所中药室

中药师张清及王剑、梅全喜撰写， “动物及其它类药"由张清撰写， “蕲州特产集锦”由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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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梅全喜撰写。并由梅全菩、王剑承担全部书稿的修改及统稿工作。

《蕲州药志》在编写过程中得到有关专家的大力支持和热情指导。中国中医药学会副会

长、解放军兰。五医院主任军医高辉远j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资源开发研究所所长、研究

员肖培根、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研究员谢宗万，酉4所长、研究员胡世林，湖北中医学

院中药系教授黄先石等专家应聘担任本书顾问，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林有润、

湖北中医学院中药系主任、教授詹亚华应聘担任本书名誉主编。谢宗万研究员为本书作序，

中医古籍出版社傅景华副社长、吴炳银编辑对本书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编写过程中还得到黄

石市药检所、黄冈地区药检所、黄冈地区二医院、浠水县药检所、英山县药检所、蕲春县第

二人民医院及原蕲客县药检所所长董普仁等单位和个人的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加之资料不足，时间仓促，书中难免存在遗漏和错误，衷心地希

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梅全喜

一九九三年初春于李时珍故翌



目 录

上篇 总 论

蕲舂县医药发展历史概况⋯⋯⋯⋯⋯⋯⋯⋯⋯⋯⋯·：⋯⋯⋯⋯⋯⋯⋯⋯⋯⋯·(1)

伟大的医药学家李时珍和他的《本草纲目》⋯⋯⋯⋯⋯⋯⋯⋯⋯⋯⋯⋯⋯⋯(24)

蕲州的自然条件及中草药资源⋯⋯⋯⋯⋯⋯⋯o⋯⋯⋯⋯⋯⋯⋯⋯⋯⋯⋯⋯(33)

下篇各 论

一、根及根茎类

人参⋯⋯⋯⋯⋯⋯⋯⋯⋯⋯⋯⋯(39)

八角莲⋯⋯⋯⋯⋯⋯⋯⋯⋯⋯⋯(40)

三七⋯⋯⋯⋯⋯⋯⋯⋯⋯⋯⋯⋯(41)

大蒜⋯⋯⋯⋯⋯⋯⋯⋯⋯⋯⋯⋯(43)

大蓟⋯⋯⋯⋯⋯⋯⋯⋯⋯⋯⋯⋯(44)

土牛膝⋯⋯⋯⋯⋯⋯⋯⋯⋯⋯⋯(45)

土茯苓⋯⋯⋯⋯⋯⋯⋯⋯⋯⋯⋯(45)

小蓟⋯⋯⋯⋯⋯⋯⋯⋯⋯⋯⋯⋯(47)

小升麻⋯⋯⋯⋯⋯⋯⋯⋯⋯⋯⋯(47)

干姜⋯⋯⋯⋯⋯⋯⋯⋯⋯⋯⋯⋯(48)

山药⋯⋯⋯⋯⋯⋯⋯⋯⋯⋯⋯⋯(49)‘

天冬⋯⋯⋯⋯⋯⋯⋯⋯⋯⋯⋯⋯(51)

天麻⋯⋯⋯⋯⋯⋯”⋯⋯⋯⋯⋯·(52)

天南星⋯⋯⋯⋯⋯⋯⋯⋯⋯⋯⋯(53)

．天葵子⋯⋯⋯⋯⋯⋯⋯⋯⋯⋯⋯(54)

木防已⋯⋯⋯⋯⋯⋯⋯⋯⋯⋯⋯(56)

太子参⋯⋯⋯⋯⋯⋯⋯⋯⋯⋯⋯(56)

贝母⋯⋯⋯⋯⋯⋯⋯⋯⋯⋯⋯⋯(58)

丹参⋯⋯⋯⋯⋯⋯⋯⋯⋯⋯⋯⋯(59)

水莒蒲⋯⋯⋯⋯⋯⋯⋯⋯⋯⋯⋯(60)

石蒜⋯⋯⋯⋯⋯⋯⋯⋯⋯⋯⋯⋯(61)

玉竹⋯⋯⋯⋯⋯⋯⋯⋯⋯⋯⋯⋯(62)

玉簪⋯⋯⋯⋯⋯⋯⋯⋯⋯⋯⋯⋯(63)

龙胆⋯⋯．．-⋯⋯⋯⋯⋯⋯⋯⋯⋯(64)

白术⋯⋯⋯⋯⋯⋯⋯⋯⋯⋯⋯⋯(65)

自芨⋯⋯⋯⋯⋯⋯⋯⋯⋯⋯⋯⋯(66)

自芍⋯⋯⋯⋯⋯⋯⋯⋯”⋯⋯⋯·(67)

白芷⋯⋯⋯⋯⋯⋯⋯⋯⋯⋯⋯⋯(68)

白前⋯⋯⋯⋯⋯⋯⋯⋯⋯⋯⋯⋯(69)

白蔹⋯⋯⋯⋯⋯⋯⋯⋯⋯⋯⋯⋯(70)

白头翁⋯⋯⋯⋯⋯⋯⋯⋯⋯⋯⋯(71)

白药子⋯⋯⋯⋯⋯⋯⋯⋯⋯⋯⋯(72)

白茅根⋯⋯⋯⋯⋯⋯⋯⋯⋯⋯⋯(73)

玄参⋯⋯⋯⋯⋯⋯⋯⋯⋯⋯⋯⋯(74)

半夏⋯⋯⋯⋯⋯⋯⋯⋯⋯⋯⋯⋯(75)

百合⋯⋯⋯⋯⋯⋯⋯⋯⋯⋯⋯⋯(77)

百部⋯⋯⋯⋯⋯⋯⋯⋯⋯⋯⋯⋯(78)

地黄⋯⋯⋯⋯⋯⋯⋯⋯⋯⋯⋯⋯(79)

地榆⋯⋯⋯⋯⋯⋯⋯⋯⋯⋯⋯⋯(80)

朱砂根⋯⋯⋯⋯⋯⋯⋯⋯⋯鼋⋯-(81)

延胡索⋯⋯⋯⋯⋯⋯⋯⋯⋯⋯⋯(82)

苍术⋯⋯⋯⋯⋯⋯⋯⋯⋯⋯⋯⋯(83)

何首乌⋯⋯⋯⋯⋯⋯一⋯⋯⋯⋯(84)

苎麻根⋯⋯⋯⋯⋯⋯⋯⋯⋯⋯⋯(85)

苦参⋯⋯⋯⋯⋯⋯⋯⋯⋯⋯⋯⋯(86)

罩



虎校⋯⋯⋯⋯⋯⋯⋯⋯⋯⋯⋯⋯(87)

爬山虎⋯·⋯⋯⋯⋯⋯⋯⋯⋯⋯··(88)

南沙参⋯⋯⋯⋯⋯⋯⋯⋯⋯⋯⋯(89)

威灵仙⋯⋯⋯⋯⋯⋯⋯⋯⋯⋯⋯(90)

草乌⋯⋯⋯⋯⋯⋯⋯⋯⋯⋯⋯⋯(91)

骨碎补⋯⋯⋯⋯⋯⋯⋯⋯⋯⋯⋯(92)

香附⋯⋯⋯⋯⋯⋯⋯⋯⋯⋯⋯⋯(93)

重楼⋯⋯⋯⋯⋯⋯⋯⋯⋯⋯⋯⋯(94)

独活⋯⋯⋯⋯⋯⋯⋯⋯．．．⋯⋯⋯(95)

前胡⋯⋯⋯⋯⋯⋯⋯⋯⋯⋯⋯⋯(96)

桔梗⋯⋯⋯⋯⋯⋯⋯⋯⋯⋯⋯⋯(97)

柴胡⋯⋯⋯⋯⋯⋯⋯⋯⋯⋯⋯⋯(99)

盐肤木⋯⋯⋯⋯⋯⋯⋯⋯⋯⋯(100)

射千⋯⋯⋯⋯⋯⋯⋯⋯⋯⋯⋯(101)

臭牡丹⋯⋯⋯⋯⋯⋯⋯⋯⋯⋯．(102)

徐长卿⋯⋯⋯⋯⋯⋯⋯⋯⋯⋯(102)

黄连⋯⋯⋯⋯⋯⋯⋯⋯⋯⋯⋯(104)

黄药子⋯⋯⋯⋯⋯⋯⋯⋯⋯⋯(105)

常山⋯⋯⋯⋯⋯⋯⋯⋯⋯⋯⋯(106)

商陆⋯⋯⋯⋯⋯⋯⋯⋯·⋯⋯··(106)

葱自⋯⋯⋯⋯⋯⋯⋯⋯⋯⋯⋯(108)

葛根⋯⋯⋯⋯⋯⋯⋯⋯⋯⋯⋯(1()3)

萱草根⋯⋯⋯⋯⋯⋯⋯⋯⋯⋯(109)

酸棋⋯⋯⋯⋯⋯⋯⋯⋯⋯⋯⋯(1lo)

漏芦⋯⋯⋯⋯⋯⋯⋯⋯⋯⋯⋯(111)

算盘子根⋯⋯⋯⋯⋯⋯⋯⋯⋯(111)

薤白⋯⋯⋯⋯⋯⋯⋯⋯⋯⋯⋯(112)

藁本⋯⋯⋯⋯⋯⋯⋯⋯⋯⋯⋯(113)

蔡芦⋯⋯⋯⋯⋯⋯⋯⋯⋯⋯⋯(n4)

=、全革类

一点红⋯⋯⋯⋯⋯⋯⋯⋯⋯⋯(116)

一枝黄花⋯⋯⋯⋯⋯⋯⋯⋯⋯(116)

飞廉·”⋯⋯⋯⋯⋯⋯⋯⋯⋯⋯(117)

千里光⋯⋯⋯⋯⋯⋯⋯⋯⋯⋯(118)

土荆芥⋯⋯⋯⋯⋯⋯⋯⋯⋯⋯(119)

马齿苋⋯⋯⋯⋯⋯⋯⋯⋯⋯⋯(120)

马鞭草⋯⋯⋯⋯⋯⋯⋯⋯⋯⋯(121)

水芹⋯⋯⋯⋯⋯⋯⋯⋯⋯⋯⋯(122)

水蓼⋯⋯⋯⋯⋯⋯⋯⋯⋯⋯⋯

毛茛⋯⋯⋯⋯⋯⋯⋯⋯⋯⋯⋯

风尾草⋯⋯⋯⋯⋯⋯⋯⋯⋯⋯

车前草⋯⋯⋯⋯⋯⋯⋯⋯⋯⋯

牛筋草⋯⋯⋯⋯⋯⋯⋯⋯⋯⋯

乌蔹莓⋯⋯⋯⋯⋯⋯⋯⋯⋯⋯

天青地自⋯⋯⋯⋯⋯⋯⋯⋯⋯

石书⋯⋯⋯⋯⋯⋯⋯⋯⋯⋯⋯

白英⋯⋯⋯⋯⋯⋯⋯⋯⋯⋯⋯

瓜子金⋯⋯⋯⋯⋯⋯⋯⋯⋯⋯

半边蓬⋯⋯⋯⋯⋯⋯⋯⋯⋯⋯

仙鹤草⋯⋯⋯⋯⋯⋯⋯⋯⋯⋯

凹叶景天⋯⋯⋯⋯⋯⋯⋯⋯⋯

阴行草⋯⋯⋯⋯⋯⋯⋯⋯⋯⋯

华泽兰⋯⋯⋯⋯⋯⋯⋯⋯⋯⋯

寻骨风⋯⋯⋯⋯⋯⋯⋯⋯⋯⋯

杜衡⋯⋯⋯⋯⋯⋯⋯⋯⋯⋯⋯

佛甲草⋯⋯⋯⋯⋯⋯⋯⋯⋯⋯

杠板归⋯⋯⋯⋯⋯⋯⋯⋯⋯⋯

鸡眼草⋯⋯⋯⋯⋯⋯⋯⋯⋯⋯

伸筋草⋯⋯⋯⋯⋯⋯⋯⋯⋯⋯

谷精草⋯⋯⋯⋯⋯⋯⋯⋯⋯⋯
蓝⋯⋯⋯⋯⋯⋯⋯⋯⋯⋯⋯⋯

细辛⋯⋯⋯⋯⋯⋯⋯⋯⋯⋯⋯

卷柏⋯⋯⋯⋯⋯⋯⋯⋯⋯⋯⋯

青蒿⋯⋯⋯⋯⋯⋯⋯⋯⋯⋯⋯

岩白菜⋯⋯⋯⋯⋯⋯⋯⋯⋯⋯

虎耳草⋯⋯⋯⋯⋯⋯⋯⋯⋯·．

金鸡脚⋯⋯⋯⋯⋯⋯⋯⋯⋯⋯

金钱草⋯⋯⋯⋯⋯⋯⋯⋯⋯⋯

垂盆草··⋯⋯⋯⋯⋯⋯⋯⋯⋯．

委陵菜⋯⋯⋯⋯⋯⋯⋯⋯⋯⋯

鱼腥草⋯⋯⋯⋯⋯⋯⋯⋯⋯⋯

茵陈⋯⋯·⋯⋯⋯⋯⋯⋯⋯⋯“

香薷⋯⋯⋯⋯⋯⋯⋯⋯⋯⋯⋯

浮萍⋯⋯⋯⋯⋯⋯⋯⋯⋯⋯⋯

益母草⋯⋯⋯⋯⋯⋯⋯⋯⋯⋯

鸭舌草⋯⋯⋯⋯⋯⋯⋯⋯⋯⋯

(123)

(124)

(125)

(126)

(127)

(127)

(i28)

(129)

(130)

(131)

(131)

(132)

(133)

(134)

(135)

(135)

(136)

(137)

(137)

(138)

(139)

(139)

(140)

(141)

(142)

(142)

(t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8)

(150)

151)

152)

152)



铁笕菜⋯⋯⋯⋯⋯⋯⋯⋯⋯⋯

瓶尔小草⋯⋯⋯⋯⋯·⋯··⋯⋯

蛇莓⋯⋯⋯⋯⋯·⋯⋯·⋯⋯⋯．

淡竹叶⋯⋯⋯⋯⋯⋯⋯⋯⋯⋯

淫羊藿⋯⋯⋯⋯⋯⋯⋯⋯⋯⋯

。野鸡尾⋯⋯⋯⋯⋯⋯⋯⋯⋯⋯

魔衔草⋯⋯⋯⋯⋯⋯⋯⋯⋯⋯

释草⋯⋯⋯⋯⋯⋯⋯⋯⋯⋯⋯

蒲蓄⋯⋯⋯⋯⋯⋯⋯⋯⋯⋯⋯

紫金牛⋯⋯⋯⋯⋯⋯⋯⋯⋯⋯

紫花地丁⋯⋯⋯⋯⋯⋯⋯⋯⋯

酢浆草⋯⋯⋯⋯⋯⋯⋯⋯⋯⋯

博落回⋯⋯⋯⋯⋯⋯⋯⋯⋯⋯

鹅不食草⋯⋯⋯⋯⋯⋯⋯⋯⋯

蒲公英⋯⋯⋯⋯⋯⋯⋯⋯⋯⋯

、稀莶草⋯⋯⋯一⋯⋯⋯⋯⋯⋯·

蕨⋯⋯⋯⋯⋯⋯⋯⋯⋯⋯⋯⋯

墨旱蓬⋯⋯⋯⋯⋯⋯⋯⋯⋯⋯

醉鱼草⋯⋯⋯⋯⋯⋯⋯⋯⋯⋯

薄荷⋯⋯⋯⋯⋯⋯⋯⋯⋯···⋯

瞿麦⋯⋯⋯⋯⋯⋯⋯⋯⋯⋯⋯

翻自草·⋯⋯⋯⋯⋯⋯⋯⋯⋯．．

糯米团⋯⋯⋯⋯⋯⋯··+·：·、⋯⋯·

三、果实、种子类

／＼厘麻⋯⋯⋯⋯⋯⋯⋯⋯⋯⋯

山楂⋯⋯⋯⋯⋯⋯⋯⋯⋯⋯⋯

山苍子⋯⋯⋯⋯⋯⋯⋯⋯⋯⋯

山菜萸⋯⋯⋯⋯⋯⋯⋯⋯⋯⋯

女贞子⋯⋯⋯⋯⋯⋯⋯⋯⋯⋯

马兜铃⋯⋯⋯⋯⋯”⋯⋯⋯⋯t

木瓜⋯⋯⋯⋯⋯⋯⋯⋯⋯⋯⋯

五味子⋯⋯⋯⋯⋯⋯”⋯⋯⋯·

牛蒡子⋯⋯⋯⋯⋯⋯⋯⋯⋯⋯

冬瓜子⋯⋯⋯⋯⋯⋯⋯⋯“⋯·

白芥子⋯⋯⋯⋯⋯⋯⋯⋯⋯⋯

白扁豆⋯⋯⋯⋯⋯⋯⋯⋯⋯⋯

向日葵⋯⋯⋯⋯⋯⋯⋯⋯⋯⋯

西瓜翠⋯⋯⋯⋯⋯⋯⋯⋯⋯⋯

(154)

(155)

(156)

(156)

(157)

(158)

(159)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陈皮⋯⋯⋯“··⋯⋯⋯⋯⋯⋯“(189)

苍耳子⋯⋯⋯⋯⋯⋯⋯⋯⋯⋯(190)

连翘⋯⋯⋯⋯⋯⋯⋯⋯·⋯⋯一(191)

芸苔子⋯⋯⋯⋯⋯⋯⋯⋯⋯一(193)

墼仁⋯⋯⋯⋯⋯⋯⋯⋯⋯⋯⋯(193、)

苦瓜⋯⋯⋯⋯⋯⋯⋯⋯⋯⋯⋯(194)

油桐⋯⋯⋯⋯⋯⋯⋯⋯⋯⋯⋯(195)

青箱子⋯⋯⋯⋯⋯⋯⋯一⋯⋯一(196)

金樱子⋯⋯⋯⋯⋯⋯⋯⋯⋯⋯(‘197)

枳壳⋯⋯⋯⋯⋯⋯⋯⋯⋯⋯⋯(199)

荞麦⋯⋯⋯⋯⋯⋯⋯⋯⋯⋯⋯(200)

柿蒂⋯⋯⋯⋯⋯⋯⋯⋯⋯⋯⋯(200)

牵牛子⋯⋯⋯⋯⋯⋯⋯⋯⋯⋯(201)

南瓜子⋯⋯⋯⋯⋯⋯⋯⋯⋯⋯(202)

草决明⋯⋯⋯⋯⋯⋯⋯⋯⋯⋯’(203)

桃仁⋯⋯⋯⋯⋯⋯⋯⋯⋯⋯⋯(204)

核桃⋯⋯⋯⋯⋯⋯⋯⋯⋯⋯⋯(’205)

夏枯草⋯⋯⋯⋯⋯⋯⋯⋯⋯⋯(206)

莱菔子⋯⋯⋯⋯⋯⋯⋯⋯⋯⋯(208)
。

甜瓜蒂⋯⋯⋯⋯⋯⋯⋯⋯⋯⋯(208)

梧桐子⋯⋯⋯⋯⋯⋯⋯⋯⋯⋯(209)

猕猴桃⋯⋯⋯⋯⋯⋯⋯⋯⋯⋯(210)

喜树子⋯⋯⋯⋯⋯⋯⋯⋯⋯⋯(211)

蓖麻⋯⋯⋯⋯⋯⋯⋯⋯⋯⋯⋯(212)

路路通⋯⋯⋯⋯⋯⋯⋯⋯⋯⋯(213)

酸浆⋯⋯⋯⋯⋯⋯⋯⋯⋯⋯⋯(214)

曼陀罗⋯⋯⋯⋯⋯⋯⋯⋯⋯⋯(215)

樟树子⋯⋯⋯⋯⋯⋯⋯·_⋯⋯(216)

薏苡仁⋯⋯⋯⋯⋯⋯⋯⋯⋯⋯(217)

薜荔果⋯⋯⋯⋯⋯⋯⋯⋯⋯⋯(218)

覆盆子⋯⋯⋯⋯⋯⋯⋯⋯⋯⋯(219)

四、花类

辛夷⋯⋯⋯⋯⋯⋯⋯⋯⋯⋯⋯(221)

芜花⋯⋯⋯⋯⋯⋯⋯⋯⋯⋯⋯(221)

鸡冠花⋯⋯⋯⋯⋯⋯⋯⋯⋯⋯(222)

杜鹃花⋯⋯⋯⋯⋯⋯⋯⋯⋯⋯(223)

洋金花⋯⋯⋯⋯⋯⋯⋯⋯⋯”(224)

菊花⋯⋯⋯⋯⋯⋯⋯⋯⋯⋯⋯(225)



野菊花⋯⋯⋯⋯⋯⋯⋯⋯⋯⋯

槐米⋯⋯⋯⋯⋯⋯⋯⋯⋯⋯⋯

蔷薇花⋯··⋯⋯⋯⋯⋯⋯⋯⋯·

五，茎木、皮类

JIl术通⋯⋯⋯⋯⋯⋯⋯⋯⋯⋯

大血藤⋯⋯⋯⋯⋯⋯⋯⋯⋯⋯

五加皮⋯⋯⋯⋯⋯⋯⋯⋯⋯⋯

乌桕皮⋯⋯⋯⋯⋯⋯⋯⋯⋯⋯

竹茹⋯⋯⋯⋯⋯⋯⋯⋯⋯⋯⋯

合欢皮⋯⋯⋯⋯⋯⋯⋯⋯⋯⋯

地骨皮⋯⋯⋯⋯⋯⋯⋯⋯⋯⋯

杉木⋯⋯⋯⋯⋯⋯⋯⋯⋯⋯⋯

杜{li：T⋯⋯⋯⋯⋯⋯⋯⋯⋯⋯⋯

牡丹皮⋯⋯⋯⋯⋯⋯⋯⋯⋯⋯

青风藤⋯⋯⋯⋯⋯⋯⋯⋯⋯⋯

苦楝皮⋯⋯⋯⋯⋯⋯⋯⋯⋯⋯

厚朴⋯⋯⋯⋯⋯⋯⋯⋯⋯⋯⋯

络石藤⋯⋯⋯⋯⋯⋯⋯⋯⋯⋯

黄柏⋯⋯⋯⋯⋯⋯⋯⋯⋯⋯⋯

锦鸡儿⋯⋯⋯⋯⋯⋯⋯⋯⋯⋯

六、叶类

八角枫叶⋯⋯⋯⋯⋯⋯⋯⋯⋯

冬青叶⋯⋯⋯⋯⋯⋯⋯⋯⋯⋯

枫杨叶⋯⋯⋯⋯⋯⋯⋯⋯⋯⋯

枇杷叶⋯⋯⋯⋯⋯⋯⋯⋯⋯⋯

枸骨叶⋯⋯⋯⋯⋯⋯⋯⋯⋯⋯

桑叶⋯⋯⋯⋯⋯⋯⋯⋯⋯⋯⋯

紫苏叶⋯⋯⋯⋯⋯⋯⋯⋯⋯⋯

艾叶⋯⋯⋯⋯⋯⋯⋯⋯⋯⋯⋯

七、动物类

土鳖虫⋯⋯⋯⋯⋯⋯⋯⋯⋯“·

水蛭⋯⋯⋯⋯⋯⋯⋯⋯⋯⋯⋯

水牛角⋯⋯：⋯⋯⋯⋯⋯⋯⋯··

乌梢蛇⋯⋯⋯⋯⋯⋯⋯⋯⋯⋯

地龙⋯⋯⋯⋯⋯⋯⋯⋯⋯⋯⋯

守宫⋯⋯⋯⋯⋯⋯⋯⋯⋯⋯⋯

(226)

(227)

(228)

(230)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9)

(240)

(240)

(242)

(243)

(244)

(245)

(247)

(248)

(249)

(250)

(250)

(251)

(252)

(254)

(257)

(257)

(258)

(259)

(260)

(260)

龟甲⋯⋯⋯⋯⋯⋯⋯⋯⋯⋯⋯

鸡内金⋯⋯⋯⋯⋯⋯⋯⋯⋯⋯

夜明砂⋯⋯⋯⋯⋯”⋯⋯⋯⋯·

测猬皮⋯⋯⋯“⋯⋯⋯⋯⋯⋯·

金钱白花蛇⋯⋯⋯⋯⋯⋯⋯⋯

蚕砂⋯⋯⋯⋯⋯⋯⋯⋯⋯⋯⋯

望月砂⋯⋯⋯⋯⋯⋯⋯⋯⋯⋯

斑登⋯⋯⋯⋯⋯⋯⋯⋯⋯⋯⋯

蜈蚣⋯⋯⋯⋯⋯⋯⋯⋯⋯⋯⋯

蜂蜜⋯⋯⋯⋯⋯⋯⋯⋯⋯⋯⋯

蝉蜕⋯⋯⋯⋯⋯⋯⋯⋯⋯⋯⋯

；僵蚕⋯⋯⋯⋯⋯⋯⋯⋯⋯⋯⋯

薪蛇⋯⋯⋯⋯⋯⋯⋯⋯⋯⋯⋯

鳖甲⋯⋯⋯⋯⋯⋯⋯⋯⋯⋯⋯

蟾酥⋯⋯⋯⋯⋯⋯⋯⋯⋯⋯⋯

八、其它类

无名异⋯⋯⋯⋯⋯⋯⋯⋯⋯⋯

伏龙盱⋯⋯⋯⋯⋯⋯⋯⋯⋯⋯

百草霜⋯⋯⋯⋯⋯⋯⋯⋯⋯⋯

4麦芽⋯⋯⋯⋯⋯⋯⋯⋯⋯⋯⋯

茯苓⋯⋯⋯⋯⋯⋯⋯⋯⋯⋯⋯

海金沙⋯⋯⋯⋯⋯⋯⋯⋯⋯⋯

九、蕲州特产集锦

蕲艾⋯⋯⋯⋯⋯⋯⋯⋯⋯⋯⋯

蕲竹⋯⋯⋯⋯⋯⋯⋯⋯⋯⋯⋯

簖龟⋯⋯⋯⋯⋯⋯⋯⋯⋯⋯⋯

蕲蛇⋯⋯⋯⋯⋯⋯⋯⋯⋯⋯⋯

蕲茶⋯⋯⋯⋯⋯⋯⋯⋯⋯⋯⋯

蕲篓⋯⋯⋯⋯⋯⋯⋯⋯⋯⋯⋯

蕲菜⋯⋯⋯⋯⋯⋯⋯⋯⋯⋯⋯

蕲藕⋯⋯⋯⋯⋯⋯⋯⋯⋯⋯⋯

李时珍中药保健腰带⋯⋯⋯⋯

时珍保健茶⋯⋯⋯⋯⋯⋯⋯⋯

蕲州艾条⋯⋯⋯⋯⋯⋯⋯⋯⋯

清热茶⋯⋯⋯⋯⋯⋯⋯⋯⋯⋯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6)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276)

(277)

(278)

(280)

(282)

(283)

(284)

(285)

(286)

(286)

(287)

(288)

(289)

(289)

(290)



附 录

病名(用药)索引⋯⋯⋯⋯⋯⋯⋯⋯⋯⋯⋯⋯⋯⋯⋯⋯⋯⋯⋯⋯⋯⋯⋯⋯

中文名称索暑卜⋯⋯⋯⋯⋯⋯⋯⋯⋯⋯⋯⋯⋯⋯··oe at o⋯⋯⋯⋯⋯⋯⋯⋯⋯

拉丁学名索引⋯⋯⋯⋯⋯⋯⋯⋯⋯⋯⋯⋯⋯⋯⋯⋯⋯⋯⋯⋯⋯⋯⋯⋯⋯⋯

主要参考文献⋯⋯⋯⋯⋯⋯⋯⋯⋯⋯⋯⋯⋯⋯⋯⋯⋯⋯⋯⋯⋯⋯⋯⋯⋯⋯

(291)

(303)

(313)

(318)

S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上篇总 论

一、蕲春县医药发展历史概况

(一)建国前发展概况

蕲春县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

史，因其地处长江中游水陆交通要道，索以

“吴头楚尾，荆扬交汇之区”而著称。入杰

地灵，物华天宝，尤以医药而闻名。古城蕲

州，自唐代以来，至宋、元，明、清各代，

均为州、路府及附县治的所在地，经济，文

化十分发达，医药业应运而兴，久负盛名，

不傀为名医荟萃之地，医药文明之乡。

蕲春在唐代(公元618-'~，907年)为上

州．上县的所在地。当时州、县均有医药机

构，注重立教兴医。据《蕲州志》．记载，

“立有医学，学生15人，设医学博士、助教

各1人。，，“且向朝庭进贡的常有白花蛇、

鸟梢脯等名贵药材，每多于相邻各州。”

在宋代(公元960"-,-'127'9年)属旺州旺县

所在地，其医药活动日趋盛世，遂成为长江中

游江东一带的药材贸易集散中心。当时蕲州

药肆林立，药品齐全，市场繁华，生意兴

隆。为方便病家，药肆中配有现成的药方，

备有煎熟的汤药出售。揣此，爱国诗人陆游

在他的((入蜀记》中作了真实的记述。陆

游，号放翁，浙江绍兴人。南宋孝宋乾道六

年(公元1170年)，他由江西隆兴(今南

昌)通判调任四川夔9t1'I通判，与随从人员坐

船溯江而上，途经蕲州(当时称蕲口)时，

恰逢八月中秋佳节，即挽舟登岸，拜访旧时

在京口(今九江市)结识的好友高世栋，夜

晚会与蕲地名入仕子觅览了临江观月的胜

景。他在《入蜀记))中除赞赏“蕲口镇，居

民繁错，蜀舟泊岸下甚众，，的繁华景象和中

秋月夜的秀丽风光外，使他赏心悦目的是蕲

口镇的药业兴旺、品种齐全。并对药业者能

倾刻间为旅客提供用药方便的经营方式给予

了高度的评价，专为此而记写道： “八月十

五日⋯⋯是日，买熟药于蕲口市，药帖中皆

有煎者所须，如薄荷、乌梅之类，此等皆客

中不可仓卒求者。药肆用心子此，亦可嘉

也!"据此，对蕲州在南宋时医药业的兴旺

景象始可窥见一斑。

在我国医药发展史上，明代是一个医药

事业蓬勃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这与明王朝

实行的经济政策有很大关系。明朝建立初

期，朱元璋基于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实行

休养生息的经济政策，诏告臣民。 “天下初

定，百姓财力俱困，譬如初飞之鸟，不可拔

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

息之”o百废待兴，召民善举。对医药较为

重视，建立了比较严格的医药制度，包括设

立医药机构，发展医学教育，制定收购和检

验药材，以及制定对行医者因用药不当致伤

人命的法律等。特别是到了明朝中叶，经济

l



迸一步发展，郑和七次下西洋，与30多个国

家建立了贸易关系，扩大了医药业的对外交

流，促进了我国医药事业的发展。蕲春医药

行业的发展也由此而逐步趋向繁荣，官办医

药机构相继建立，医学教育受到了社会的重

视，名医辈出，人才济济，我国杰出的医药

学家李时珍和他的《本草纲目》就在这个时

期诞生在蕲春县蕲州镇，在蕲春乃至我国医

药事业的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明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知州李纯

建于府署西南设医学、典科各1人，掌管医

药。州城建有惠民药局，设门房1间，为贫

民供药物。

明万历年间(公元1573""1620年)州城

荆王府设有良医所，有良医正、副各1员。

约于明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和穆宋

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左右，于蕲州城东

北的熊化岭，先后修建了阳明书院，崇正书

院，分别由当时的理学名家顾问、顾阙兄弟

(蕲州人)主讲。崇正书院的学生多至数百

人，其中有业儒的诸生士子，也有方技人员

(医师)?书院实行大班上课，注重自修和

共同讨论的教学方式培养各种人才。李时珍

即是阳明书院的学生。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人们生活观念的进

步，·‘不为良相，愿为良医”成了许多有

识、有志，有才之士的共同愿望。他们相继

投身于医药界，悉心致力于医药学的研究，

旨在以医济世，拯疾于民。所以? “在中国

历史上，明宋清初形成了有识之士相对集中

于医药学的时期"。蕲地的医药名家以李氏

最为杰出。

李时珍的父亲李言闻，字子郁，号月

池，幼业儒，榔盈经史。嘉靖二十八年(公
元1549年)考取贡生，中年弃儒>-j医，继承

父业。因其医学造诣精深，后被朝庭录用为

太医院吏目，晚年辞职还乡，在蕲州玄妙观

设诊，为民治病，医德高尚，且以孝遭而名

2

闻乡里。平生医著甚多，著有《蓉学八

脉》、《四诊发明》、《痘疹证治》、《月

池人参传》、《蕲艾传》等医书。

伟大医药学家李时珍(公元1518～1593

年)为中国古代八大著名科学家之一。当他

在长期的医药实践中发现历代本草著作中有

不少错讹便下定决心，立志编写一部坚真求

实、合乎客观实际的本草学新书。惊人之毅

力，广罗博采，渔猎群书，搜罗百氏，费三

十年之殚精竭虑，力肆校雠，终于编写成了

《本草纲目》、《濒湖脉学》、《脉诀考

证》、《奇经八脉考》、《三焦客难》、

《命门考》、《五脏图论》，《濒湖医案》、

《濒湖集简方》等医药学著作，给后世留下

了丰富的医药学宝藏。特男4是药学巨著《本

草纲目》的问世，集药学之大成，正本草之

谬误，补药物之遗缺，解群民之疑难，格

物穷理，堪为后世药学之正宗，极大地

丰富了本草学的内容，在祖国医药学的发展

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同时，对我国晚明

以来的医学，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化

学，气枣学等学科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
作用。

明代蕲地医药界的名门旺族还有张慕

恺、陈泰，庞宪，韩泰，郝守道，浦心韦、

严政、顾天锡等皆精医道。

张慕恺，明成化初年(公元1465年)，其

医道就名闻子世，乐善好施，活人甚众，匾

其室为“仁寿堂”。时知州金锐甚为器重，

特为他作一《仁寿堂记》以表彰。

庞宪(号鹿f-D，少从李时珍学医，熟

读《灵枢》、《素问》，晓明人身运气生

理，用药多奇。有入耳聋数十天，用补药以

虚症治之不效，遂请鹿门诊治，鹿门说。

“此乃胃火太甚的原故。”病者说： “耳属

肾，与胃有何关系?”鹿门说： “你未读

《灵枢》、《索问》，因胃经络起于某处，；：

从耳旁过。”鹿门为病人开方服后，七天病



愈。某州官夫人患病，就诊于鹿fi，巍门理

脉后说： “夫人乃患疟疾，但有孕脉不便用

药，十天后当有下血。，，夫人不以为然，后

果然下血，未过几天病就好了。一位姓袁的

中郎官对鹿门的仁术非常赏识，给他送上一

块匾额，上书“隐医"二字。

韩泰，字道诚，原籍常州府武进县人。

因其高祖韩莹在元朝时任蕲州路提举，祖父

韩显卿后为蕲州府医官，父亲韩玺亦为医

官，至泰乃祖传三代业医，遂世居蕲州。韩

泰性甘淡泊。不为名利所惑，平生潜心钻研

医学，医技十分精熟。恤民苦，救民疾，常

施药于贫苦人民。明成化年间(公元1465～

1487年)，礼部在全国遍访名医，泰被选入

太医院，任职三年，称病归里·

郝守遭，字立夫，以医名燕齐淮之间，

论病治方，多获奇效。当时的名人刘梅国、

周陆田对他的医技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治病用药，奇特而又自然，综密而又不拘

谨o"

、浦心韦，精通太素脉理(古谓形成天地

的素质日太素》，当时人称他是荆藩良医。

《蕲州志》载。 “他用药多立效，犹善诊

脉，能辨人之穷通寿天，然玄妙得令人难以

置信。”“今录顾景星的一段记载(见顾昌

《耳提录》)，以备后人考证t是时诸生中

名噪人耳者，唯予(黄公)与萧东曙。浦一

夕延予至其家，日：勿饮酒，夜半吾当为子

候脉。既候而叹曰：吾意子少年科第将有所

托，．。今科第虽不可得，而心脉起一峰，将来

必以文章名世，吉祥寿考，回不待言矣。惟

萧(东曙)脉七断八截，恐非令终之客。及

城破i萧死独惨，然后知浦术之精。"

顾天锡，字重光，博通经史，为诸生时

即名噪一方，后为督学董华亭所知遇，荐其

参与北雍对策，后选为中牟县令，他辞未到

任。后朝庭诏行征用，又辞不就。讲学于海

淀、天津等地。中年归里，搜集整理祖父辈

的遗著，潜心教子，性虽淡泊而治学勤奋，

景星即其子。生平著述宏富，著有《易林

说》、《史评》、《顾氏蕲州志》等，医学

著作有《素问·灵枢解》六卷、《针灸至

道》三卷等，均散失。诸此，足以说明蕲春

医药业已进入了全面发展的历史对期。

明代，蕲州已成为一个重要药材产地和

药材集散地，蕲州的一些特产药材也逐渐闻

名于世。如蕲艾，据《本草纲目》记载： “艾

叶以蕲州者为胜，用充方物，天下重之，谓

之蕲艾，相传他处艾灸酒坛不能透，蕲艾一灸

则直透彻，为异也”。明·《本草蒙莶》也

有类似记载： “端午节临，仅采悬户，辟疫

而已，其治瘸症，遍求蕲州所产独茎，圆

叶，背有芒者，称为艾之精英，倘有收藏，

不吝价买，彼处仕官，亦每采此，两京送

人，重纸包封，以示珍贵，名益远传，四方

尽闻。"明·《本草乘雅半偈》载： “蕲州

贡艾叶，叶九尖，长盈五、七寸，厚约一分

许，岂唯力胜，堪称美艾。”可见，当时蕲

州艾叶不仅成为全国闻名的优质地道药材，

而且已成了每年向朝庭进贡的贡品，其珍贵

价篮不言而喻了。再如蕲蛇，又名白花蛇，

早在唐代就作为贡品，到了明代，朝庭及官

府更是索要无度，以至给蕲州人民带来了沉

重负担。据明·嘉靖《蕲州志》记载的民谣：

“白花蛇／谁叫尔能辟风邪／上司索尔急如

火／州中大天只逼我／一时不得皮肉破／积

骨如巴陵／杀尔种类绝／白花不生祸始灭。”

足见蕲蛇在当时的珍贵价值。除蕲,Jt、I地产药

材闻名于医药界外，蕲州也因地处我国中心

地带，水陆交通方便而逐渐成为当时的药材

集散地。南药北运，北药南运以及长江上、下

游药材的运输等使蕲州成了药材中转站和集

散地。这‘‘‘时期不仅药材加工、药材种植确‘

了很大发展，而且药市也兴旺起来，进入蕲

州的药材数量和品种不断增加，外地的药商

纷纷而来，为蕲州药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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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清代，民间医药因受其家学世传沿习

的影响，蕲人视习医为一种传统的美德。据

清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钱氏《蕲州

志》记载： “蕲人通艺术者，自方诊以来，

他技无闻，谓不知医者为不孝，盖技也进予

道矣。”故医药界名人层出不穷，学著愈

丰， “抑濒湖、鹿门诸前辈指授渊源，有独

得者与!，，陈汉，嗜学好古，长于医道，著

《医门集要》二十五卷。其弟正谊、正浩具

有所造就；萧铨，学识渊博，兼精歧黄术，

著《易简方书》十卷；李泽博，才识过人，

乐善好施，以医名世，著《津梁医书》；陈

其殷，仕途失意，专攻歧黄术，著《脉法指

掌j》、《经络会解》、《古方辨略》、《新方

解略》、《医学指要》等书；陈雍犹善医，

方多奇中，著《医方三昧》。晚清名医还有

张禹文、张伯兴、张早香、汤云安等。历代

先贤，图精祖国医学，著书立说，活人济

世，为蕲春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

献。

医行药至，随着蕲地医药市场的日益扩

大，对外地药商也产生了莫大的吸引力。清

同治年问(公元1867年)，来蕲药商酋推犬

治县金牛镇入贺子儒在蕲州东长街兴办的

“贺疗春”药店，该店资金雄厚，批零兼

信，在蕲州药业中占领先地位。及至民国初

年，外地药商陆续涌予蕲春药业市场，形成

了三大帮系。如江西帮的“刘万顺’’、 “刘

万龙”、“刘万山”、“童庆堂”、“遴仁

堂”；成宁帮的“香山堂"、 “济一公"；

金牛帮(武帮)的“童德堂”、“韩春生"

等药商号在蕲春的药业市场中都占有一定的

地位。其中以“韩春生"药店最大，资金雄

厚，市场范围广。该i菁为金牛人韩训成所

办，有固定资产折合人民币达300Jj‘元左右，

雇有药：I二、管事及坐堂医达80余人，药品经

营以蕲州为基地，分别在株林河、张家螃和

浠水县的城关镇、蔡家河设立四个分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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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药品达千余种，直至抗日战争时，蕲春沦

陷后才关闭。

清朝中宋期，在蕲州地区有一种很兴盛

的民间医药活动——放“痧药”。相传自方

诊以来，蕲地人民素有习医用药的优：、良传

统，特别是从晚明时代起，在李时珍“访采

四方"收集单方、验方，采集中草药为群众

治病， “千里就药予门，立活不取值"，精神

的影响下，蕲地民间一种仿效走方医的做

法，自发地到外地以贩卖治疗。r痧症”药物

(痧症丸)为主，兼售自制的治伤膏药和一

些从药店中购来的中成药。此种行医卖药方

式在本县青石、刘河、张螃、狮子等部分地

区的人群中较为盛行，直至建国初，民间医

生由人民政府组织起来后，这种医药活动则

自行终止。此类医生，人们习惯称之为江湖

郎中，他们主要活动在皖南、浙北、赣东的

天目山区一带，每到一处，都声称自已是来

自医药圣地李时珍故乡的，多以继李时珍的

医道而自居，以此博得当地群众的信任。

他们中间有不少人出身儒学、家藏医

书，多因仕途秃们，改习医道，虽以贩“痧

药"。为名，均能操方治病。如青石镇合盘冲

村人吴月香，在浙江开化县马金街处先贩“痧

药”，然后就地行医，名噪⋯时，一次回乡探

亲，当地绅士们为他摆酒接风，并送匾rc杏

林寿意”彰其医道。也有因谋于生计者，剽

窃医绪，倡为仙传神授，但他们大多挟有祖

传师授的奇方要术，有不少成方是从《本草

纲目》中抄习下来的，借以名食江湖。传说

青石镇人陈风悟，用粟树子(橡树子)去壳

和黄连一起研粉，做成丸药，用来治疗久痢

不愈有特效，自命是仙丹妙药，卖两块光洋

一两。其中，借此卖假药，骗钱取物者亦有

之。他们所制“痧症丸”均以蓿香正气丸j戈

平胃散为基本方剂，适当加入樟树内皮、山

植粉等，取其芳香辟秽，消食健胃，止Ⅱ区止

痛之功效，故用于治疗一般胃肠不适的疾病



(俗称痧症)常获良效。

名日放痧药，实为一种赊销药物的行医

方式，即对产茶叶的地区每逢下年去放药，

次年春茶上市后再去收钱；对产粮区实行上

年放药，下年秋收后再去收钱。这种送医送

药一￡门‘，药费欠账的行医卖药方式，在中国

旧时代，对逸在穷乡僻地、交通闭塞的地

区，借以解决缺鼷少药的状况，不失为前辈

入创造的一种进步的医疗办法。

到民国时期(公元191201948年)，随

着西方医药学的传入，国民政府崇洋媚外，

魑一一度提出“废除旧医，以扫除医药卫生之

障碍矽，致使中医药处予排斥地位。蕲春中

医药事业的发展也因此而受到了极大的冲

击，一直处于自生自灭的状况。唯有少数志

士为光复蕲春中医药事业，自强不息，奋发

图兴∥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由州入管汉

和、李少候二入发起，组织蕲州地区的扬伯

庭、7．李丙申、童金林、胡焕成、’王南谷等中

医药界名士，成立了国医研究会，会址设在

城里铁佛寺，定期进行医学理论研究，组织

中医药学术讨论，开展临床实践经验交流，

推动了蕲春中医药事业韵进步与发鼹。药业

生产经营亦不乏其蒂，?j蕲州韵“千舂塑，，、

“培德堂”、“天宝堂”；漕河的．“太山

堂’’、“同仁堂”；刘河的“培德堂”；檀

林的“同德堂，，；株林的“福林泰"、“厚

生药店”等药商号享誉甚众，远近闻名。

据民国三十七年(公元1948年)有关资料统

计全县中医诊所发展到134家，中医304人，

其中内科医生223人，外科医生34人，妇科医

生2人，儿科医生13人，骨伤科医生25入，服

科医生2人，按摩医生2人，针灸医生2人，牙

医1人；有率药工124人。

药店、诊所虽多，行医卖药者也为数不

少，但终因历史条件所限，同时由于围民党

的“废止中医案"而使中医药事业发展受到

了严重阻碍，甚至是倒退，此时的中医药发

展处于最低谷。因此，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状

况仍十分严重。
T1

(=)建国后发展概况

新中圈成立后，蕲春县人民政府积极贯

彻党和政府“团结中西医，正确发：挥中医力

量，‘继承和发扬祖国医药学遗产，：为人民保

健事业服务”的中医政策。努力戗遥条件，

t积极培养人才；充分调动广大中医药人员的

社会主义劳动积极性，从而使我其中医药事

业得以继承和发展。

195,1年2月，蕲春县召开首届中医代表大

会，到会代表42人。学习贯彻党的，中茵政

策，检查批判过去认为中医药落唇，‘‘不科

学，歧视和排斥中医药的思想，端正对中医

药的看法；向社会提出： “对中医人员必须

采取团结、教育、学习的方法，从政治、生

活上给予关怀，充分发挥中医在开展人民保

健工作中的积极作用。，，

1954．年4月，成立“蕲春县中医工作委员

会”，由王赛夫任主任委员，陈棣生任副主

任委员等17人组成。设学术研究组、资料整

理组、工作指导缎，配专职秘书1人，在县：卫

生局统一领导下，负责组织指导全县‘中医药

工作的开展。

1955年2月，县召开第二届中医代表会，

出席代表46人，特邀代表14人，列席代表34

人。会议继续贯彻党的中医政策，会上解决

了：1．中医药人员的粮、棉、油供应；2．对

中医药人员开业资金有困难的，国家贷款扶

持；3．有关部门保证制药辅料供应；4．国家

实行免征中医药的工商税；5．统一规定中医

药的收费标准；6．扩大中药材生产，增设销

傅网点，保证药品供应。．

当年，县卫生工作者协会首次组织全县

中医报考湖北省中医进修学校中医函授，经

考试录取学员12人，课程设置有《内．经要



旨》、《诊断学》、《内科学》，《妇产科

学》、《温病学》、《伤寒论》、《金匮要

略》等，其教材及学习辅导资料均由省中医

进修学校统一印发。

1956年1月，县入民委员会下达了进一步

认真贯彻中医政策的指示，并明确规定t

“中医是自由职业者，是独立脑力劳动者，

对中医不能轻视、歧视和排斥，中医政策是

任何人不能侵犯。对中医必须采取团结、教

育、学习的方法，从政治生活待遇上关心他

们，以发挥中医的一切力量，为人民保健事

业服务。对家庭成分和个人成分应区别对

待，对有技术专长、对人民有贡献的要大胆

使用+，恢复其公民权利。”当年，中医队伍

通过组织整顿后，全县有13个区由社会中医

人员组成了集体性质的中心联合诊所，后转

为区卫生所中医门诊部。其中有21名中医当

选为乡人民代表，11名中医当选为县人民代

表，有43名中医被吸收参加国家卫生机构工

作，有2J人参加了省中医进修学校举办的中

医函授学习。

1958年11月，蕲春县中医药界召开首次

学术经验交流大会，献方献宝，出席会议钧

100多名中医药人员都竞襁把自己珍藏的家

学秘传献．出来。彭思区卫生院中医余鼎兴在

会上将祖传的《女科秘要》、《七十二架炉

火炼丹秘法》、《马郎推拿小儿要诀》、

《古法针灸》、《秘授小儿科》、《外科秘

诀》等秘本、秘方献出来。其先进事迹在

《健康报》、一《湖北日报》、《蕲春报》发

表后，先后收到全鹃各地来信向他求教、学

习医疗技术的达38入之多。还有马华卫生所

中医郑秋波献土方“香椿树根皮治疗痢

疾，，；张螃：卫生所中医陈肖山献祖传秘方

“麦钱散治疗头癣"等。大会共献出各种

秘终手抄本134本，秘方、验方、单方、土

方、偏方计46305个?通过筛选整理，汇编成

《中医献宝汇方》一、二两册。会议号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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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医团结起来，走中西医相结合的道路，为

创造祖国的新医药学派而努力奋斗。

1963年，县政府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

中医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充分调动中医药

人员积极性，于11月召开第三届中医代表

会，如席代表¨8人，会议讨论制订了“蕲眷

县抢救名老中医学术经验方寨"，号召有丰

富临床经验的名老中医药人员，积极整理自

己的学术经验，著书立说。卫生局成立抢救

名老中医学术经验领导小组，县卫生院组成

专班，将著名老中医周实孚的临床经验总结

整理成lo个专题，收集其单、验方49个。随

后，圈桥大桴冲卫生所田晓斋编著的《桴山

医案》，张谤卫生所何登甲编著的《医学心

传》等相继问世。当年，全县参加省中医进

修学院函授学习的有60人之多。

1974年8月，为弘扬医圣精神，继承发扬

李时珍故乡传统的医药学遗产，经蕲舂县人

民政府批准，遂将原“蕲舂县人民医院蕲州

分院"改建为以中医为主体的“蕲舂县李时

珍医院"。次年2犀，郭沫若同志亲笔为该院

题写“赣舂县擎时珍医院"院名。
1977年8月，县卫生局在李对珍医院举行

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交流讨论会，来自全县的

名老中医20余人，大家欢聚一堂，切磋技

艺，交流临床经验，开展学术争鸣，总结整

理各人几十年来的临床实践经验。会上共收

集学术论文123篇、献出验方24个，汇编出

版了《李时珍故乡医药》一集。

党的十一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把战略的重

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二来，中医药事业的发

胰，对于保护人民身体健康，提高劳动生产

力，促进经济建设的发展，越来越显示其社

会地位和作用。继承和发扬祖国医药学的宝

贵遗产，振兴中医药，造福人类，已引起各

级党政领导的高度重视，并为此而采取了⋯

系列得力措施，积极创造条件，努力付诸实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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