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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编写山东省中医药志，是从一&A--年发起的。那时我在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任所

长职务，在北京．南京等地医学史专家的鼓励下，认为齐鲁之邦，历史悠久，文化鼎

盛，历代名医辈出，值得认真地把从古至今的医榷人物、医学著作，医学教育，中医机

构，药材生产，药材经营，药店药会，乃至历代疾病流行情况等等值得借鉴的经验教

训，加以很好地搜集，一整理和总结。但由于工作重大，涉及面广，需要发动全省的中医

药界，群策群力，共同完成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大型工程，在山东省卫生厅党组的重视

下，向全省各地市发出了关于组织编写山东中医药志的通知，各地市积极响应，组织专

门班子，查阅了大量的资料，相继编成了各地市的中医药志，不少已经印刷成书，也有

的地市将这部分资料与山东卫生志及各地市卫生志融为一体。但为了区分卫生志是。详

今略古矗，中医药志是静详古略今挣，加之体例、要求等不同，我们认为还是辑各地市

资料加以编纂，自成体系，更能使中医药志具有特色，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有鉴于此，

我们多次开会，集思广益，充分发挥大家的智慧和力量，在我省请位中医老前辈的关怀

指导下，即将作为山东中医药工作的一件大事，付杵流传于世。

省会济南市，在市卫生局党委的重视和关怀下，在济南市中医药界同道的共同努力

下，历时四年，查阅资料一万五千余册，走访七百多名知情人士，多次开会研究，终于

写出了三十余万字钓初稿，于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份聘请中医界和历史学界的专家教授，

对书稿进行了严肃认真的审查和评议。会后市局领导决定，经过朴充、修改，单独成册印

刷，作为济南市中医药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奉献于后世·志稿为山东省中医药志提供了

大量翔实可靠的史料，在此我代表山东省卫生厅及山东省中医药志编委会的同志，向济

南市为志稿做出积极贡献的全体同志表示衷心地感谢I并以此作序，志其经过。

山东省卫生厅副厅长

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常务理事 张奇文

--JL,&九年四月二十日于济南



前
．JL．

日

济南是我国文化古城之一，北临济水之滨，南依泰山之麓。明湖荡漾，泺水萦环，

山河壮丽，名泉遍布，靡笄诸山拖其前，鹤华群蜂依其后。

远在公元前2300年即有舜耕历山的传说和遗迹，这正是龙山文化的中心。从出土的

青铜文物铭文中，可见夏商时代的遗迹。

局朝分封济南属齐国，是齐国西部边陲之重镇，也是齐鲁交界的地方。南部山区仍

可寻见齐国长城的遗迹，地势锤秀．英杰倍出。

祖国医学的奠基人，扁鹊秦越入，为医或在齐、或在赵，正是在济南古卢地活动．

(见瑶史记》与《韩诗外传》)。越人炼丹于鹤山的翠屏丹灶，古今传颂。汉魏晋唐医林

人物，代不乏人，殿为年代久远，缺乏记录，医林事迹，多有湮失。宋元明清的医药成

就，在济南地区，也比较突出，据府县史志记载，医林人物，姜不眭数。遗留的著作都

有其学术特点且独具风格，这～部分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是我济南地区的骄傲．

为了继承发掘祖国医药遗产，使传统的祖国医学更好地为人民健康服务，根据山东

省卫生厅(82)鲁卫中字第3号文关于写好Ⅸ山东省中医药志》的指示和要求，济

南市卫生局正式下达了(83)济卫中字第4号文件。在局党委领导下，成立了有关负责

同志参加的《济南中医药志》编委会，下设编写组，制定了编写纲目和要求。编写组从

1983年6月开始，分头查阅占代的正史和大量的地方史志，历史参考文献、档案材料，

走访许多有关单位及健在老人，奔赴外埠和发函索取资料，并收集有关文物拍摄图片，

建立资料卡片。经过一年半的时间，无论酷暑严冬?从未间断。自i985年春将所收集的

原始资料进行核对，综合，归纳、整理，删繁就简，去粗取精、力求历史资料的真实

性。经过编写组讨论研究，最后写成《济南中医药志))初稿。全稿分为中医、中药两大

部分，约三十万字。‘

由于编写人员少，又缺乏经验，加之有许多资料{失失严重，无法查对，有的医林人

物下落不明。为了保持史志的真实性，只好空缺。例如。药林人物，只有遭听途说，难

以为凭，不能入选，有待今后续补。

《济南中医药志》的编写目的，是将我济南地区的中医药事业，从古至今如实地反

映出来，并突出历代中医药学著述成就。使这一部分宝贵的文化遗产，更好地为人民健

康服务，造福于人民和子孙后代，启迪后学。

在编写过程中，济南市中医医院吕国英、市中心医院苏云伯同志，参加了该志资科

收集的部分工作，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由于我们的水平所限，错讹谬误、．挂一漏万之处肯定很多。希望各界专家和知情人

士，不吝指正，以便修改补充。

《济南中医药志》编写组

1985年12月7日



序

前言

目 录

上编

中 医部分

第一章 概 述

第一节济南市地理沿革⋯⋯⋯⋯⋯⋯⋯⋯⋯⋯⋯⋯⋯⋯⋯⋯一⋯⋯⋯⋯⋯⋯⋯l

附l历城县地理沿革⋯⋯⋯⋯⋯⋯⋯⋯⋯⋯⋯⋯⋯⋯⋯⋯⋯⋯⋯⋯⋯⋯6

附2章丘县地理沿革⋯⋯⋯⋯⋯⋯⋯⋯⋯⋯⋯⋯⋯⋯⋯⋯⋯⋯⋯⋯⋯⋯8

附3长清县地理沿革⋯⋯⋯⋯⋯⋯⋯⋯⋯⋯⋯⋯⋯⋯⋯⋯⋯⋯⋯⋯⋯⋯9

第二节医药发展史⋯⋯⋯⋯⋯⋯⋯⋯⋯⋯⋯⋯⋯⋯⋯⋯⋯⋯⋯⋯⋯⋯⋯⋯⋯⋯10

一、济南市中医发展概况(战屋～清耒)⋯⋯⋯⋯⋯⋯⋯⋯⋯⋯⋯⋯⋯10

二、民国年间的中医状况⋯⋯⋯⋯⋯⋯⋯⋯⋯⋯⋯⋯⋯⋯⋯⋯⋯⋯⋯⋯14

三、解放以来济南地区的中医状况⋯⋯⋯⋯⋯⋯⋯⋯⋯⋯⋯⋯⋯⋯⋯⋯2 5

附I济南市中医代表会议概况⋯⋯⋯⋯⋯⋯⋯⋯⋯⋯⋯⋯⋯⋯⋯⋯⋯⋯33

附I采风访贤运动⋯⋯⋯⋯⋯⋯⋯⋯⋯⋯⋯⋯⋯⋯⋯⋯⋯⋯⋯⋯⋯⋯⋯34

附I济南市中医中药展览会简况⋯⋯⋯⋯⋯⋯⋯⋯⋯⋯⋯⋯⋯⋯⋯⋯⋯3 5

附百西医学习1{]医工作⋯⋯⋯⋯⋯⋯⋯⋯⋯⋯⋯⋯⋯⋯⋯⋯一⋯⋯⋯⋯38

附V中医进院工作⋯⋯⋯⋯⋯⋯⋯⋯⋯⋯⋯⋯⋯⋯⋯⋯⋯⋯⋯⋯：⋯⋯“4 1

附Ⅵ申医带徒弟工作⋯⋯⋯⋯⋯⋯⋯⋯⋯⋯⋯⋯⋯⋯⋯⋯⋯⋯⋯⋯⋯⋯44

第三节民间卫生习俗⋯⋯⋯⋯⋯⋯⋯⋯⋯⋯⋯⋯⋯⋯⋯⋯⋯⋯⋯⋯⋯⋯⋯⋯⋯49

第四节疫倩与防治措施⋯⋯⋯⋯⋯⋯⋯⋯⋯⋯⋯⋯⋯⋯⋯⋯⋯⋯⋯⋯⋯⋯⋯⋯51

第五节卫生行政设施⋯⋯⋯⋯⋯⋯⋯⋯⋯⋯⋯⋯⋯⋯⋯⋯⋯⋯⋯⋯⋯⋯⋯⋯⋯58

一、行政管理机构⋯⋯⋯⋯⋯⋯⋯⋯⋯⋯⋯⋯⋯⋯⋯⋯⋯⋯⋯⋯⋯⋯⋯58

二、医疗机掏⋯⋯⋯⋯⋯⋯⋯⋯⋯⋯⋯⋯⋯⋯⋯⋯⋯⋯⋯⋯⋯⋯⋯⋯⋯58

三、联合诊所⋯⋯⋯⋯⋯⋯⋯⋯⋯⋯⋯⋯⋯⋯⋯⋯⋯⋯⋯⋯⋯⋯⋯⋯⋯60

第六节国医教育⋯⋯⋯⋯⋯⋯⋯⋯⋯⋯⋯⋯⋯⋯⋯⋯⋯⋯⋯⋯⋯⋯⋯⋯⋯⋯⋯73

一、济南古代医学教育⋯⋯⋯⋯⋯⋯⋯⋯⋯⋯⋯⋯⋯⋯⋯⋯⋯⋯⋯⋯⋯73

二，私立山东国医专科学校⋯⋯⋯⋯⋯⋯⋯⋯⋯⋯⋯⋯⋯⋯⋯⋯⋯⋯⋯74

三，济南市私立国医讲习社⋯⋯⋯⋯⋯⋯⋯⋯⋯⋯⋯⋯⋯⋯⋯⋯⋯⋯⋯7 7．

四、济南市私立云亭针灸医学社⋯⋯⋯⋯⋯⋯⋯⋯⋯⋯⋯⋯⋯⋯⋯⋯⋯77

五、济南市私立彝庭儿科推拿医术讲习所⋯⋯⋯⋯．．．⋯⋯⋯⋯⋯⋯⋯⋯7 7|

1



六、济南市私立国萃针灸传习所⋯⋯⋯⋯⋯⋯⋯⋯⋯⋯⋯⋯⋯⋯”⋯⋯‘78

七、．济南医务选餐学校中医进悔学部⋯⋯⋯⋯⋯⋯⋯⋯⋯⋯⋯⋯⋯⋯⋯7 8

·八、济南市中药药学斑⋯⋯⋯u⋯⋯⋯⋯⋯⋯⋯⋯⋯⋯⋯·10I QIll00 B·IIIQ⋯88

九，招收初中毕业生培训中药人员⋯⋯⋯⋯⋯⋯⋯⋯⋯⋯⋯⋯⋯⋯⋯⋯88

十，济南市审医进修学校徒弟斑⋯⋯⋯⋯⋯⋯“⋯⋯⋯⋯⋯⋯⋯⋯⋯⋯·89

十一，济南市民办中医学校～⋯⋯⋯⋯-IiU·Oa g I⋯⋯⋯⋯⋯⋯⋯⋯⋯⋯”89
十二，文瑞针灸班n⋯一⋯⋯⋯”⋯⋯⋯．．⋯”⋯”⋯“⋯一⋯⋯⋯⋯⋯⋯”89

十三、济南市中医师经典著作进修班·⋯⋯⋯⋯⋯⋯⋯⋯⋯⋯⋯⋯⋯⋯”90

十四、济南市中药进修斑⋯⋯⋯⋯⋯⋯⋯⋯⋯⋯⋯⋯⋯⋯⋯⋯⋯⋯⋯⋯92

第七节学术团体⋯⋯⋯⋯⋯⋯⋯⋯⋯⋯⋯⋯⋯⋯⋯⋯“⋯⋯一I II⋯“⋯⋯⋯⋯·93

一、民国26年济南市国医公会会员名单⋯⋯⋯⋯⋯⋯⋯⋯⋯⋯⋯⋯⋯⋯93

二，济南市中医师公会⋯⋯⋯⋯⋯⋯⋯⋯⋯⋯⋯⋯⋯⋯⋯⋯⋯⋯⋯⋯⋯95

附_1．．济南市中医师公会组织简章⋯⋯⋯⋯⋯⋯⋯⋯⋯⋯⋯⋯⋯⋯⋯⋯⋯96

附2．民国36年中医师公会职会员名单⋯⋯⋯⋯⋯⋯⋯⋯⋯⋯⋯⋯⋯⋯100

三．济南市中医学会⋯⋯⋯⋯⋯⋯⋯⋯⋯⋯⋯Iml O I⋯⋯⋯⋯⋯⋯⋯107

第八节．科研机构⋯⋯⋯⋯⋯⋯⋯⋯⋯⋯⋯⋯⋯⋯⋯⋯⋯⋯⋯⋯⋯⋯⋯⋯⋯⋯117

一，济南市科学院中医中药研究所⋯⋯⋯⋯⋯⋯⋯⋯⋯⋯⋯⋯⋯⋯“117

第二章 医林人物

第一节立传人物⋯⋯⋯⋯⋯⋯⋯⋯⋯⋯⋯⋯⋯⋯⋯⋯⋯⋯⋯⋯⋯⋯⋯⋯⋯⋯120

秦越人 周密 张銮 杨润 划登俊 ：李敷荣

卢大本 郝：芸衫 侯功震 王功镇 昊少怀 ：焦勉斋

张松岩 刘惠民 张希五

第二节列表人物⋯⋯⋯⋯⋯⋯⋯⋯⋯⋯⋯⋯⋯⋯⋯⋯⋯⋯⋯⋯⋯⋯⋯⋯⋯⋯142

汉代：王和平 附，孙邕

宋代：徐遁

金代：马丹阳 葆光子

元代；李坚

明代t胡宗遭 曹铨 胡嗣廉 张雄 尹林庵

泰黄山入陈得祥 李炜 王春山 张澜

陈月山 李观 云生起 刘梦松

清代：高择 刘正岱 赵奇 王毓朴王思简

李佩 吕越 李崇华 张奎光 朱纲

王生周 李柔克 ．．牛元佐 胡元懋扬名江
吕希舜 张．津 ．曹施同 赵正余正西

杨德亮 尹文浦 刘泽 焦汝桂 高汝蝇

2



焦现 张子宏

李克广 苏松

冯联松 隗良能

张志文 张廷机

+‘张永和 刘正己

王槿 张嘉谋

上官迈千张重庆

郝百川 昊子元

寓济：方起英 马温葵

民国年闻；韩兆禧 徐±刚

李允守 王兰斋

周宗黄

建国后- 于彝庭

郭德斋

赵涡东，

任金堂

郭凤楼

应策庵

李启承

张应光

张1综

刘泽浩

刘成己

冯应麝

杜鸿珠

李行芳

汪问九

张延年

徐绳武

高振方

巩廷相

王槐

弭遒彰

王雍中

。李烛显

彭庆阶

沈恒久

康世珩

刘 j雀

盂云峰

姬茂昌

陈 田

任廷荣

刘万仓

郭恒桢

丁雨琴

庄允甫⋯ 陈文端 杨云亭 石韵笙 张书鹃

于卧波 陈寿庭丁尉堂 王锡泮 郭春园

柬贯一 付振华 杨绍庭 唐福五 刘东升

宦庆蜂 苏镜轩 朱济生 李子章 高华亭

景柏承 赵光普．刘屏周 侯汉忱 钱翔青

’第三章⋯医支志

《痘疹诗赋>简介⋯“⋯⋯⋯⋯⋯⋯”⋯⋯．．⋯⋯⋯⋯⋯⋯⋯⋯⋯⋯⋯⋯⋯⋯⋯167"

‘幼科诗赋>简介⋯⋯⋯⋯⋯⋯⋯⋯⋯⋯“⋯⋯⋯⋯⋯⋯⋯⋯⋯⋯⋯⋯⋯⋯⋯·167

‘痘科救劫论>简介⋯⋯⋯⋯⋯一⋯⋯⋯⋯⋯⋯⋯⋯⋯⋯⋯⋯⋯⋯⋯⋯⋯⋯⋯168

．‘治痘经验随笔>简介⋯⋯⋯⋯⋯⋯⋯⋯⋯⋯⋯⋯⋯⋯⋯⋯⋯⋯⋯⋯⋯⋯⋯⋯168

‘痘疹大或>简介⋯“一⋯⋯⋯⋯⋯⋯⋯“⋯⋯⋯⋯⋯⋯⋯⋯⋯⋯⋯“⋯⋯⋯⋯·170

‘冶疹经验随笔》简介⋯一⋯⋯⋯⋯⋯⋯⋯⋯⋯⋯⋯⋯⋯⋯⋯⋯⋯⋯⋯⋯⋯⋯·17 1

‘痘科补阙捷响>评介⋯⋯⋯⋯⋯⋯⋯⋯⋯⋯⋯⋯⋯⋯⋯⋯⋯⋯⋯⋯⋯⋯⋯⋯172

‘慎庆刍言》序·按．．⋯⋯⋯⋯一“⋯⋯⋯⋯⋯⋯“⋯⋯⋯⋯⋯⋯⋯一⋯⋯⋯⋯”173

<重刊慎疾刍言序及十九篇按语》⋯⋯⋯⋯⋯⋯⋯⋯⋯⋯⋯⋯⋯⋯⋯⋯⋯⋯⋯174

‘私立山东国医专科学校讲义)．简介⋯⋯⋯⋯⋯⋯⋯⋯⋯⋯⋯⋯⋯⋯⋯⋯⋯⋯177

《外科秘方>简介⋯⋯⋯⋯⋯⋯⋯⋯⋯⋯⋯⋯⋯⋯⋯⋯⋯⋯⋯⋯⋯⋯⋯⋯⋯⋯178

《文医半月刊>杂志⋯⋯⋯⋯⋯⋯⋯⋯⋯⋯⋯⋯⋯⋯⋯⋯⋯⋯⋯⋯⋯⋯⋯⋯⋯178

《养生医药浅说》评介⋯⋯“⋯⋯⋯⋯⋯⋯⋯⋯⋯⋯⋯⋯⋯⋯⋯⋯⋯⋯⋯⋯⋯·179

附t青囊鸱鹗羔⋯一⋯⋯⋯⋯⋯⋯⋯⋯⋯⋯⋯⋯⋯⋯⋯⋯⋯⋯⋯⋯⋯⋯⋯⋯⋯-181

《私立云亭针灸学社讲义》简介⋯⋯⋯⋯⋯⋯⋯⋯⋯⋯⋯⋯⋯⋯⋯⋯⋯⋯．．．⋯181

3



‘济南市中药威方配奉>简介⋯“·”⋯⋯⋯⋯一“⋯一⋯“⋯一一一～⋯一”⋯’182
‘山东匿邗>筒舟⋯⋯⋯⋯⋯⋯⋯⋯⋯⋯⋯⋯⋯⋯⋯⋯⋯⋯⋯⋯⋯⋯⋯⋯⋯⋯183

《中医单方黉济手册>简介⋯⋯⋯⋯⋯⋯⋯⋯⋯⋯⋯⋯⋯⋯⋯⋯⋯⋯⋯⋯⋯⋯183
{针灸简易疗法手册>简介⋯⋯⋯⋯⋯⋯⋯．．．．．．⋯⋯⋯⋯V一”⋯⋯⋯⋯⋯”“”t84
≮简易推拿手珊>简介⋯⋯⋯⋯⋯⋯⋯⋯⋯⋯⋯⋯⋯⋯⋯”t·叩⋯⋯““～””⋯。184

《吴少怀医案>简介⋯⋯⋯⋯⋯⋯⋯一⋯⋯一⋯⋯⋯⋯⋯⋯竹一“””⋯一⋯⋯184

《胆胃证治》简介⋯⋯⋯⋯⋯⋯⋯⋯⋯⋯⋯⋯⋯⋯⋯⋯⋯⋯⋯⋯⋯⋯⋯⋯⋯⋯184

{中医学教材>简介⋯⋯⋯⋯⋯⋯⋯⋯⋯⋯一⋯⋯⋯⋯⋯⋯⋯⋯⋯⋯⋯⋯⋯⋯185

第四章杂 记

扁鹳炼丹遗迹⋯⋯⋯⋯⋯⋯⋯⋯⋯⋯⋯⋯⋯⋯⋯⋯⋯⋯⋯⋯⋯⋯⋯⋯⋯⋯⋯⋯

痛鹤辋与越人家⋯⋯⋯⋯⋯⋯⋯⋯⋯⋯⋯⋯⋯⋯⋯⋯⋯⋯⋯⋯⋯⋯⋯⋯⋯一．-·

孝堂山石祠⋯⋯⋯⋯⋯⋯⋯⋯⋯⋯⋯⋯⋯⋯⋯⋯⋯⋯⋯⋯⋯⋯．．-⋯⋯⋯⋯⋯⋯

寿字碑⋯⋯⋯⋯⋯⋯⋯⋯⋯．一-．一⋯⋯⋯⋯·．．⋯⋯⋯⋯⋯⋯⋯⋯⋯⋯⋯⋯⋯⋯⋯

关于寐风瘸的记载忡⋯⋯⋯⋯⋯⋯⋯⋯⋯～⋯⋯⋯⋯⋯⋯⋯⋯⋯-o⋯⋯⋯⋯⋯

丹阳观与丹阳墓⋯⋯⋯⋯⋯⋯·”⋯⋯⋯⋯⋯⋯⋯⋯⋯⋯⋯⋯⋯⋯⋯⋯⋯⋯⋯⋯

惠民药局⋯⋯⋯⋯⋯⋯⋯⋯⋯⋯⋯⋯⋯⋯⋯⋯⋯⋯⋯⋯⋯⋯⋯⋯⋯⋯⋯⋯⋯⋯

明德王府良医所⋯⋯⋯⋯⋯⋯⋯⋯⋯⋯⋯⋯⋯⋯⋯⋯⋯⋯⋯⋯⋯⋯⋯⋯⋯⋯⋯

剂山药泉⋯⋯⋯⋯⋯⋯⋯⋯⋯··⋯⋯⋯⋯⋯⋯”⋯⋯⋯⋯⋯⋯⋯⋯⋯⋯⋯⋯⋯
先医庙⋯⋯⋯⋯⋯⋯⋯⋯⋯⋯⋯⋯⋯⋯⋯⋯⋯⋯⋯⋯⋯⋯⋯⋯⋯⋯⋯⋯⋯⋯⋯

药王庙⋯⋯一⋯⋯⋯⋯⋯⋯⋯⋯⋯⋯⋯⋯⋯⋯⋯⋯⋯⋯⋯⋯⋯⋯⋯⋯⋯⋯⋯．-
附·药王庙碑记⋯⋯⋯⋯⋯⋯⋯⋯⋯⋯⋯⋯⋯⋯⋯⋯⋯⋯⋯⋯⋯⋯⋯⋯⋯⋯

下 编

中药部 分

第一章药材资源⋯⋯⋯⋯⋯⋯⋯⋯⋯⋯⋯⋯⋯⋯⋯⋯⋯⋯⋯⋯m4,a⋯⋯⋯⋯⋯195

第二章药材生产与收购⋯⋯⋯⋯⋯⋯⋯⋯⋯⋯⋯⋯⋯⋯⋯⋯⋯⋯⋯⋯⋯⋯⋯212

第三章中药经营⋯⋯⋯⋯⋯⋯⋯⋯⋯⋯⋯⋯⋯⋯⋯⋯⋯⋯⋯⋯．．．⋯⋯⋯⋯⋯226

第四章中药管理⋯⋯⋯⋯⋯⋯⋯⋯⋯⋯⋯⋯⋯⋯⋯⋯⋯⋯⋯⋯⋯⋯⋯⋯⋯⋯270

第五章中成药生产⋯⋯⋯⋯⋯⋯⋯⋯⋯⋯⋯⋯⋯⋯⋯⋯⋯⋯⋯⋯⋯⋯⋯⋯⋯290

第六章济南名特产⋯⋯⋯⋯⋯⋯⋯⋯⋯⋯⋯⋯⋯⋯⋯⋯⋯⋯⋯⋯⋯⋯⋯⋯⋯30I

J舌记”⋯⋯⋯⋯．⋯⋯⋯⋯⋯“．⋯⋯“⋯⋯⋯⋯⋯．⋯⋯⋯⋯⋯⋯⋯⋯⋯⋯⋯⋯328

6

7

7

8

8

8

8

9

9

9

O

0

8

8

8

8

8

8

8

8

8

8

9

9¨圳州墟¨地均”增墟螬均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上 篇

中 医



焦现 张子宏

李克广 苏松

冯联松 隗良能

张志文 张廷机

张永和 刘正己

王茬 张嘉谋

上官迈干张重庆

郝百川 吴予元

寓济：方起英 马温葵

民国年间：韩兆裙 徐±刚

李允守 王兰斋

周宗黄

建国后t于彝庭

郭德斋

赵润东

任金堂

郭凤楼

应策庵

李启承

张应光

张综

刘泽浩

刘成己

冯应麟

杜鸿株

李行芳

汪!词九

张延年

徐绳武

高振方

巩廷相

王槐

弭道彰

王雍中

李越虚

彭庆阶

沈恒久

康世珩

刘 j宦

盂云峰

姬茂昌

陈 田

任廷荣

刘万仓

郫恒祯

丁雨琴

庄允甫．． 陈文端 杨云亭 石韵笙 张书鹏

于卧玻 陈寿庭丁尉堂 王锡泮 郭春园

末贯一 付振华 杨绍庭 唐福五 刘东升

宦庆峰 苏镜轩 朱济生 李子章 高华亭

景柏承 赵光普 刘屏周 侯汉忱 钱翔青

第三章⋯医文志

《痘疹诗赋>简介⋯⋯⋯⋯⋯⋯⋯⋯⋯⋯⋯⋯⋯⋯⋯⋯⋯⋯⋯⋯⋯⋯⋯⋯⋯⋯167

《幼科诗赋>简介⋯⋯⋯⋯⋯⋯⋯DOQl8D Oi ni Qt m·g⋯⋯⋯⋯⋯⋯⋯⋯⋯⋯⋯⋯⋯⋯167

《痘科教劫论>简介⋯⋯⋯⋯⋯⋯⋯⋯⋯⋯⋯⋯⋯⋯⋯⋯⋯⋯⋯⋯⋯⋯⋯⋯⋯168

《治痘经验随笔>简介⋯⋯⋯⋯⋯⋯⋯⋯⋯⋯⋯⋯⋯⋯⋯⋯⋯⋯⋯⋯⋯⋯⋯⋯168

《痘疹大成>简介⋯⋯⋯⋯⋯⋯⋯⋯⋯⋯⋯⋯⋯⋯⋯⋯⋯⋯⋯⋯⋯⋯⋯⋯⋯⋯170

《治疹经验随笔》简介⋯⋯⋯⋯⋯⋯⋯⋯⋯⋯⋯⋯⋯⋯⋯⋯⋯⋯⋯⋯⋯⋯⋯⋯17l

《痘科补阙捷响》评介⋯⋯⋯⋯⋯⋯⋯⋯⋯⋯⋯⋯⋯⋯⋯⋯⋯⋯⋯⋯⋯⋯⋯⋯172

．‘慎疾刍言》序·按⋯⋯“⋯⋯⋯⋯⋯⋯⋯⋯⋯⋯⋯⋯⋯⋯⋯⋯⋯⋯⋯⋯⋯⋯·173

《重刊慎疾刍言序及十九篇按语》⋯⋯⋯⋯⋯⋯⋯⋯⋯⋯⋯⋯⋯⋯⋯⋯⋯⋯⋯174

《私立山东国医专科学校讲义>简介⋯⋯⋯⋯⋯⋯⋯⋯⋯⋯⋯⋯⋯⋯⋯⋯⋯⋯177

《外科秘方>简介⋯⋯⋯⋯⋯⋯⋯⋯⋯⋯⋯⋯⋯⋯⋯⋯⋯⋯⋯⋯⋯⋯⋯⋯⋯⋯178

≤文医半月刊>杂志⋯⋯⋯⋯⋯⋯⋯⋯⋯⋯⋯⋯⋯⋯⋯⋯⋯⋯⋯⋯⋯⋯⋯⋯⋯玎8

《养生医药浅说》评介⋯⋯⋯⋯⋯⋯⋯⋯⋯⋯⋯⋯⋯⋯⋯⋯⋯⋯⋯⋯⋯⋯⋯⋯179

附t青囊鸱鹦羔⋯⋯⋯⋯⋯⋯⋯⋯⋯⋯“⋯⋯⋯⋯⋯⋯⋯⋯⋯⋯⋯⋯⋯⋯⋯⋯．181

《私立云亭针灸学社讲义》简介⋯⋯⋯⋯⋯⋯⋯⋯⋯⋯⋯⋯⋯⋯⋯⋯⋯⋯⋯⋯181

3



‘济南市中药成方配本>简介⋯⋯⋯⋯⋯⋯“一⋯⋯⋯⋯¨⋯⋯⋯⋯⋯⋯一⋯⋯182

《山东医刊>简介⋯⋯⋯⋯⋯⋯⋯⋯⋯⋯⋯⋯⋯⋯⋯⋯⋯⋯⋯⋯⋯⋯⋯⋯⋯⋯183

‘中医单方验方手册>简介⋯⋯⋯⋯⋯⋯⋯⋯⋯⋯⋯⋯⋯⋯⋯⋯⋯⋯⋯⋯⋯⋯183

《针灸简易疗法手册>简介⋯⋯⋯⋯⋯⋯⋯⋯⋯⋯⋯⋯⋯一一”⋯⋯⋯“⋯⋯⋯‘184

‘简易推拿手册>简介⋯⋯⋯⋯．-．⋯⋯⋯⋯⋯⋯⋯⋯⋯⋯”⋯．．．⋯⋯”⋯⋯⋯”184

‘吴少怀医案>简介⋯⋯⋯⋯⋯⋯⋯⋯⋯一．．．⋯⋯⋯⋯”“”一⋯“⋯⋯⋯⋯⋯⋯184

《胆胃证治>简介⋯⋯⋯⋯⋯⋯⋯⋯⋯⋯⋯⋯⋯⋯⋯⋯⋯⋯⋯⋯⋯⋯⋯⋯⋯⋯184

《中医学教材>简介⋯⋯⋯⋯⋯⋯⋯⋯⋯⋯⋯⋯⋯⋯⋯⋯⋯．．．⋯⋯⋯⋯⋯⋯⋯185

第四章 杂 记

扁鹊炼丹遗迹⋯⋯⋯⋯⋯⋯⋯⋯⋯⋯⋯⋯⋯⋯⋯⋯⋯⋯⋯⋯⋯⋯⋯⋯⋯⋯⋯⋯

扁鹤橱与越人家⋯⋯⋯⋯⋯⋯⋯⋯⋯⋯⋯⋯⋯⋯⋯⋯⋯⋯⋯⋯⋯⋯⋯⋯⋯⋯一

孝堂山石祠⋯⋯⋯⋯⋯⋯⋯⋯⋯⋯⋯⋯⋯⋯⋯⋯⋯⋯⋯⋯⋯⋯⋯⋯⋯⋯⋯⋯

寿字碑⋯⋯⋯⋯⋯⋯⋯⋯⋯⋯⋯⋯⋯⋯⋯⋯⋯⋯⋯⋯⋯⋯⋯·一⋯⋯⋯⋯⋯⋯．．·

关于麻风病的记载⋯⋯⋯⋯⋯⋯⋯⋯⋯⋯⋯⋯⋯⋯⋯．．-⋯⋯⋯⋯⋯⋯⋯⋯⋯⋯

丹阳观与丹阳墓⋯⋯⋯⋯⋯⋯⋯⋯⋯⋯⋯⋯⋯⋯⋯⋯⋯⋯⋯⋯⋯⋯⋯⋯⋯⋯⋯

惠民药局⋯⋯⋯⋯⋯⋯⋯⋯⋯⋯⋯⋯⋯⋯⋯⋯⋯⋯⋯⋯⋯⋯⋯⋯⋯⋯⋯⋯⋯⋯

．明德王府良医所⋯⋯⋯⋯⋯⋯⋯⋯⋯⋯⋯⋯⋯⋯⋯⋯⋯⋯⋯⋯⋯⋯⋯⋯⋯⋯⋯

荆山药泉⋯⋯⋯⋯⋯⋯⋯⋯⋯⋯⋯⋯⋯⋯⋯⋯⋯⋯⋯⋯⋯⋯⋯⋯⋯⋯⋯⋯⋯··
先医庙⋯⋯⋯⋯⋯⋯⋯⋯⋯⋯⋯⋯⋯⋯·⋯⋯⋯⋯⋯⋯⋯⋯⋯⋯⋯⋯⋯⋯··⋯⋯

药王庙⋯⋯一⋯⋯⋯⋯⋯⋯⋯⋯⋯⋯⋯⋯⋯⋯⋯⋯⋯⋯⋯⋯⋯⋯⋯⋯⋯⋯⋯-．
附：药王庙碑记⋯⋯⋯⋯⋯⋯⋯⋯⋯⋯⋯⋯⋯⋯⋯⋯⋯⋯⋯⋯⋯⋯⋯⋯⋯⋯

下 编

中药部分

第一章药材资源⋯⋯⋯⋯⋯⋯⋯⋯⋯⋯⋯⋯⋯⋯⋯⋯⋯⋯⋯⋯⋯⋯⋯⋯⋯⋯195

第二章药材生产与收购⋯⋯⋯⋯⋯⋯⋯⋯⋯⋯⋯⋯⋯⋯⋯⋯⋯⋯⋯⋯⋯⋯⋯212

第三章中药经营⋯⋯⋯⋯⋯⋯⋯⋯⋯⋯⋯⋯⋯⋯⋯⋯⋯⋯⋯⋯⋯⋯⋯⋯⋯⋯226

第四章中药管理⋯⋯⋯⋯⋯⋯⋯⋯⋯⋯⋯⋯⋯⋯⋯⋯⋯⋯⋯⋯⋯⋯⋯⋯⋯．．．270

第五章中成药生产⋯⋯⋯⋯⋯⋯⋯⋯⋯⋯⋯⋯⋯⋯⋯⋯⋯⋯⋯⋯⋯⋯⋯⋯⋯290

第六章济南名特产⋯⋯⋯⋯⋯⋯⋯⋯⋯⋯⋯⋯⋯⋯⋯⋯⋯⋯⋯⋯⋯⋯⋯⋯⋯301

后记⋯⋯⋯⋯⋯⋯⋯“⋯⋯⋯．⋯⋯⋯⋯⋯⋯⋯⋯⋯⋯⋯⋯⋯⋯⋯⋯⋯⋯⋯⋯328

6

7

7

8

8

8

8

9时国0

O

8

8

8

8

8

8

8

8

8

8

9

9地n墟地”地地弛墟¨均坞



上 篇

中 医



第一章概 述

第一节济南市地理沿革

济南是我国古老的历史名城之一，济南地区人类活动的历史，要比这座古城的历史

早得多，至少可阻追溯到六千五百年以前。

远在新石器时代的中髓期大汶口文化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在济南地区活动。使用的

生产工具主要是磨光的石器，过着以农业为主的生活，已经有比较发达的制陶业，在社

会发展史上经历了原始社会晚期，母系氏族社会和父系氏族社会两个阶段，延续了二千

六百多年，随后发展为山东龙山文化。

龙山文化以一九=八年首次发现于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崖而得名。山东龙lJJ文化以

乌亮的薄壳黑陶最引人注意。农业和畜牧业均比大汶口文化时期发达。陶器生产已经进

人轮制时期。生产工具虽然仍以磨光石器为主，但是有的遗址已有小件铜器发现，说明

金属冶炼时代已经开始。

山东龙山文化略硗于河南龙山文化，相当于我国的唐尧，虞舜、和夏朝的前半期。

公元前十七世纪到十一世纪的商朝时期，济南地区矗属商朝的统治，商殷的遗址在

济南市区和郊区及各县均有不少发现。如东郊大辛庄遗址，面积达三十多万平方米，时

间即在商朝句早期和中期，在这里出土过青铜酒器、兵器和工具等文物。市区刘家庄和

长清县小屯等处，出土了一批精致的青铜器，这是商殷晚期的遗址。刘家庄出土的铜器

有的还刻有铭文，这可能是殷商奴隶主贵族的墓地。

西周和春秋战国时代(公元前1057----前211年)济南地区属齐国，周武王封姜尚于齐，

都营丘，(今临淄北)成为周朝东方的一个大国。(一说周威王时期周公东征灭蒲姑，

以为吕尚封地，都营臣，⋯⋯见中国历史大事年表第11页指出史记周本纪以齐鲁之封为

武王灭纣时事，恐误。)

((春秋左传·桓公十八年))(公元前694年)记载t“公(鲁桓公姬轨)会齐侯(齐

襄公姜诸儿)于泺挣泺县泺水，源出山东历城县西北，为小清河新渠之上舔。据《水经

注》载。泺水出历城故城西南，泉源上涌若轮，俗谓之娥英水，以泉源有娥荚病(舜妻娥

皇，女英)故名(今已无)北流注于济，谓之泺口。趵突泉水北流人泺，春秋时期济南

之名目泺。公元前685年，齐桓公(姜小白，诸儿之弟)任管仲为耗j，改革内政，发展

生产，国势强盛相继兼并了谭等若干小国及一些部落，统一了今LU东北部，东至于海，

西至于河，济南地区成为齐国西部边陲重镇，在南部山区仍可寻见齐蔺的长城遗址。

公元前680年齐桓公(小白)亲自巡查西陲平陵邑，即今济南东郊、乒凌城。

春秋时期，齐晋争霸，两次殃及济南地区。《春秋正传．·成公二．年》(公元前58 9

年)鲁、卫、曹等国因不堪齐国的侵伐，联台晋国，打败齐兵“逐之二三周华不(音府)注

1



(即华。0)一《(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顷公十年春(公元前589年)齐伐鲁卫，鲁

卫大夫妇晋请师，晋{；j克，士燮，柬书、韩厥，以兵车八百乘，与鲁卫伐齐，，六月壬申

与齐兵台靡笄(音迷鸡)下，癸酉、陈于鞍，大破齐军，齐顷公但得免。，，鞍即今城西

北的马鞍山。靡笄山在何处有两说，一澄即今千佛山，一浅在今琵清之靡笄山， 《盈

语。晋语》注释：靡笄、齐山名，在今山东历城县南五里。

又立1《史记·晋世家》记载“平公元年(公元肓；lss5年)伐齐， 齐灵公与战靡

下。一《史记集解》：徐广日：壤，～作历，历山即令千佛山。if,《金史·地理志))云t
长清有靡算山，当即靡笄。

战国末，齐灭于秦，秦罢诸侯立郡县，全同分为三十六酃，济南地屠齐郡，称历下。

郡置守、尉、临。 ．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原齐国f族田儋起兵夏秦，搌齐郡称齐王。次年(公

元前208年)田儋战死，田荣立儋子田市为齐王。

汉高帝三年(公元前204年)使郦食其(音离异基)与齐修好、麻痹齐王田广，使

他擞去历下的兵备。韩信遂袭击破齐军，齐王广烹郦食其，败走高密，历下归汉。

汉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封他的儿子刘肥为齐王(即齐悼惠王)辖六郡七十三县。

高后元年(公元前187年)高后欲封诸吕为王，市其兄子郦侯吕台为吕王，剖齐之济南

郡为吕王奉邑。治设东平陵，因在济水(即大清河，今黄河为其故道)之南，故名济

南，这是济南名称的最早出现。济水为古四渎之一， K水经注》云·济水出河东垣县王

屋山，其下流东北人海，后为黄河所夺，今山东地簋黄河下游所经为济水故道。

汉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分齐地为六国，(齐、济北、淄川、胶东、腔西，

济南)封悼惠王子辟光为济南王，济南国冶于平陵。(历城县东七十五里)。

汉景帝三年(公元小f154年)吴楚七国(吴王濞、蹙王戊、 赵国、胶东国、 胶西

国、淄川国．济南国)、济南王刘辟光参加了奚_=f=支U濞发动的“i青诛晁错以清君侧’’的七

国之乱，为太尉周距夫举兵击溃，吴橙七酬之乱平定后，西汉加强中央集权，将济南目

改为郡，受封皇子，只管租税，不予妇事，郡治仍在东平陵。

东汉时仍为济南国，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封剐康为济南公，建武十七年(公元

41年)进爵济南]三。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就目，以平原之祝阿等六县益济南国。

汉末农民起义风超云涌，尤以青州黄巾军最为强大，建宁三年(公元170年)济南起义

军攻东平陵，曹操峥屯兵于历下，镇压农民起义有功，于光和末年(公元183年)拜骑都

尉迁为济南担。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黄巾军一寰攻入济南，杀了济南王刘赞(音

云)。
’

j二国时，济南属魏地，为青州济南邢，正始七年(公元246年)复为济南目。((晋

书·地理志》载“魏平蜀、徙其豪将家于济河北，故改为济岷郡"。晋时并入济南

郡。

魏成熙二0：(0、：元265年)司马炎为相同逼魏主惮证，即晋武帝。封司马遂为济南

王。冶在东平陵。

晋永嘉末r公元313年)郡冶西迂、目I东乎陵迁至历城，扩：火城垣j帮，县冶所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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