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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幽劳动人民在】乇期与疾病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中医，中药在予防、治疗疾病上，形成科学的，有条理

的体系，是毛L_田的宝贵遗产。

旧社会，劳动人民身受三座大山的压迫，生活贫困。由

于文化事业的极端落后，没有扫，融院药卫生的条件，加之反

动政府对中医、币筠打击歧御，致使证旧院学遗产的发扬光

大受到m-1．u。各种庆痈纵生，造成百姓大量死亡和不健康状

况。外国人称我们是“东亚病夫”。

编写《卫生志》的目的是。继水缸l_!_l医学遗产，总结建

幽以来卫生工作的经缸技V|l，以便参考借鉴，更好地为四化
月硅务。

我县没有县志，捕朝乾隆年间的府志，对医药卫生毫无

记载。解放以后的材料也不齐全，这就给编写工作带来很大
困难。

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抽调卫生战线上的老战士防疫科长

亢健，聘请离休干部冯彬专门编写，并配备青年医生刘水

茂、李j鲺龙做了一部份收集整理工作，杨国贞、王钩二同志
也收集统理了两篇材料。

材料来源有三。一是拜访八十老人张晓楼、退体老医生

辛镐，阎昌，在职医生党沛霖、拳培真等收集医药资料，并

到东察，宁化等公社收集盗艟b、二是邀请退休老医生张天

明，张步高，王统脚黜诞收籀露越后的医卫资料．三是
盘阅卫生部门的楮裁



编写中，首先是实事求是地，详尽地记述了战争年代，

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对广大人民的关怀，拿出大量人力财力，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建立了国家、集体的医疗机构，组或三级

医疗保健网，继承发挥了祖国遗学遗产，培养了技术人员，

形成中医、西医、中西结合的三支医疗队伍。其次是记述r

全县人民，全涔医卫人员在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艰

苦奋斗，自力更生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积极行动起来防治各

种疾病；执行计划生育，提高健康水平。再其次是收集整理

了晚清、民国年代的医药情况，选载了_部份中医偏、验

方。

在宁武县党史县志办公室的指导下，全县人民的大力支

持下，卫生志编写工作初步完成。但由于卫生局和编写入员

的政治、文化水平不高，二则各种有关资料不全，缺点错误

很多，希读者提出批评指导。

奎搴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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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卫生志大事记

清 代

一九00年(光绪二十六年)春，瘟疫大流行(凝甜

露乱)，全县死亡人很多。 ，

民 国 年代

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一月五日“鼠疫”从绥远传入

宁武、盘道梁之赵宗啕、张家崖，坡门口、三百户四村死亡
二十四人。

一九三一年(民国二十年)伤寒在垒县流行。

一九三六年(民国二十五年)八月伤寒、斑疹伤寒在全
县大流行。

战争年代
一九四。年，伤寒流行。

一九四二年春，宁武抗日政府药房在岢岚王家岔成立。

一九四六年年伤寒，斑瘩份寒在全县大流行．

建周以来

一九四九年

八月、成立县医社(县卫生所)．

一九五一年

一月，成立卫生科．

t蕾f



冬、县成立卫游会。

一九五二年
三月、成立县妇幼葆建站．
三月、成立巡回医疗队，至，九五四年春消灭了性病．

软骨病。

春，开展了反细菌艟为中心的卫生运动。

是年，建立了阳方口、东察，宁化、讫谬四，个卫生所
(中心医院)。

一九五四年

八月、巡回医疗队改为县防疫站。

一、九五五年

春，建立化北屯等十二个公社医院。

夏，西马坊等三令合作社药铺，由卫生局接收，改为公
社医院。

秋，城关刘伟，辛镐等三家私人药铺，合营痔舔痔所
(公社医院)。

一九五六年

九月、县办针灸训练班。

一九五七年
春猩红热i在三马营一带赢行。

一九五八年

三月、全县开展了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

动。

八月、第一个大学毕业生昊崭穗医蝉夯醣求我县人民医
院工作。

九月，县办了一期中医进岱班．

～a～



’ 冬j合作亿遣锄中，起型亨春景洼辱毫个套社眺，至
此全县二十二个公社都有了中心医院和公社医院。

冬、开始至一九六。年全县先后建立了高崖底等=十三

个太队毋熊站一’是年，县卫!目行改为，县人民医躲
一九五九年

元月，至一九七六年，县前后办过四期卫校，共四个

班。

一九六0年

眷，囊家窑邵桂梅代表袁家窑lll席了全国卫生模范会
议。

， 一九六四年

秋、痢疾、肠炎在全县流行。

一九六七年

春，怀道公社下官庄队发生炭痘嘉-匕^死四^。
一九七二年

” 崭，捞己密盔金墨流行。

夏、地区、县防疤站普查地方病甲状腺肿，克汀宸。全
县进行食盐加碘。进行肪治。

●九七三年

春，猩红热在东寨、化北屯等公社流行。

．§，戢，痢疾，肠炎在全县流行。

一九七四年

是年、深入开展了计戈0生育工作。

一九七五年

春、流感大流行。

’I，



动．
欷，垒丢发生了迷信‘傅山先生”的讨药治痈遣信辑

一九七六年
’

秋、省在我县召开了“地方病防治经验竞流会议一。

是年、由于普及食盐加碘。甲状腺肿，克汀病得到控
悄。

一九七七年

秋、痢疾，肠炎流行。

一九七九年

十二月、城关公社医院改为中医院。

一九八。年

九月、县成立了卫生进修学校，省在进修校办了一期中

医理论进修班。

一九八一年

秋、痢疾，肠炎流行。

十二月、县办了一期中医进修班．

是年、由于实行了计划生育。人口净增率下降为百分之

一左右。

一九八二年

眷，开展了“五讲、四美一、“文明礼貌”活动。

一九八三年

七月一日、中医院与城关公社医院分开办公，县新建立

了“宁武县中医院”．

～'lJ



第二章瓣放前宁武县医药概述

第一节晓清时代中医、中药概况

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屠，我蹦L沧为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地处晋西北山区的宁武县，还是封建地主统治下曲

个体农业经济。农业生产落后，文化不发达。表现在唾药方

面，虽续承了祖国医学遗产巾陬、巾药阱j应川，但r犬农村

根本是少医缺药。

在晚清封建制度统治下，只有仕常之象和有钱人才能念

书，有文他的人才能看懂中医理论书籍。所眦布“儒敬际，

一早起”之说。据调查从遭光至民国，文化较发达的宁武城

内．东丧．二马营、化北屯、宁化、西马坊、新壁、定孵、

讫谬等地有过联，t，开过萎铺。熟余广大牲点，只有半农半

医的针灸医生。

吨谤的药铺大部是医生就看稍，就卖药，一家药铺三、

二人。有的是父看病，子司药；有的是兄看病，弟司药，有

的_F『l一个抓药的小伙计，个"z+药铺是财主出资。请坐堂医生

看病l也有专c1袁药的药铺。有些药铺甩草药自翩丸，散、

膏，丹等中成药。

医生来源有三种：大部份是有文他的秀才，童生教书学

医I一鄙份是祖传和亲友传授学鞋}个剐是住药铺，先抓

药，后学看病。农村针灸医生是以师代徒弟的方法学习

的。

所有药铺是春季从忻县、榆次、太谷等地大药店进药，

·毒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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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晕簿帐付款。

藤裂旁面，凡有瞎生昔病的翔请．只收舞费，蓐收脉礼
祁出门}L。药费特贵，有“药无十倍，不出门”之说．少数

只看病，不娶药莳医生。n诊，出谚葺精，送眯礼辆出n
礼。农村针灸医生看病不收费’过时过节请吃饭，看好病送

些礼物。凡认识的看病，不收现款，而是记帐，到冬季或年

终算帐付款。不认捉者收现款。

清代中医中药列后：

宁武城内：

中和堂t道光二十三年(1814年)李艳(贾生)教私

焉，开始学医看病，开中和堂药铺。长手搴特秀(秀

才)、次子李清秀(秀才)学医，兄看病，弟镯药。专长伤

寒、针灸，每次看病，都记医案；有声望。

育龄堂t郭六儿(秀才)看病卖药，药铺名育薛堂，专

长妇科，小JL科。

体仁堂：清同治年间，王子平(秀才)看病类药，并体
仁堂药铺，眨子王礼中(秀才)、次子王太中(秀才)学医

嬖药。壬礼中光绪年间给山西巡抚刚毅(满“I|人)的母亲看

过病，病意后送回，刚毅给宁武府官写信口4送“医宗和缓”

牌的，薯名山西蔚台剐毅赠，民国十一年王礼中瘸赦，体仁
停堂业．

广生童；’清光结年间陈冕、弟陈宪都是秀才， 学医素

药，开广生堂药谛，专丧妇儿科。
天和型：清束秀才拳憧i。开药铺太和堂，请冯义坐堂看

病，自已司药，后来自己看病卖药，精通药性方剂，自制成
药，‘

。。



遭生堂：姚艮海清光绪年间念过私垫，得河南人霄h科医
B一术，并传授熬膏药，用肯红粉一裂药，开道生堂药铺，

争治外科生瘤子害讫且，恶疮恁症。

眷祀堂：1商时虎进淘祖传鲁匡辛赀，柱城内开害租堂靖

铺，看人病兼看兽癀，专眨针灸，子辛文聋投族弟辛三先

生，也是人畜兼活，有声望。

张秉堂、清秀才、牧秘垫学甚看病，精通内抖。人称堵

寒专家。教学中还教医学三字经、针灸歌、药性赋、伤寒治
等中医书籍。学生中有些学了医，如术闫权民国初年在末愿

陆军医院任军医官，称“南寒号家”是太碌各医。

针灸医生刘润月，专治小儿肺炎和一般疾病· 鞯请膻

到，不要报酬，深受群众欢迎。

东纂镇t ，

广太红·清光绪年间，张儒祖传学医，开广太红药铺，

看病卖药，自制出售中成药，至民国初年。

二马营村t

徐四旦药铺t清光绪年阃徐四旦看病交萄，内，外科眷
哲，自制出售中成药。 ，

庸高牛药铺·清末唐高专看病卖药，自己熬膏药，升生
筠，专长中医外科。 I

钊炙医生张五子，清时祖传针灸，专长于小儿风病，悬

半农半医的针灸医生。 二

化北屯村一 ～．，．，
瑞生堂t清道光初年，邱瑞林看病卖药，开端兽娄书

铺，予邱虫华(庠生)孙邱定帮(邱彦召)祖传警蓐『．霉病
妄嘉，毒；医理论精通。专长伤寒、妇科，记述了艰聋蓐案，

，11It-



是当代名医。

宁化村t

德兴堂；清束壬学士看病卖药，内、儿科都看。子芏虢
根学薮看病至事变。

西马坊村：

仁和堂：光绪年}1jJ王永元(补镇秀才)学医， 专长妇

科，二弟壬永恒念书未进学，专长伤寒，三弟王德恒(秀

才)专氏针灸，兄泊三人看病戋药，开仁和堂药铺。王永元

是当地名医，记迷医案报多，后传给马恒山、兜维森。

新量村t

德和仁I清柬定襄刘在|!E|，刘在和看病卖药，开德和仁

药铺，除买进中弱外，白采一部份中药，加工出售。

定河村t

王万奎药铺；清时王万奎看病卖药，有声望。

黄拯沟村·

广平堂t持时张盒宝开始学医，看病卖药，开广平堂药

铺，专长内科，针受。

迭达店村·

孙世寿药铺t清时孙世寿看病卖药，专长妇，儿科，自

斛审成药。
东谬村·

张大先生药铺·清时张玉林(秀才)教私塾学医，看瘸

卖药，专长内、妇科。

葺菇营村·

襞德堂t消时刘世义看痹卖药，人兽都看，开聚德堂药

铺’专长内科，针灸．

j●～



(亢健、刘求茂，牵润龙收集。冯彬，亢谜罄趣。)

第二节 民国年代医药简况

推翻满清，建立民国，政治、经济，文化运渐变枇由

十北风糟铁培晦建，术材销鲁嘲圳，个别地主开始经营术

料，宁武媛、东察等地入口增加，经浙比潸{弋蓊杀。丧现在

甚药方面，象清心的詹描铺外，又有些新药铺升业，开始出

现西医开设西药房。但广火捉村还娃少医缺萄。

K幽年问医药漪况列后：

宁武城内t

中和堂；李特秀一：于牵浦(孝_三娃、，{才)，次f孝源

甚书来进学，续承父j‘，看病囊鲔，专妊内科，小儿科，医

巢报多。七匕事变后，日寇占菹宁口b{壬泺被残害，李渍}¨

救f中和堂停业。李瓣予李墙奥(五I掣毕业)，孙李藩(jhli

池毕业l-都是祖传学医，现是国家医生。L}|莉l童拳家，n

代都是知驵分子，=}Il痔学医’有声望·

育龄堂t吕沂清束秀才学医，接收郭六儿的育龄堂药铺

牌子，行医卖菊至事鬟a

广生堂t陈宪子阵尚仁巩小学医，继承父业，专长虹、

儿科，事蛮后病故t广生堂净业。

太和堂t李俊清州开业，精通药性方剂，自制成药，至

事变停业．

遭生堂t姚艮海之子姚玉林娃，继承父业，专治外科疾

病，蔓事变，巾医外科失传．

复德荣；郭仪又若郓天录，清末秀才，民国初梧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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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专长内科，针灸，至事变。

万应堂t彭生宝清末秀刊，R国初行医粪药，专长妇、

儿科，至事变。

寿山药局：民国二十三年李寿山、陈佐州、陈勉台伙升

中药铺，陈佐州看病，陈勉司药，至事变停业。

辛镐药房t辛文奎之子辛镐，民国初将春和堂改为辛镐

药房，看人为主，兼看兽痰，掌握中医理论，能处理疑难病

症，至解放。

普剂药局：民国初范根成先开染坊，后井中药铺囊药，

自己学医看病，专长妇科，事变后停业。

德和成t民国十九年八角姓李的升德和成中药铺，奇¨

卖药，闰昌给抓药，至事变。

卫生堂；崞县人付敬仁，民国二十三年开西药房，阻
外科都看，专给铁路工人包扎外伤，事变后停业。

三友药房；民国二十五年韩坚(川治医专毕业)，侯戌

山，武林三人台伙，开三友西药房。内、外科都治，专长儿

科，至事变。

昌定和尚t民国年间万佛洞和尚昌定，学医看病，不收

脉礼，给药铺开药方，药铺每方送脉礼洋二角，专长妇、儿

科，有声望。

基督教西医t民国十五年，瑞典国基督教牧师高乐仁

等，来宁武城内修教堂传教，有西医、西药，为了传教，兔

费给入看病，至解放。

东寨镇·

广太红，清代开业，张儒子张元元，继承父业，看请安

药，至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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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明堂t粱计详民国研看病卖药，开子明堂药铺，专长

中医外科，会熬膏药、升生药，治生瘤子害它旦，恶疮恶

症，至解放。

二马营村t

徐四旦药铺，清代开业，徐四旦子徐丰，续承父业，看

病卖药至事变停业。

唐高牛药铺：清代开业，唐高牛子唐明昌继钱父业，治

疗外科疾病，传给儿唐后，解放后停业。

德成会：民国八年张元岁看病赉药，开德成会药铺，子

张寿堂抓药学医，专长内、儿科，至事变停业。

云积堂：民国十七年唐敬善、陈录后台伙开云积堂药

铺，唐敬善看病，陈录后司药，专长内、儿科， 至事变停

业·

化北屯村：

瑞生堂：清道光年间开业，名医邱定帮子邱正都看病囊

药至解放，孙邱四娃现在是化北屯公社医院医生。邱家五代

行医。有声望。

宁化村：

邢国隆药铺t民国年间：河南人邢国隆，看病卖药，专

长内科、针灸至事变。

亭德堂：民国二十一年张元亨在宁化开亨德堂药铺，看

病卖药，专长伤寒、妇科，事变后回沙梁于村看病卖药，解

放后在忻县职工诊所当医生，是忻县名中医。

李保元药铺：民国年间李保元在宁化开药铺卖药，从外

地购进药，白采些中草药，加工出售，并用中草药，自制中

成药。子李心玉继承父业，至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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