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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在历史上曾涌现过很多学验俱富、影响深远的中

医学家，他们作为“司命者”，为医疗保健作出了重大的

贡献。我们苏北地区由于科技、文化、经济及医学教育等方

面基础较为薄弱，故在“出人才”方面较之苏南数量为少。

尽管如此，卓然大家，代不乏人，其中尤以宋之许叔微，清

之吴鞠遥术造精微，堪称是功迹彪炳、承前启后之医学宗

师，具有较大的国内外影响。

我出身于中医世家，籍隶盐城地区阜宁县。先曾祖赞襄

公、先大父奉仙公幼承庭诵，博极医源。奉仙公为晚清“苏

北三大名医”之一，遗有《医方经验汇编》行世。先父无言

先生则为现代中医名家，早岁在阜宁益林镇创办医院，后长

期在沪执业，于诊病之暇从事医学教育，著述等身，驰誉杏

袜，晚年膺聘任职于京。他曾语重心长地对我说：“饮水思

源，勿忘乡里I要加强与盐阜同道学术交流，虚心向他们学

习。’’事过三十余年，忆念间言犹在耳。今盐城市中医研究

所主持编辑《盐城中医人物志》，载录盐城地区名医履贯、

事迹，是为前所未有之盛举!必将为振兴本地区之中医大业

产生积极的影响．我作为是客居于外的家乡游予。不胜庆

忭l辱承约请撰序，感愧之余，爰志数语弁其端。

车菖差要要蠢岳要兹各著羹余瀛鳌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副所长水碾互

1989年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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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 舌

盐城，周以前称掌澧夷地疹，汉代称为盐渎。神医华佗

在盐渎为严昕等人诊治疾病，并在此收门人清修的记载。是

这里叙述医生医疗活动的最早史料。此后的1800年间，医青

芸芸，名垂史册者也不乏其入，但终无专著论述。本着显彰

前贤，嘉惠来者的宗旨，我们共收集历代和当今中医人物近

700名，编写成《盐缄中医人物志》，以期为继承先辈学术成

就，研究当地中医流派，提供参考资料。

在编写过程中，本书编委曾四度集中开会，磋商编写计

划，审定有关文稿，并明确：分；县(市、区)负责，由于全

市8所中医院共同努力和各方热情支持，以及黄福斌、孙长

春，王崇德、吴淑华、裴玉琴，刘月华等同志协助工作，使

本书在我所建所一周年之际，得以付梓，谨此一并致谢。由

于时间仓卒和水平所限，疏漏和讹误在所难免，衷心祈求医

林鸿博匡正，使之渐臻完备。

盐城市中医研究所

1989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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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画

丁古荣(1938N ) 男，汉族，阜宁县人。阜宁县硕集

乡卫生院内科主治中医师，毕业于扬州医学专科学校中医

系。

丁毫明(1930---, ) 男，汉族，东台市入。东台市时堰

镇卫生所内科主治中医师。1948年在时堰陶村开设私人诊

所，1956年参加集体医疗单位。历任联合诊所负责入、区医

学分会主任、医疗组组长等职，并曾当选为东台市第八、九届

人大代表和东台市中医学会理事会理事。

丁广元(1938～ ) 男，汉族，滨海县入。滨海县五汛

中心卫生院内科主治中医师，毕业于盐城医学专科学校。
?、 丁祥明(1939．-．． ) 男，汉族，东台市入。东台市新农

乡卫生院内科主治中医师，师承姜子维先生，结业于东台县

中医院中医班。在钻研中医基础理论的同时，结合长期的临

床实践，对运用“和一法有较深的体会。

丁必成(1942,--- ) 男，汉族，盐城郊区人。盐城市郊

区尚庄镇医院内科主治中医师．郊区人大代表。早年随梁静

轩先生学医，攻读经典著作，兼学古文。1958,---1960年先后

在盐城县和盐城医专进修学习，30多年来从事内科临床，以

乙癸同源，调治奇经，首重冲脉的理论为指导，治疗妇女不

孕症卓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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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画·--o _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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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正环(1944---, ) 男，汉族，滨海县入。滨海县中医

院内科主治中医师，1970年毕业于南京中医学院医疗系。历

任内科副主任、医教股副股长。对咳喘、肝胆、脾胃疾病的

治疗有一定经验。

于正林(1950",, ) 男，汉族，滨海县人。毕业子江苏

新医学院，现任滨海县五汛中心卫生院内科主治中医师、院

长。

于培生(1929---- ) 男，汉族，滨海县人。194,8年从师

学中医，现任射阳县合兴卫生院内科主治中医师．有近40年

的中医临床实践经验，长于内科，旁及妇、儿。擅长治疗慢

性胃炎、病毒性肝炎，面神经麻痹、妇女月经病、小儿惊风

等疾病。

于明安(1946-'-, ) 男，汉族，东台市人。东台市八里

乡卫生院内科主治中医师，擅长消化系统疾病的治疗，对

胃、肝、胆疾病有一定的经验。

千国江(1939,'一 ) 男，汉族，滨海县人。1963年毕业

于盐城医学专科学校中医专业，曾先后在泗洪县人民医院、

樵阴市第一人民医院和第二人民医院工作，现为淮阴市中医

院内科副主任中医师、科主任。1978"-1980年参加江苏省

第一期中医内科医赙提高班学习，1983～王98陴曾任淮踢
市中医院业务副院长。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对处理内科的

2



常见病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尤其是采用中西医结合的办法

为广大病员服务，深受群众旃欢迎。

予勇(1953---, ) 男，汉族，滨海县人。1978年毕业

于南京中医学院，毕业后曾在部队任军医，在南京中医学院古

典医著教研室进修。转业地方后，在江苏省卫生厅人事处工

作，现任江苏省中医管理局医政处科长。组织并参加编写了

《江苏省中医病历书写规范》以及《江苏省农村中医医疗服

务调查分析资料汇编》等。

于应奎(1941一, ) 男，汉族，响水县人。响水县人民

医院分院内科主治中医师。1964年毕业于盐城医学专科学校

中医专业。一直从事医疗工作，致力于中西医结合，擅长内

科。现任门诊部主任。

马志良(1937·v ) 男，汉族，上海市入。建湖县县级

机关门诊室推拿主治中医师．毕业于南通医学院附设医士

班，结业于江苏新医学院西学中班。擅长推拿，针灸及中医

外科，自制“腰骶止痛散∥治腰骶椎退行性病变疗效显著，

采取治渗出性皮肤病的原理处理烧烫伤在防止感染及疤痕产

生方面有较满意疗效，对皮肤皲裂，手足癣的治疗亦具有特
色。

马林(1939-'-- ) 男，汉族，建湖县人。三世业医，

幼承庭铡。1962年肄业于盐城医专中医专修科，1983年随上海

中医学跬尉属曜光医院张羹梅，张鸿祥二位主任医频监床～

年，现任建湖县庆丰医院内科主治中医师。擅长脾胃病、痹

症、咳喘病，老年性淋病、癃闭、精神病的治疗，对妇科的

调经、带下亦有较丰富的经验。1974年曾收集编写‘单验方

选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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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明如(1939,一 ) 男，汉族，东台市人。东台市新街

卫生院副院长，内科主治中医师。1963年毕业于盐城瞬学专

科学校，一直从事中医临床和医院管理工作。

马新传(1945-,-, ) 男，汉族，阜宁县人。大丰县医药

公司主管中药师，大丰县第六届政协委员，毕业于南京中医学

院．对中药业务经营、加工炮制、栽培种植以及治疗用药积

累了较多的经验。撰有《盐城市大丰县中药资源名录’一

书，曾获1987年度县科技成果二等奖。

马为瑗字慕遽，清·盐城人。幼侍襄亲，殚心医术，

辨证用药，精审寡俦，危急就诊，辄奏奇效。(民国‘续修

盐城县志稿》)

．I



四 画

王大成字集人，清·东台安丰人。明末居上海，托业

于医。顺治中，疫疠盛行，施医药，余资周穷乏，卒年七十
七。(嘉庆《东台县志》)

王成(1944--,, ) 男，汉族，盐城郊区人。1961年随

盐城县秦南医院中医师梁少轩等学习，结业后一直从事中医

临床工作，现任盐城市纺织厂职工医院内科主治中医师。能运

用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治疗方法，对功能性低热、胃下垂、

脱肛、疝气等疾病，治疗效果较为满意。写有“补中益气汤

治疗功能性低热"、“益气升阳法临床运用一等论文。

王克君(1941---" ) 女，汉族，阜宁县人。阜宁县第二

人民医院妇科主治中医师。1963年毕业予盐城医学专科学

校，对中医妇科有专长。结合西医妇科检查，用中医中药治

愈不少妇科疑难病症，如陈旧性宫外孕、不孕症、青春期和

更年期功血，乳漏、晚期妊娠水肿，乳房小叶增生等，

王达夫(1900--,1989> 男，汉族，建潮县人。历任县

人民代表，县人民委员会委员，县政协常委、副主席，江苏省

政协委员，为省名老中医。建湖县人民医院中医师。出身予

中医世家，早年赫苦钻研家传医术，治学严谨，为人正派，

从医70年，擅长内、妇、儿科。对每例患者，特别是疑难危

重病患者的诊治过程，无不表现出一丝不苟、认真探索、高

度负责的精神和精湛的医术，受到同行们的赞誉4和群众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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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年愈花甲后，在繁忙工作之余，仍潜心总结整理前入和

自己的临床经验，撰写的手录达百万字。

王雨生(1933---, ) 男，汉族，盐城入。现任盐城市中

医院门诊部副主任、内科主治中医师，早年随阮剑农先生学

医，并参加创建盐城中医联合诊所(盐城市中医院前身)，

曾任盐城县中医院秘书、内科组副组长、内科副主任等职。

在学术上，不泥古人，尊重实践，强调辨证施治，力主中西

医结合，对老年病，心血管及消化系统疾病具有较深造诣。

撰写的“冠心病证治述要”、“慢性肝炎的辨治体会"、“温肾

助阳法治疗五更泻”等文章曾在《江苏医药》、《江苏中医

杂志》发表和省，市级学术会议交流。

王振淦(1935--" ) 男，汉族，建湖县人。建湖县蒋营

医院内科主治中医师。师承支一奎老先生，后参加过江苏省

第20期针灸学习班和盐城医专中医进修班学习。对脾胃病、

肝胆病、妇科病积累了一定经验。

王基 明·东台人。工医。(嘉庆《东台县志》)

王寿康(1929～ ) 男，汉族，盐城市郊区人。现任郊

区冈中乡卫生院内科主治中医师。1948年从师方一帆学医，

1951年在盐城地区中医进修班学习，擅长内科常见病和多发

病的诊疗。

王素珍(1953"-" ) 女，汉族，滨海县人。滨海县獐淘

中心卫生院内科主治中医师，1978年毕业于江苏新医学院中

医系。

王世仁(1943--, ) 男，汉族，东台市人。东台市富东

乡卫生院内科主治中医师。随祖父王伯舂老中医学习，196ff

年经县卫生科统一考试结业，一直从事中医临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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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薹(1940～, ) 女，汉族，东台市人。1966年毕业

子南京中医学院医疗系，现为东台市人民医院内科主治中医

师，擅长中医内，妇科。对急，慢性肝炎，流行性出血热、

伤寒等传染病及月经病，带下病等妇科疾病的治疗均有满意

的疗效。用药乎和轻灵，以平见奇，既可避免乱伐正气，又

能顾护胃气。

王增庆(194l～ ) 男，汉族，东台市人。1961年高中

毕业，1965年结业于东台中医专修班。现任东台市中医院院

长，市政协委员，盐城市中医研究所副理事长、盐城市中医

学会外科学组组长。曾被推选为江苏省第六次党代会代表，

东台市党代会代表等。多年来一直从事中医眼科专业，曾在

无锡市第一人民医院、北京广安门医院进修眼科两年，现为

东台市中医院眼科主治中医师，擅长中西医结合诊断治疗眼

科疾病。“应用中西药结合手术方法治疗白内障”，于1988
年获东台市科技进步获。

王献华(1957---" ) 男，汉族，射阳县人。射阳县中医

院眼科中医师。少承家学，后就读于盐城卫校中医班和南京

中医学院函授部。1980年拜江苏省名老中医骆省吾先生为

师。擅治眼科疑难杂证，对内眼疾病的诊治尤具心得，认为

口眼病必从内而发，眼病与内科病往往同时并存，互为因

果。只有牢牢掌握整体观念，进行辨证施治，才能通权达

变，应用自如。”对“眼底出血"、“气血与眼病"的理论亦

有一定研究，先后发表“眼底出血与活血化瘀"、牙也谈五

轮学说"、埘对中医眼科历史的研究”等20篇论文，编著了

‘中国药粥谱'、《男性疾病的诊断与治疗》等书。1984年

获省眼科研究会优秀论文奖，】986年获省总工会科技成果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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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奖，1985,---,1986年获县政府科技成果j三、四等奖。
王光德(1953～ ) 男，汉族，射阳县人。盐城市第一

人民医院内科主治中医师。毕业于南京中医学院，曾于上海

麟淖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进修中西医结合内科一年。长期以
来，对中西医结合治疗肾病、肾及胆系结石、男性性功能障

碍和不育症悉心研究，具有一定的临床经验。撰写的学术论

文搿活血化瘀法临床应用初探力，曾在1988年北京召开的血

瘀证研究国际会议上交流。近年来，借鉴国外的先进成果，

发表了多篇译文，被《国外医学·中医中药分册》杂志聘为

特约编辑。

王步銮(1938～ ) 男，汉族，响水县人。响水县南河

中心卫生院内科主治中医师。1963年毕业于南通医学院中医

专科，在20多年的中医临床工作中，勤学钻研，积累了一些

临床经验和心得体会，曾撰写论文“黄疸型肝炎的治疗体

会拶。

王鸣歧清·安丰入。精外科，能治奇症。乾隆三十六

年(1771年)，有陈姓，与人较，刀伤肾囊，两睾丸出，众

医不能治，鸣歧以药敷之，十余日即愈。县令王颜其额日。

“医家之良"。(嘉庆《东台县志》)

王崇德(1955～ ) 男，汉族，淮安市人。1981年毕业

于南京中医学院盐城专科班。现任盐城市中医院内科中医

师、盐城市中医研究所学术秘书。毕业后一直从事中医临床

工作。曾在曾学文副主任中医师指导下从事中医内科临床工

作多年。注重辨证论治，并与辨病施治相结合，积累了一定
的临床经验。参加编写了省中医史研究会交流论文盘盐城市

中医学会发展史黟，并参加编著((青春美容方》，‘心脏病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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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等书(其中，《青春美容方》为副主编)。

王恒松(1937～ ) 男，汉族，东台市人。南京中医学

院附属医院内科副主任中医师。1965年南京中医学院医疗系

毕业。任江苏省中医学会首届老年医学研究会秘书长。主要

从事中医内科临床诊疗工作，兼任职工保健。擅长冠心病、

糖尿病的治疗。对养生保健，膳食营养、医疗气功和老年医

学有研究。先后写有“养生十六宜补遗"、“十二段动功矽、

“健康长寿是人们的共同愿望"等论文，并发表于全国性报

刊。参加了《您的中医顾问》一书(1987年江苏科技出版社

出版)中“气功篇矽与搿养生篇"的编写。其论文“从江苏

省百岁老人调查分析——探索健康长寿的途径"，参加198R
年5月江苏省中医学会老年医学研究会首届学术会议大会交

流，并在省、市电台、报纸发表医学科普文章2D余篇。

王典承(1915,---1987) 男，汉族，射阳县人。原盐城

卫生学校中医教研组组长、讲师，内辩主治中医师，结业于

江苏省中医学校师资培训班。先后任盐城医学专科学校教

师、中医教研组副组长、盐城地区医院中医师、盐城市中医

学会理事等职。擅长中医内科，任教过医古文、内经、中医

内科学等课程，中医理论造诣较深，临床医疗经验丰富，撰

有“补中益气汤的临床应用”等文，参加编写过江苏省中等

卫生学校统一使用的《中医学》教毒耋。

王以鑫(1919,-- ) 男，汉族，阜宁县人。1944年起从

师学医5年，1950年开业。1956年起先后在阜宁县益林联合

医院及东沟镇卫生院任中医，1958年进盐缄中医进修班学

习，1956～1966年曾六次当选为阜宁县人大代表及县政协

委员，1960年lo月参加盐城专区中医座谈会，撰写有球疟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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