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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远古时候，今天的杭判域区和西湖，是一个波涛汹涌的

浅海湾。西湖南北的d净睐群山，那时憧有峰颈露出水面，其

余大部分埋在海捷。北面的北高梅、龙手日出和南面的风虱

由、吴山等向东突出，成为大海中的两个海押，湾底靠飞

来、南北诸峰，整个海湾呈马蹄形。杭州萤居江流海潮交汇

之埠，是钱塘江流域的天然吐纳港。今天的杭州湾两岸陆

地，大多由钱塘江苦下海潮涌上的混沙久经堆积市成。考察

秦汉时期的今江干一带，肖卧海底，离岸的西兴镇期逼临江

浒，水面辽间。

从大禹治水的夏朝到春秋时期，杭州是越国的故埠。战

国时越因为楚国所灭，杭外|又纳入楚嚣的摄圈。秦始皇统一

全国后，坦全国划分为 36 郡，以君又增至 40 郡。在吴、越

故地设置了会稽郡，会蓓郡下辖 26 县，地处武林山麓的钱

唐县就是其中的一个。钱唐就是就翔的前身。据《史记·

秦始皇本纪》记载，三十七年(公元前 210 年) ，秦始皇出

游经过丹阳，至钱塘〈今杭州) ，钱塘边名便肇端史册，迄

今己 2217 年。

就州摆脱其山中小县百跃嚣大都市，m.归功隋开皇十一

年(公元 591 年〉的迂治。需开皇九年(公元 589 年〉平

陈，改钱唐部为杭州i并移治余抗。第二年，迂图钱唐。

杭州域市的发展，从宋室南搜达到登雄造极境地。建炎



三年〈公元 1129 年)，宋高宗从扬州搜江杭州，旋开就州

为临安府。绍兴八年(公元 1138 年) ，定都临安，于是东

南第一州更荤居为南宋全国第-~'Iio 12 世纪的世界各国当

以南宋最为繁荣富盛，杭州当之元'隐成为世界第一大都市。

马可波罗在南宋灭亡后畅潜杭州，仍称"天城"，赞为"世

界上最美哥华贵之城"。

同样，就知医药事业摞远流长，中药资源丰富，药用植

物良多，名运辈出，本草著作叠出。鸦片战争后，西药传

入，市内茜药房梧继出现，生产、出售西窍。因此，撰写一

部自古迄 1949 年的杭州医药发展史，对于传承中华文明意

义重大。虽然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已销售含有杭州医药发展内

容的志书和著作，诸如浙江省医药志编摹委员会的《浙江

省医药志上杭州医药爵王i立志编篡委员会的《杭邦医药爵业

志上张承烈教援的《钱塘医派上朱德明教授的《浙江医

药史上《离宋时期浙江在药的发展上《元明清时期浙江医

药的变迁》及《近代浙江在药的沉浮》等 ， i旦迄今为止没

有关于杭州军药发展这方面的专著付梓，实为憾事。我们捷

足先登，抛砖引玉，撰成这本拙著，呈给读者。其实，杭州

医药学的发展史，可以说是一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分

散到集中、从落后到先进的中华民族地方医药创业史。

众所周知，中国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统秀传统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世界传统医学中一枝独秀的奇酶，为中华民族

的繁街昌盛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中国医药学游、远流长，有数

千年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的积累，有完整南边特的理论体系

和科学的认识论、方法i仑，有浩如孀海的文献资料和蕴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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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群众之中的取之不忌、用之不竭的医疗技巧。以天然

动、植物为主要来源的中药，没有以化学合成为主要来源的

西药那样多丽严重的毒副作用。中医的治疗无须昂贵的医药

与检查费用，中医药学的整体现、恒动现、对立统一现、动

态平衡现、正邪观、脏腑经络系统论、辨i正诊治等基本思

想，永远民烁着新方法的光辉，中医药学己成为人类墨学宝

库的共同财富。中医药学历数千年黯不衰，始终一贯地沿着

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实践的途径向前行进，显示出了自身的科

学性和强大的生命力。却使在西方医学吕畴于世界，盛行子

中国，世界各地如埃及、印度、阿拉伯等罢家的传统医学都

相继在竞争中败落的今天，中医药学却经久不捷，兀然站

立，竟秀于当今世界，坚持吉己的学术体系，在理论上保持

自身优势和特点，在临床实践上有自己独特的风格租疗效。

中医学创造性地发展了→整套理法方药，对中华民族的繁衍

昌盛有着巨大贡献。

毛泽东主席指出"中国军药学是一个再大的宝库，应

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江泽民总书记在美国哈佛大学演

讲时畅言"中国的医药学在世界上强树帜。" 2006 年 10

月 23 日，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中西医并重"的方

向，充分肯定了中医药学，亦是我们冒天下之大不罩、俯首

发摇整理这本书稿的原始动园。当然，对这一城市(地域

莓虽含钱塘县、仁和县)医药发展(自古迄 1949 年〉的系

统研究，有助于进二步领悟杭州i中医药在我国医药发展史上

的地位，使人们获得彰前察来的启迪。同时，该课题的研究

成果有勤于杭州市族潜局、文化局、文物管理局以及杭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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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管理局药膳一条街的医药文化古迹的整治开发，使抗外i

E向世界，并有着较大的旅摒经济价值和文化兴市的意义。

值得)提的是中国史学界定 1840 -1919 年为中国近代

时攘， 1919 -1949 年为中国现代时期。我们为写作方便却

把清朝墙为两个时期，主F初期( 1636 - 1839 年〉租后期

(1 840 -1911 年) ，我们将担在清朝初、后期发生的医药事

件和医林人物按此归类。少数医林人物出生年月较难考证或

从医家学派沿革考虑，归类差错敬请鉴谅。

本书除蘸言井，共分十二章:第一章就州城市的形成及

医药发展的地域时代背景。第二章医药卫生行政管理机构及

医疗机构。第三章医家学派及其学术思想。第四章医药学家

及其医著。第五章医学教育、学术团体及医学期刊。第六章

If在床医学的发展。第七章慈善医药事业c 第八章药学的发

展。第九章环境卫生的治理及疫荡的流行。第十章宗教与医

药学。第十一章民间医药习俗c 第十二章杭州与国外的医药

交流。

本书各章内容的研究萌显具有不成熟性，尤其在临床医

学的探讨方面较为桓浅，错误缆缪或意彰未逮者恐难避免，

期待学术界同仁雅正。

朱德明

2007 年 3 月 28 日于浙江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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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杭州城市的形成及医药发展的地域时代背景

第一章杭州城市的形成及医药

友展的地域时代背景

杭州垫居江流海潮交汇之地，是钱塘江流域的天然吐纳

港，夹身窝橱间，是自北但南的天然接口，极益都市发展。

今天的杭掰湾两岸陆地，大多由钱塘江带下海潮涌上的泥沙

久经堆积而成c 古代，西湖实是湾里的一个小海湾，西湖以

东的平黯被波涛潭没。考察秦汉时期的今江干二带，尚臣卡海

底，南岸的西兴镇则逼I搞江浒，水面辽挥。

远古时候，今天的杭州城区和西潮，是一个波涛汹涌的

浅海湾，西湖南北的睁d瑾群山，那时惟有峰顶露出水面，其

余大部分埋在海琉。 北面的北高峰、龙和由和南面的凤愚

山、吴出等向东突出，成为大海中的两个海姆，湾底靠飞

来、南北诸峰，整个海湾呈马蹄形。

大约到了距今西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今杭州域的西

北一带己有原始人类活动。从考古发握得知，从今西湖北首

的老和山麓，经过古荡、勾庄、水田暇，向西北延惊到余抗

的良靖、并瓦霍、安溪等处，都发现有原始人类生活的遗址与

遗物，考古学上通称"良洁文化"。

老租ÚJ遗址，是距杭州|日城最近的一个原始聚落，距西

湖仅 1 5∞米。 1953 年营建浙江大学新校舍时，在山麓发摇

出许多新石器时代的文物，有石器、玉器、陶器等残片

2000 多斤，其中有龙石斧、石刀、石凿、石箭头、石网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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坠、石砂轮、石针以及玉器等。老和山高约 200 米，是天吕

山的余睬，附近山冈蜿蜒，翼沟纵横，怯山的水，成为坑少li

旧城区最早的原始聚落O

水回藏遗址，位于今半山车站的离噩。附近土质松软，

?可渠密布，适宜耕稼。这里的出土文物丰富多彩，有犁、

碎、斧、刀等石质农具和大量水稻、芝麻等农作物的种子，

这是己经过撞到农业经济相当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末期的证

据。在遗址的水沟里还发现了 4 个木桨，其中有宽翼木桨 1

件和狭翼木桨 3 件，长约 2 米，说明这壁业己广泛使用强木

舟作为水上的交通工具。另外发现有石网坠与穿有三孔的鱼

网板浮标，可见渔猎也成为生活的重要手段c 除此之外，还

发现了不少木梅头、木盆、竹编物等日常生活用具。从遗址

推断，当时人fn已开始构建窍屋。这些房屋面积虽然狭小

但和中原地区的半穴捂住房不同，适应于地势假洼的南方。

水困版文化层己相当于中嚣地区的春秋战国时期。招传大禹

治水的时候，全国分为九烛，就州属于古扬州。吉扬州与今

扬州不同，是泛指长江以离江水波拐的广大水乡 C 从大禹治

水的夏代到春秋时期，杭州是越国的故地。战国时越因为楚

国所灭，杭州又纳入楚国的版图{ij o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把全国划分为 36 嚣，以后又增至

40 部c 在吴、越故地设置了会稽郡，会蓓郡下辖 26 县，地

处武林山麓的钱唐县(今在外1)就是其中的一个。据《史

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三十七年(公元前 210 年七秦始

皇出游经过丹阳.圣迹钱唐，钱唐边名便肇墙史册，迄今已

2216 年山。

西汉，钱唐仍属会穰郡，但它的地位逐渐重要起来。汉

武帝元持年间〈公元前 122 -1口年)还把会稽郡的百部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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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即负责郡级治安的军事机关〉的治所设在钱唐的武林

山。西汉末年王莽塞权政审j肘，又提钱唐改为"泉亭"。东

汉建立后，汉光帝又恢复钱唐IB名 O

东汉顿帝时，由于南方经济的发展与钱塘江航运的兴

起，开始以江为界，把会稽部一分为二，在江北增设吴郡

(治所在今江苏省苏州市) ，江南仍属会稽。钱唐县从此划

归吴郡。钱唐故县的起国大致是:南至五云山的江边徐、起

村( (!fJ梵村) ，西北至粟山石人岭租西溪，东至Jj宝石山麓的

大佛寺附近。这一带环绕着灵隐、天堂等南北诸峰(汉时

通称为武林山) ，数千户人家散居其间，是个山中小县。

东汉政权在黄巾大起义的狂飘冲击F土崩瓦解。富阳入

再竖在军阀混战中逐步壮大起来，其子弹权在 229 年自称皇

帝，建立吴国，中国的历史进入了曲折多变的魏晋南北朝时

期G 由于毡受战乱蹂踞的北方人民纷纷南迁，部分蛮居杭州

→隅，增如了杭州地区的劳动力，也带来了北方先进的生产

技术和文化知识，为当地进→步开发提供了良机，促进了当

地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的发震，一度可与北方发达地区梧

嬉美，医药卫生的檀递亦是如i比0 元垫子南朝:XtJ宋文帝说:

"天下五绝雨皆出钱塘。"三国、 i部晋租离、北韩时，地处

江左的钱唐县发展得更快，成为钱塘江下游的重要县城。

南朝萧梁(公元 503 - 557 年)时又将钱唐县升为临江

郡，到陈朝〈公元 558 - 589 年) ，又攻临江郡为钱唐君主。

从此，钱唐县就成为郡治所在地，县的草围也沿钱塘江扩展

至，风凰山麓的江干一带O

坑州摆脱其出中小县市跃居大都市，应归功隋开皇十一

年(公元 591 年)的迁治。需7于皇九年〈公元 589 年)平

陈，隋朝废除钱唐郡，设置杭州，钱唐成了杭州的属县。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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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11之名从此出现于史书c 第二年，州治从余位迁至钱囊，又

把原来的新城(今浙江富黯县新登镇)、海盐也并入钱唐，

扩大了县境。 591 年，州县移治柳浦西(今城东南的贴沙

河) ，河上跨浦挥，桥南婷立浙江亭，是驿路必经之地c 晋

宋以降，榜浦一带己→望子陆，宋岳遂为津攘要地。经南朝

岁月生聚，吕渐蕃息。隋因移外|于此，在浦西凤凰山麓大兴

土木，穷建新域。自此，偏辞的钱唐县名声远菇。

隋大业六年〈公元 6lO年) ，中国大地版图上出现了一

条贯穿离北的大运泻，这条大泻的南端正是钱塘，绵延 8∞

多里。江南运?可是隋第帝所开大运河的最南段，就外i与全国

各地更紧密边连在一起，城市地位日见重要。大运河的通

航，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南北的经济、文化交流，为杭州的发

展与都市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至此，杭州成为大都会

的基础已经穷实，从此拉开了钱塘繁荣的序幕。隋朝统治时

间虽短，坦对杭州市正式成为一个城市，却起了奠基作用。

钱塘在唐之前一直被称"钱唐..因避唐朝国号之讳，

才在"唐"左边拇了"土

跨末战乱很少殃及杭州，致使唐朝时期杭州经济突飞猛进:

兴修杭州西湖等较大水利工程多处，人口迅速增长，杭州i成

了江南繁华的城市。

唐朝三百年间，经过劳动人民的辛勤建设，都市经济有

了新的发展。如唐朝少府监(主管手工业的中央机构)捏

全国的绢布按质量好坏分为九等，就掰所产的主(主麻织

成的租布)列为第四。杭州所产的缕，还受到大诗人白居

易的称赞，他在《杭州春望》一诗中，有"红袖织续夸柿

蒂"之句，就是称誉杭州女工织造的有柿蒂花纹的续。此

外，杭州造船业也有了较大的进步，民间已能自造三丈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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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船，船律规模和工艺水平，均和当时著名造船业中心的苏 ; 

州、扬州不相上下。店肆达 30000 多家，每年离税收人达 5

∞0万缮，约占全国商税收入的百分之囚。!

当时杭州的兴盛，还表现在城区的扩大上。唐朝时城区

从原来的城南江干一带向北延伸到武林门。城南江干成为海

外贸易的码头，城北武林门-带，则因大运河的通航部成为

附近外|县货物的集散埠。城区人口也迅速增加，开元年间

(公元 713 - 741 年〉达到 860∞多户。就州在晚唐之时，

已成为"咽喉吴越，势雄江海"的东南名郡c

唐朝的拉州，下辖钱塘、盐宫、余桂、临安、于主泰、暑

ÚJ 、富阳、新城〈今薪登) 8 县，州治在钱塘，府署在凤凰

山麓的渡口梆浦〈今江干区一带)。就姥的繁华起始暑朝，

而大唐杭州的克臻繁荣一方面承袭了需朝的基业，另一方面

当朝的建树功不可没。具体内容如下:

一是海上贸易的开辟。有唐一代，国威远撮，海外交通

盛极一时，广州、扬州、杭州均是重要的通商口岸，贸易红

火。

二是解决了市民的引水问题。杭域的陆地既是江海故

地，自宋以前，江流东去城郭甚近，地下水潜相通灌，威苦

不能饮用。惟有负山居民，凿井汲取甘泉，范围狭窄，最初

人们聚落不在中城、下域的广大平原，丽在上域的风墨山

麓。其后因交通便利，商贾辐辖，居民日众，饮水遂成严重

的生活问题。窘代宗大历期间(公元 766 -779 年) ，刺史

李摇始在今涌金门、钱塘门之前，分开 6 处水口，引导西湖

水人域，满为六井。穆宗长庆期间(公元 821 - 824 年) , 

剌史白居易复加开泼，居民淡水充足，生齿目繁，城邑聚落

范围突破了南部出麓地带，逐渐北展。南起江殷，北届武林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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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和民出门的市区，肇基唐朝， {S筑城年代己无从查考，今

日抗域大致拓定此时。从唐朝至元朝，抗域离临江子，南北

较今域为长，东至东青巷、城头巷，东西较今城为狭，城区

呈狭长形。元末张士域改筑域垣，将荒度的南宋故宫划出城

外，把东西的新市区~J人域内，彭或随后的城远。

三是农田水莉的兴建。杭州夏秋期!可易旱，对农业影确

很大。西湖居浙西平原的上游，唐以前未能利用这一天然水

库c 唐穆宗长庆年间〈公元 821 - 824 年) ，白居易任杭州

剌史，筑堤捍潮，以时蓄滥，杭州东北颜河的 1 ∞0 多项农

田，都得到灌攘，年年喜获丰收。

西是西湖风景的扬名 O 西湖妙境天成，寇绝宇内，但唐

朝以前很少有人题琼，知者殆鲜。长庆年 i司，白居易守杭，

酷爱湖山，就提云树，新词艳曲，层出不穷，绘尽西期美

景。当时，白居易诗名震撼一世，西湖经其品题，闻名遐

逛，云集了西方文士。北宋熙宁、元拮年间，著名诗人苏轼

又两任杭州，留下了丰暖的西湖诗篇，逾越乐天。人们认为

"抗州巨美，自白、苏南益彰"海翼知言。使杭州从小城

市跃居为大都市的功臣当推五代吴越国王钱援，北宋时杭州

被誉为"东南第一州"。

因此，杭州从靖唐到五代十国时期的科技文化发展经久

不衰，医药卫生的发展亦步亦趋，这主要表现在设置了重药

学宫员，加强了医药行业的管理，丽且，就州朝贡的中草药

品之多居全国前茅，木、石、悔、瓷质医药卫生用具琳琅满

目，综合治理钦水卫生的工作跟其成效。另外，杭州与日本

的医药学交流也较为频繁。

909 年，农民起义军的叛徒朱温废黯唐朝末代皇帝，改

国号为"梁"统治黄河流域，史称"后梁"。此后，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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