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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 根据省卫生厅要组织人力写好《山东中医

药毒》的指示，在中华金国中医学会山东分会

《申匿药考》筹编委员会办公室的指导下，在

地医卫生局酶童接领导下，我们着手了《中医

药志》的霸褐歪作，，其冥倦敲法≯ 。

一，召开了地区中医学会全体理事会，传

达贯彻了省攀金饔龌墒—翟开的签中医药毒》筹

编会的会议精神，研究制订了《临沂地区中医

药志》的编写方案，并成立了筹编委员会及顾

问组。蠢阕了八个县带来的十部六十一姆曩

志，为《中医药志》的编写工作奠定了基础d

．‘_囊、三F概据编零方案鳓受襄，?各县在卫生局

般重褫秘领导下，。召舞老啭医蓬谈衾和巾翳惠

谲龚舞脔德，尊、揍德霉。晦銮要求收集资糕‘并锋蕊
生局领导审查后，报地区汇编。．

，≮誓耄¨氧缀：了《j?索；医药蠢凌编辑懿岔蜜，对

各地方志所载的与《中医药志一雾有美姆肉‘糍i一



进行与正史考证，先后查阅了《晋书》，《宋

书》、《魏二：：S》、《南齐书》、《梁书》、

《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

蓑南史‘》、、《一匕史》、《旧唐书》、《新唐

书》0《‘资治通鉴‘》等十六种，一百二十余

册，对古代东莞医学家徐熙、徐之才，郯人王

显等的家世，一进行了比较详纽的考证和实地潺

查，写成“徐熙家族考刀、，“徐：之才传妒、
“王显传?o而后叉对各县送来的资料进行了

加工整理，历经七个月的工作，终于写成十万

余字的初稿o‘一

、四、’召开了编委会及顾问组成员会议，对

初稿进行了认真而又具体的审议，并提出了修

改意见。 ‘。、；

， 五、根据会议提出的意见，又进行了认真

的整理，。碟特黜是文字的加工，并逐级报审，先-

经地区卫生局审阅，后又送省鳊委办公一室阕

批，定稿付梓。

本编分ij；!医史综述誊；医林人物志、。医文志

和尉篇四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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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编资料：民国以前的主要来源于正史及

各地方志，民国至今的主要是各县采访整理，

作为我区的中医药史志资料，并为《山东中医

药毒》编写时的部分供稿。

在编写过程中，各县卫生局、各医院领导

。同志均给以大力支持，并抽专人负责采访供

稿，地区科协，文化局文物组、临沂县博物
馆，图书馆、县志办公室、地名办公室，莒县

，文化馆，文物管理站，沂水县文物管理站，临

沂卫校图书馆等单位Ii对有关史料的查对，都

‘给我们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在此表示致谢．『‘

由于我们受水平所限，经验不足，错误之

处在所难免，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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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医药精华不仅蕴于浩如烟海的医籍之中，

尚且散载于正史、子书、地方志，以及流传于

民间。对此，1日时能系统征集者甚寡，以致骑

和被弃；湮没久远。今党和政府为发掘这份宝

贵医学遗产，使其更好地为人民保健事业服

务，因此致力编修《中医药志》，此举诚是史

无前例，乃千秋之大业。今次编修，领导挂

帅；发动群众，捋采于基层，咨访于耆老，，．群

策群力，其捃摭之广泛，实非既往史书及地方

志所能比翼者。

．．我区疆域，古属鲁境，文化发达。赢秦一

统；置琅琊郡，继后，辖界有分并，治称有更

替，3术旦商怒≯今披阅正史及地方志书，我区

古今宏达辈出，代不乏人，仅就医学而言，首

推东莞(沂水县)徐氏。晋、濮阳太守徐熙得

《扁鹊镜经》之秘，而精予歧黄术，遂医名赫

震海肉，历经南北朝，衍及徐之才其医术入于

工



全盛之境；之才弟之范、其子敏齐在隋初，其

医术仍享盛名。诸如徐氏传家学之绵长，著述

之众广，诊疗之奇特，堪称亘古之一家也!

又，元魏郯城人王显之医术，能与当代医家东

莞徐謇会诊时媲美于宫廷。唐代李淑钦，原属浙

人，徙居郯城，医名近取临郯，远扬徐淮，尝

于患者垂危!众医束手之际，出奇制胜，活人

性命，志书予以褒美，邑宰赞之以嘉言，实当

之无愧矣o．． 、

各县地方志，以明代修者为早，故宋元医

事载之较少，仅载有元朝兰陵名医肖炳，精歧

黄术，著有《四声本草》五卷。明清两朝医林

人物，载于地方志者渐见增多，明代八人，清

代四十六人。从辛亥革命至建国前后，未载入

地方志者更多，据采访所知者，计有2 5 2人，

这些已故老前辈，均为人民保健事业作出了一

定贡献，在当地皆享有盛名。

、 我区历代医家著述之盛尤为可观，见于正

史及地方志者，惜其大都佚失。属今采访获得

者多系残缺手稿铒9种，／虱p册。如李廷棋的
J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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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心传》、李晓帆的《本草方药记略》、

《三余医学正义》、王祥臻的《医药碎金

录1》；蒋自明的《疹科传薪》等等。这些著作

均能荟粹前贤之所长，结合本人实践体会编辑

成书，为其共同特点。另外尚有相当数量的

“医案"和“验方"汇集本。

本编是我区为编写《山东中医药志》，供

稿用的部分原始资料所组成。其资料来源主要

为地方志，如《沂州志》、《莒州志》、《重

修营志，‘、》：．《临沂县志》、续《临沂县志》：

《费县志溺毒j《菇沂水县志》、《郯城县志》、

《蒙朗县志》、《目．照县志》；以及咨访所

得。而凡能从正史中可查者，、均以正史所载为

主，地方志为辅，如东莞徐氏医学，《重修莒

志》和《沂水县志》记载极其简略，．故而遍查

《誓音书》、《南史》、《北史》、宋、齐、

梁、陈、‘魏、周、隋八书，《lEl唐书》、《新唐

书》，以及《资治通鉴》有关部分，旁及《中

国入名犬辞典》、《中国医学大辞典》、《政

翱经史证类本草》、《本草纲目》等书。综合

囊．



以上诸书有关资料，考其异同，正其错讹，择

善而从，写成《徐熙家族考》、《徐之才

传》。徐文伯、徐成伯(謇)、徐之才正史

中，本已有传，但均偏重于政绩，而略于医

事，与今次编修要求不符，故予以另立传记。

。在考据中发现北魏，郯城人王显之医术，

不亚于徐謇，对当时医学发展亦颇具影响，因

据《北史·本传》和《隋书·经籍志》另立

《王显传》以资发扬。唐浅李淑钦医名虽载于

《郯城县志》，而正史《旧唐书》及《新唐

书》均未见记有其事。可见当时官修史书，对

待地方医家之态度，极为轻视。《临沂县志》

载有明朝太医院御医徐邦用的一些轶事，但极

其简略，不能窥知其生平事绩。

本编计分医药史、医林人物、医文志三章。

医药史章：介绍了我区出土文物与医药卫生有

关史料。如萏县、沂水出土的石器时代疗疾之

砭石；金雀山汉墓帛画中的老妇向神医扁鹊

问医图，银雀山西汉墓出土竹简《曹氏阴阳

经》，以及漆木梳篦、铜镜，绘帛画时所用的



裸砂，青黛、蛤粉等药物。在临沂县出土韵煎

药用的铜釜、盥洗用的陶、铜、铁匝，以及与环

境卫生有关的陶、铜、铁薰炉等。从这些出土文

物中，可以推知我区古代医药卫生发展概况。

本章还综述了民间防病措施、古今疫病流行情

况，‘医药卫生行政设施，医学教育，慈善事

业，药物特产，药王庙会等等。

医林人物=一概分传略和列表二部分，根据

现有资料内葡按朝代分为南北朝、隋、唐、
冤皆唠#游和建国前后以次排列b已载入正史

翱地方志鹤箧秫爽瓤主要摘译其医事部分。
其他内容皆从略，有著述者重载于医文志章。

凡属现在各县采访推荐者，均尊重本县意见，

除作文字上的路为。辩整轩争-。一牧载于本章。

怛对德商望重，医术精纯，葡又有遗著，或轶

事较为突出者，则以传略形式作为重点人物介

绍。如：刘惠民、高玉荣、王祥臻、陈凤全、

朱兰田、刘淑适、刘学秀、蒋诚善、刘瀛洲、

刘海珊、王运昌、王桂欣、宋世廉、杨玉春
也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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