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
塞

。擎 |l 、l
一 ；± 器

鼍。 ig §

蒸i崭了糍磺医卜／

澄雕皮
鬻黼i



i蚕。田。

文化士心

N窭oZo吒H吒≯o毒哪Z王e≯N_自

宁波市中医院组织编写



内容提要

本书是首部宁波中医药文化志，上限溯至河姆

渡文化，下限截止2010年，大事记延伸至本书付

印前。以志为主体，记、志、传、简介、文献选

载、图照并用。设宁波历代名中医传略、简介，宁

波历代中医著述简目，宁波藏书楼所藏医书，有关

宁波中医药碑记选载，宁波市各中医院简介，宁波

中医药地名、人文景观、药店六章，书首为宁波历

代中医(药)历史大事记略，书末附有有关宁渡中

医非物质文化遗产故事等。全面系统地著录了源远

流长的宁波中医药发展历史、名家辈出的宁波历代

中医事略，充分彰显了丰厚的宁波中医药文化，丰

富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宁波的文化内涵。既有较强

的资料性，又有较好的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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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的中医史与宁波的人文史同步。河姆渡

文化证明．早在六七千年前．宁波先民在开拓生

存空间的同时．寻求自身健康保护，从动物、植

物中开掘药物，葫芦籽等出土文物证实了食药同

源，中医药进入了萌芽时期。秦始皇一统天下，

令宁波之地纳入中央版图，始设鄞、铘、句章、

余姚(一说汉初置)诸县，虽说其规制未必完

整，朝廷关注亦非足够，但包括中医药在内的各

项事业因人口的逐渐繁庶而次第展开．应在情理

之中。

二三国吴余姚人虞翻曾是吕蒙的随军医师．是

有史记载的宁波首位中医。南朝齐余姚人虞慷擅

食疗，著有《食珍录》，鉴于古代食药同源之传

统，能专述食录者．当知医药不虚。自唐至今，

宁波之地名医辈出．著述如林。唐鄞县人陈藏器



撰《本尊拾遗》，是继《新修本草》后唐代贡献

最大的民问药物学专著；朱元明清有目华于、臧

中立、滑寿、吕复、王纶、高武、赵献可、商鼓

峰、柯琴等名家闻世；近现代则有范文虎、陆银

华、裘沛然等享誉杏林。当代的宁波名医当中，

如钟一棠、张沛虬、赵炯恒等．或是国家级名

医，或是省级名医，皆以医德高尚、医术精湛而

德泽百姓，蜚声省内、国内。宁波历代名医中．

尚有不少专任宫廷御医、太医者；也有寓居海外

惠及当地民众者，如清雍乾年问鄞县周文楷意外

流至菲律宾，卢名称钜；更有世家传承、绵延不

绝者，如鄞县宋氏妇科、臧氏内科、陆氏伤科、

范氏内科、董氏儿科，余姚张氏儿科、劳氏伤

科、寿明斋眼科，镇海严氏外科、钟氏妇科等。

其中余姚张氏儿科有固定的“生意垣”诊所，鄞

县宋氏妇科有固定的“杏春堂”、“济世堂”等

诊所。这些世家中，有历经干年、数十代人的传

承．如宋氏妇科：也有历经五六代人的薪火相

继．如陆氏伤科、董氏儿科等．至今犹有传人衍

跃在围内备大医院而著声中医界。

元代翰林直学士、知制诰同修凰史、侍讲

学士、鄞县人袁桷在《重建庆元路医学记》中写

道：“乡里多名医，皆修谨退让，呐呐然若不

胜农。察脉视色，必原于井谷经络之微吵，调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制汤液，必通乎风土之宜，甘辛燥湿内外相为表

里者．悉参取于经传，故其术百不失一。怀疑审

问，求正于胜己，无忌悻之谬。道同而气和，相

逊以礼。相处以义。”由此．我们可约略看到宁

波中医的儒医形象，亦可拘{切体悟到宁波中医界

的和谐局面。宁波的历代中医，行医之余．勤于

著述，有史可循。自唐至今，他们的中医著作蔚

为大观，无疑是我国中医典籍的重要组成部分。

宁波是我国的藏书胜地之一(“书藏古今”

是宁波城市形象的一个部分)，不但历代书楼林

立，而且所藏书籍体系淹博，质量上乘。在众多

藏家眼里，包括宁波当地中医名家所作著述在内

的中医典籍，自是无价珍宝，悉心收藏。时至今

日，以天一阁为代表的宁波诸多藏书楼，依旧珍

藏了许多宝贵的中医药著作，为后世医家续古沿

今、切理长技提供了充足的养分。

宁波又是我国主要外贸港口之一(“港通天

下”是宁波城市形象的另一个部分)，出口商品

中有不少是中药材．进口商品中也有不少是香料

等中药配伍品。清咸丰、同治至民国年间，中波

的中药材行业极为盛行，当时宁波的砌街上就有

聚*、懋吕，源长、慎德堂等药行50余家．北京

的同仁堂、天津的童涵春、L海的禁同德等老字

号大都长驻宁波坐庄办货，从业人员达500多人，



采购资金达500多万银元以E。1929年，砌街因中

药商铺聚集而改名为药行街．沿用军今。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改革开放以来，宁波的

中医事业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各县(市)、

区相继建立中医院，无论硬件设施、软件环境，

还是医师队伍建设，都上了一个台阶，其蒸蒸日

j．之势，堪可欣慰。2010年3月．宁波市人民政府

乘医政东风，及时发布《关于扶特和促进中医药

事业发展的意见》，冀为中医事业的健康发展再

助一臂之力。

源远流长、名医辈出的宁波中医史是浙东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常有必要对此作挖掘梳

理和系统著录。宁波大学的张如安、天一阁博物

馆的龚烈沸两同志向以地方史志、地方文献研究

见长，勤于著述，成果颇丰。两人受宁波市中医

院的委托．在原有积累的基础上．花费近两年时

间，搜集了大量的文献史科，然后爬梳钩沉．反

复考订，继而构架篇日．深度探索，征求意见．

数易其稿，撰成《宁波中医药文化史》、 《宁波

中医药文化志》两书。前者纵述而论，后者横排

而志，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史料广度，各展所

长，相得益彰。两书的编著出版，既是宁波卫生

界特别是中医界的一件大事，又是宁波文化界与

宁波卫生界携手台作的一项重要成果．值得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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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也值得推荐给读者诸君。

缘于斯，乐为之序。

宁波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武名叶

20l 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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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东宁波，自河姆渡开始以来数千年，即

以其历代人民的智慧、广麦的地域和丰富的物质

资源铸就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医药文化是

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甬上历代名医辈

出，医书典籍，资料丰富，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

中医药遗产。

从史前河姆渡文化开始一直到清末乃至当

代都有相当多口碑相传的名医大家，如陈藏器、

滑寿、吕复、赵献可、高武、柯琴等，但一直未

有人系统整理。现有天一阁龚烈沸老师专攻地方

志，宁波大学张如安教授致力浙东史．两位学者

各有所长，现又为宁波中医药发展来出力著书，

爬罗剔抉，刮垢磨光，把宁波中医药的史实及典

故一一发掘整理，条分缕析，总结出甬上中医药

从积累、兴起到辉煌的过程，脉络分外鲜明，资



科0：富翔实。所收宁波中医药占籍目录之全，也

足前所未见，为中医药系统研究提供了文献保

障，使我们对宁波中医药的发展有了更广泛、更

深入、更全面的了解，同时也为我市、我省乃至

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作出了一份贡献。

我希望《中波中医药文化志》、《宁波中医

药义化史》问世以后，我中医药界同仁和志同道合

者能学习先辈精神，更多地投入到中医药文化的理

沧研究与实践中来．将中医药事业发扬光大!

针一圣
2011年12月1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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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中医源远流长．名家辈出，著述众多，

称誉杏林。嘉惠后世。为进一步促进宁波中医事

业发展，彰显宁波历代中医文化．建设宁波文化

大市，特编著本志。

此系首部宁波中医药文化志，故此上限力

溯发端，下限截止2010年．个别延伸至本书付印

前。

著录范围咀今宁波行政区划为主，少最兼顾

历史境域。

以志为主体，记、志、传、简介、文献选

载、图照并用。结构以章节体为主，条目式为

辅。

全忐设宁波历代名中医传略、简介．宁波历

代中医著述简日，宁波藏书楼所藏医书．有关宁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波中医药碑记选载，宁渡r1了各中医院简介，宁波

中医药地名、人文景观、药店六章，卷首为宁波

历代中医(药)历史大事记略．卷末附录有有关

宁波中医非物质文化遗产故事和宁波市人民政府

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意见。

中华民国前之历史纪年用中国历史纪年(用

汉字)，后括注公元纪年(用阿托伯字)。中华

民国后用公元纪年。

历史地名、称谓与特定名称用原名，必要时

夹注今名，其余用现行标准名称。

入志资料取臼正史、旧志、档案、书籍、报

刊、文物考古、口碑、调查踏勘等．除少数引注

出处外，余不加注。碑记部分作简化标点，以便

今之读者。

龚烈沸

2011年I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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