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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中国医学源远流长，历代文献汗牛充栋，医林人物名家辈出，

要继承发扬这份宝贵遗产，应从多方面入手，医史文献的整理是

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

江苏向称人文荟萃之地，在医学领域里曾涌现出许多著名的

医学家。尤以明清以后，我国医学有了新的发展，医家对热性病

的发展规律和治疗方法取得了新的认识，渐而形成了温病学派，

苏吴地区几成为温病学派的发祥地。降及近世，江苏医家继温病

学派的余绪，他们在实践中积累了许多独特的临床经验，出现了

各有师承的地方流派。因此，整理总结江苏医家史料，已成为当

前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的一项重要任务。

这些年来，陈道瑾、薛渭涛两位同志潜心江苏医家史料的搜

集，他们从地方志入手，同时参考正史、杂书、医药典籍以及报

刊杂志，搜集江苏医家资料达三千余家，从这些资料大体上能了

解江苏医家的贡献及其在中医学发展史中的影响。如能把各地的

医家、典籍等资料整理出来，那么，这座宝库中蕴藏的财富将会

产生更大的价值。《江苏历代医人志》对发掘这一历史遗产，全

面地提供了线索，这无疑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

《江苏历代医人志》不仅汇集了江苏历代医家的史料，值得

称道的是作者广泛汲取近人的研究报道，尤其是对江苏近代医家

的生平业绩、学术思想、临诊经验加以概括的述评，使人们从中

可以了解到江苏医学流派的渊源与学术贡献，可谓阅一帙而得百

篇矣l

要写好一本地方医学志，史料的处理是一项艰巨的工作。由

于历史的局限性，过去方志中所记载的医家史料，或过于简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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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所涉荒诞，或有溢美之辞，在这方面作者颇费一番心机，既做

到忠予史料，又力求删繁去芜。对予人物的生卒年月，由于史料

的缺乏，有些医家已无法考查了’有的则众说不一，迄今尚无定

论I陈道瑾同志曾专此走访了某些地区，拜访后嗣或查考家谱，

均有所收获。但是，本书所涉人物多达三千余家·洳此面广量大

的工作，究非少数人在短期内所能完成。愚谓如此宏丰的人物专

著，疏漏之处亦难避免，不若先行刊布，祈求海内同道纠正、增

补，它日再版或加附篇，必能更为完备矣o，

，作者在写作此书时，先后数度易稿，可谓用力甚勤，今得见

书稿完成，本人也分享到作者辛勤劳动的甘苦。欣喜之余，不谫

菲薄，特为之序，并以此自勉之。

张慰车

一九八三年八月一日序于南京峨嵋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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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我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与光

辉灿烂的文化遗产。我国传统医学作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同

样具有十分久远的历史与丰富的宝藏。

在我国漫长的医学发展史上，产生了难以胜数的医家和医学

著述。但迄今，我们对历代医家与医籍史料的全面掌握还很不

够，研究工作尚属开始。因此，对历代医家史料与医学文献的搜

集和整理，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而又十分艰巨的工作。陈道瑾，

薛渭涛同志所撰《江苏历代医入志》就是在上述工作的某些方面

所取得的初步成果。
7

江苏地区历来名医辈出，人物之众，学说之丰实属难得，尤

其是明、清时期温病学家的相继出现和温病学说的形成，江苏地

区更有其特殊贡献。因而《江苏历代医人志》的编撰，不仅富有

其地方的特点，而且在我国医学史的研究上，也具有相当大的意

义。

陈道瑾同志任教于南京中医学院，从事医学史的教学和研究

=十余年。自七十年代以来就结合教研工作的特点及需要，专门

对江苏地区历代医学史料着力整理总结。薛渭涛医师在临床工作

之余，后又利用在京学习之便，悉心搜集了江苏三千余家的史

料。是编由两家分别完成于1981"-'1982年度，后当陈道瑾同志获

悉无锡薛渭涛同志也进行了类似工作时，即主动前往联系，建议

合作，力争上述编著更为完善，这反映出编者良好严谨的学风与

工作态度。后经两位作者精心核对，存同补缺，终于完璧脱稿于

1983年度。 ．

为了使收集的医家更加广泛全面，史料更为准确，充实，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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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对史志、医籍、杂著、报刊等各种文献资料都广为查阅涉猎，

有螳还深入实地调查访问，并吸取了近年来人们对历代医家的研

究成果，因而使本书所收江苏医人达到三千余家·无论从数字抑

或内容来看，均委实洋洋可观o ，

值此《江苏历代医人志》出版之际，作为一名中国医学史工

作者，我不仅感到由衷的高兴，而且深信将从中获得许多教益。

同时也相信它会给广大读者以很大的便利和帮助，这是可以预期

的。

傅维康

一九八三年八月六日序予上海安福路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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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写说 明

一，本书作为专业工具书，旨在为从事中医、医史及地方史

工作的同志提供某种方便。

二、江苏行政辖区，历史上迭经变更，本书所收医家的地域

范国，既有今日所辖各市县，也包括历代在属的州县府邑。同时

为免疏漏，一些外移(侨寓外地)或内迁(寄寓我省)的医家，

亦都一并收录在编。

三、本书资料多采自各地方志、史籍、医著，传记及各种报

刊杂志，有些系编者征集而来。着重介绍历代主要医家的生平事

迹、医事活动、师承、著述及学术成就等。对一般医人，则据资

料之多寡权宜摘引。

四、所列医家著作，确存的注明“存汐，经考证的伪书，列

出时皆注以。伪，，已侠或情况不明者则不注。

五、医家姓氏，按笔翊，字数，起笔(、，一，l，，)排

列，书前有检字表备查。

六、为便利读者检阅，书末有‘‘地名、朝代、人名索引一

(附一)，可与书前之“检字一配合使用。

七、书末之“文献索引疗(附二)，所列皆主要参考书目，

可根据文后所见鼻( )帮内的数字，在该索引“()一中查得。

八、鉴于古今地名的变异，书末还附有“本书古今地名对

照，(附三)供查对。正文则一律使用当时地名。

九，囿于资料和撰者水平，编写中挂一漏万的情况自不清

说，粗琉错误之处也定然不二一热切期望同志们批评指正。

编者

1983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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扛苏医人概况

我们的祖先为了战胜疾病，保障健康，通过数千年的不懈努

力，形成和发展了我国独特的传统医学。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江、

苏历代医家是有卓越贡献的。这里。试从时代，地域、组成特点

及医家业绩等方面，对该省医人之概况作一粗浅说明．
1

．

一、江苏医人在时代和地域上的分布

晋·葛洪《神仙传》谓t·周，吴郡人沈羲为叭治病有奇搬一
这是目前所知有关江苏医人起始的最早记载。然仅此一则，一且非
信史所录，难作准信。现据笔者初步查考，江苏医家见戟予史

书，方志等文献者，始予后汉，盛于明清。兹将查阅所及之江苏

医家，按时代和地域的分布，列表如下。

j 如表所列，两晋以前江苏省医家为数甚少，且多集中在徐

州、吴县两妣究其原因．．与我国早期各地域生产力发展水平及
经济文化之开发程度有着直接关系。我国古代经济文化重心向在

黄河流域，拄苏大部地区地处江淮以南，开发较为迟晚。司马迁

说过，吴国初建时，’粥蛮从而归之者仅千余家。：即便到了两汉，

亦不过六十夫万户，?人口一百万(一据《汉书·地理志》所载户口

数，扣除今白已不属江苏的郡县户口数)。当时韵农业生产，j仍

处于“火耕而水耨静阶段(。《史记1·货殖列传》《汉书-武帝：

纪》)。再就江苏面言，古之苏北盛子扛南乃人所共知；’绦淮地；

区与中原地带接壤，较多接受中原文化的薰染，经济文化自然要

较江南先进：以汉及汉以前遗迹遗物为例，‘规楱宏大的汉画象石：

基。—多数集申在镣蚶她区。’宝瘦稽有所见厂至扬坩甘泉出即告终‘。



全省总计·3180 (苏 南 地 区’

。心

蕊。j
苏吴 吴 昆 太 常 无 江 宣 常武 馈丹 丹 金 漂

槲县 江 山 仓 熟 锯 阴 兴 州进 江徒 阳 坛 永

先r．秦 1 1

后汉三国 7 6 l

囊 青 ： l

胄北囊 12‘ 2 l、 l 2 ●

庸 唐、 8 3 l l l

丙 宋 S3 l l 2 2 l 2 7 ‘ l

金 元 S7 5 5 7 2 1 3

明 506 85 32 35 18 65 31 15 8 22 21 ‘3 l 2

■． 17SO 222 54 69 29 92 76 43 6．3 90 76 7 善 6

一

民 置 102 9 l l 1 6 12 S 1S 6 2

舞中曩 2I l 2 l 4 1 5 2

合 计 2470 358 90 112 47 175 125 66 72 138 116 2l 12 1日



(苏南地区)续

。≮增层 溧 高 旬 南江 上 青 松 宝 嘉 奉 南 崇 川 金

萎瓢 阳 淳 容 京宁 海 浦 江 山 定 贤 汇 明 沙 山

先 秦 l

后汉三国 7

魏 晋 l l

南北朝 12 1 l

隋 唐 8 l 1

———。

两 宋 33 2 1 l 2

●●●

金 元 37 1 l l 7 1 1 l 1

●——

明
。．

506 2 7 10 32 ,96 3 28 5 19 8 7 2 2 9

清 1750 l 26 35 96 179 71 70 65 94 43 85 41 50 60

民 国 102 2 27 1 5 2 1 3 3

●—— 一

新中国 ,21 1 l l 2

●-——

合 计 2478 9 33 49 138 23,5 77 105 75 116 53 95 44 57 70

3



(苏 北 地 区)

＼
＼＼r翅区 扬 江 仪 ／、 靖 泰 泰 泰 邗 宝 高 雎 盱 淮 南 阜 淮 东

!兰奴 州 都 征 厶 江 县 州 兴 江 应 邮 宁 胎 阴 通 宁 安 台日

先 秦
——

后汉三国 4 1

——

魏 晋 3

南北朝 8 1

—— ●—— 。～ 1—— —— 。—— _——

隋 唐 11 5 1 1

—— ．一 —— —— 1—— ——_●——

两 宋 18 3
O 2 l 1 1 2_

●—— _—— —一 ‘_—— __—— ●—— _●—— ————— 1—— -——

金 元 9 1 1 2 1 1 2

—- —— —— 1—— _———— ‘。——

‘j ‘孵 ：110 2 5 9 6 2 3 2 2 3 6 6 5 4 6 9

—— —— 。—— _—— _—— __—— _—— _—— _——_——

清 502 13 68 33 17 23 15 9 11 l 22 44． 6 3 18 24 27 7 10
‘

— —— _—— _—— _—— -_—— J_—— _—— _—— ●——

民 国 23 l 6 2 2 2 1 3 1 1 2

—— _—— _—— _—— ●—— _—— ——_—— _——

新中国 4 2 1

_—— —— —-—— _—— _—— _——

合 计 ，’ 692 29 83 46 24 25 20 13 15 1 25 52 6 ll 25 31 29 18 21

● _

●：



·(苏北地区)续

℃＼ 铜 赣 邳 东涟 待～＼＼街压 宿 主 如 盐 兴 涟，汹泗 海 江 徐 沛

I云．：奴迁 县 袅 城 化 水l洪阳 门 浦 州 县 山 榆 县 海I港 考

先 秦 _

●—— ，—— ‘一 _一 __—— _—— ●—— 。——

后汉三周 舌 2 1

●—— _—— __—— -一 。—— _——

，

奠 鼍 3 。3 ●‘

i

二 ●—— _—— _——，—— _——

，

●

南北朝 8 S 2

●—— -—— _—— __——
。一

——

一

隋 唐 11 t
^

。-—— _—— ●_’— _—— ^—— ●_—— 。-一 ●—— ●——

10
j：两 宋 18 3 1 2

_。—— ●—— ●—— ●_—— 。。一 。●——_—— _——

●

．金’元 9 l

—。—— _—— __—— ●—— ，—— _—— 。一 ●——

身 110 2 6 l 7 1 2 7 6 3 3 1 1
‘J

、●__

__—— -。—— 。—— _—— 。——
、

—— -—— ●—— ●—— -_——，——

。
清 502 17 12 37 5 36 2 2 2 10 4 10 9 1 l· l 2

j‘ _—— ‘一 ‘一 _—— ●●～ ●_——
一

—— 一
——‘

民-国
’

23 王 1 一

I-——— ●—— _-——
-．～

“ 新中国 t l 一

，

。——

，
～

合 计 692 20 12 43 7 47 4 4 3 17 21 14 12 1 皇 6 守 10

●

●

，f



止。另高邮邵家沟所觅之汉代村落遗址，除日常生活用品外，述

有带字木简的发现。。而这一时期的江淮以南，却还是“地广人

稀黟， “学窳偷生一， “无积聚而多贫玎。唯一的例外是吴县，

虽说也在江南，却是东周时吴之都城，自非它处可比，此后又历

七百余年而至后汉三国，早已发展成江南一隅经济文化之中心。

据载，汉时苏州已能制造大型楼船用予战事，想见该处经济发达

之一斑。 。

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拥有状况，决定了医学前进的步

伐。魏晋南北朝以来，江苏经济文化有了长足发展，这一方面是

由于江苏大部分地区土壤肥沃、气候适宜，各式各样的水利工程

已次第展开，沿江，沿海地区的开发也都卓有成效，另方面也因

为异族入侵、连年兵火战乱大多发生在西、北边陲和中原地带，

两较少受到战火洗劫的江南水乡，却因社会环境的相对安定，而

获得了持续发展的机会。并且随着封建王朝的南迁和北方人民陆

续南下所带来的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科学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

加速了江苏开发的步伐。正因为这样，我国起子魏晋，完成于宋

宝南渡的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及江南经济文化地位的日益显

要，才最终成为事实。如文献所载：隋时京师粮需已开始转给于

东南，唐贞元十八年，韩愈《送陆歙州诗序》更说： “当今赋出

予天下，江南居什九芹，南宋时， “苏民精于农事，亩常收米三

石一，江南的稻米，除上输京师临安外，还可供应全国，至清，

江苏田赋已当天下十之三，漕粮十之五，关税十之七，盐课五之

三。尤其在文化方面，明清两代江苏的经学和文学，能成一家畜

或一派之首者屡见不鲜，盛唐以下江苏的雕板印刷、木刻、建

筑、戏曲，更是各具特色，誉满全国。难怪有人谓·“东南一

带，则尤国家根本之本也謦(《周忠毅公奏议》卷一)。所有这

·囊江苏高邮邳家沟汉代遗址的清理”刊Ⅸ考古,》1950年第lO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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