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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河医家新探

Volker Scheid 缪卫群

    编者按 Volker Scheid，中文名蒋熙德，德国籍，当今西方著名的中医药学者。年

青时游学美国，以后旅居英国。获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学位，又于英国伦软大学研修博士

后，现为英国国立伦软大学亚非学院研究员。蒋熙德出生于德国农村，父亲是种植西方

草药的农场主。20世纪80年代开始接触针灸，而后中药，再研读中医理论、各家学说。

为研习中医药，他到英国一所大学攻读中文;为求真谛，他三次远涉重洋，负;来华进修

中文和中医，先后赴上海、北京、杭州、南京、芜湖等地拜访名师，到西安古都、桂林山水

和丝绸之路等地领略中国传统文化。20年来，他一心沉缅于钻研岐黄，已有多部著作

在欧美出版。临床疗效卓越，英国诊所病人盈门。为了撰写本文，他旅居上海年余，数

下孟河，访问孟河医家子嗣、传人、学生200余人;阅读与孟河医学流派有关的著作、地

方志、家谱百余种;亲临孟河医家的故居、坟莹、祠堂访问。原作为英文，经缪卫群摘要

翻译而成。蒋熙德先生对中医学术孜孜以求、严谨认真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籍此，本

刊欢迎海外学者踊跃赐稿，以促进中外医学交流的繁荣。

      摘要 明末至近代，江苏孟河名医辈出，逐渐形成以费、马、巢、丁四大家族为主的孟河医派。以

四大家为核心的孟河医派，以其高深的学术造诣，丰富的临床经验，对中国医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

功绩。广泛收集的资料涉及中国各大图书馆及欧洲、美国、港台图书馆馆藏的有关孟河医学的著作、

方志、家谱百十余种.采访孟河医家的子孙、传人、学生或门徒200余人。由此说明，孟河医派似一颗

灿烂的明星，照耀在清代末年、民国初年的医坛上，学术相传，至今未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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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From the late Ming to modern age, famous physicians in Menghe came forth in large num-

bers, contributing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Menghe scholarly sect with the four families of the Fei, Ma,

Chao, and Ding as its representatives, featuring erudite academic knowledge, rich clinical experiences with

distinguished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CM. The materials presented in this article include in-

vestigation from over 100 kinds of genealogies, works of the Menghe sect collected from over 100 works

written by the Menghe physicians, local chronicles, family tree collected in all major libraries in China and

those in Europe, the US, Hong Kong and Taiwan, as well as through interviews with over 200 persons,

including descendants of the Menghe sect, physicians related to the sect. Like a shinning star, the Menghe

sect illuminated the medical province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an periods and even to-

day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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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河镇位于江苏南部武进县西北，距常州约30

公里。孟河，原是武进县内的一条运河，镇因河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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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明清时，武进县是常州府的一个大县，当时常州

文风兴盛，文人辈出，涌现出了有全国影响的学派团

体，如著名的常州学派、阳湖文派、常州词派、常州画

派。文化的繁荣促进了医学的发展，在“不为良相，

即为良医”思想指导下，孟河镇以儒从医者甚众，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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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其家学，或受于师门，且受儒学之影响，同业相互

切磋，阐发古典经籍之奥义，或下承诸子百家之说，

逐渐形成了孟河医派，与常州学派、阳湖文派、常州

词派、常州画派合称常州五学派L1 ]o  19世纪早期，

孟河医学流派形成，清代学者认为是孟河有利的地

理位置与名医辈出所致，现代学者认为与孟河当时

经济、文化的繁荣有关。

    一、孟河医派的形成

    孟河医派鼎盛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是费、马、巢、

丁四大家族。然而在孟河医派形成初期，孟河尚有

法氏、沙氏等较有影响的医家。费氏无疑是四大家

族中最古老的，其家谱可追溯到汉代，祖籍江西凯

山，从儒而仕，世为良臣，最著名的当属明臣费宏

(1468一1535)及其堂弟费采(1483-1549)。元代或

明初，一分支迁居江苏金口(今江苏镇江)0 1626

年，为逃避太监魏忠贤为首的东林党迫害，费尚有

(1572一1662)离开镇江，定居孟河。现代历史学家
认为尚有从此弃儒从医，开孟河费氏医学之先河，然

而我未能找到该证明资料，因此认为尚有即使从医

亦非成功之士。从《费氏宗谱》看，费氏一脉的关键

人物是尚有之孙费宗岳(1660--1713)。宗岳本人是

否业医尚不确知，然宗岳之后除一人外，皆从岐黄之

道，以“勿堕邪教以坏家”为宗训。宗岳长子德文

(1691一1777)、十五子德贤(1704一1760)、幼子德圣

(1708--1752)均悬壶济世。德贤之子费国作(1730

一1800)，德才俱备，是第一个地方志上有载的名医，

称其“精医”。国作幼子文纪(1760-1834)为其衣钵

传人。文纪之子伯雄(1800-1879)承家学，成为费

氏医学之代表。因宗岳— 伯雄一脉产生了三代名

医，因而在家族中地位最高。孟河费氏还有二支，宗

岳— 费兰泉(1818--1878)、宗岳— 费士廷(1793

--1884)，虽同样产生了众多医家，然其医名不敌伯

雄一脉。从 1740--1820年间，费氏至少产生了12

代医家[210
    孟河马氏原籍安徽，据考证，马氏原姓蒋。明

末，马氏祖先蒋成荣人赘马家而改姓马。在19世纪

初期，孟河马氏知名者有:马省三、马荷庵、马坦庵，

以医治疮疡见长，其中马省三声名最著，不仅善长外

科，也精通内科〔310
    早于费尚有，孟河有法微麟、法公麟两兄弟均以

医名，善治伤寒[[41。后法家分裂，分别迁居常州、宜

兴、昆山等地。目前法氏后人仍有从岐黄者，如法氏

第18代传人法绷麟现任教于南京中医药大学[510

    乾隆年间(1736一1795)，孟河沙晓峰、沙达调父

子以外科名重一时，谙脉理，善刀针(小手术、针灸

等)。沙氏后分成几支，一支定居孟河，一支迁江苏

北部淮阴，大部分迁镇江附近大港行医，形成著名的

大港沙派困。
    从费氏第五代医家人载地方志这一事实表明，乾

隆年间才开始有孟河医家的报道，至嘉庆年间(1796

一1821)孟河才逐步形成地方性医学学派。虽然这一

时期有关孟河医派的资料甚少，然而一些研究表明这

正是孟河医派形成的肇始。当时孟河医学仍以世袭

祖传为主，然而其一大特点是相互协作和学术交流。

如沙达调和费士源(费兰泉祖父费士源，精通内外科)

合治一发背;费兰泉不但授其学生家传医学，还吸取

马氏、沙氏等医学精华以授之;费文纪与江南名医王

九峰同业切磋[71,以及喻昌(1585-1664)、叶天士

(1667--1746)等对孟河医学的影响都证实了这种交

流与合作。当时孟河医派的另一特色是以外科见长，

这一特色一直延续至19世纪，究其原因可能与当时

感染性疾病(如疮疡、喉症)盛行有关。

    二、孟河医派的发展

    清道光、咸丰、同治年间(1821一1875)，孟河医

学得到极大发展。孟河名医云集，业务兴盛，经验成

熟，学术思想日臻完善，这一时期常州、武进等府县

志上有众多记载，如“小小孟河镇江船如织，求医者

络绎不绝”、“摇槽之声连绵数十里”等，费氏、马氏在

孟河医界继续占主导地位，分别培养出杰出医家费

伯雄和马培之。

    费伯雄(1800一1879)，文纪之子，善治虚疥。伯

雄曾为时任江苏省官员的林则徐家人治病，与林则

徐(1785--1850)交情甚笃，在治愈道光帝之失音及

皇太后之肺痈后伯雄名声尤振。其求医者还包括江

苏省学监李联啸(1820一  1878 ) [8l、太平天国时期
(1853--1856)驻守邯郸附近江南大塞的向荣将军

(1788--1856 ) [9]、翁同和(1830-1904) [10,'1]、左宗
棠将军(1812一1885 ) [ 12}等显赫人物。《清史稿》称

其为最有成就的医家之一[[13]0
    马培之(1820-1903)，马省三之孙，与费伯雄齐

名，以外科见长。其父蒋汉儒，又名马伯闲，是伯雄

挚友、同学和同里，且是同庚八拜兄弟。蒋汉儒英年

早逝，马培之由祖父省三抚养，随祖父习医16年，尽

得其传，并师从费伯雄。后伯雄之子娶马培之妹妹

为妻，两家建立了更为亲近的姻亲关系[141。当太平
军占领武进县后，马培之举家逃到北部继续业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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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蒸蒸日上，在治愈多方求医不果的翰林院成员余

鉴、著名文学家俞抛(1821一1907)之顽疾后名声更

著，成为江南妇孺皆知的名医〔X510 1877年，翁同和
受兄弟病故之打击，旧病复发，再次来孟河访医。翁

记载了此次求医经过，称“马培之病者满室’}[16,n1
1880年，马培之进京为慈禧太后治疾，疗效显著，赐

“务存精要”匾额等褒奖，宫廷里传出“外来医生以马

文植最著”的声誉[‘“1。几十年后，北京人仍称马培

之为当时京城三大名医之一;191，甚至马氏前竞争对

手薛福辰亦称其为“天下名医”[2010
    费伯雄之子费蜿滋(1823-1896)，诗人和画家，

业余行医。马培之有五子，均未专业岐黄。长子马

继昌，安徽凤阳县长，业余行医;四子马继传任浙江

奉化县长。马培之之侄马希融、孙马日初以及门人

继承了马氏医学，从事中医外科，均以医名于世，医

术世代相传，其渊源家学只有极少数医家能与之匹

敌[211。
    费、马的名望及成就吸引了孟河其他家族亦以

业医为荣，其中以巢氏为最著。巢氏祖籍河南，北宋

徽宗年间(1101一1126)迁居江阴，而后来到常州，定

居孟河。从地方志慈善活动记载来看，清代中期巢

氏为孟河望族[[221。巢沛三是家族中首位医家，生活

于费伯雄、马省三同一时代，成名晚于费、马。沛三

堂弟巢伯衡亦为名医。巢氏后代继承了家学，并师

从费、马，如巢渭芳(1864一1927)为费伯雄寄子，从

马培之游〔2310
    这一时期孟河医学虽然仍以祖传为主，但也吸

收外族优秀人士为徒。较突出的有余景和(1847-

1907)，宜兴人，孟河“天宝堂药店”学徒，后成为费兰

泉门人。费兰泉不仅传其自身医学心悟，还授以孟

河沙氏、王九峰等医学心得。在实践中余景和还受

到费伯雄、马培之、巢沛三、马日初、马益三等学术思

想的影响，成为晚清孟河名医，著有《诊余集》、《余注

伤寒论翼》等[[2410
    可以说，19世纪末，费、马、巢三家通过通婚、合

作和师徒等关系建立了广泛的联系。诚如1834年

马省三、费伯雄等共同出资，管理“孟河接婴堂”的重

建〔251s巢寿海与马培之合作重建城煌庙、武庙[261

马培之门人邓星伯(1859--1937)曾为费家作临时代

理[[271翁同和起初求医于费伯雄，后为马培之的病

人;相反，俞榔本是马培之的病人，后就医于费碗滋，

并为费伯雄著作《费氏全书》作序[““〕。费、马、巢三
家相互渗透，成为孟河医学的中坚，于孟河行医至

19世纪60年代。在此期间，孟河也存在其他一些

医家和医派，他们或与孟河医派相互竞争，或极力融

人孟河医派之中[“”〕。另一方面，孟河医派家族内部

和家族之间也有矛盾和竞争。1883年，马培之为慈

禧太后治病归来后不久，迁居苏州，时年63岁，尽管

对其迁居有许多猜测，但毫无疑问与费氏有关。又

如费氏门人曾表示:“可惜马氏(马培之)配药，过于

神秘，虽其子侄，亦不令知，更何论于学生。++[301不过
这仅是白玉之小瑕，无损孟河医派整体之声名。

    三、孟河医派之东渐

    马培之从京城返乡标志着孟河医派在其发源地

进入了高潮。尽管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孟河仍然

是重要的地域性医疗学派，但是由于太平天国运动，

孟河地方经济陷人相对疲软，以及孟河从医者日益

增多等原因，使许多名医纷纷迁往无锡、常熟、常州、

苏州、上海等城市，孟河医派向东发展。

    马氏 1883年，马培之迁往苏州，分别在其住

所和沐泰山堂药店坐诊，门庭若市，其居住之处，至

今仍被称为马医科巷。之后，又迁无锡及上海，最终

定居无锡「311。此前，马培之侄马钧之、马洛川及子

马书常、马良伯等已迁居无锡，均以医名[321。其中
马良伯精通脉理，著书颇丰，但唯一保存下来的仅

《医悟》，何廉臣在其《重订通俗伤寒论》中对其评价

甚高。马培之孙马际周继承祖业，悬壶无锡，不幸英

年早逝，留下幼子马泽人(1894-1969)随伯父马伯

藩习医。伯藩之子马际清、马惠清、马笃卿，均以医

为业①。际清和惠清亲受父训，际清长于外科，惠清

精于内科。起初兄弟俩均于孟河悬壶，而后惠卿移

居上海，坐诊于广益堂，济清则终其一生行医于孟

河。马笃卿及其两堂兄弟马书绅(1903一1965)、马

嘉生求学于丁甘仁1916年创办的中医专门学校(丁

甘仁亦属孟河医派，从马培之游))[3310笃卿早逝。
书绅学成后悬壶孟河，善长内科，1958年武进县卫

生局授予其“名老中医”称号，文革中受迫害致死。

嘉生专业岐黄于上海，后成为上海第六人民医院顾

问。马济清之子马心安于孟河行医至20世纪80年

代。马泽人迁居江阴，新中国成立后，马泽人成功建

立了江阴市中医联合诊所，公开并出版了几百张祖

传秘方。1956年，马泽人受聘于南京中医学院，以

后又在江苏中医研究所任高级职务。1963年，被南

    ① 王一仁 .上海中医学会四周年纪会刊 .卷 I.卷3.上海:
上海中医学会，1925,1一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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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市卫生局授予“名老中医”称号，文革中受迫害致

死[341。
    马培之还有许多学生和门人，其中之一便是邓

星伯(1862-1937)。邓星伯出生于文人世家，长辈

中已有几代悬壶，如曾祖父迁贤、祖父雨亭及伯父羹

和。羹和是无锡医派代表人物之一，师从汪培荪

(1838- 1900 ) 1311 a 12-21岁间星伯随羹和习医，
27岁时经黎里邹先生引荐，拜马培之为师。从师期

间，邓饱览马氏藏书，潜心观察老师临诊，3年后(亦

有人说 6年后)学成。有轶闻称邓星伯曾进京 10

日，复诊5次，治愈摄政王载澄重疾「361。之后星伯
名声大震，门庭若市。其医学特色的形成除受费伯

雄、马培之影响外，还受无锡名中医王泰林(1798-

1862)医学理论的影响，临诊时强调“醇正和缓”的重

要性[371n
    马氏其它成名门人还包括贺季横(1866 --

1933)，丹阳人，年少时患肠痈为马培之治愈，由是奋

然有志于医，受业于马培之，六年业成，归里以

医[381;沈奉江(1862-1925)，无锡秀才[391;金宝之

(1826- 1911 )，出生于常州商人之家[401;周憩堂

(1859 -1929)，来自常熟[ail;王询当(1873 1945),
无锡人[421。均属孟河医派成员，为孟河医学的传播

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其例有二:一为来自江苏邢江

县的许济群(1921一 )，师从贺季横之子贺桐荪

6年，后成为南京中医药大学的学科带头人，对现代

中医药教材的改革作出了重大贡献，参加了《贺季横

医案》的编辑工作[431。二是杨博良(1880 -1952),

武进县人。杨是邓星伯的学生，一生悬壶常州，是武

进县名医之一，以“清轻和缓”的用药为特色。一生

培养学生20余人，张元凯即为其中之一。张曾担任

1985年出版的《孟河四家医集》主编，该书为文革后

恢复孟河医派名誉发挥了积极作用。

    马培之学术“传内亦传外”对孟河医学的继承、

发扬和流传起了重要的作用。在这方面，费氏及巢

氏则有所不及。

    费氏 由于费伯雄之子碗滋对医学兴趣不大，

长孙费绳甫(1851一1914)继承家学，少侍祖父录方，

及长与其祖同室治病，深得伯雄医术心法。伯雄择

长孙绳甫继承衣钵，从而出现以费绳甫为主，其兄弟

惠甫、哲甫为辅的局面〔441。绳甫替祖父治愈曾国藩

兄弟曾国荃之疾后，医名大震。之后，绳甫又治愈江

浙两省提督刘坤一母疾，颇受刘坤一赏识而誉为“海

内名医”[asl 0 1894年因投资失败绳甫几乎破产，不

得已迁居_L海，靠收取较高的诊疗费弥补经济损失。

至1914年，他不仅偿还了债务，而且还积累了不少

家财。

    费绳甫有四子随父习医。长子费保雍悬壶苏

州。二子费保初行医于孟河，其子费守谦在孟河行

医至20世纪80年代[461。绳甫三子、四子分别为费

保纯、费保锉(1883一1931)均在上海行医[471。然
而，当时费氏家族内最有名的医家当属费绍祖的四

子费子彬(1890一1981)与费绳甫女婿兼门人徐相任

(1881-1959)。费子彬青年时曾在北洋政府任职，
民国时期方以祖传医学专业岐黄于上海，以治疗高

血压和肠炎立医名，其研制的肠炎特效方在阿根廷

都深受欢迎。1949年，子彬迁居香港，继续悬壶济

世以振家学[481。徐相任，江苏吴县人，婚后随岳父

习医。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徐相任作为神州

医药总会的成员积极投身于中医政策的制定，为神

州医药总会杂志投稿颇丰[[a91 } 1914年，徐相任出
版了《费绳甫医案》，并与费子彬一起出版了费伯雄

《费批医学心悟》。这些书籍的出版，不仅纪念了祖

先，也促进了家族内部的团结。费赞臣(1903-

1981)，保栓二子，和费振平(1915一1986)，保隆(子

彬之兄)之子，均行医于孟河，是费氏同辈医家中唯

一留有医案的〔50,511。费赞臣自称是费氏第11代传
人，赞臣及其子费季翔(1943一)曾代表费氏家族编

人一部关于上海著名医学流派的有较深影响的书

籍。从发表的文章来看，费氏传人为伯雄— 绳甫

— 赞臣— 季翔。

    费伯雄和费绳甫也有一些名噪一时的外族门

人，他们对孟河医派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如曾

任南京中医药大学副校长、中国中医学会副秘书长

邹云翔(1897-1988)，师从费伯雄学生刘莲荪门下，

是倡导费伯雄“醇正和缓”说最有影响的人物之

一[521;又如世医屠撰先(1916一)，其祖父屠坤师从

费伯雄，对费氏医学传播到香港和日本作出了贡

献〔531。
    巢氏 巢氏的分支迁居上海更早。巢崇山

(1843-1909)于1859年太平天国时逃难到上海，以

针刀技术治疗了大量肠脓肿而闻名上海。其子巢风

初、侄巢松亭(1869--1916)也移居上海，继承了巢崇

山的针刀技术。巢沛三二子巢传九、孙巢克成亦在

孟河行医一段时期后迁往上海发展①。

① 戴达父 .《国医名录》.上海:上海市国医学会，194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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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孟河名医的东迁，孟河作为地域性医学中

心的地位开始下降，然而也正是这种迁移，使孟河医

学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和认可。与费、马、巢成名于孟

河不同，孟河四大家中的丁甘仁成名于上海，成为新

中国最有影响的医家之一。

    丁氏 丁甘仁(1865-1926)原居丹阳，后迁孟

河。12岁时始读医学经典，受业于孟河镇外好塘人

马仲清，马氏家族成员之一。1881年，丁甘仁 15

岁，从师于费氏(最可能是费绳甫)门下之族伯丁松

溪游2年。又聆教于马培之、巢氏名医2年。1884

年，丁迁居苏州悬壶。1890年，前往上海。1894年，

经巢崇山推荐，于上海任济善堂施诊。成名之后丁

逐渐经济宽裕，于是在福州路创办了自己的诊所。

丁甘仁早年继承了孟河前辈的经验，不拘一格，广披

众长，在苏州时，又多与苏州当地学派— 温病学家

切磋，迁居上海后，丁又从伤寒学派大家汪莲石先生

游，将苏州医学的用药特色熔人伤寒六经辨证，融汇

伤寒与温病两大学说，熔经方时方为一炉，并集孟河

医派之大成，成为中医界一代宗师。在诊治急性传

染病时，丁甘仁结合了孟河马派特色与温病学说，在

脉学方面则集经典与费氏脉理之长，形成了自己的

诊脉特色。随着一丁甘仁医学特色日臻完善，其医名

亦日益增长，成为以内科见长的一代名医，其外科造

诣则不及马、巢传人。

    当时的上海云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名医，丁甘

仁与众多名医交游甚密。如挥铁樵(1878 -1935),

武进县人，与丁甘仁同游于汪莲石，中医改革的主要

理论家之一;唐宗海(1862-1918)，四川人，倡导中

西医结合的主要理论家;张幸青(1844-1905)，无锡

人;余景和(1847一1907)，费兰泉门人。

    1916年，丁甘仁与朋友上海名医夏绍庭(1871

--1936)一起创办了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第一任校

长谢观(1880-1950)，来自孟河附近地区的学者和

教育家，第一位解剖学教师是德国留学归来的医师，

来自孟河。其它与孟河有关的教师有曹颖甫(1868

一1937)、黄汝梅、郑兆兰、汤潜、徐嘉树。丁甘仁倡

导中医教学改革，在“昌明医学，保存国粹”思想指导

下将西方教学模式与中国传统教育模式相结合，不

仅授以中医经典，还学习西医解剖学、生理学以及中

国文学等，培养了程门雪、黄文东、盛梦仙、秦伯未、

章次公、张伯臾等一批名家，该学校成为上海乃至全

中国的中医界核心，并为丁甘仁、夏绍庭1921年合

办的_L海市国医学会奠定了基础。当时的《中医杂

志》即由上海市国医学会赞助，丁氏学生编辑出版。

1918年丁甘仁开设了沪南、沪北两所广益中医院和

一些慈善诊所，1925年又创办了上海女子中医专门

学校[’‘，，，]。
    丁甘仁长子元钧早逝，次子仲英(1886一1978)

成了丁甘仁的助手。但丁甘仁遵循传统立元均之

子、长孙丁济万(1903-1963)为衣钵传人，自弱冠即

随祖父行医于凤阳路丁甘仁诊所，迅速建立医名。

丁甘仁逝世时，丁济万年仅28岁，就接管祖父遗下

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将其更名为上海中医学院。

丁济万不仅是一位出色的继承人，还是一位卓越的

社会活动家和教育家。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丁济

万赴香港，1963年逝世。丁济万幼子丁景源(1930

一1995)移居美国，为针灸、中医获得美国政府认可

作出一了积极努力。

    丁仲英继续留在上海中医学院，主要从事诊务，

并担任临床教学监管，后取道香港移民旧金山。丁

仲英有三子业医，但无一毕业于上海中医学校。仲

英长子丁济华(1909一1964)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

的反右斗争中历经磨难，其子女中有二人在美国从

事中医业。仲英次子丁济民(1912--1979)，还是一

位藏书家和历史学家，于1956年任上海第十一人民

医院副院长，后担任上海中医学院医学系主任，龙华

中医医院副院长。丁济民之子丁一谬(1941一

  )，现任龙华医院顾问，是丁氏在华行医的最后一

位传人，其旅游护照上著有“孟河丁氏四世医

庐”[s6]。   T0 仲英三子丁济南(1913一2000)投医较

晚，自创了一套医学特色，在文革中也遭受了许多迫

害，后成为瑞金医院中医高级顾问，其养女在美国佛

罗里达州开设了一家中医学院[[5710
    丁甘仁学派流传至今，得益于他的无数门人。

他们大致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丁氏家族成员。第

二类是孟河医派其他家族成员，如巢儒廷，丁甘仁私

人诊所的助手①;曹雨春(1904一1971)，巢松亭之

子〔58];马伯藩幼子马笃卿及其堂兄书绅、嘉生〔59]

余继鸿(1881一1927)，余景和幼子，上海中医专科学

校毕业后留校任教，坐诊于附属医院〔60]。第三类是

通过传统的拜师仪式收下的门人，包括陈耀堂(1897

-1980)，出身于孟河富裕人家，后任教于上海中医

专门学校并坐诊于教学医院[[61]潘明德(1867一

    ① 王一仁 .上海中医学会四周年纪会刊 .卷1,卷3.上海:上
海中医学会，1925,1一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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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武进县农民，自习医学，后投奔丁甘仁，在丁

氏支助下立业，并为家乡贫穷的孩子建立了一所学

校[62];程门雪(1902-1972)，经汪莲石引荐成为T

甘仁门人，日后成为一名杰出的医家和学者，在丁氏

学校任教多年[63];巢仲衡(1897一1990), T甘仁治

愈其父被误诊之疾后拜师于丁甘仁(64]。第四类是
丁甘仁学校的学生，其中有一些学生又是其门人随

丁氏学岐黄之道时间较久，丁氏学校第一届九个班

的毕业生与丁的关系尤为密切，他们中许多人为当

代中医学的发展作出了显著贡献，如程门雪、黄文东

(1902--1981)分别担任上海中医学院第一、第二任

校长;严苍山(1898-1968)，著名医家，上海中医药

大学现任校长严世芸之父;张伯臾(1901一1987)，曙

光中医院高级顾问，现代中医教科书《中医内科学》

主编;杨树千(1895一1967),1955年北京第一届西

学中班副理事;秦伯未(1901--1970)，著名中医教育

家，1955年任卫生部顾问;王慎轩(1900一1984),

1924年创立苏州国医专门学校，对中医妇科的发展

贡献卓著[65];章次公(1903-1959)，著名医学革新

家，1955年任卫生部顾问。出于对丁甘仁的尊敬，

其家族、学生和门人被称为孟河医派最重要的丁派。

    1927年，丁甘仁逝世后不久，一些最出色和进

步的学生，如秦伯未、严苍山和章次公等纷纷离开丁

甘仁的学校，创办了上海中国医学院，希冀加快中医

现代化的步骤;而另一些学生如程门雪、黄文东则作

了相反的选择。如黄文东一生任职于上海中医学

院，被聘为上海中医学院院长，临床上基本继承了丁

甘仁的风格，其关于丁派对中医学发展的论述至今

仍是探讨丁甘仁学术成就最具权威的参考书〔““]。
    四、孟河医派的学术特色

    中国医史学家陆锦缝曾说:“江浙间医家多以治

瘟病名，独武进孟河名医辈出，并不专治瘟症，由是

医家有孟河派、叶派之分。”孟河各家在诊疗技术上

各有特点。费氏代表费伯雄著《医醇腾义》四卷，立

论以和缓为宗，制方用药，戒偏戒杂，多寓神奇于平

淡。从医一生，主张师古而不泥古，不趋奇立异，善

于变通化裁古方，创制新方，有较高的临床造诣。生

平对慢性病尤有深刻阐述，被称为近代以善治虚劳

名世的专家。此外著有《医方论》、《费批医学心悟》

等。马家以疡科名者数氏，至马培之呼声最高，影响

最大。马培之精通内外两科，尤其擅长疡科，将费氏

“醇正和缓”理论推及外科，集生平之经验，撰《外科

传薪集》，书中记载了外科常用验方、外用药、膏药的

配制和用法，以及外科器械的使用，还著有《医略存

真》等。巢氏擅长内外两科，善于用刀圭之术施于肠

痈，多应验如神。丁甘仁以治疗猩红热闻名，兼精

外、喉两科，旁及内、妇、儿各科，遣方用药强调平淡

温和。著有《药性辑要》、《脉学辑要》、《喉痞症治概

要》等。因此孟河医学的特色可概述为:①揽中医之

大成，不论内难伤寒温病，金元诸家，内外各科，悉数

容纳，且不泥于门派之争，将各派学术熔冶于一炉;

②辨证细腻准确，用药轻灵平正，即遇危难重症，谴

方仍然不离平淡，于平淡中显神奇;③治法灵活多

样，不分内服外用，以获效灵捷为先机，故孟河医家

治疗外症及咽喉疾病，卓有成效，且流传不少有效秘

方;④以弘扬医术为宗旨，不分门户，网络名家，收徒

授业，创办学校，学术交流，办刊著书，令孟河学术得

以风靡于神州。

    诚如1915年末，丁甘仁在((诊余集》序中称:“吾

吴医学之盛甲于天下，而吾孟河名医之众，又冠于吴

中。”孟河医派，似一颗灿烂的明星，照耀在清代末

年、民国初年的医坛上，学术相传，至今未衰。

    致谢 本课题研究得到了丁一谬、丁光迪、费季

翔、高应修、马守南、吴伯平、余信、Dan Bensky,

Christopher Cullen等先生的大力帮助，在此一并表
示感谢。

参 考 文 献

1 朱达明主编.清代常州五学派.江阴:海南出版社，1999,196-

    222.

2 费伯雄.《费氏宗谱》.清同治八年己巳(1869)衍庆堂本(微缩本，

    收藏于美国盐湖城图书馆，No.9124044/5一10,1976).

3 马培之.《孟河蒋氏宗谱》.清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笃佑堂本

    (微缩本，收藏于美国盐湖城图书馆，No.1211206/5一7,

    1211207/1,1979).

4 法徽麟.《医学要览》.清乾隆(1736)桥南老人抄本 .

5 李云主编 .中医人名辞典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

    607一609

6 陈道瑾，薛渭涛 .江苏历代医人志 .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5,19一20.

7 李云主编.中医人名辞典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27一

    28.

8 李联啸 (好云楼初集》.卷三十三 ，清同治元年壬戍(1862)恩..堂

    本 .

9,10 赵中浮，翁同和日记排印附索引，台北:Chinese Materials and

        Research Aids Centre, 1970,666.

11 戴祖铭.翁同和与孟河名医.浙江中医杂志，1996,(8):375 -

      377.



中华医史杂志2004年4月第34卷第2期 Chin J Med Hist April 2004, Vol 34,No.2

12 蔡冠络 .清代七百名人传 卷3.台北:铭文书库，1985,315.

13 赵尔哭 .清史稿 .北京:中华书局，1976,13883.

14 马培之 .《孟河蒋氏宗谱》.清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笃佑堂

    本(微缩本，收藏于美国钦湖城图书馆，No.1211206/5一7,

    1211207/1，1979)，

15 蔡冠络 .清代七百名人传 .卷3 台北:铭文书库，1985,315.

16 赵中浮，翁同和日记排印附索引，台北:Chinese Materials and Re-

    search Aids Centre, 1970,666.

17 戴祖铭 .翁同和与孟河名医 .浙江中医杂志，1996,(8);375一

      377.

18 马培之 .《纪恩录》.清光绪十八年壬辰(1892)刻本 .

19 何时希 .中网历代医学传录 .卷 3.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1,287.

20 马培之 《孟河蒋氏宗谱》.清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笃佑堂

    本(微缩本，收藏于美国盐湖城图书馆，No. 1211206 /5一7,

    1211207/1，1979)，

21 马良伯 .《医悟》.卷3.清光绪十九年癸已(1893)寄无活字本 .

22 张愚直 .《武进阳湖县合志人物传》.清手抄本(收藏于上海图书

    馆),41.

23 巢永窿、巢玉峰 .《巢氏宗谱》.清道光十七年丁酉(1837)刻本

    (微缩本，收藏于美国盐湖城图书馆，No. 1131004一006,1987).

24 戴祖铭，余信.余景和年表.中华医史杂志，1997,27(1):52 -

      54.

25 黄冕 .《武进RN湖合志》.卷5.清光绪十二年丙戍(1886)木刻本 .

26 蒋毓铣，薛绍元主编 .《武阳志余》.清光绪十四年戍子(1888)刻

    本

27 邓学稼，沈桂祥 .无锡名医邓星伯先生传略 .见:汪一平，储水

    鑫，沈桂祥主编 .占医籍各家证治抉微 .北京:中医古籍出版

    社，2000,890一893.

28 费伯雄.费氏全书.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12

29 钱心荣.医津.卷2.钱氏贻直堂铅印本，1923.

30 费子彬 .明清以来之孟河医学 .见:费碧漪 .费子彬全书 .香

    港:古玉红楼,1984,30一38.

31 余志高.吴中名医录 常熟: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259.

32 费子彬 .明清以来之孟河医学 .见:费碧漪 .费子彬全书 .香

    港:古玉红楼,1984,30一38.

33 陈道瑾.略谈孟河四名家，江苏中医杂志，1981,(1):42一45.

34 李经纬主编.中医人物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16.

35 吴良士.近代无锡城区中医界的概况.中华医史杂志，1994,14

    (4),236一238.

36 何时希.中国历代医学传录 .卷1.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1,557.

37 邓学稼，沈桂祥.无锡名医邓星伯先生传略.见:汪一平，储水

    鑫，沈桂祥主编 .占医籍各家证治抉微 .北京:中医古籍出版

    社，2000,890一893.

38 陈煦元.追忆贺季横先生医事数则.江苏中医杂志，1963,(7) :

      28一29.

39 庄申 .无锡市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2811.

40,41 余志高 .吴中名医录 .常熟: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

    264,287一288.

陈道瑾，薛渭涛 .江苏历代医人志 .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

社，1985，19一20.

项平主编 .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家转集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

社，1999,217.

费伯雄 .《费氏宗谱》.清同治八年己巳(1869)衍庆堂本(微缩

本，收藏于美国盐湖城图书馆，No.9124044/5一10,1976.

费子彬 .明清以来之孟河医学 .见:费碧漪 .费子彬全书 .香

港:古玉红楼，1984,30一38.

陈道瑾.略谈孟河四名家.江苏中医杂志，1981,(1);42一45.

任勉芝.孟河医派的遗风.中国医学史，1984,(2),72一74.

费子彬 .明清以来之孟河医学 .见:费碧漪 .费子彬全书 .香

港:古玉红楼，1984,30一38.

邓铁涛主编 .中医近代史 .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98.

施祀主编.上海历代名医方剂集成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

社，1994,701一704.

史宇广主编 .中国中医人名辞典 .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

1991,373一374.

邹燕勤 .邹云祥学术思想研究选集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7,1一5,347一380.

董建华主编.中国现代名中医医案精华 卷l.北京:北京出版

社，1990,265一280.

何时希.近代医林轶事.上海: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1997,

1一17.

裘沛然.名医摇篮:上海中医学院(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校史 ，

上海: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1998,10一118.

施祀主编 .上海中医药大学志 .上海: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

1997,589一590.

史宇广主编 .中国中医人名辞典 ，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

1991,373一374.

何时希.近代医林轶事 .上海: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1997,

1一17

陈道瑾 略谈孟河四名家.江苏中医杂志，1981,0):42一45

戴祖铭，余信.余景和年表.中华医史杂志，1997,27(1):52一

54.

施祀主编.上海历代名医方剂集成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

社，1994,593一604.

江苏武进县武进县志编纂委员会.武进县志.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社，1988,931.

何时希.近代医林轶事 上海: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1997,

244一256.

施祀主编.上海历代名医方剂集成._L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

社，1994,593一604.

周耀辉，杨剑兵 .近代江南四家医案医话选 .上海:上海科学技

术出版社，1998,77一160.

黄文东.丁氏学术流派的形成和发展.上海中医药杂志，1962,

(1):5一9.

                                    (收稿日期:2004-01-16)

石
U

，
才

只
幻

4

4

4

n
，

0

﹃勺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