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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订的《江苏省中医药条例》于2020年10月

1日起施行，第五十二条指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应当采取措施，推进吴门医派、孟河医派、龙砂医

派、山阳医派、澄江学派等中医学术流派的挖掘、保

护和传承，发挥地方中医学术流派在临床应用、科学

研究、学术推广、人才培养、文化建设和对外交流等

方面的作用。”今天开始，我们将带领大家穿越时空

隧道，一同探寻绵延近800年的龙砂医派，领略其悠

久历史与独特魅力。

在中医药的历史长河
中，由于地域、文化等因素，
产生了许多学术流派，极大
地丰富了中医药学的内涵，
构建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的学术生态，对于提升中医
临床疗效、促进中医人才培
养等，都具有重要价值。

无锡，古称梁溪、金匮，
简称锡，江阴古称暨阳、澄
江，自宋代凿通锡澄运河
后，两地交通便捷，商贾交
往频繁，故多锡澄联称。无
锡、江阴均是苏南古城，一
处太湖之北，一据长江之
南，自古文风昌盛，历代名
医辈出。

宋代杰出医学家许叔
微，集《黄帝内经》运气学说
与《伤寒论》经方之大成，晚
年定居无锡太湖之滨马迹
山，潜心学术、著书与行医，
对龙砂医学的形成影响深
远，为龙砂医学学术特质之
肇源。宋末元初，有“东南
宗师”之誉的大学者陆文圭
医文兼通，在江阴华士地区
致力于包括中医学在内的
文化教育事业达50余年，培
养了大批文化及医学人才，
此乃龙砂文化区以及龙砂
医学形成的基石。

发源于锡澄地区的龙砂
医派，肇起于宋元，隆盛于
清末民初，再兴于当代，为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确立的
全国首批64家中医学术流
派之一。“龙砂医学诊疗方
法”为无锡市与江苏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以晚清
龙砂医家柳宝诒膏滋药制
作工艺为基础的“致和堂膏
滋药制作技艺”是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

龙砂之名由来已久，江
阴华士（旧称华墅）地区有
白龙山和砂山两座山脉，合
称“龙砂”。医家著作也习
以龙砂冠名，如《龙砂医案》
《龙砂八家医案》等。

中医流派有地域性流派
和学术性流派之分。地域
性流派主要指地域性医家
群体概念；学术性流派亦称
学派，应具有独特学术思想
或学术主张以及独到的临

床诊疗技艺，有清晰的学术
传承脉络和一定的历史影
响。龙砂医派兼有地域性
流派和学术性流派的双重
属性。

龙砂医派就地域而言，
包括无锡、江阴、宜兴等环
太湖文化区。明清以来形
成了以华士为中心和源头
并不断向周边扩大，乃至影
响全国的龙砂名医群体。
在这里诞生了中国古代四
大女医之一明代无锡女医
谈允贤；“姜氏世医”明末至
今传承十余代；嘉靖年间

“吕氏世医”一门三御医；盛

巷“曹氏儿科”世代相袭，皆
鸣于时；滥觞于清乾隆年间
的“黄氏喉科”所创“黄氏响
声丸”蜚声海内。此外，“朱
氏伤寒”“尤氏喉科”“章氏
外科”也经久不衰。

清代孔广居在《天叙姜
公传》中对上述盛况进行了
描述：“华墅在邑东五十里，
龙、砂两山屏障于后，泰清
一水襟带于前，其山川之
秀，代产良医，迄今大江南
北延医者，都于华墅。”

历代龙砂医家重视经典
研究与应用，重视研究地方
常见病多发病，且有创新。

如清代姜天叙写《风痨臌膈
四大证治》，开始了治疗重
大杂病的探索。他们在行
医济世的同时，勤于著述，
编纂有五运六气、经方、本
草、妇科、杂病等著作多部，
为后人留下宝贵财富。宋
代许叔微晚年在梅梁小隐
撰写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本
经方医案《伤寒九十论》，明
代无锡谈允贤完稿的中国
第一本女医生撰写的专科
医案《女医杂言》，都在这方
土地上产生。

历代龙砂医家重视教
学与传承，讲学授徒是特
色，为复兴和发扬中医学、
开拓现代中医教育做出了
积极的贡献。清代无锡张
聿青门人达百人，周小农、
邵正蒙、吴文涵均出其门
下。晚清民国至近现代，
江阴朱少鸿、朱莘农兄弟
两人培养了许履和、顾履
庄、仰汉初、邢鹂江、叶秉
仁、夏奕钧、曹永康、汪朋
梅等一批名医。曹颖甫、
薛文元、郭柏良东进上海，
参建中国医学院、新中国
医学院、上海中医专门学
校；龙砂针灸巨擘、中国首
位中医学部委员承淡安，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在苏
州、无锡创立中国针灸学
研究社，培养了大批针灸
人才，50年代又西出金陵，
筹建江苏中医进修学校
（南京中医药大学前身）。
南京中医药大学这所“新
中国高等中医教育的摇
篮”汇聚有邹云翔、马泽
人、许履和、夏桂成、邹燕
勤、徐福松等大批龙砂地
区医家。高思敬北上天
津，传承无锡高秉钧外科

“心得派”经验，开津沽外
科一派。张锡君弘扬盛巷

“曹氏儿科”，南下重庆，引
领巴蜀儿科流派。

历代龙砂医家，办学结
社，编辑刊物，投入中医救
亡复兴。承淡安创办中国
历史上最早的针灸刊物《针
灸杂志》；丁福保创立上海
医学书局，编辑出版《丁氏
医学丛书》，编译西学文献，

促进中西汇通；沈奉江组织
无锡中医友谊会，创办《医
钟》杂志；时逸人主编《复兴
中医》；朱殿、邹云翔主编
《光华医药杂志》等，这些刊
物对于传播中医学术起到
积极作用。

龙砂医派三大主要学术
特色鲜明：重视研究和善于
运用《黄帝内经》的运气学
说；重视《伤寒论》经方，特别
是注重“方-药-人”体质辨
识经方和六经理论指导经方
的研究与应用；基于肾命理
论运用膏方养生治未病。

为进一步推动龙砂医派
学术传承，无锡市政府于
2013年正式批准成立无锡
市龙砂医学流派研究所，
2019年又升格为无锡市龙
砂医学流派研究院，与无锡
市中医医院实行一个机构
两块牌子管理。

近年来，在顾植山、黄
煌两位现代代表性传承人
的带领下，龙砂医学蓬勃发
展，目前有龙砂医学传承弟
子千余人，分布在全国 32
个省级行政区域，以及美
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
加拿大、马来西亚、新加坡、
瑞士等国。北京、山东、辽
宁、湖南、广东、青海等地共
建有34个龙砂医学流派传
承推广工作站。近10年来
在全国各地举办龙砂医学
特色技艺相关国家级继续
教育培训班 40 余场次，受
训人员达10万余人次。正
如承淡安先生所言之“我龙
砂之光”，泽被八荒。

国医大师朱良春曾盛赞
龙砂医派：“中华医药，博大
精深，流派纷呈，各具优势，
锡澄毗邻，钟灵毓秀，龙砂
医派，杏苑崛起，经方膏方，
五运六气，岐黄万代，懿欤
盛哉。”我们要研究并记住
这段历史，赓续历代龙砂医
家胸怀天下的社会责任感，
治病救人坚持初心的仁爱
精神，敢于创新的科学精
神，传承精华、守正创新，使
前人的遗产成为今天开创
中医新辉煌的动力。

（陆曙 陶国水）

国医大师夏桂成题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