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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溶溶月，淡淡风，犹如那花香，风飘万里却总有散去的一刻。
可总有一些名字却始终名垂医史，万古流芳。
孟河医派传人丁公甘仁先生，乃孟河四大家之一，丁家的代表人物。
他勤学深研不问寒暑，早年从业于马仲清、丁松溪和一代宗匠马培之先生，对马氏内外两科之长(包括
喉科)能兼收并蓄；后又转至姑苏开业，兼蓄吴门医派温病之长，最早提出伤寒、温病学说一体论，开
中医学术界伤寒、温病一体之先河；中年在上海开办中医专门学校，勇立于近代中医药学校教育之潮
头，造就了大批中医药人才。
想必丁公的名字也应归入不能被后世遗忘之列的。
然令人遗憾的是，遍览各大书店，书架上始终未见有丁公的传记，心里不免有几许怅然。
前些日，常州市中医药学会副秘书长杨忠先生找到我，邀我为他即将出版的新作《丁甘仁传》作序，
我心头一振，便欣然应允。
拿到书稿，花了几个晚上拜读，觉得兴味满纸。
当我读完全书时，心中除了欣喜，更多的是感动。
一来，感动于本书的主人公丁甘仁先生，一生坎坷跌宕，从他生命轨迹中折射出一代中医大家的人格
魅力和对事业的执著追求。
这份感动足以令吾辈等后世中医人奋马扬鞭，不敢停歇。
二来，感动于本书的作者杨忠先生，一位从事临床30年的西医工作者能对中医事业产生如此浩然的兴
趣，且一发不可收拾，他在茫茫史海中泛舟，寻觅被岁月滤过的碎片，串联成文字，其间的艰辛与心
血非常人能想象。
这份感动始终鼓舞并鞭策着我们这些从事孟河医派研究工程的中医人。
就在我捉笔涂鸦以上这段文字的时候，从北京传来消息，我院申报的课题《孟河医学流派传承规律与
传承模式的研究》，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列为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相信随着课题研究的深入，杨忠先生之前辛劳付出的价值以及本书的史料参考价值会越发得以体现。
同时也相信和我一样有幸拜读此书的广大读者，能够从书中找到岐黄薪火得以绵延数千年的原因所在
，能够在追求理想的路上执著前行。
有书在手，有路在前，此行不枉，此生不虚。
——也算是序。
张琪2007年8月18日于常州孟河医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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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传共分20章，介绍了丁甘仁先生的生命轨迹。
他一生坎坷跌宕，荣辱不惊。
从孟河学医到苏州悬壶，再到上海开业，一步步从逆境申走来，最终成为一名名声显赫的医生。
中年以后，他面对“欧风美雨”以及北洋政府歧视中医的不艮困境，顶住压力，倾其所有，与上海中
医界有识之士一道，创办了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培养了大批中医药人才，也为新中国中医教育事业奠
定了基础，无疑是我国中医教育的先驱。
    本《传》向读者展示丁甘仁先生的人物特征，还着重介绍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清未民初）中医生
存面临的危机，亦揭示了社会各界为保存中医国粹的抗争历程。
    作者独辟蹊径，文笔独到，手法新颖，怀着敬畏之情解读丁氏的内心世界。
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又兼顾创作的艺术规律，再现并激活了一代宗师丁甘仁的歧黄人生。
    本文是迄今面世的首部以文学体裁讴歌孟河医派人物传记之作，对当今中医药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读来兴味盎然，令人卷不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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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忠，1957年10月1日出生，祖籍江苏无锡。
医师，从事西医，临床数十年，供职于江苏常州市中医医院（市中医药学会副秘书长）。
曾在省、市杂志、报刊发表散文、诗歌若干，并多次得过征文大赛奖。
没有大喜大悲的人生经历，也没有可圈可点的光辉业绩。
平凡但不平庸，就像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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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孟河开篇第二章  蒙学乡里第三章  近朱者赤第四章  初学岐黄第五章  苏州行医第六章  贵人相
助第七章  不解风月第八章  上海福地第九章  名震申城第十章  抵制美货第十一章  中医胜擂第十二章  
杭州避难第十三章  振臂一呼第十四章  呈文当局第十五章  办学之初第十六章  励精图治第十七章  锲而
不舍第十八章  鞠躬尽瘁第十九章  著作等身第二十章  后继有人篇余丁甘仁大事年表参考文献跋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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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884年(光绪十年)，18岁的丁甘仁赴苏州行医。
在家里的这段时间，除了享受家的温馨和体验新婚快乐，剩下的时间就只有看看医书，有时也带着小
侄到镇上逛逛、会会熟人。
孟河镇“天宝堂”药店坐堂医生余听鸿是他儿时的朋友，也是他打发时间去得最多的地方。
在已是37岁的余听鸿眼里，此时的丁甘仁不再是那个对岐黄之术有着好奇的孩子，而是一个有着5年徒
艺，满师的同行医生了。
尽管他们年龄悬殊，却有着共同语言与志向，见了面也是无话不谈，当然谈得最多的还是为医之道与
今后的打算。
听鸿知道甘仁闲赋在家，去意未定，他一再鼓励甘仁出去闯闯。
听鸿告诉他，不久要回常熟老家去了。
事实上，孟河学医出师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外出行医，如前辈马培之、巢崇山等等，惟有如此，
才有建树和发展。
夜来或独自一个人时，他时常思考这个问题，那就是和许多孟河名医一样外出行医，但他又有所顾及
，古人云：“父母在不远游。
”还有“孝子不登高、不涉水”等等，儒家孝悌思想植根于他的脑海，况且新婚燕尔，这些也左右他
的思维。
想不到父亲早已揣摩出他的心思，原以为父亲不会同意，会让他在孟河镇行医或开个药铺。
一天，父亲对他说：“你已长大成人，有了妻室，理当有自己的事业和前程，出去闯闯总比待在家乡
好，我和你母亲也有这个想法。
如今世道不太平，你孤身一人要好自为之，家里你就放心吧。
”父亲善解人意，一席话说到了他心坎上，他激动地说：“孩儿不孝，理当申之孝悌，侍奉双亲，以
尽子道，可我⋯未等话说完，已哽咽语塞，心里着实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母亲在一旁默不作声看着儿子，心里依依不舍却又无奈，用手绢不停地抹泪。
“好了，好了，应该高兴才是，孩子是出去闯荡事业奔前程的，又不是生离死别，用不着哭哭啼啼。
”父亲对母亲说。
临别的那天晚上，丁甘仁与夫人仲氏谈了很久。
谈丁家的过去，现状，而更多的是谈他的理想与抱负。
仲氏作为丁家儿媳，贤惠、孝顺，在丁家和邻里的眼里是有目共睹的。
虽然她极不情愿看着丈夫离她而去，但为了事业，他们都别无选择。
丁甘仁安慰她说：“我也不想此时离开你，但没有办法，你也不会希望你丈夫碌碌无为地过一生吧？
”仲氏点点头，接过他的话说：“你放心去吧，我会照顾好自己，再说还有爹娘、哥嫂呢。
”她竭力掩饰自己依依不舍的情感，用她仅有的能力和方式支持他。
她为他准备行李，塞给他自己从娘家带来压箱底的几两银子，丁甘仁执意不收，她语重心长地说：“
男人要像男人的样子，太寒碜别人会瞧不起，出门在外，要多保重，如果外面做事太难，你就再回来
。
”五更，鸡叫头遍，天一亮他就要启程。
丁甘仁这个不屈的汉子，终于在夫人面前忍不住地哭了，他拥着夫人潸然泪下。
此时他的内心十分复杂，有对家的留恋、有对夫人的亏欠、还有对此去前程的未卜⋯⋯他脑海里一片
空白。
他们相拥着看着窗外，看着黎明前最后的黑暗，再过一会儿，将要别妻抛家，远走他乡，等待他的不
知是福是祸？
这年秋末，稻谷黄了，人们开始收获一年的辛劳。
丁甘仁告别了缱绻温馨的家，决然地跨出了改变他人生命运的第一步，抛弃了所有的忧伤和疑虑，孤
身一人步履匆匆地走向远方，开始了他漂泊的旅程。
纵然在他的背后有家人无奈的目光，这种目光充满亲人的企盼、眷恋和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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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走了，没有回头，甚至也没有再瞥一眼故乡的天空。
丁甘仁行医生涯的第一站是苏州，苏州也是他恩师马培之后半生走出孟河行医之地。
一来是恩师之邀。
二来亦可得到他提携和指点，出门在外，也好有个照应。
此时的马培之，已是医名远扬，有“江南圣手”之称。
1880年(光绪六年)慈禧太后因病久治不愈，太医无策。
内务府领旨在全国举荐良医，时任江苏巡抚吴元炳举荐孟河名医马培之(名文植)应诏。
是年，马培之已年过六旬，由于他医术高明，进宫后被慈禧太后命为“主稿”，居群医之上。
果然，出手不凡，手到病除。
慈禧大悦道：“马文植能述病源，脉理精细。
”并赐“务存精要”团龙匾额一块，以表彰马培之的医术。
慈安太后也有嘉语“外来医生，以马文植为最”。
能受到当时最高统治者如此褒扬，实为罕见，可见孟河名医名不虚传。
为此，朝野轰动，名传九州。
苏州已有2500多年历史，又称姑苏，是吴文化的发祥地。
山明水秀，物产富饶，风物清嘉，人文荟萃，素称“鱼米之乡”，也是苏南商贸文化中心，手工业和
作坊十分发达，达官显贵，文人富豪，云集于此。
苏州水网密布，地处卑湿的生态环境，构成了吴中多温病的自然条件。
明清以来苏州发达的社会经济环境，为各路名医提供了舞台，众多医家之间的竞争与交流，又营造了
一个百家争鸣，各展所长的学术氛围。
在不断实践与创新中，吴医终于突破传统医论的重围，创立了影响后世的“温病学说”，从而奠定了
吴门医派在中国医学史上的独有地位。
明清时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吴中医学”，造就了名医辈出，以叶天士、薛雪为代表的吴门温病学术
，不仅代表着江苏吴中地区一大医学流派，亦成为全国医学中心，于是，有“吴中医学甲天下”之称
。
如果说丁甘仁中后期行医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他的理想与抱负，那么此时行医的目的纯粹是为了生存。
丁甘仁成年以前一直在孟河乡里，苏州是他第一次到过的城市，作为一个从乡下走出来的人，面对繁
华纷杂的世界与熙熙攘攘的人群，心里一片茫然，无所适从的他，伫立在阡陌的路口，感到从未有过
的彷徨、焦躁和无助。
他拿着马培之先生给他的地址，一路走、一路打听，当问到一个本地大妈时，她热情地用苏州方言告
诉他：“晓得，晓得，依(指马培之)是苏州名医，勒马医科巷，佛远。
”他顺着她指的方向走进一条十分简陋的叫马医科巷的巷子里。
巷子很深，也很静，经过百年的风雨洗刷，路面的石块光滑湿润。
朝里走了一会儿就看见门口一个招牌，上面写着“马医诊所”。
诊所外小里大，外观并不起眼，里面坐满前来求医的病人，几个侍诊或学徒的年轻人见他，急忙招呼
并问：“你是看病还是抓药？
”未等他回答，马培之一抬头看见了他，欣喜地站起来说：“甘仁，甘仁，我估摸你这两天该到了，
快坐下。
”又一一向他介绍那几位后生。
此时的马培之已经是64岁年纪，面色红润，发髯如墨，目光炯然，精神矍铄，在马医科巷行医数十年
了。
马医科巷有悠久的历史，承载着厚重的文化，它是苏州人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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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大约2004年冬，我被安排到了一个新工作岗位，即专职从事市中医药学会工作。
之前，我一直从事西医，有着30年的医龄。
中医或者说中医行政工作，对我来说是陌生的，既没有激情，也没有挑战，即便如此，我还是要感谢
这个岗位，让我有机会近距离接触中医的人和事。
这种机缘与巧合，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改变了我，也得以展示人生的另一种价值。
从那一刻起，我与中医结下了“缘”，可以静下心来，有足够的时间去看书。
古人日：“近朱者赤。
”这期间，我对中医面貌有了大致的了解，览读了《黄帝内经》、《伤寒论》、《难经》等等中医经
典，结识了一些古今中医人物，如张仲景、孙思邈、叶天士及裘沛然、朱良春、席德治等等。
第一次知道孟河四大家，亦对一些学派、学术有了肤浅的认识。
渐渐地，由量变到质变，我忽然发现了一些过去从来不知道的东西，那就是中医魅力和承载的人文内
涵。
阅读之余，掩卷沉思，久而久之，心开始悸动不安起来，尤其是在这个“东风无力百花残”的“寒冷
”季节，中医的“春天”在哪里？
职业的敏感，责任的驱使，感觉到有种强烈的难以抑制的欲望——创作。
说实话，写这部传记，目的性太强，又似乎带有一些情绪和针对性，那就是，迄今，书架上还没有一
部关于中医人物传记的出现(至少我没有看到)，与其他洋洋大观之比较，中医方面几乎是空白，难道
他们“不值得写”？
或者“没什么可写”？
心中不免有几许愤然。
众所周知，神农，以尝百草救生灵；岐黄初萌，中医崛起，无疑是中华传统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
，有着丰富的人文内涵，而我们惟缺的是一种敬畏之情和一颗虔诚之心，难道不是吗？
！
作为中医文化积淀深厚，孟河医派发轫地的常州；作为孟河四家——丁甘仁的同乡故里，除了骄傲、
自豪、感动，还有内疚、遗憾、思考。
前辈传承的中医精髓，给我们留下丰厚的遗产，我们在敬畏之余，除了学术上，似乎还欠缺些什么，
那就是没有一人能为他们树碑立传(指文艺类)，这是中医人的遗憾，更是常州人的遗憾，加之“废止
中医”的悖论日趋嚣狂等原因，更激起我创作热情，这就是我创作《丁甘仁传》的初衷。
在我看来，“传”是很难写的文体，而创作又是如此艰难，难在没有他(丁甘仁)的历史资料(或者说很
少)，同时，自己与传主之间隔了一个时代，对他的生活既缺乏具体的认识，又缺乏感性的体验，加之
本人从未学过中医，势必给传记的真实性带来影响。
即便是上海中医药大学出了本《名医摇篮》里有他的一些情况，也最多是一些抽象的年谱和他后期办
学的经过，不足以串连他一生的内容。
所以在很长时间里，迟迟没有动笔，总感觉到准备不充分，酝酿不成熟。
于是，我只能利用有限的资源和在一定范围内去寻觅、收集。
在那些日子里，图书馆抑或书市，节假日成了我必然的去处。
一个面包、一瓶矿泉水伴我在书山文海里游弋，用最原始的方法，去抠挖哪怕一丁点蛛丝马迹或只言
片语；另一方面，以快餐式饕餮中医典籍，汲取、恶补必需之元素。
多次往返于杭州、上海、苏州、孟河，冒寒暑，忍风雨，来去匆匆，沿着传主的生命轨迹去探寻。
多少次与老乡交流谈心，如浪人一般一遍遍乞讨岁月的残羹，索取仅存的历史信息；长久徘徊于时过
境迁、人非、物非的街头；领略前辈沐浴过的风雨；感受曾经的沧桑和烟云。
就这样如痴如醉，来来回回走了一遍又一遍，直到夕阳西下暮色压顶。
2006年，一个隆冬的午后，在飘飞于江南的那一场雪之中。
我只身前往孟河嘉山，去丁公的坟冢拜谒。
纵然山路崎岖，阡陌难寻，这苦恋般的心结，仿佛与我前世有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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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束菊花、一腔热忱、一个深深的鞠躬，带去一个时代的敬仰与问候，面对一丘黄土、一地枯草、一
方冰冷的石碑，不顾山坳寥旷、冷瑟，久久伫立于凛冽的风中，默默凝视，用心灵去倾诉、去交流、
去感悟。
看着孑然静默、阴阳两隔的丁公，抖一抖身上的积雪，仰望空蒙的苍穹，潸然泪下，一声叹息：“归
来兮！
”道出创作的艰辛与困惑，又觉不忍去搅动那份永恒的宁静与安详。
其实，只要到这里就足够了，一切疑问都会得到释然，也会读懂所有的历史与细节，更会得到丁公的
庇佑，这或许就是禅悟吧？
孟河医派传人、开拓者——丁甘仁，在近代中医史上占据很重要的位置，得益于以教学为载体，最有
效、最直接地传承了中医国粹，无疑是孟河医派最有影响力的人物。
他一生大部分处于清末，他身上的时代特征是鲜明的，虽然没有大起大落的波澜人生，也没有引人入
胜的传奇经历，但他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人格魅力，和对事业的执著精神，给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
其实，作为本书作者而言，虽写的是丁甘仁，却同样是怀着对无数中医前辈的敬仰之情，更是对博大
精深中医文化的崇拜，使我自然而然地以一种后来者的虔诚之心，去尽可能还原他的历史形象，让后
人解读一个世纪前的医人生涯。
写这部作品，看似一种偶然，其实也是一种必然。
多年来，我一直试图挖掘自己的文学潜质并结合自身的职业，写一部中医人物传记的作品，偶然的机
遇，恰当的时间，都契合于必然之中，亦了却我久蓄于心的夙愿。
看过《丁甘仁传》初稿的人，褒贬有之，见仁见智。
他们大多是业内人士或最有发言权的人。
乃如，上海中医药大学谢建群(党委书记)，张如青、潘朝曦等教授；丁甘仁四世孙丁一谔先生；丁氏
姻亲席德治前辈；南通市道恒长寿研究所丁恒山所长；常州孟河医学研究学者(市中医药学会常务副会
长)李夏亭先生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夏亭先生为本传提供了珍贵的历史照片；丁氏姻亲席德治老前辈，耄耋之年的他还为
本传欣然题跋，这些均令我甚为感动。
那些我认识或不认识的人，给了我许多建议和第一手资料，尤其是那些在稿子上的批注和提出的宝贵
意见，给予我很大启发，使我在困顿中有了醍醐灌顶、峰回路转的感觉。
当然，对那些谁也说不清的人和事，没有必要刻意去考证或质疑，从文学创作角度来说，只要符合人
物基本特征和历史规律，没有原则性出入亦不违背逻辑的话，是可以被“激活”的，难怪乎席德治老
先生看后，在书跋中说“⋯⋯本文以章回小说形式，既是传略，又是传奇，手法独特新颖。
”我想，与其在争论中被岁月湮灭，不如在创作中复活。
所以本传手法技巧上，更多倾注于创作性，或称之为“传记小说”也未尝不可！
当然，本传的主轴，在“大事”上，以正史为基础，野史作补充，在“小事”上，则遵循历史逻辑，
发挥艺术想象。
由于手头资料有限，仍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未被挖掘。
感叹今去古已远，遗珠之恨，恐怕难见天日，也成为永远的遗憾。
创作中，深感困难重重，心身疲惫，曾有放弃的念头，但最终还是咬牙挺过来了。
在反复推敲，数易其稿之后，才有了现在的样子。
丑媳妇早晚要见公婆，自感丑得不得了，羞于见人，不知“公婆”(读者)能否认可，我一直忐忑不安
。
由于本人能力有限，所以，舛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丁氏后人或了解那段历史的人，斧正赐教，并希
望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经过两年多的创作，这部20余万字的《丁甘仁传》，终于在2007年夏完成了。
原本想写得更长些，包涵内容更广些、更丰富些，实在是江郎才尽，文思枯竭，加上素材匮乏，只好
就此作罢！
当键盘敲下最后一个字时，我首先想到的是交于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付梓。
在我看来，惟有他们是这部书最理想的归属，倘若丁公在天有灵，亦是如此，似乎有种“完璧归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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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她莫属的感觉。
天遂人愿的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在第一时间爽朗应允，欣然接受。
至此，我有种如释重负之感，多年的心血倾注其中，总算没有白费。
当然，“传”还不成熟，总觉笔力不够，许多地方值得商榷推敲。
即便如此，至少目前《丁甘仁传》的问世，使中医人物在书架上有了立锥之地，欣慰看到孟河医派人
物，亦能走出学术跻身于文学传记行列，也算填补了为“中医人”树碑立传的空白，为此而感到自豪
。
就我而言，也算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或者说笨鸟先飞，从此希望能看到更多更好的中医人物文学作品
问世。
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常州市卫生局朱雄华局长、蔡忠新副局长和中医药学会领导，以及不少朋友、
同仁的鼓励和帮助。
尤其是，我单位——常州市中医院院长张琪女士，在百忙中为本传作序，使该书增色不少，除此之外
，还为本书出版提供了帮助。
如果没有众人支持和帮助，本传的完成、出版是很难预料的。
不得不带一笔的是，还要感谢我的妻子，当我伏案夜深，为我续茶煲羹，嘘寒问暖，关怀备至。
凡此种种，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最诚挚的敬意！
杨忠 2007年10月于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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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丁甘仁传》介绍了丁甘仁先生的生命轨迹。
他一生坎坷跌宕，荣辱不惊。
从孟河学医到苏州悬壶，再到上海开业，一步步从逆境申走来，最终成为一名名声显赫的医生。
《丁甘仁传》是迄今面世的首部以文学体裁讴歌孟河医派人物传记之作，对当今中医药发展具有现实
意义。
孟河医派传人、开拓者——丁甘仁，在近代中医史上占据很重要的位置，得益于以教学为载体，最有
效、最直接地传承了中医国粹，无疑是孟河医派最有影响力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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