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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中梓（

1588

—

1655

），字士材，名念莪，又号尽

凡居士，明末清初松江华亭人，出生于官员世家，早

年攻举业未果， 后因父母及二子陨于庸医之手，遂

改研习岐黄，终成一代名家。 因地域毗邻，李中梓主

要医师活动在沪苏一带，医名远播，从医者众，生徒

满宇内

[1]3

。

关于李氏门人的记载散见于李氏著述、门人著

述、医人志及地方志等文献中，近现代医家对李中

梓的学术、学派、著述及门人做了较多研究，对后学

研究士材学派不无裨益，然而在部分文献中存有笔

误、以讹传讹之误等情形，且对李氏门人考证涉猎

不全。 笔者遥承士材先师，自觉需据实考证，以期厘

清士材学派传承脉络。

1

李中梓著述中有关门人的记载

据《伤寒括要·门人校阅姓氏》

[2]

中所载姓名明

确者就有二十八人之多；《医宗必读》每卷之首均提

及父参父订的门人十六人，其中有朱天定、包时化、

李廷杰、徐化鳌医家，在两书中均有记载；李氏门人

尤乘将《诊家正眼》、《本草通玄》、《病机沙篆》，合刻

并命名为《士材三书》，其中《诊家正眼》一书分别有

门人董廙、秦卿胤作序。 李中梓与著述中提及的门

人的师徒关系文献支撑较强，涉及的门人有包括沈

頲（郎仲）、朱天定（道力）、杨时明（亮生）、富日章

（伯含）、董宏度（君节）、傅持容（元厚）、许友绪（名

子）、陆智严（毅生）、李廷杰（弘雅）、包时化（象蕃）、

徐化鳌（神诸）、徐廷圭（君执）、陆蓨（臣如）、朱景旸

（玄宾）、邵德延（公远）、江青（子巺）、徐复（雪凡）、

薛晖（昙孚）、徐以荣（山友）、戴期腾（景升）、吴国奇

（君正）、程懋绩（介眉）、叶挺秀（天生）、王克劭（叔

云）、李允恒（寿臣）、董廙（晋臣）、王兆麟（圣生）、李

果瑛（朗润）、李廷芳（衡伯）、孙三锡（黄绪）、张介福

（受慈）、黄寅锡（清伯）、李玄度（公超）、董尔正（季

方）、庄升（初旸）、陆光起（永白）、顾行（云路）、张大

启（鲁开）、蒋起凤（孟蕴）、范恒如（九如）、秦卿胤

（古怀），总计有四十人，应无谬误。

李中梓在《删补颐生微论》中还谈及了早期的

门人沈郎仲， 在其自序中描述了与沈郎仲的密切

关系，“吴门沈子郎仲翩然来归， 一握手而莫逆于

心，端凝厚藏，慷慨浩直，而不漫齿颊，峨然载道之

伟器。 与语移旦暮，鲜弗神领”

[3]

，同时也证明了沈

郎仲与李氏的师徒关系。 此外，有关李氏门人薛晖

的记载还见于《李中梓医案》中，李延昰在《脉诀汇

辨》

[1]205

中附有李中梓医案，其中一案提及“门人薛

昙孚之内”，即李氏为门人薛晖妻子诊病的记录，侧

面佐证了薛晖师从李中梓。

2

李中梓门人著述中的记载

沈郎仲著有《病机汇论》

[4]

，由其弟子马元仪参

订，马元仪在序中提及“余幼业儒，改而业医，缘数

奇也，而务在明理，因师事郎仲沈先生。 先生派出云

间李士材之门，余因沈先生，兼得事李先生”。 从侧

面论证了沈郎仲确实师出于李中梓无疑，同时也交

代了马元仪也曾师从过李氏。

李延昰，字期叔，一字辰山，为李中梓堂兄李中

立的儿子，后过季给李中梓做儿子，著有 《脉诀汇

辨》、《药品化义》、《痘疹全书》、《医学口诀》 等医

书，同时还涉猎诗文，著有《南吴旧话录》、《论鹇亭

集》

[5]

。 《脉诀汇辨》

[1]

凡例中指出了李延昰以《诊家正

眼》为底本，合李中梓“晚年未书之密故卷帙倍之”，

明末著名中医学家李中梓门人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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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多次提及“家先生”，足以证明其父子、师徒关

系。 此外《脉诀汇辨》凡例中李延昰还提及“晤诸同

门，程子公来、顾子则思、戴子文庶，一见投契，余有

不逮，尽力指示，皆谓余必能超乘而上……则余之

能传其家学人，三子相成之功居多不敢忘也”，可见

该书在补撰过程中得到了李氏另外的三个同门的

帮助，即程公来、顾则思、戴文庶，可见三人亦从李

氏学，应为李氏门人。

蒋示吉，字仲芳，清吴县人。 撰有《医宗说约》六

卷、《望色启微》三卷、《医意商》一卷、《医宗小补》九

卷、《针灸会元》一卷、《通医外治》一卷，此外还著有

《诗文》十卷

[6]382

。 在《医宗说约》

[7]

中蒋示吉三次提到

“先师李士材”、“士材先师”，足以证明其师徒关系。

郭佩兰，子章宜，清吴县人 ，著有《本草汇 》一

书，郭佩兰早年瘦不胜衣，留心方脉，从师沈郎仲，

并与陈白笔共研医理，后得李中梓指点迷津，医道

大进。 李中梓为其《本草汇》

[8]

著序，序中详述其结

交、指点郭佩兰的过程，“予嘉其志之勤，偶一为是

正，而章宜虚里好道……维先生教诲之幸甚。 予察

其诚，举悉所秘而授焉”，由此得知郭佩兰系李中梓

门人。 郭佩兰还著有《四诊指南》、《痨瘵玉书》及《类

经纂注》，今佚

[9]161

。

3

医人志中有关李中梓门人的记载

程履新，字德基，明末清初休宁人，著有《程氏

易简方论》、《山居本草》，《新安名医考》

[10]

记载其“从

名医李士材学”，并在吴中一带行医，颇有声名。

程衍道，字敬通，又名正通，著有《医法心传》、

《心法歌诀》、《眼科良方》及《程敬通医案》。 程氏刻

苦好学，在黄山文殊院苦读十年后，至江苏松江向

李中梓求学，李氏对程氏赞赏有加，谦曰“乃余友，

余不能为之师”

[11]

，并为其《心法歌诀》写序

[12]

。

陆玑，字在衡，清常熟人，《吴中名医录》

[9]259

谓

其“受学于云间名医李士材，能起危疾”。 参考于《常

昭合志》。

刘梦金，字敷来，明上海人，初习儒，后攻举业，

《江苏历代医人志》

[6]91

载其从云间李士材学，以“天

医星”闻名城厢内外，参考于上海中医学院《中国历

代医史》。 此外，根据《南汇县志》

[13]

记载刘梦金还师

从上海名医施不矜。

徐南复，字休仲，号雪凡，清昆山人，《江苏历

代医人志》

[6]356

谓之幼习医，师事云间李士材，尽得

其术，其嗣子淳业医。 参考民国《昆新两县续补合

志》

[14]

，徐南复功善诗文，文学集较多，有《匏系集》、

《春遊杂草》及《耐寒吟稿》等数十卷，因其高寿近

百，晚年自号“望百老人”。

徐彬，字忠可，清嘉兴人，从云间李中梓、江西

喻昌学习，著有《金匮要略论注》、《伤寒一百十三方

发明》及《伤寒图论》

[15]

。

4

地方志有关李中梓门人的记载

刘道深，字公原，生卒年不详，上海华亭人，系

李中梓表弟，从李中梓习医，医道亦深，为“上海四

大医家”之一，著有《医案心印》、《伤寒探微》、《脉症

合参》，均佚

[16]

。然《江苏历代医人志》记为“刘道琛”，

笔者考《嘉庆松江府志》

[17]

原文，应是“道深”，而非

“道琛”，应予更正；另据原文记载同期称为上海四

大医家的分别为李中梓、沈元裕、徐子瞻，合称“李

刘徐沈”，而《中国医学史》、《中医人物词典》中称四

大家中“李”为李用粹，是为错误，当注意更正。

吴伯时，清同里人，据《南翔镇志》

[18]

卷七记载，

其师从云间李中梓，其术盖有所自。 其徒有滕见垣，

著有《医学三要》，医者奉为枕中之秘。 《江苏历代医

人志》

[6]419

谓滕见垣 “从同乡黄伯时及云间李中梓

学”，应为谬误，其因有二：首先应为吴伯时，而非黄

伯时，查证无名为“黄伯时”的医家；其次，据《南翔

镇志》原文记载并未有滕见垣师从李氏之意，笔者

认为可能存在是传抄引用之误，故不将滕见垣纳入

李氏门人之中，但可归入士材学派。

顾开熙，字蒙生，清娄县人，中年患疾，阅医书

有得，遂从李中梓游，尽得其传

[6]327

。 但在李中梓的

《伤寒括要》中却将其放在同郡校阅姓氏，未放入门

人校阅姓氏中， 可见顾开熙曾得到李中梓指点，但

未拜师入门，当应遵从李氏本意，不以纳入门人计。

5

讨论

综上所述， 明代医家李中梓为中医教育大家，

门人众多，正如李延昰所说 “从医者众，生徒满宇

内”，但因年代久远，相关史料相互转载，导致部分

信息错漏，笔者尽力搜罗，以期还李中梓门人的全

貌，以帮助士材学派研究人员对李中梓的学术影响

力进行更为客观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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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中医药的交流逐渐由民间的合作提升

至各国政府层面的战略合作，习近平主席就多次为

中医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作出了重要指示并且

指明了方向； 中医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枚瑰

宝，是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内容和载体。 而

中医药走向国际已经很多年，但是中医药国际化现

状却不是那么乐观。 在国际医药行业，西医药依然

占据主导地位。 中医药发展的规模虽在变大，但是

发展的深度却不够。 不少人盲目否定中医药的科学

性，质疑中医药诊疗体系的规范性与标准化，这使

中医难以被更多的人信赖。 要更好的让中医药走向

世界，就必须看清现在面临的问题并寻找对策。 为

此笔者采用文献研究法，通过阅读有关中医药国际

化发展方面研究的文献，了解中医药国际化的基本

现状，分析其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以冀对促进中医药国际化的发展有所裨益。

1

中医药国际化发展的现状

中药是我国传统的出口商品，有着鲜明的中国

文化特色。 中医药在国际的发扬其实很早就形成

了。 以日本为例，早在公元

414

年，朝鲜医家德来远

渡日本传授中国医学； 公元

562

年吴人智聪携药

臼、明堂图、四海类聚方等远渡日本，正式由中国医

家传授中医

[1]

。 而到了江户时期，逐渐形成了带有日

本特色的“汉方医学”。 此外，朝鲜的传统医学———

“东医学”同样起源于中医。 目前，针灸疗法的流行

也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一股“中医热”。 据不完全统

计，欧洲目前有中医师、针灸师十二万之多，每年应

诊患者已超过五百万人次；英国每年约有二百五十

万人采用中草药、按摩、针灸等疗法，支付医药费用

超过九千万英镑。 荷兰有中医诊所一千五百家，接

受针灸治疗的人数约占荷兰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五。

德国近十年每年派数百名医生和医学院的学生到

中医药国际化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吕中杨

（湖北中医药大学，湖北武汉

430065

）

摘 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医药加入到全球化的竞争格局中。 近些年，中医药在国际贸易的广度和深度

都有迅猛的发展，但也存在中医药内涵难以被人理解、文化差异导致发展水土不服、区域间贸易壁垒阻碍发展、自身

缺乏严苛标准、产品出口结构不合理等问题。 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认为面对现有的问题应采取以下策略：用现

代科学阐述中医药内涵、规范中医药学术名词翻译、加强政府发挥引导和支持作用、提升中医药自身服务品质、积极

申请立法保护等来加以改善，希望能对中医药国际化事业的发展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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