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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夏医学的漫长历史中，陈无咎是一位
不可忽略的传奇人物。他以卓越的医术、深邃
的医理、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对中医传承的赤诚
之心，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他的一生，横跨
医学、教育、文化等诸多领域，波澜壮阔，精彩
纷呈，宛如一部厚重而激昂的史诗，承载着时
代的沧桑巨变，也书写着个人的壮志豪情。

义乌山水孕才俊

陈无咎，原名瑞梯，字揽登，庠名绿绣，字兰
澄，号汪如，辛亥革命后更名白，字无咎，号风
雏。1884年7月8日诞生于义乌黄山村。这里山
水灵秀，黄山溪潺潺流淌，孕育了无数英才豪
杰，陈无咎便是其中之一。

陈家祖上因忠义之举获得表彰，家族日益
昌盛。然而当时的义乌被病疫所笼罩，百姓饱受
病痛折磨。陈家遂立下家规：凡走科举之路的子
孙后代，务必研习医学，以救苍生。陈无咎祖父
陈大章，身为县学学生，精通岐黄之术，在当地
治病救人，声名远播。父亲陈汝森是秀才，曾组
织民众抗击“洪杨之乱”。陈汝森虽为家庭营造
了浓厚的书香氛围，却因种种缘故，无奈中断功
名追逐之路。

陈无咎自幼聪慧，3岁识字读句，7岁踏入
私塾，沉浸于诸子百家的浩瀚经典，为日后奠定
了深厚的文化底蕴。然而，命运对他并不眷顾，
幼年丧父，身体孱弱且疾病缠身，母亲心疼不
已，决定让他继承祖业研习医学，期望他能自救
救人。从此，陈无咎踏上了艰辛而不凡的医途。

问道医典采众长

1903 年，20 岁的陈无咎遵从母亲的安排，
正式学医。他一头扎进张仲景的《伤寒论》《金匮
要略》以及刘完素的《三书》《六书》等医著中，逐
字逐句研读，汲取前人的智慧结晶。

1909年，陈无咎考入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研
读法科，课余时间还投身于博物、解剖、生理、心
理、理化等学科。现代学科知识与传统中医理论
相互交融，为他日后中西汇通的医学理念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毕业后，陈无咎师从东阳周外翰、义乌龚
茂才、永嘉徐侍御等多位名医大家。在恩师们
的悉心指导下，他的医术日益精湛。陈无咎不
拘泥于古方，秉持“按脉探理，因时辨方”的原
则，在诊断时仔细观察患者的脉象、气色，深
入探究病因病机，再结合天时气候、地域环境
等因素，精准开方用药，开启属于自己的医学
创新之路。

医者仁心担大义

陈无咎生活在一个风云激荡、山河破碎的
时代，他怀揣着民主共和理想，毅然追随孙中山
先生投身辛亥革命，为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民主
共和国挥洒热血。

1913 年，“二次革命”爆发，陈无咎毫不犹
豫地参与其中，但不幸的是，革命最终失败，他
被迫隐居上海，暂避风头。在上海隐居期间，次
子因病夭折，丧子之痛如同一把利刃，深深刺痛
了他的心，但也让他更加坚定了用医术济世救
人的决心。

1915年，陈无咎前往杭州行医，声名渐起。
同年冬天，应友人之邀奔赴上海，面对各种疑
难杂症，他都能精准诊断，药到病除，医名迅速
传遍东南沿海地区，成为当地百姓心中的杏林
圣手。

后袁世凯复辟称帝，陈无咎义愤填膺，毅然
弃医从戎，投身轰轰烈烈的护法运动。他辗转各
地，为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护法运动出谋划策。在
此期间，他多次为孙中山先生号脉诊病，使其身
体状况逐渐好转，深得中山先生的器重与信任。

1919年，陈无咎奉中山先生之命奔赴广东。在
护法运动前线，他以深厚中医理论造诣，引证《黄帝
内经》《灵枢・五味论》，驳斥日本医生高野太吉的
荒谬言论。孙中山先生对他的见解大为赞赏，亲笔
题“磨夷研室”匾额相赠。

创论立说育桃李

护法运动结束后，陈无咎亲眼看见军阀混战、
民不聊生的惨状，心中满是悲愤与无奈。面对如此
乱世，他毅然决然辞去官职，于1921年回到上海，
从此专注于医学研究与教育事业，在沪杭两地穿
梭，一边行医救人，一边潜心著书立说，培养中医
人才，开启中医传承耕耘之旅。

陈无咎对传统中医经典《黄帝内经》研究精
深，深知其存在后人篡入、错误脱漏之处，必须加
以辨证。于是，他耗费大量心血著述《内经辨惑提
纲》，分上经、下经、附经三编详细剖析甄别，为中
医经典的传承与发扬开辟了新路径。

临床实践中，陈无咎的医术更是令人赞叹不
已。面对疑难杂症，他都能凭借敏锐的洞察力和丰
富的经验，提出独到见解，并开出妙法良方。曾有
一位被大热之症困扰许久的患者，其他医者都嘱
其进清凉之剂，然病情迁延不愈。陈无咎以大热之
清花桂一味为引火归原之计，精准用药，数剂之后
患者便痊愈如初。还有一位妇人，久患血崩之症，
面色苍白如纸，气息奄奄，生命垂危。诸多医生面
对此症均束手无策。陈无咎为其仔细诊脉观色，详
细询问病史，开出了包含阿胶、艾叶炭等药物的方
子。患者依照此方服药，不出半月，血崩之势便逐
渐止住，面色也慢慢恢复了红润。

1923年，陈无咎在上海创办“丹溪学社”并亲
自担任总教一职。他以弘扬丹溪医学为己任，将自
己多年所学、所悟、所实践的医学知识毫无保留地
传授给弟子。同年，他的著作《医量》问世，书中详
细记录了他从病症辨析到用药心得的点点滴滴，
字里行间都凝聚着他的心血与智慧。此后，他笔耕
不辍，陆续出版了《中国医学通论》《医轨》《脏腑通
诠》等众多医著，涵盖中医理论、临床实践、方剂用
药等各个方面，为后世中医研究者提供了丰富而
珍贵的资料。

1925年，陈无咎凭借着对中医教育事业的满
腔热忱，创办了中国早期的中医学校“汉医学院”，
并出任“丹溪医科学社二十代总教”。教学过程中，
他因材施教，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仅传授医
学知识，更培养学生的医德医风。他常教导学生，
医者仁心，必须心怀苍生，以救死扶伤为己任，在
他言传身教下，培养出许多优秀中医人才。

力挽狂澜护瑰宝

20世纪20年代末，中医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
机。西方医学大量涌入，其先进设备、科学实验方
法和新颖理论体系，迅速吸引众多国人的目光。在
这股浪潮之下，部分人盲目崇洋，将中医视为落
后、不科学的代表，对其嗤之以鼻。加之国内政治
局势动荡不安，政府对中医缺乏应有的重视，使得
中医在教育、科研、临床方面发展举步维艰。众多
珍贵的中医古籍秘方面临失传，中医人才培养也
出现了断层。

192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布取缔中医学校
命令。在此危急时刻，陈无咎挺身而出。他内心深
处无比清楚，中医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智慧
与文化，是先辈们留下的无价之宝，绝不能坐以待
毙。他联合中医药界同仁，四处奔走疾呼，撰写文
章阐述中医的博大精深以及对中华民族的重要意
义。他奔走于街头巷尾，组织请愿活动，向政府当
局阐明捍卫祖国医学的坚定主张。

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抗争中，陈无咎充分发
挥自己的影响力，联络各界爱国人士，争取社
会舆论支持。他的呼声得到了众多有识之士的
积极响应，沈钧儒、邵力子、于右任等名流纷纷

声援，共同向政府施压。在各界人士
的共同努力下，政府当局有所收

敛，取缔中医学校的命令未能
全面实施。

陈无咎深知，这场抗争
只是暂时的胜利，中医发展
之路依然布满荆棘，充满崎
岖。此后，他更加努力地投
身中医事业，一方面继续钻
研医术、著书立说，提升中
医学术水平；另一方面积极

推动中医教育改革，培养更多
高素质的中医人才，为中医长远

发展筑牢根基。

中西融汇成一家

陈无咎学贯中西，在中医领域独树一帜。他
坚信中医与西医各有所长，二者应相互借鉴、优
势互补。他早年研习传统中医经典，对《黄帝内
经》《伤寒论》等经典著作烂熟于心，继承了中医
辨证论治、整体观念两大核心思想。同时，他又
以开放的心态积极吸收西方医学知识，大胆地
将解剖、生理、病理等现代医学理论融入中医临
床实践当中。

陈无咎认为，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并非玄虚
之论，而是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思想与医学智慧，是
对人体生命现象、疾病发生发展规律的高度概括。
他运用阴阳五行理论解释人体的生理病理变化，
指导疾病诊断与治疗，如以五行相生相克原理阐
述五脏之间的相互关系，分析疾病的传变规律，为
中医临床提供了独特的思维模式。

诊断疾病过程中，陈无咎既重视中医传统的
望闻问切诊断方法，从患者的神色、声音、气味、脉
象等细微之处洞察病情，又合理参考西医的先进
检查手段，全方位、多角度地综合判断病情。用药
方面，他严格遵循中医的君臣佐使配伍原则，确保
方剂的严谨性与科学性。同时，他还紧密结合现代
药理研究成果，精心挑选药物，力求最大限度地提
高治疗效果。

其著作《中国医学通论》贯通中西医学说，为
中医理论体系现代化构建提供了新思路。《伤寒论
蜕》则是融合古今伤寒学研究成果、结合临床实践
经验的倾心之作，书中既有对传统伤寒理论的深
入剖析，又引入西医观点，探讨伤寒病的病因、病
机与治疗方法，见解独到，在医学史上留下了浓墨
重彩的一笔，成为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
之作。

余晖熠熠映杏林

晚年的陈无咎依然坚守在中医临床一线，为
患者排忧解难，为中医传承不遗余力。他兼任《神
州医药总会》月刊主笔、中华博医学会编审主裁、
中央国医馆学术委员等职，通过平台分享自己的
学术见解，传播中医知识，推动中医界的学术交流
与合作。值得一提的是，他主持了中医学的名词统
一整理工作，为中医术语规范化、标准化付出艰辛
努力，使中医知识的传承与传播更加顺畅。

1947年，陈无咎受聘担任上海市文献委员会
委员，他以丰富的学识与深厚的文化底蕴，为上海
文化事业发展出谋划策、贡献力量。即便在生命的
最后时光，他依然心系中医，常常与弟子们围坐在
一起，深入探讨医理，认真整理医案，期望能为后
人留下更多宝贵财富。

1948 年初，陈无咎因病在上海与世长辞，享
年65岁。义乌人民未曾忘却这位时代骄子，在赤
岸镇朱丹溪故里建立“朱丹溪陵园”，增辟陈无咎

“纪念堂”，供后人缅怀追思。

精神永传启后人

陈无咎的学术成就斐然，对中医发展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他对《黄帝内经》的研究达到了登峰
造极的地步，其精心撰写的《内经辨惑提纲》，精准
地剖析经典中的重重疑惑，提出诸多令人耳目一
新的独到见解。在尊崇内经理论的基础上，他创新
性地发展了“揆度”学说，并且创立了治疗伤寒六
经病的“疏”“整”二法，在后世中医治疗伤寒病的
过程中被广泛应用，成为中医临床实践的重要指
导原则。

中西医汇通方面，他大力倡导“衷中参西”理
念，主张在坚守中医传统的基础上，合理借鉴西医
的先进知识与技术。他创立药物处方配伍的“主、
从、导、引、加”之说，推动了中医学的现代化进程。
其著作涵盖中医各领域，为后世医者提供宝贵参
考。他临床经验丰富，擅长治疗各科疑难杂症。内
科注重脾胃后天之本，妇科善治经、带、胎、产及杂
病，外科亦有妙法。其脉诊功夫一绝，辨证论治，救
人无数。

陈无咎不仅医术精湛，还具有深厚的国学功
底，工诗词、擅书法，学识渊博。

为了传承和发展中医事业，陈无咎创办了丹溪
学社与汉医学院。在这两所学校里，他亲自担任教学
工作，将自己毕生所学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在他
的悉心教导下，大批优秀的中医人才脱颖而出。

陈无咎的一生，奏响了中医传承发展的强音，
他的医学成就令人敬仰。其以笔为剑、以医为刃，与
时代逆流抗争的精神品质更是为后世指明了方向。

注：本文参考文献《义乌近代医书集成》《陈无
咎简谱》。 潘爱娟

杏林巨擘陈无咎

▢ 全媒体记者 谭祉潇/文
王怿杰/摄

本报讯 近日，邵永红艺术作
品展在北苑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开展。

邵永红是义乌工商职业技
术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副教
授，中国流行色协会色彩教育委
员会委员，先后举办《吾乡吾土》

《坚守·回望》《无问西东》等多场
个人艺术作品展，完成各类专利
40 余项，出版画册专著教材 6
本。此次作品展分为三个部分，
展出了邵永红不同时期的代表
性画作、雕塑作品以及艺术工坊
学员在他指导下创作的作品，共
计90余件。

“最吸引我们的是邵老师对
色彩和形象的大胆运用，孩子一
看见这件作品就高兴地喊‘这个
像蛇又像猫，太可爱了’。”现场，
一位在邵永红雕塑作品《喜庆喵
喵蛇》前打卡拍照的市民表示。据
了解，邵永红的雕塑作品以雅拙
质朴的捏塑技艺，搭配绚丽活泼
的色彩，萌趣可爱、富有想象力，
独具个人特色；他的绘画作品以
写实为基础，又融入夸张、变形和
装饰元素，营造轻松诙谐且童真

满溢的氛围，蕴含纯粹又戏剧性的
张力。邵永红说：“我喜欢孩子们在
创作时展现出的浑然天成的直觉，
以及大胆无畏的表达。他们不会被
固有观念束缚，能够无拘无束地挥
洒创意，自由随心地选择造型与纯
粹的色彩，用以倾诉内心的感受，
尽情享受创作带来的乐趣。这也
是我未来努力的方向。”

据悉，本次展览由北苑街道
党工委、办事处主办，义乌工商职
业技术学院创意设计学院、市文
联、市美术家协会、国家旅游商品
研发中心等单位联合协办，展出
时间至2月12日。

邵永红艺术作品展开展

手工制作中国结、体验糖
画和拓印、DIY 学做剪纸和灯
笼……连日来，赤岸镇新时代
文明实践所年味十足，“我在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过大年”系列活

动如期举行。孩子们在老师的带
领下，了解年俗文化的发展历
史，亲身体验年俗文化手工制作
的深厚魅力。

全媒体记者 王佳丽 摄

▢ 全媒体记者 华青

本报讯“春节三日，人人团
聚。打一字……”“我知道，众！”近
日，城西街道汇港社区开展“金蛇
迎春 福满人间”新春亲子活动。
小朋友大朋友齐动手，共参与，一
起品味传统文化，共度欢乐时光。

活动现场，各式字体的“福”
字模板与拓印工具罗列，大家都
认真创作，不一会儿，一个个金色
的“福”字跃然纸上。小朋友们抽

红包，打开瞬间，紧张与期待交
织。里面有一张字谜，规定时间
内，答对者获得精美小礼品，答错
者也可获得一句真挚的新年祝
福。红果、铃铛、橘子、铜钱……大
家将各种挂件随意搭配，组成了
独一无二、富有传统特色的喜庆
花环，让人爱不释手。

汇港社区新春活动，不仅为
居民生活添彩，也将雅致的传统
文化融入生活与节日，获得大家
的交口称赞。

汇港社区
开展新春亲子活动

▢ 全媒体记者 傅柏琳

本报讯 日前，翰墨乌伤·
2025 义乌市全民书法大赛征稿
启动。

据悉，本次大赛由市委宣传
部指导，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
局、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旨
在进一步挖掘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加快推进全民艺术普及工
程，助力义乌经济社会发展再创
辉煌。

参赛对象为义乌市域范围内
居住、生活、工作、学习或义乌籍
在外地的书法工作者及爱好者，
投稿一律使用真实姓名，18周岁
以下的提供身份证（户口本）或护
照号码。参赛选手分三个大组设
奖，分别为成人组、青少年 A 组
（13周岁至18周岁，2007年1月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出
生）、青少年 B 组（12 周岁以下，
2013年1月1日以后出生）。

创作内容要求弘扬主旋律，
健康向上，围绕义乌悠久的人文
古迹、举世瞩目的改革开放业绩、
兴商强市的发展特色、刚正包容

的义乌精神以及国际都市的时代
步伐等。征稿日期为2025年1月
25日至3月25日。

本次大赛参赛作品仅限毛笔
书法及篆刻。毛笔书法作品以竖
式为宜，尺寸不大于六尺整张，不
小于四尺对开；篆刻作品，篆刻印
蜕6枚至12枚，边款不少于3枚。
请作者自行题签、设计并粘贴。印
屏 为 四 尺 对 开 竖 式（138cm ×
35cm）；篆书、草书、篆刻要附释
文。所有参赛作者留存创作过程
视频，入围作品需提供原视频，若
无法提供将取消入围资格。

收稿地址为义乌市北苑街道
丹溪三区香樟苑22幢201办公室
义乌市全民书法大赛收件处（北
苑街道综合文化站），咨询电话：
13605820667或15925943146。

大赛所有获奖、入选作者均
颁发荣誉证书，赠送作品集1册。
成人组：一等奖 16 件、二等奖 30
件、三等奖50件，入选80件；青少
年 A 组：一等奖 10 件、二等奖 20
件、三等奖30件，入选40件；青少
年 B 组：一等奖 10 件、二等奖 20
件、三等奖30件，入选40件。

2025义乌市
全民书法大赛征稿启动

寻年味 悟年俗

《紫气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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