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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冰 唐代活动于长安的医学家
。

他于公元 年对《黄帝内经
·

素问 》作了系统的校勘和

注释
,

并补入己散佚的 篇大论
,

编写成《黄帝内经素问注 》
。

李隆基 一 即唐玄宗
。

开元十一年 公元 年 九月
,

曾颁布所著《广济方 卷
。

天宝中
,

又在《广济方 》的基础上
,

提要精选了《天宝单方 》在全国津要处设榜公布
。

王 燕 约 一 唐眉县人
。

在弘文馆任内
,

接触和积累了大量的医药资料
,

于天宝十一年

公元 年 撰成《外台秘要 》钓 卷
,

为使其便于流传
,

又将其中最为切要者辑成《外台要略 》 卷
。

其著

收载药方 余条
,

集唐以前医药之大成
,

并开创了医书先论后方的体例
。

周 广 唐隐士
,

精于医药
。

玄宗时应诏入长安
,

用云母汤治愈一宫女癫狂症
,

并以硝石
、

雄黄汤使

一黄门使者吐出胃虫
。

纪 明 周广的弟子
。

他在长安行医时
,

可视人肤色及言谈举止以断疾病深浅
。

李 适 一 即唐德宗
。

他在贞元十二年 公元 年 正月
,

颁行所著《贞元集要广利方 》

首
。

刘 晏 一 字士安
。

唐代宗时
,

领度支
、

盐铁
、

转运
、

铸铁
、

租庸使
,

曾兴复嘈运
,

每年向长安

转输关东粟米 万解
。

杜 亚 一 字次公
,

京兆府人
。

唐德宗时官至淮南节度使
,

曾开拓疏导扬州附近运河
,

便利

潜运交通
。

贾 耽 一 字敦诗
,

唐宰相
,

地理学家
,

主要活动在长安
。

曾任鸿肪卿
,

主持各族的朝贡
,

故

熟知边疆山川风物
。

他于贞元十七年 公元 年 完成《海内华夷图 》
,

采用了裴秀制图六体画法
, “ 图广

三丈
,

纵三十三尺
,

比例尺为一寸折百里
” ,

并以黑色书写古地名
,

以红色书写当时地名
。

这一创新
,

为后世历史沿革地图所沿用
。

他又撰绘成《古今郡国县道四夷图 》
、

《陇右山南图 》
、

《贞元十道

录 》
、

《皇华四达记 》和《吐蕃黄河录 》等
。

李吉甫 一 字弘宪
,

唐宰相
,

主要活动在长安
。

曾在高邮筑富人
、

固本二塘
,

溉田近万顷
。

著

有《元和郡县图志 》 卷
,

记述当时全国 道所属州县的沿革
、

通道
、

山川
、

户 口
、

贡赋和古迹等
,

是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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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重要的全国性地理著作
,

对后世全国性地志的编纂产生很大影响
。

黎 斡 唐京兆尹
,

主要活动在长安
。

善星纬术
。

大历元年 公元 年 开凿槽渠
,

自南山谷 口 引

涧水入长安城
,

经西市
、

光德坊
,

东至务本坊国子监东
,

由皇城东街北流入苑
。 “

渠阔八尺
,

深一丈
” ,

主要

运输南山薪炭
,

竣工后
,

代宗亲登安福门楼观望新渠
。

大历十三年 公元 年
,

他又奏毁郑白渠沿线碾

硝
,

共拆毁碾硝 余所
,

代宗爱女升平公主两轮亦不免
,

使郑白渠重新发挥农田灌溉效用
。

郭蓄驼 唐长安西丰乐乡人
。

他以植树为业
,

长安富门及水果商争相邀请
。

他所植的树
,

成活率高
,

并且长得高大茂盛
,

结果亦多
。

他主张植树时
,

根要舒展
,

培土要平
,

捣土要实
,

并切忌破皮验树
。

柳宗元 一 字子厚
,

祖辈起定居长安
。

著有《天说 》
、

《答刘禹锡 天论 书 》
、

《天对 》等
。

他在

王充元气说的基础上
,

论证宇宙是由元气形成的
,

不存在任何有意志的主宰宇宙者
。

他从天文到地理
,

对

物质运动的变化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
。

他认为 日月的运行
,

星辰的布列
,

是 自然的过程
,

不需要有依托

天气的睛雨是阴阳二气作用而造成
,

不受神明的左右 山川是天地间的自然物
,

山崩地震是 自然现象
,

与

人类社会的祸福无关
。

他对天地生成机制的思辨性推测
,

带有一定的合理性
。

刘禹锡 一 字梦得
,

唐贞元间到长安
。

他乐于为人治病
,

著有《本草经方集 》
、

《传信方 》等
。

他继承荀子以来的唯物主义 自然观
,

并以 自然科学为据
,

补充柳宗元的自然观
,

创造性地提出了天与人
“

交相胜
” , “

还相用 ”
的学说

。

他认为整个自然界充满着有形的物质实体
,

天地之内不存在无形的东西
。

他

还认为万物的生长发展是 自然的过程
,

天地万物都是
“

乘气而生
” ,

植物
、

动物以至人类是天地阴阳之气

交互作用而产生的
。

其思想闪耀着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火花
。

韩 洞 唐宰相韩 晃之弟
,

长期活动在长安
。

他建议罢江淮七监
,

在商州红崖冶
,

凿山取铜
,

恢复洛

源监
,

就地铸钱
,

还建议将全国节度使所占铜
、

铁冶
,

统属于朝廷盐铁使
。

其建议均为德宗所采纳
。

江 融 唐周至人
,

撰有《九州设险图 》研究地理和古今用兵成败
。

薛 涛 一 字洪度 或弘度
,

唐长安人
。

他在洗花溪居住时
,

制成一种松花纸和深红小彩

笺
,

世称
“

薛涛笺
” 。

今其地有
“

薛涛井
” ,

传为其制笺汲水处
。

崔 琪 唐长安京兆尹
。

开成二年 公元 年 关辅大旱时
,

曾上奏将龙首渠流入城中大内的水量

减少
,

以利用 产水抗旱和灌溉农田
。

曹 元 唐长安民间医生
,

长于望诊
,

能作剖腹手术
。

元 顽 唐长安民间医生
,

在治疗一妇人误食昆虫所患之疑虑病时
,

曾运用了精神疗法
。

杜善方 唐长安民间医生
,

著有《本草性事类 》
。

蔺道人 唐长安僧人
,

骨伤科专家
,

大约生活在唐玄宗天宝九年至宣宗大中四年 公元 一

年 间
。

著有《理伤续断方 又称《仙授理伤续断方 》
。

该著记方剂 首
,

载药方 首
,

用药 多种
,

记录了极其丰富的骨折
、

脱臼的诊断
、

整复
、

治疗的原则和方法
。

其中的穿破性骨折治疗
,

早于弗里德里

希 的扩创术 多年
。

韦 宙 唐长安民间医生
,

著有《独行方 卷
。

唐 临 唐长安民间医生
,

著有《三家脚气论 》
。

杨损之 唐华阴民间医生
,

著有《删繁本草 》卷
。

杨归厚 唐华阴妇产科民间医生
,

著有《产乳集验方 卷
。

宋 清 唐长安西部药市药工
,

能识药用植物及其药性
。

强 循 字季先
,

唐凤州 今凤县 人
。

曾主持凿成
“

强公渠
” ,

灌溉华原 今耀县 一带农田
。

窦 琐 唐长安人
。

在北海令任内
,

主持凿渠引水
,

曲折 巧 公里
,

以溉农田
,

时称
“

窦公渠
” 。

杜广庭 字圣宾
,

晚号东赢子
,

赐号广成先生
,

唐末五代时医家
。

长安杜陵人
。

丹波元撤《中国医籍

考 》
、

陈邦贤《中国医学史 》
、

《中国医学人名志 》皆称为括苍 今浙江丽水 人
。

陶岳《五代史补 》
、

邵力子《关

中丛书 》引《青城山志 》彭崇序及《玉函经 》宋联奎等人跋均称为长安人
, “

由秦而蜀 ” 。

其少时勤奋博学
,

应

举未及第
,

后入蜀为道
。

著有医籍《玉函经 》
,

另撰《了证歌 卷
。

钟离权 五代终南山隐士
,

气功养生家
。

相传在终南山石壁间得《灵宝经 》
,

遂悟内丹大道
,

著有气功

专著《灵宝毕法 》
。

传与吕洞宾在长安相遇
,

经吕十试乃得延命之术
。

因其气功理论以天人合一为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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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阴阳五行为核心
,

采用练形
、

气
、

神之法
,

与吕术同宗
,

故被称以“

钟 吕金丹派
” 。

孟继瑜 五代时长安人
,

名医
。

史称治病多效
。

后唐废宗时原凤翔节度使李从坷起兵政变时暴疾
,

孟继瑜以医技治愈
。

泊帝起兵凤翔
,

随其入洛阳
,

屡以方药见功
,

任翰林医官
。

陈 立 五代时长安人
,

世医名家
。

任太原少尹时
,

将 自己常用的 个验方及制药法刻成石碑
,

树

于府衙门前
,

供人选用
。

张 载 一 世称横渠先生
,

北宋眉县人
。

他广泛涉猎哲学
、

天文学
、

医学等领域
,

十分注

意研究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
。

他在《正蒙
·

参两 》篇中提出关于宇宙的假说
,

认为地是宇宙的中心
,

悬

浮在气中
,

地有 自转
,

又有游动
,

日月五星与天之间有相对运动
,

恒星则附于天之上
。

他的天体运动理论

认为天 太虚之气 不断地向左旋转
,

恒星
、

日月五星和大地也都在气中向左旋转
。

他把
“

气
”
作为最高的

中心范畴
,

并创立
“

天人一气
” 、 “

万物一体
”

的世界统一学说
。

他认为世界上一切存在和现象都源于
“

气
” ,

它是一种充满整个宇宙的物质
。

当它未聚成物时
,

是看不见的 当它相聚有形时
,

就成为一定的物体和现

象
。

他关于
“

气
”

具有
“

升降飞扬未尝止息
”

的运动观点和“ 一物两体
”

的矛盾统一观点
,

大大突破了前人的

思想局限
。

他在《正蒙 》中还论述了动植物的生长发育过程
。

沈 括 一 北宋时期曾在陕北一带活动的著名科学家
。

他在宋神宗元丰三年 公元

年 五月起任延州 今延安 知州
,

六月兼任娜延 今富县
、

延安一带 路经略安抚使
。

在此期间
,

他在

延州永宁关 今延川县东南 曾考察了出土植物化石
“

石笋
” ,

并推断了当地的古气候
。

他经过无定河时
,

记述了河流附近的流沙现象
。

他还在此第一次提出了
“石油

”

这一名称
,

记述了当地人民普遍用作燃料和

士兵用于照明的情形
,

并联想由燃烧产生的黑烟制墨 即以石油制取碳黑
。

史 序 天文学家
,

宋京兆 今西安 人
,

善推步历算
。

太平兴国 一 年 中
,

补司天学生
。

雍熙

二年 年 廷试中选者共为 人
,

史序为之首
。

命知算造
,

又知监事
,

后累夏官正
,

修《仪天历 》上之
,

又纂《天文历书 卷以献
,

赐金紫衣
。

大中祥符三年 年 卒
。

宋 萃 宋代活动于陕南一带的地方官
,

在农事方面有所成就
。

宋高宗绍兴年间知洋洲 辖今陕西

洋县及城固
、

佛坪
、

宁陕
、

石泉
、

西乡各县各一部
。

著有《劝农文 》
,

刻石立于洋州官署前
,

记载了种植黍

樱
、

栽桑养蚕
、 “

激水
”

上山
,

发展灌溉
,

以及实现稻麦两熟等农业生产技术的情况
。

孙用和 北宋名医
。

唐京兆华原 今耀县 名医孙思邀后裔
。

原系民间医生
,

后官至太医令
。

以避事

客居河阳 今河南孟县附近
,

善用张仲景法治伤寒
。

曾在武成王庙讲说医经 余年
,

常有一二百人听

习
。

著有《孙氏传家秘宝方 卷
。

孙 兆 北宋名医
。

唐京兆华原 今耀县 名医孙思邀之后
,

孙用和之子
。

仁宗时期 一

年 在校正医书局任职
,

曾参与校正《内经
·

素问 》
、

《伤寒论 》
、

《外台秘要 》等大量医书
。

苏轼《志林 》卷三

称其精通医术
,

甚至得到仁宗的信任
。

张呆《医说 》卷二引《鸡峰普济方 》亦述其诊脉药治之医事
。

宋唐慎

微《经史证类本草 》多处引用
“

孙兆方
” 、 “

孙兆 口诀
” 。

著有《伤寒方 卷和《伤寒脉诀 》等
。

孙 奇 北宋名医
。

唐京兆华原 今耀县 名医孙思邀之后
,

孙用和之子
,

仁宗时期 一 年

在校正医书局任职
,

曾参与校正《内经
·

素问 》
、

《伤寒论 》
、

《金匾玉函经 》
、

《金匾要略 》
、

《脉经 》
、

《黄帝针

灸甲乙经 》
、

《千金方 》
、

《千金翼方 》等大量医书
。

寇宗爽 宋代华阴医家
。

著有《嘉佑本草衍义 》 卷
,

载药 种
,

订正了《嘉佑本草 》中的讹误
。

石 泰 宋代民间医生
。

祖籍常州人
,

长期活动在关中扶风一带
。

据《扶风县志 》
,

他治病从不接受

报酬
,

凡治愈的病人
,

只要求种一棵杏树
,

今陕西扶风杏林镇即由此得名
。

晚年从张紫阳学道
。

著有《还

原篇 》
。

符度仁 宋代商州气功养生家
。

曾任丰阳县主簿
。

他重视养生
,

并以药饵为主
,

兼以服气
,

著有《修

真秘录 》
。

房 寅 宋代韩城名医
。

后人在当地建法王庙祀之
。

柏 林 宋《德应侯碑 》所记耀州窑的创始人
。

碑文记曰 窑神庙
“

殿之梁间
,

板记且古
,

载柏翁者
,

晋

永和 中有寿人耳
,

名林
,

而其字不传也
。

游览至此
,

酷爱风土变态之异
,

乃与时人传火窑甄陶之术
,

由是匠

士得法
,

愈精于前矣
。 ”

其中
“

晋永和 中
”

今人商剑青的《耀窑披遗 》认为即东晋穆帝永和年间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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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今人叶品民《窑神碑
“

柏林
”

问题考释 》认为
“

晋
”

指
“

东晋
” , “

永和指江西省吉州永和镇或河南永定

宋称永和
,

今安阳县东部 又说
“

晋
”

即指山西
, “

永和 ”
指原限州永和县

,

即柏林系山西永和县人
,

到关

堡后
,

指导烧造瓷器
,

于是有耀州窑
。

一般认为
“
晋永和

”

为年号
。

陶 人 宋《德应侯碑 》对耀州窑制瓷工匠的称谓
。

碑文有
“

陶人居多沿长河之上 ⋯ ⋯ ” ,

又有
“

居人

以陶器为利
,

赖之谋生
。 ”碑文中载有茂陵马化成

、

马安
、

马信
、

马明
、

太原王吉
、

清河张显等人
,

均属耀州

窑陶人
。

其中茂陵马化成在耀州制瓷业中获利尤大
,

他还因此为《德应侯碑 》施石立碑
。

吕 闰 宋《德应侯碑 》所记耀州窑的管理者之一
。

碑文有
“

三班奉职监耀州黄堡镇酒税兼烟火吕

闰 ” 。

今人以为专门驻镇管理税收的职吏
。

李 呆 金代活动于渭北等地的著名医家
,

死后葬于中部县 今陕西黄陵县
。

著有《脾胃论 》
、

《内外

伤辩惑论痔
,

标志着脾胃派理论的创立
。

杨恭璐 元代天文学家
。

字元甫
。

高陵人
。

其力学强记
,

书无不读
。

至元间 一 年 被诏未

至
,

又数年再聘乃至
,

参与取士
。

中途归故里
,

又诏至京
,

授集贤学士
,

与郭守敬等合创《授时历 》
。

后辞归
,

后凡三诏
,

皆未至
。

王史毅 元代眉县名医
,

唐王煮之后
。

据《陕西通志 》
,

曾在元太医院任职
,

治病疗效极高
。

雷 祥 元代白水县民间医生
。

他不唯能治病
,

且善作瓷器
,

质地精美
,

世称
“

雷公器
” 。

袁忠义 元代径阳学者
。

《径阳县志 》称其善好老庄之学
,

精于医
。

王 履 元末西安名医
。

字安道
,

号畸奥
。

朱丹溪之高足
。

元至顺三年 年 生于江苏昆山
,

洪

武四年 年 起居于西安
,

并任秦府良医所医正
。

他既得朱氏之传
,

又遥承《内经 》
,

博览群书
,

自成一

家
。

他继刘河间
、

朱丹溪之学
,

发展了温病学说
。

著有《医经溯徊集 》
、

《百病钩元 》
、

《医统 》等
。

李邦瑞 地图专家
。

字昌圆
。

元临渔人
。

初为金小吏
,

元朝木华黎南下诸城时率众归降
,

后从诸王

阔出经略河南
。

他所历州郡 余城
,

均绘图以进
。

王 征 一 明末科学家
。

字葵心
,

又 字 良甫
,

自号 了一道人
、

支离史
、

教名裴里普
。

径阳人
,

长期活动在西安
。

万历二十二年 月年 甲午科举人
,

天启二年 年 壬戌科进

士
。

历任直隶广平府和南直隶扬州府推官
。

崇祯四年 口 年
,

由登莱巡抚
、

火器专家孙元化荐举
,

任山

东按察司金事
,

监辽海军务
。

其间为明军制造连弩活机
、

自行车
、

自飞炮等
。

他 自青少年时代即爱好钻研

科技
,

制造过虹吸
、

自转磨等机械
,

著有《新制诸器图说 》
。

他受传教士艾儒略著《职方外纪 》的影响
,

始对

西方技术发生兴趣
。

天启五年 年 结识传教士金尼阁
,

随其习拉丁文
。

翌年到北京结识龙华民
、

邓

玉函
、

汤若望等传教士
,

后与邓玉函合作编译成《远西奇器图说录最 》
,

刊刻《西儒耳 目资 》
。

另著有《两理

略 》
、

《士约 》
、

《兵约 》
、

《学庸书解 》
、

《天问辞 》
、

《历代发蒙辨道说 》
、

《西儒书 》
、

《诸器图说小稿 》
、

《藏器图说

小稿 》
、

《西洋音诀 》等 种
。

徐砚客 名宏祖
,

明代曾在华山
、

商洛境内活动的著名地理学家
。

明天启三年 公元 年 二月三

十 日
,

他在游历篙山后
,

入渲关
,

三月初到华阴
,

入渴西岳庙后
,

用近两天时间详细考察了华山诸峰
。

初三

日
,

西行入乱峪 初四 日登少华山 然后沿华阴川南行
,

越秦岭
,

入洛南境 再由洛南石门出发
,

入丹凤龙

驹寨 初八 日
,

顺丹江而下 初十 日由商南出陕境
,

入湖北均州地界
。

他对所经之地地名
、

地形
、

水道
、

里程

作了详细记录
,

并记入《徐霞客游记 》
,

是研究这些地方历史地理的珍贵资料
。

温 纯 明代三原人
。

在浙江巡抚任内
,

撰成《齐民要书 》
,

教导当地人民农耕
。

他还继三原知县高

进孝之后
,

于明万历十九年 公元 年 至万历三十一年 公元 年
,

主持修建三原清河龙桥
。

赵 函 明代周至人
。

著有《植品 》
,

介绍各类农作物的品种
。

郭文英 明代建筑家
。

韩城人
。

嘉靖年间曾参与明皇宫的建筑设计
,

以木构架的制作见长
,

被晋封

为工部右侍郎
。

刘 纯 明代长期居于咸宁的名医
。

字宗厚
,

原籍吴陵人
。

洪武年间 一 年 到长安
。

他不

仅精于医道
,

且工于辞赋
。

著有《伤寒治例 》
、

《寿亲养老补遗 》
、

《医经小学 》
、

《玉机微义 》等
。

王天荫 明代名医
。

西安西城左护卫人
,

祖籍四川
。

曾任秦王府良医
,

医术颇高
。

他与金元四大家

之一丹溪学派的再传弟子刘纯友情甚笃
,

故被认为是丹溪学派在陕西的第一代传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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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征 明代三原名医
。

字以周
。

精通方脉
,

天顺间 一 年 举为太医院医生
,

术屡取效
,

寻

授御 医院判
。

赵 老 明代医家
。

自号山主
。

《富平县志 》称其在天顺间 年 觉悟禅宗
,

居明月山顶
,

以药饵济人
。

陈 玉 明成化年间 公元 一 年 名医
。

字无环
。

朝邑人
。

据《朝 邑县志 》
,

其医技纯熟
,

有

问病者随 口成方
,

且疗效很好
。

王 经 明代名医
。

西安西城左护卫人
。

其父为秦王府良医
,

故思父业不可废
,

乃复

学医
,

以至医无所不通
,

肖其父
,

遂被聘任为秦王府医正
。

正德十年 公元 年 王九思患下血疾
,

久治

无效
,

经其治而愈
。

正德十五年 公元 , 。年 王九思又患伤寒
,

十分危重
,

再经其治愈
。

亦曾为王九思

弟
、

妻诊病
。

王九思《 美破续集 》有诗《谢王正之 》赞其医术
“

我病三旬久
,

君来十日过
。

留心投药物
,

应手

起沉病
。

卢扁风流远
,

门庭荫德多
。

苍天宁负尔
,

雏满凤凰案
。 ”又称

“
人之邀至者

,

或至于家
,

或在途
,

或

昏夜叩之
,

盖无有不往者
,

未尝以贫贱富贵为勤惰
,

唯尽其能
。 ”
其子王尚义承父医术

。

王九思 字敬夫
,

明户县人
,

著名
‘

文学家
。

晚年在家乡留心医药
,

为乡亲们施医舍药
,

著有《难经注 》
。

他还于嘉靖十九年 公元 年 主持和设计疏通涝河河道
,

并修筑涝河石桥
, “

桥高一丈六尺
,

宽三丈

六尺
,

长二十五丈
,

凡十孔
” 。

宋林元 明末医药专家
。

祖籍湖北荆县
,

中年时来到西安落户定居
。

天启二年 公元 年 在西

安南院门五味什字创设藻露堂
,

坐堂应诊
,

并研制成妇科良药
“

培坤丸 ” 。

武之望 一 明末临渔著名医学家
,

人称
“

关中鸿儒
” 。

他因子孙患麻疹求医无门
,

而尝试

医之
,

进而为其他人医病
,

遂成名医
。

著有《疹科类编 》
、

《济阴纲 目 》
、

《济阳纲 目 》
、

《慈幼纲 目 》
、

《医帜 》等
。

他还曾编纂《临渔县志 》
,

杂著有《举业息言 》
、

《海防疏 》
、

《鸡肋编 》等
。

东阳禅师 明代医家
。

万历 年 中
,

居商州棣花洞
,

有静功
,

精于绝谷术
,

常以药济人
,

远近闻名
。

马官儿 明代民间医生
。

万历年间 一 年 留落于富平县行医
。

一 日
,

供其饮食之曹母眉间

生疗疮
,

诸医束手无策
,

官儿 自葫芦倒出些许药物敷之
,

遂愈
。

亦以同法治愈曹母亲友疗疮
,

后 自称回终

南山
,

临别将药方传给曹子
。

王尚义 明末名医
。

西安西城左护卫人
。

其父为秦王府医正王经
。

王九思《了美破续集 》卷中有诗相

赠
“

正之国医手
,

眼见药神通
。 ”另有

“

尔父西林史
,

曾烦药起予
,

百年朋友意
,

两世往来书
。 ”

王 金 明代名医
。

字艺山
。

西安人
。

年 岁遇道人堕水救归
,

并侍奉之
,

道人携入终南山授以术
。

其时崇尚方伎
,

王金遂以 白衣召见
,

言述三元大丹
,

即任太常寺卿
,

出入禁阁 余年
。

一次
,

因进药不谨
,

被刑
。

有新郑高文襄上疏为其申雪减戍
。

晚年定居开封行医
。

其子继怀亦通 医学
。

康 佐 明代武功名医
,

长于脉诊
。

著有《医问 卷
、

《杂病略 卷和《诊法 卷
。

陈作霖 明代关中名医
。

通儒精医
,

热心于温泉浴疗研究
。

五代所立的蓝田《石门汤泉洗病时碑 》失

毁之后
,

走访三老
,

回想记忆
,

参考《周易 》
、

《内经 》诸典
,

究病源
,

按水性
,

推干支
,

求 日时
,

并谨遵医理
,

精

心撰成《石门汤泉 》
。

马明生 明代道家
、

医家
。

字君实
。

祖籍山东临淄
,

长期隐居华山
。

得有《丹经神方 》
,

遂精研之
,

炼

丹修道
,

合药施人
。

刘 智 明代渭南名医
。

精于《伤寒论 》
、

诊断和针灸
,

讲究五运六气
,

疗效颇高
。

刘天民 明代医家
。

渭南人
,

刘智之孙
,

长于针灸和方药
。

王尚德 明代名医
。

西安右卫人
。

幼敏慧
,

博览经史
,

善诗赋
,

尤精医术
。

秦肃王疾
,

诸药弗廖
,

征其

至
,

一匙而愈
。

王曰 “

神医也
。 ”

奏请授迪功郎
,

秦藩医正
,

兼宜川
、

合阳两王府教授
。

李万库 明代渭南名医
。

世号金针李
。

同州丁牧母
,

以哭夫丧明
,

越十年遇金针李
,

双眸复炯炯
。

丁

牧赠诗云
“

十年春色暗中度
,

一旦看花识春暮
。

呼儿呼妇觑容颜
,

恍惚犹疑梦中痞
。 ”

管 泽 明代咸宁名医
。

字子民
。

其父管揖以疾卸任归乡
。

管泽躬侍汤药
,

因而精研岐黄
,

应手辄

效
,

远近求医者甚众
,

医名享誉关辅
。

著有《后垣元机效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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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碧山 明代径阳名医
。

《径阳县志 》称其精于
“

八封神针
” ,

袁了凡曾师从习医
。

王春阳 明代径阳名医
。

《径阳县志 》称其学医有所解悟
,

诊脉用药
,

皆世医所不及
。

杨 殉 明代名医
。

长安人
。

曾任武功医学训科
,

后诏至太医院任职
。

其治病常有奇效
,

著有《伤寒

撮要 》
、

《针灸详说 》等
。

党复振 明代医家
。

华阴人
,

曾任太医院吏 目
。

王廷义 明代医家
。

华州人
。

《华州乡土志 》称其
“

精岐伯术
,

善医药
,

恒以济人
。 ”

王士享 明代医家
。

渭南石泉里人
,

精于《素问 》
、

《难经 》
,

为医轻财好义
。

史 楠 明代医家
。

渭南人
,

长于儿科
,

曾为同乡南太仆一剂治愈痘疹
。

史 宰 明代医家
。

渭南人
,

史楠之弟
,

继兄为儿科名医
。

史 邦 明代医家
。

渭南人
,

史楠之子
。

得父真传
,

为关中儿科名医
。

郝九皋 明代医家
。

曾任高陵县医官
,

并奉命修建该县医学
。

王思忠 明代医家
。

渭南人
。

其父突然失明
,

遂亲自治疗
,

三 日而愈
。

后任太医院吏 目
。

张叔浴 明代医家
。

字世宏
。

三原人
。

幼承家学
,

对《素问 》
、

《难经 》颇有研究
。

李 苏 明代医家
。

西安人
,

向以医闻名
。

郑文贤 明代医家
。

长于诊断
,

常在关中一带行医
,

晚年至开封等地行医
。

《云梦县志 》载有李于鳞
《送文贤游大梁序 》

。

齐惠善 明代医家
。

西安人
,

向以医闻名
。

马 仁 明代名医
。

字肖元
,

西安人
。

自幼习医
,

遂精岐黄术
,

四处行医
,

治人颇众
。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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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廷锡纂 续修陕西通志稿 西安 陕西省政府
,

王儒卿
,

刘安国
,

梁午峰 陕西乡贤事略 西安 陕西通志馆
,

民国年间

减励和 中国人名大辞典
,

上海 上海书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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