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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李重人自幼聪颖好学，4岁开始读书、

写字，后进入奉节昭文私塾学习，并随父亲
李建之、父执郑仲宾（重庆市名中医郑邦本
的祖父）学医，对《内经》《难经》《伤寒》《金
匮》等古典医籍有一定的研究。李重人19
岁开始独立应诊，1929年随父迁居万县行
医，同年，国民政府中央卫生会议通过《规

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引起了全国中医界的
极大愤慨。李重人积极联络万县中医界人
士，通电上海等地予以声援，并在《医界春
秋》等刊物发表文章呼吁振兴中医，展现出
了捍卫中医的坚定立场。

1933年，李重人家道中落，父亲病故，
他便继承父业，在万县文明路开设“尊生药
室”，应诊兼营中草药。为有更多时间研究
医学典籍，李重人曾每日诊脉14手，施诊2
手。李重人在万行医期间，除了研习中医
典籍，还积极学习现代医学。他在研究人
体生理、病理变化的同时，也不忽略药物对
人体的作用。他倡导在传承中医的基础
上，从事现代医学生理、病理、药理的研究，
将诊室改名“三理斋”，主张“医药并重、三
理兼究”，结合中西医之长提升疗效。

1935年，为振兴中医，李重人于万县
环城路创办“起华中医院”，并主编《起华
医药杂志》《医铎周刊》，推动医学研究与
学术交流。抗战爆发后，医院停业、刊物
停办，李重人将诊室移至西山公园“霏影
阁”，住所移至王家坡乌龙池并因地命名

“龙池山馆”。

二
李重人思想进步，倾向革命。川东游

击队及地下党负责人王维舟由梁山到万
县市工作后被敌人发现并搜捕。王维舟
急寻李建之帮助，李氏父子将王维舟乔装
打扮后由李重人陪同，躲过了王陵基驻军
盘查，并最终安全转移。李重人与川东游
击队领导人刘孟伉过从甚密，他曾借助与
专员公署秘书长等人的交往获取信息，及
时通知刘孟伉转移避险。一次，刘孟伉抵
万后至李重人诊室闲聊，不巧专员曾德威
乘轿来访。刘孟伉回避不及，只好就势躺
在里间床上，面向墙壁，背朝外。李重人
医寓有内外两间，外间诊室，里间卧室，内
外仅一板壁之隔。曾德威在外间看到壁
上挂着一副刘孟伉写的篆书对联，便对李
重人说：“这字确实写得好！可惜他路走
错了，听说他已经到了万县，你碰见他，一
定要将他带到我那里，让我当面劝劝他。”
说着又来回踱步，走至通里间的门边时问
道：“这躺着的人是谁？”李重人微笑答道：

“是我
奉节柏
杨坝李家
叔父，患了疟
疾，昨天刚来治病。”
曾德威似信非信，不再多问，稍坐
后离去。曾德威走后，李重人与刘孟伉哈
哈大笑，刘孟伉说：“不错，我由干亲家上
升为叔父了！”刘孟伉深知情况严重不可
久留，遂于当夜坐船过江离万。

抗战时期，万州聚集了大量的文人名
士，李重人与中医学家冉雪峰、王渭川，文
学家徐澄宇，篆刻家魏大坚，书法家刘孟
伉，古琴家徐元白，画家陆俨少等均有来
往，并留下了不少酬唱诗歌。刘孟伉任川
东游击队政委时行踪不定，一次与李重人
于万县相遇后，李重人作《喜晤艺叟》：“七
曜山头此霸才，开州有约又却回。寥天白
雁不传书，江上故人来不来。一别风雨六
经春，寒梅岁岁动离情。今朝中庭喜鹊
噪，山馆日斜逢雨耕。雨耕示我诗数首，
纸上顿惊龙蛇走。读罢欷歔正怀人，贺老
忽报来艺叟。揽衣倒屐迎跄踉，入门但听
笑语狂。乍见喜心翻倒极，反疑梦里今何
夕。”一句“揽衣倒屐迎跄踉”，生动传神地
表达出了李重人见到刘孟伉时的狂喜情
态。在李重人的诗作中，有不少忧国忧民
之作，以《冬日寄刘哲雄四首》其一为例：

“东来氛祲太猖狂，末世喧嚣黯八荒。谁
遣急流支砥柱，全凭浩气固金汤。王师百
战来江表，胡骑千群溃马当。华夏澄清应
有日，书生原自重戎行。”其中既有对外敌
入侵的愤慨，又有对抗战必胜的信心，淋
漓尽致地展现了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担
当精神。1947年，李重人在万县出版了
诗集《龙池山馆诗》。1948年，李重人还
与余仲九等人于西山公园举办了一次盛
况空前的书画展览。李重人书法功力较
深，正草隶篆皆能，尤其长于行书。

由于李重人思想进步，长期与革命同
志交往，掩护、营救过王维舟、刘孟伉、杨吉
甫等同志，一度引起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
注意，被列入了黑名单。无奈之下，李重人
只得避居乡下，直至万县解放后方才回城。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李重人曾在

较长时期内担任万县中医协会理
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李重人先后任万县市军

管会咨询委员会委员、市各界人民代表会
议及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市卫生工
作者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1950年秋
天，李重人赴北京参加第一届中华医学
会，回万后创办中医进修班。1951年，李
重人又倡导创办了万县市第一联合诊所，
在他的努力下，7个联合诊所相继成立。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诊所于1981年11月
合并改建为万县市中医院，于2016年12
月与万州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原万县中医
院）合并为新的万州区中医院，并于2020
年7月成建制上划重庆市市级管理，更名
为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附属中医
院。李重人在联合诊所工作期间，提出

“简、便、验、廉”四字用药方针，倡导用药
少而精、服用方便、疗效可靠、花钱要少。
四字方针的提出及实施，在当时乃至现在
都是有着切实的意义，有力推动了医药事
业的普及工作。

1954年秋，李重人调成都中医进修学
校任职，并编写了《中医病理学与诊断》作
为教材。1955年底，李重人奉调北京任卫
生部中医司教育科科长，与相关同志一起
制定中医学院教学计划、大纲等，并参与组
织编写中医学院教材，为我国第一批中医
学院的筹建与教材建设作出了较大的贡
献。1958年秋，卫生部在保定召开全国中
医工作会议，卫生部党组向党中央呈报了
李重人起草的《关于组织西医离职学习中
医班总结报告》，获毛主席批示：“中国医药
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
提高。”1962年，李重人调任北京中医学院
副教务长，积极进行教育教学改革，与秦伯
未、任应秋、陈慎吾、于道济联名写了《对修
订中医学院教学计划的几点建议》（即“五
老上书”），建议根据实践需要调整中西医
课时比例，用四年半时间学习中医，用一年
半时间学习普通和西医课程。在1962年
的修订教学计划会上，李重人等提出的建
议基本上获得了卫生部的采纳。

从1929年随父迁万行医，到1954年
秋离万，李重人在万州度过了 25个春
秋。这段时间是李重人人生的黄金期，也
是其重要的成长期。透过历史的云烟，我
们记得李重人，更记得他在万州现当代医
药史、革命史、文学史上的重要贡献。

（作者胡江华重庆三峡医药高等
专科学校附属中医院主任中医
师、李勇华系重庆三峡医药

高等专科学校教师；董
运生系重庆三峡学
院文学院教师）

有一个被时光遗忘的小地方，它叫
仙乌嘴。这是一个山区小村，村子东高
西低，仿佛是大自然的巧妙创造，使得这
里的月亮拥有了特殊的魅力。

每当夜晚降临，乌云散去，星星点点
的繁星在夜空中闪烁，而最引人注目的
莫过于仙乌嘴的月光。那圆圆的明月仿
佛是个巨大的玉盘，悬挂在小村的天空
上。它散发出温暖的光芒，照亮了整个
村庄，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愉悦和温情。

孩子们则在月光下尽情地嬉闹玩
耍，纵情地释放他们无尽的童真。他们
追逐着夜风，跳跃着在月光下画出的影
子，形成了一幅幅儿时的画卷，将童年的
欢乐永远定格在了仙乌嘴的夜空。有时
孩子多，大家在一起玩踩影子，月光照耀
下，小孩的影子很长，大伙相互追着踩。
大人说，让别人踩了影子，晚上会做噩
梦，所以大家都尽量不往高处跑，因为站
得越高，影子就越长，就越容易让别人踩
着，因此大伙都往低处跑。

在这样一个寂静而祥和的夜晚，有
时候，老人们会聚在一起纳凉，悠悠的凉
风吹散了一天的劳累和疲惫，老人开始

给孩子们讲述关于月亮的故事。他们说
起嫦娥，这位绝代佳人因为偷吃了神仙
的长生不老草而被流放到了月宫。特别
是讲到嫦娥美丽的时候，老人们眉飞色
舞，仿佛与自己有关一样；他们说起玉
兔，这只可爱的小动物，如何聪明、如何
可爱，为了帮助嫦娥，每天在月亮上缝补
着绣球。最有趣的是，老人讲到七星女
时，对着天空的星星指指点点，说这些美
丽而善良的仙子，常常化身为七颗明亮的
星星，照亮着夜空。有时悄悄下凡来帮助
穷苦百姓。我们一个个小孩，听得如痴如
醉。孩子们围坐在一圈，聚精会神地听着
这些神秘的故事。大伙的眼睛亮闪闪的，
仿佛置身于神话的仙境之中。在那个文
化和娱乐匮乏的年代，能够了解一些故
事，对孩子而言，是一种无上的幸福。知
识和文化的涵养悄悄地注入到大伙的心
田，让大伙与众不同。

仙乌嘴的月亮有着奇妙的移动
方式，它从晚上出来，一直到天亮，
都没有离开小村，只是从东边慢
慢挪向了西边。如此规律地移
动，仿佛是在跟随着人们的日常生

活，与他们共舞于
夜空之下。如果有时太阳出来追赶，那
个时候，月亮只能悄悄地退去，不敢在阳
光的辉映下出现，让太阳独自照耀山村。

时光流转，岁月如梭，仙乌嘴的月光
还在继续它的旅程。它默默无闻地守护
着这片土地和它的居民，从不离开，也从
未忘记。每当夜幕降临，明月再次升起，
仙乌嘴的人们仍然能够感受到这份特
殊的温情，仿佛和月光共舞，与幸福
相伴。

（作者单位：重庆市梁平区
红十字医院）

当几分钟侄儿
救了个游击队政委
中医学家李重人在万州的故事

□胡江华 李勇华 董运生

李 重 人（1909 年 ~
1969年），原名伦敦，小名
奉生，原四川省奉节县柏杨

坝（今湖北省利川市柏杨坝）人。他
是我国现当代著名中医学家、中医教
育家，也是诗人与书法家。他毕生致
力于中医事业，在临床、学术、教育领
域均有卓越贡献，周恩来总理曾邀请
他参加科技人员宴会，并登上天安门
观礼，足见其时代影响力。

仙乌嘴的月光
□周廷发

李重人赠商承祚《龙池山馆诗》

“万县市第一联合诊所成立”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