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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鲁——诗坛中之独
开生面者

李鲁，字得之，副贡，李道昌三兄
李应昌（字逢泰，廪生，教两弟李全
昌、李道昌皆显贵）曾孙。后学尊仰
之，称曰“石鹤先生”。

《无棣县志》（1925 年版）载：“李
鲁，字得之。幼负异才，入庠后，屡踬
名场。乾隆戊午科，主司得其卷，大
异之。因造语奇险，置副车第一。作
文无虑千百言，握笔立就，字画蜿蜒，
几不可辨识。气体纵横古奥，咄咄逼
人。著《石鹤集》，又稗史若干卷。‘石
鹤’，其别号也。李佐贤《武定续诗
抄》卢雅雨称，先生澳博好学，而诗不
入格。今观所作，精心结撰，无拾人
牙慧语，固亦诗坛中之独开生面者。”

《无棣乡土志》（1910年版）载：“李鲁，
字石鹤，乾隆丙辰副贡，著《石鹤集》

《稗史》。利津李佐贤选《武定诗续
抄》，谓其诗‘精心结撰，无拾人牙慧
语，为骚坛之别开生面者’。”

李鲁读书时，一字都不能记忆，
而作诗为文则文思敏捷，摇笔纷来，
引用精核切当。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李鲁为童生时，到济南府试，首
艺即千余言。当时，济南府新城县
（今桓台县）19岁的何世璂刚刚中举，
并以第四名经魁在济南府做幕僚。
何世璂审阅李鲁试卷后，色然而骇，
并以字形蚓曲不可辨遂置李鲁第二
名。府试结束后，何世璂将李鲁请进
府署与知府相见。如此，李鲁遂与何
世璂成师弟之礼。何世璂一生喜爱
诗词，曾得同乡王渔洋口授，其诗淳
古淡泊，对李鲁进学多有裨益。

李鲁经济南府试后，成为一名生
员（即秀才），入无棣（原海丰，以下

同）学宫继续学习。可是，屡次乡试，
屡踬名场。乾隆元年（1736年），李鲁
再次参加乡试，由朝廷派往山东主持
乡试的副主考官彭启丰看过李鲁的
试卷，非常震惊。因李鲁所文造语奇
险，不可句读，遂置李鲁为乡试副榜
贡生，然心实特赏李鲁之文采。乾隆
二年，李鲁凭借副贡身份入北京国子
监深造。初到北京，即名噪都下，造
门请其文者接踵而至。

李鲁作诗如有神助，或三五日不
能得一字，忽有所得则面如土色，遍体
陡战，而运笔如飞，稍迟即失。李鲁世
居无棣古城，其求学之乡塾在南门外。
有一日，李鲁晨起入塾，至城门门尚未
启。突然，他灵感来了，疾叩其外祖父
家门，索纸笔书之，俄顷得诗十二首，人
咸惊以为神。李鲁有时外出，虽三五
里，也必携笔砚，偶然有得，即于路旁伏
地疾书，录毕入诗囊，从不取证于人，人
亦不得而见。直到李鲁过世后，其族弟
李烋打开李鲁生前珍爱的一个竹箱，才
发现里面积攒的诗稿至数万余首。这
些诗稿纸条散录，字画蜒蜿如蛇。李烋
对诗稿细加辨晰，始检校成集，存诗一
千余首，名曰《出岫集》，邑人士惊叹，方
知李鲁能诗，争购《出岫集》。

《无棣县志•艺文志》（1925 年
版）收录李鲁诗歌计9首，分别是《赣
榆妇女歌》《勇士歌》《陌上女》《秋雨
谣》《过骝山隐士宅》《过无棣城（二
首）》《枣园桥畔》《海上鸿沟》。

李烋——出入唐宋诸
大家者

李烋，字蒉园，诸生，李道昌四兄
李全昌（清顺治初由贡生荐授通判）
曾孙，李鲁族弟，自弱冠为诸生，人称

“师晦先生”。
《无棣县志》（1925 年版）载：“李

烋，字蒉园，邑诸生，经术湛深，不为训
诂家言。邑侯张简堂，将以通经荐，以
去任不果。喜为古文辞，波澜壮阔，出
入唐宋诸大家。赵秋谷太史见其诗，
击节称赏。著有《声诗录》《诗经传序汇
纂》《周易自腴》《编经传摭言》《四书释
注》《燕翼编》《中州纪程草》《吴中草》

《箦园吟》。卒年八十。”《无棣乡土志》
（1910年版）载：“李烋，字篑园，布衣，著
《中州纪程草》《吴中草》《篑园吟》《声诗
录》《诗经传序》《汇纂周易》《自腴编》

《经传摭言》《四书译注》《燕翼编》。”《无
棣文征》（1924年版）载：“李烋，字师晦，
号篑园，庠生，著有《篑园文集》。”

李烋性开爽，沉敏，学无所不讲贯
其治经，务涵泳讨，会其宗旨，乃证以先
儒诸说，而以己意通之，故其论著皆空
所依傍，卓乎有得之言，非训诂家能相
比的。李烋才力雄富，通习诸古文词，
县里每当有大著作，必推其属草。李烋
尤喜为诗，取法汉、魏、唐、宋、元、明诸
大家，溯其源流。近体诗，骨韵苍坚，称
其气；古体论议有根柢，极波澜顿挫，归
于自然，可与苏轼、陆游相媲美。

乾隆七年（1742年），诗文雄海内、
坛坫高峻的淄博博山人赵执信八十大
寿，其门下为其征祝寿诗词，士辐轸鳞
萃，希冀博得一笑，赵执信一顾，辄挥
去。李烋赋四绝上之，赵执信为之击
节赏，反复诵不置，叹曰：“海丰有人！”
李烋诗名，一日震齐鲁间。

李烋耆年宿学，善谈论，乐于引
导帮助后辈上进，每次他到县城，邑
人士争置酒迎之，若尧夫（邵雍，北宋
著名理学家、诗人）之在洛城（今河南
洛阳）。乾隆三十三年（1768 年），李
烋年已七十八岁，仍孜孜不倦，渴望

饱读未见之书。当他得知张映纬家
藏有来注《周易》，遂求阅，张映纬送
书之时求李烋标识《周易》之精义。
数月之后，李烋将《周易》完璧归赵，
张映纬展书，书之空白处写满李烋用
赤黄色笔墨书写的对《周易》精辟之
义理，令张映纬叹服不已。

张映纬在其撰写的《李师晦先生
传》中对李烋之文才给予极高的评
价：“盖先生之于文学，得于天性。故
自少壮至耄老，以及载驰道途，未尝
一日废，而天复假之以年，扼之以遇，
俾得厌飫其中，宏其畜者，日大以肆，
则困穷侘傺，人为先生惜者，皆先生
之抱膝啸歌，俯仰自适时也。”

李烋著有《声诗录》《诗经传序汇
纂》《周易自腴编》《经传摭言》《四书释
注》《燕翼编》《中州纪程草》《古诗百
首》《蒉园吟草》，皆藏于家。《无棣县志
•艺文志》（1925年版）收录李烋人物
传记 1 篇，即《张舍人传》；诗歌计 13
首。另外，《无棣文征》（1924年版）收
录李烋人物传记1篇，即《刘列女传》。

李异——无棣旧《八景
图》配诗者

李异，字仲常，岁贡生，李鲁、李
烋族侄子，李道昌三兄李应昌玄孙。

《无棣县志》（1925 年版）载：“李
异，字仲常，岁贡生，举乡饮大宾，敦
行孝弟，好学不倦，居社学教授三十
年，士皆悦服，乐道人善，为之作传
记，以阐幽表微，有善行录，文法条
辨，蜗居馆课。诗文存于家。”《无棣
乡土志》（1910年版）载：“李异，字仲
常，岁贡生，敦行孝弟，好学不倦，居
义学教读三十余年，无不悦服。课读
之暇，思戚族有隐德未彰者，为之立

传。所作有《善行录》《文法条辨》《蜗
居馆课诗文》存于家。”《无棣文征》
（1924年版）载：“李异：字仲常，岁贡
生，著有《蜗居馆课诗文》，存于家。”

李异，孝弟敦行，德高望重，乡饮
大宾，士皆悦服。好学不倦，办蜗居
馆，教学卅年，桃李满天。在教书育
人闲暇之时，李异对家乡无棣（时为
海丰）名胜古迹、田园风景甚为酷爱，
特别是对刊载于康熙九年（1670 年）

《海丰县志》上的“八景”图独有情钟。
李异对“八景”有图无文很是遗

憾，遂依“八景”图配诗八首，后被载
入刊于中华民国十四年（1925 年版）
的《无棣县志》卷首。

李异所创“八景”诗分别为——
《芹泮槐荫》：“槎枒古树羃宫墙，宇内
常存奕叶光。满地春风兼化雨，杏坛
分得一枝香。”《丛林塔影》：“笔锋秀出
郁人文，形式平将雁塔分。欲挟天章
题碧落，凌空一管扫烟云。”《龙湾夜
月》：“望月池边月倒悬，清辉照澈水中
天。金波激宕明珠涌，知是骊龙夜不
眠。”《马谷朝云》：“孤峰叆叇涌螺鬟，
朝出行云意自闲。淡泊不遣游客梦，
聊将多事笑巫山。”《西桥牧笛》：“杨柳
风来笛韵清，西桥牛背一枝横。牧人
新得维鱼梦，吹出丰年雅乐声。”《北海
渔歌》：“时清大海不扬波，唱晚渔舟欵
欵过。东国鱼盐天下利，大风谱入太
平歌。”《汉垒盘旋》：“层垒犹堪国士
夸，空留断戍阅年华。干戈此日消沉
久，桃李春风尽是花。”《秦台眺望》：

“缥缈三山不可通，茫茫大海望无穷。
祖龙已作神仙死，空有荒台宿草中。”

李异不仅诗歌写得好，而且文章
也好，《无棣文征》收录其传记两篇，
其一为《杨蔚东先生传》，其二为《张
路升先生传（并序）》。

清代无棣文坛“李氏三杰”
张海鹰

幼年多疾、家人长年
闹病，激起了学医的坚强
信念

郑长松1927年出生于滨州市滨
城区河南郑村。幼年多疾，四岁不
行，全家五口人有三人长年闹病，饱
尝了疚疾之苦，由此便激起了他学
医的坚强信念。

年满六岁，始读私塾，先生崔玉
田氏，既通经文，又精医理。郑长松
跟师八年，读完了《四书》《古文观
止》等，先生还指导他念了《医学三
字经》《景岳全书》《医宗金鉴》等医
学书籍。先生题词谓：“吾生长松，
自从学以来，克勤奋读，尤爱医学，
后生定可博取，广济万民。”

十四岁时，郑长松考入当地一
所官办高学（阳信县育英学校），成
绩全校第一。十六岁又考入阳信闫
马庄乾建中学，因于家境贫寒，未待
毕业，于十七岁辍学后在本村小学
执教，以维持生计。教了五年书，习
了五年医，并经常在教余为乡亲看
病。

解放前夕请医生看病，病主必备
轿车酒饭，郑长松出诊治病，都是自
己徒步往来，一不抽烟，二不用酒饭，
且有不少小恙应手而瘥。十八岁时
尝治一老妪，老妪突然腹痛难忍，脐
下满硬，脉微欲绝，问诊得知，大解三
日未行，遂用千金温脾汤加减（炮附
子、当归、党参、川军、朴硝各三钱，干

姜、甘草各二钱），取药一贴，两煎后
顿服，一啜即安。

因医术高超求医者纷
至沓来，只得每天限诊

1948年，郑长松参加专署知识分
子训练班学习，结业后分配到专署文
教科干担任会计。因于工作中经常
有来诊病的乡亲，几个月后即被调到
当地最大的一家药店——利民中西
大药店任中医。

当时年纪虽轻，临床经验甚乏，
但他在读书和教书的时候文医并进，
已打下了较厚实的古文与中医理论
基础，所以临诊尚觉轻松，有不少疑
难大症亦收效捷彰。

如，一妇人婚后二十多年未孕，
屡经药疗，转医无数，均愿未能遂。
经他诊后进药数十帖，即受妊在怀，
喜得一子。这些疑难病症的痊瘳者，
竟成了义务宣传员，遐迩来诊的病人
日益增多，领导照顾，每天只限诊七
十五个牌（号）。

接触病人愈多，困难亦愈增大，
更多的疑难病症如脱疽、偏瘫等亦纷
至沓来。郑长松每治愈一病即心窃
自喜，若有不效则忧心忡忡，班后即
翻阅医书，寻求方药，俟复诊时用
之。这一时期，他常常是鸡叫方上榻

就寝，五更就上班应诊，月无暇日，日
无暇昝。

适时选择主攻结核病、
肿瘤等专题，为更多的患者
解除病痛

随着时代的变迁，在不同的年
代、不同的时节、不同的环境，都有不
同的多发与疑难病症，只有适时选择
主攻专题，才能达到为更多的患者解
除病痛的目的。

在1950年代，人们把结核病视之
为不起之恙。诚如《济生方》谓：“夫
痨瘵一证，为人之大患，凡受此病者，
传变不一，积年染疰，甚至灭门。”因
为当时尚乏有效药物，令人颇感辣
手。

为此，郑长松再三查阅古今文
献，寻觅有效方药。屡经验证后，探
索出用百部、白芨、穿山甲、牡蛎治疗
效果颇捷，并总结出用茅根、藕节、生
地、川军治肺痨吐血，有时可取得药
到血止的效果。

这一研究结果，在郑长松1956年
第一次出席全国先进（生产）工作者
代表会议时，应卫生部邀请，在医务
界分组交流会上作了介绍，赢得了中
医学界的高度赞誉。《北京日报》的新
闻报道中说：“山东省惠民专区医院

中医师郑长松的发言，引起了大家极
大的兴趣，他介绍了用白芨、穿山甲
等几味药治疗肺结核……到会的卫
生部中医研究院的老先生们都仔细
地把他所说的药方记在本子上。”（见

《中医杂志》1956年第6期282页）
到了上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最

可怕的是肿瘤。在肿瘤的治疗探索
上，经多年临床实践，郑长松自拟了

“攻坚散”加减治疗良恶性肿瘤，取得
了令人满意的疗效。郑长松认为肿
瘤并不可怕，只要我们潜心研究，寓
传统的辨证论治于先进的诊疗技术
之中，肿瘤难关攻破有期。

潜心自古号称难治的
妇科研究，实践总结出四点
辨证治疗体会

妇女一科，自古号称难治，为医
界视之为畏途。昔贤尝谓：“宁医十
男子，莫治一妇人。”数十年间，除适
时所需搞其它科目外，郑长松一直致
力于妇科病症的研究与诊治。

妇科病症有经、带、胎、产、杂五
大门类，所有这些病证均有其一定的
辨治规律可循。如调经一门，前人分
述甚细，诸如经行先期、后期、量多、
量少、经期过短、过长，闭经、崩漏等，
这些病症皆由胞宫藏泻功能失常而
致，其实质不出藏泻之太过与不及两
大类型。泻之太过则见月经先期、量
多、经期延长、崩漏等；藏之太过，该
泻不泻则见经期过短，血来量少，月
经后期，以至经闭。将月经不调如此
归纳分类，可使繁杂的内容得以高度
概括，纲目分明，既方便于辨证施治，
又有利于启迪后学。

不孕是临床上常见的疑难病症，
他屡经实践总结出了四点辨证治疗
体会。即：审月事以辨，随病机而治，
善情遣开导，重起居调摄。按以上四
点心得，针对病机投用自拟的几个种
子方，多能于短期内使之摄精成孕
（见《中医杂志》1984 年第 5 期“不孕
症的临证经验介绍”一文）

回顾几十年的行医里程，郑长松
在妇科方面积累经验，其中部分临证
心得已由门生整理成文，发表在京、
沪、鲁、豫、辽、浙、两广等地的中医药
期刊上。在应诊之余，他撰写了《郑
长松女科医案选》（已由地区中医学
会内部出版）《郑长松妇科经验集》等
著作。

总结临床经验，通过选
方中之优，择药中之效，探
索临床“四方”

郑长松在总结临床经验的基础
上，通过选方中之优，择药中之效，本
着探赜索隐，去粗取精，适当加大剂
量，力争缩短疗程的原则，作了临床

“四方”的探索。即急性病搞“立效
方”，常见病搞“速效方”，慢性病搞

“ 显 效 方 ”，颇 有 效 验 的 搞“ 固 定
方”。

他认为这是临床实践中的优选
法，在整理中寓有提高，在运用中有
改有革，既可为后继人才的提高创
造条件，又能为中西医结合穿针引
线。对一些急性病搞的几个“立效
方”，确有病去霍然之功。

如一心肌梗塞患者，旧恙未解，
新患又至，由溺少艰涩渐至尿闭不
行，历经三日。胸脘痞闷胀痛，小腹
胀满难堪，因前列腺肥大导尿未遂，
投以自拟“蓄溺自通散”，约四小时许
即尿行如注。他对临证“四方”进行
了整理加工，其中部分处方如治遗尿
与小便失禁的“固脬汤”，治流产后胎
盘残留的“活血化瘀汤”，治滑胎的

“固胎汤”等，整理成文向同道作了介
绍。

编辑出版《中医验方汇
编》等单行本近十册，进行
广泛学术交流

自从 1951 年应东北人民政府卫
生部聘请，任《卫生报》社通讯员（聘
书第59号）以来，郑长松即注重做积
极的宣传和学术交流工作，撰写了
一些稿件，如“㾦癗简介”“验方一
束”“遗尿治验”等。

1958 年，郑长松应聘任山东省
立医院中医顾问，继之担任中华全
国中医学会山东分会理事、常务理
事，地区医学科学研究所所长等职，
使他参加学术活动的机会大大增
加。仅在医科所任职的两年间，他
负责编辑出版了《中医验方汇编》

《当前疾病防治参考资料》等单行本
近十册，并编发《科技简报》数十期，
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广泛学术交
流，对当时地区中医药学术的发展
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他个人的部分临床经验，在学
术界交流后亦收到了较好的反响。
如自拟治梅毒的“驱毒散”，山东省
性病防治研究所试用后，在 1959 年
3 月 8 日的总结中说：“试用中药驱
毒散，治疗隐性梅毒、先天晚期胎
传梅毒，初步观察疗效显著……”
（见《山东中医药》1960 年第 1 期第
20 页）。后期虽百疾丛体，生命垂
危，他仍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积极
撰稿，或指导门生整理临床经验，
为活跃学术交流做一点工作。

郑长松：

滨州郑氏妇科开创者 三次出席全国群英会
书翰

清代，在无棣古城有
一座府邸，名曰“侍御第”，
俗称“李家大胡同”“李家
大院”，它的掌门人便是清
开国首科进士、大理寺正
李道昌。邑人张守宣编手
抄本《海丰乡土志》之《氏
族》载有无棣 20 家名门望
族，城里李家即为其一：

“李氏：明成化间，由宁津
迁海丰。国朝康熙间，讳
道昌者，以进士官大理寺
寺正。礽孙于绛，以举人
官贵州安南知县；于沆，以
举人官甘肃安定知县。传
至今，十七世。”

无棣李家先后有 1 人
科进士、3人中举人、21人
为 贡 生 ，乃 无 棣 诗 书 望
族。其中，李鲁、李烋、李
异叔侄三人被誉为清代无
棣文坛“李氏三杰”。

【郑长松简介】

郑长松（1927～2007），滨
州市滨城区人。念私塾时即兼
读医书，17岁开始在故里为乡
亲治病，22岁正式调入医疗单
位，1991年8月离休，毕生致力
于临床实践，以中医妇科见
长。著有《郑长松妇科医案选》

《郑长松妇科经验集》，并在京、
沪、辽、浙等地的中医药期刊发
表文章 40 余篇。历任中华中
医学会山东分会理事与常务理
事、山东省立医院中医顾问、山
东省惠民地区人民医院副院
长、地区医科所所长、地区中医
院名誉院长等职。曾连续三次
出席全国群英会，获“全国劳动
模范”“全国先进工作者”等荣
誉称号，多次受到毛泽东、刘少
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的接见。

由郑长松先生所开创的滨
州郑氏妇科，子孙传承，成为全
国中医妇科学界认可并赞扬的
一支子孙传承的妇科流派。

郑长松读书照。

1956年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中医工作者代表合影，中排右二为郑长松。

遗失声明
联系电话：3186726 18654306492

滨州经济开发区金光商贸行
税务登记证正本丢失，税号：
37232819771129303101，声 明
作废。

徐子硕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编号：Q370861935，声明作废。

李霞专业技术资格证书丢
失，编号：12011084，声明作废。

艾汝轩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编号：G370713773，声明作废。

为认真贯彻落实“放管服”改革的部署和要求，进一

步深化无棣县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

效率。滨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无棣管理部服务大厅

于2019年2月16日（周六）实施搬迁。

办公新址：无棣县经济开发区科技孵化园二楼西大

厅（无棣县新汽车站东1000米）

咨询电话：0543-6782207

由于搬迁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滨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无棣管理部
迁址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