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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童年时，是使用银元的时代。
　　“银元”早期在上海，叫做“银饼”，这是咸丰六年（1857）上海富商私家所铸造的。
这些富商都是经营“沙船”生意的。
所谓沙船，是十丈有余的木杆大帆船，由北方运盐到上海，由南方运黄沙到北方。
这种黄沙混合了石子和泥土，叫做三合土，是建筑物的主要材料。
这种沙船厂，雇用员工数以百计，每月发工资时，免得称量碎银引起争执，所以就由富商王永盛（即
王信义沙船厂）、郁深盛（即郁子丰沙船厂）等自铸银饼，规定每一饼有白银五钱。
银饼是用手工打成的。
这种银饼，是咸丰五年（1856）所铸，我也见过。
　　后来墨西哥的银元（俗称墨银）流入中国，这是用机器铸造的，分量更准确。
外国人到中国来购买物品，都使用这种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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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存仁（1908-1990），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名医。
原名陈承沅，出生于上海老城厢一衰落绸缎商人家。
在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毕业后，师从丁甘仁、丁仲英父子。
1929年自设诊所，独立行医。

　　1928年，创办国内第一份医药卫生常识方面的报刊《康健报》。

　　1929年3月17日，被中医界推选为五个代表之一，赴南京国民党政府抗议“废止中医案”。

　　1935年，主编三百余万字的《中国药学大辞典》，后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

　　1937年，东渡日本，收集汉医书籍四百多种，整理出版《皇汉医学丛书》。

　  1949年，赴港行医。

　  1957年，被推选为香港高级慈善机构东华三院总理。

　　1964年，获韩国庆熙大学名誉博士衔。
同年，编撰出版“中国医学史》。

　　1970年，被选为香港苏浙同乡会副会长。

　  1979年，应日本“讲谈社”之邀，编撰《中国药学大典》（共四大册，1982年正式出版）。

　　1980年初，获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名誉博士衔。

　　1990年9月9日，病逝于美国洛杉矶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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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值此父亲诞辰100周年之际，谨重刊此书以为纪念。
我的父亲名保康，字存仁(又名承沅)，于1908年出生在上海老城厢一个世代经商之家，祖上饶有资产
，祖父及其五房弟兄在大东门一带开设了两家衣庄和两家绸缎庄。
然而，在父亲八岁那年，由于经营不善，家道中落，两家衣庄及绸缎庄全部变卖还债，而祸不单行，
祖父又罹急病遽然西归。
孤儿寡母，没有了经济来源，全靠亲友接济度日，艰难困苦，可想而知。
幼年的父亲便是在这样贫困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父亲十多岁时，中学毕业后，在伯祖的资助下，根据祖父要让父亲学医的遗言，投考了由丁甘仁先生
创办、由谢利恒先生任校长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
为了阅读中医典籍，父亲又先后拜姚公鹤先生和章太炎先生为师，补习国文。
由于家境贫困，父亲在读书之余还应征为丁福保先生做过抄写和剪贴工作，并时常忙里偷闲，写些短
文，用“存仁”或“绿豆”作笔名，投寄当时《申报》的副刊“常识”和小报《晶报》、《金刚钻》
等，以获取一些稿酬，补贴生活之需。
由于生活的磨练，父亲从小养成了勤奋好学和写作的习惯，他一生除行医外，每天至少花两个小时写
作，从不中辍。
很多年后，父亲青年时代的朋友秦瘦鸥世伯，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我和陈存仁年龄差不多，“加上
都爱爬格子，向大小报投稿．于是很自然地碰到了一起(这也许就是佛教所说的缘分吧)。
可我们在性格上毕竟还有差别：他沉着稳重，克制力很强，我则大胆好奇，喜爱热闹。
另外有几个游侣如姚克、鄂森等经常和我去餐馆或上跳舞厅，甚至跟着别人闯进赌场或妓院去，竟想
在堕落的‘雪坡’上试一试‘滑翔’的滋味。
陈存仁却从来不愿同行，几次之后，我们也不再邀他了。
当时，我们都还纯真坦率，并没有为此责怪他没有哥儿们的义气。
后来我变得懂事了，一经追想，更不由不对陈存仁的富于定力，不随波逐流，感到是一种可贵的品质
，也使他在十几年后便功成业就，从无数的同道中脱颖而出”(《上海滩》1992年第6期)。
诚如秦世伯所言，父亲的这种品质正是他日后事业成功的基本条件，而父亲这种优秀品质的形成，除
了其幼年失怙、家境贫寒的客观环境的逼迫外，还得益于其所拜之师丁甘仁、丁仲英、谢利恒、姚公
鹤、章太炎、丁福保诸位先生的教导和熏陶，这在父亲的著作《银元时代生活史》中有所反映。
父亲在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毕业后，先后跟随丁甘仁先生和其哲嗣仲英先生写方实习。
在实习阶段，父亲就筹划创办一份医药防病保健卫生常识方面的报刊，名曰《康健报》，这个想法一
提出来，便得到了丁仲英和丁福保先生的支持。
父亲经过周密的筹备之后，终于刊行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份医药报刊。
这份报纸有很多名医名人撰稿，且“编排格式新颖，大小标题做得引入注目，因此，才发行了二三期
，就在社会上激起了一定程度的轰动”(《上海滩》1992年第6期)。
《康健报》第一期就发行了一万四千份，以后，又获得八千户固定订户。
实习两年后，父亲获得了一定的诊病经验，获师同意后，便在山东路二号(南京路口)租得两间屋子，
独立开设诊所，正式挂牌行医。
由于初出茅庐，加上诊费订得较贵，开始一段时间病家并不多，每天只有三五个病人。
当时父亲才二十岁，而人们选择医生总以为越老越有经验，为了适应这种心理，父亲有意识地成年穿
着深色的长袍马褂，架一副平光眼镜，戴一项瓜皮帽，俨然成了一个“小老头”。
在父亲的苦心经营下，数年以后，诊务有了较大的发展。
这期间，父亲曾医好了于右任先生的伤寒病，与右老结下了一段友情。
1929年3月17日，为了抗议国民党政府中央卫生委员会提出的“根本提倡西药，推翻中医中药决议案”
，全国医药界代表聚集上海总商会，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商讨对策。
父亲便是这场抗议运动的发起组织者之一。
大会推举了五名代表赴京请愿，父亲是为代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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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父亲撰写了《三一七国医节事件回忆录》一书。
这一事件后，父亲被卫生部聘为顾问。
1935年，父亲积数年之辛劳，主编出版了一部三百多万字的《中国药学大辞典》，由世界书局出版。
《中国药学大辞典》一版再版，前后达二十七版。
但为了编撰这部药典，父亲疲劳过度，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休养了数月之久，才逐渐康复。
两年后，父亲又主编了一部《皇汉医学丛书》，其中收集的汉医书籍达四百多种，亦由世界书局出版
。
秦世伯在他的文章中也谈到了父亲编撰《中国药学大辞典》之事，他说：“他的规划如此细致周密，
不由我不觑着他那张镇定的脸，怔了好一阵子。
孔子日：‘毋友不如己者。
’这个陈存仁，岂但我所不及，简直使我五体投地了。
”(《上海滩》1992年第6期)1948年底，上海物价狂涨，货币贬值，生活无以为继，父亲不得已决定离
开上海，到香港另谋生路。
1949年初，父亲举家迁往香港。
当时父亲所有的积蓄总共是九千港币，连订一间小公寓也不够。
我一位在香港的外叔公问我父亲：“沅哥，看你在上海时气派还不小，你真的只有这么一点点?好了，
我现在有些事去美国几个月，你一家四人就暂时住在我这里，不必付租。
唯一条件就是我这个广东佣人跟了我多年，你用下去。
”总算住的问题暂时解决了。
在人生地不熟的香港，一切得从零开始。
父亲又开始觅房设诊所，挂牌行医。
香港多广东人，通行粤语，父亲深知，要赢得病家，必须克服语言的障碍，他特地聘用了两名粤籍少
女作助手，一位担任挂号，一位充当翻译，自己则拼命地学广东话。
同时，在行医之余，父亲仍勤奋地写作。
他在香港销路最大的《星岛晚报》上辟了一个专栏“津津有味谭”，专门谈如何吃的问题，提倡在汤
菜中加些中药的饮食疗法，这颇受素来讲究饮食的粤籍人士的欢迎。
至今，香港五十岁以上的人对“陈存仁”这个名字仍很熟悉。
这个专栏一写就是二十年，天天一篇，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从不间断。
父亲从不收取一文稿酬，但文章刊登的版面位置是从不变更的，他希冀的是一种广告效应。
很快，父亲便在香港打开了局面。
父亲一生致力于宏扬祖国的传统医学。
1935年，父亲任中国医学院常务董事兼总务主任，为扩建学院，他亲自起草了集款建院的计划书，并
自捐巨款，与各位董事倡导集款筹建了五座大厦。
他一手创建的国医图书馆，所藏医书甚多，管理先进。
然而惜逢“八一三事变”，新建大厦全部毁于战火。
在香港，他参与创办了香港针灸学会，并被推举为会长。
1978年，墨西哥芭蕾舞团应邀到香港访问演出时，应当时的香港总督夫人要求，父亲曾派自己的学生
去为他们针灸疗伤，针灸几次后，该团几位首席舞星的腿伤霍然痊愈。
数月后，这个学生被邀请到墨西哥为墨总统针灸。
这件事也多少影响了香港英国人对中医药的看法。
香港中文大学创建“中药研究中心”，聘父亲为“建筑基金会主席”，父亲非常高兴，不遗余力，以
一人之力，筹得捐款达一千二百万元以上，为中药研究作出了贡献。
父亲一生致力于整理和研究祖国的传统医学，他除了早年编纂的《中国药学大辞典》和《皇汉医学丛
书》外，到香港后，又陆续编纂了《中医师手册》、《医药常识丛书》、《中国医学史》、《中国药
学大典》等著作。
其中，《中国药学大典》是1978年应日本讲谈社之请而编纂的，当时父亲已年届古稀，他整整耗费了
三年的时光，编纂完成了这部四大册的皇皇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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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编纂这部巨著，父亲由于用脑过度，曾两度小中风。
除了医学著作之外，父亲还曾接受香港“大人”杂志之邀，连续撰写了《银元时代生活史》和《抗战
时代生活史》两部关于旧上海生活的札记类书。
父亲是老上海，生于斯，长于斯，又因工作关系，阅人无数，交游甚广，上至达官贵人，下至三教九
流，几乎都有接触，加上他每天记日记，保存了丰富的资料，所以关于老上海的故事，往往信手拈来
，便是一则兴味盎然的趣事。
20世纪70年代初，香港拍摄了一部电视连续剧《上海滩》，轰动一时，而片头打出的特别顾问就是“
陈存仁”，虽然他们并末征得父亲同意，但他仍很得意。
父亲一生行医，他的经验很丰富，诊断力很强，经过父亲诊断的病人，如中医药无法治疗，父亲就会
告知病人，你得的是某某病，应找某某科专家，不然会误事的，许多次以后，连香港最有名的西医也
不得不佩服父亲的诊断力之强。
其实，父亲是一个很注重学习的人，他不仅注重中医药学的学习研究，而且同样认真地学习西医的理
论和知识，早在1946年，他就曾聘请一位西医每天为他授课两小时，学习西医的病理学知识，如此坚
持了两年之久。
父亲一生还参加了很多社会活动。
1929年，他发起组织了三一七国医抗争活动。
1948年，父亲被沪中医界选举为国大代表，他在大会中，对国事倒行逆施，感慨不绝，除中医提案外
，不发一言，选举总统时，竟未投票，并将选票带回。
1957年，父亲又被选为东华三院高级慈善机关总理。
20世纪70年代中期，父亲被聘入选为香港苏浙同乡会副会长，这是在香港上海人的民间组织，历来由
工商界的顶极人物担任名誉职务。
1985年，因年龄和健康的关系，父亲宣告退隐，并移居美国洛杉矶市。
1990年9月9日，父亲在睡眠时因突发脑溢血而逝世。
正如秦世伯在文中所言：“他走得很匆促，也很潇洒。
”父亲生前一直希望我能继承他的事业，跟随他学医，但因那时我就读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对理工
科有兴趣，故未能听从父亲的意愿，弃理从医。
几十年后，我却为此感到十分后悔，为当时放弃了这样好的条件，未能继承父亲的事业而深深遗憾。
1992年，经朋友介绍，我在成都结识了对中药颇有研究的四川企业家李星炜先生，我们合资成立了一
家生产中成药的制药公司，并发展成今天的三勒浆药业集团，以先进的生物技术来分析中药的有效成
分，使中药更能发挥其效用，造福于人类，以此稍补我心底的遗憾。
陈树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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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位老中医的民国生活札记。
阿城、沈昌文、王学泰、赵珩、雷颐中，鼎力推荐！
　　写老上海的书，这《银元时代生活史》最好！
——阿城　　这样的书，让我这个当年上海的“小瘪三”大开眼界！
——沈昌文　　时代的写真，生活的侧影，一个时代的结束，并不意味着记忆的消失⋯⋯——赵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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