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乾体医家“三苏”

由于乾体的文化底蕴较好的缘故，解放前后曾出现过三位闻名遐迩的中医

生，他们是苏立民、苏健今和苏匡元。因为他们都姓苏，所以乾体人称之为乾体

医家“三苏”而引以为自豪。“三苏”都有一个共同的经历，都出生于 19世纪末，

都是我国早期的大学生，可他们当初学习的专业都不是医学。他们后来成为医家，

完全属“半路出家”。但各自“出家”的方式有所不同，苏立民是医学专科毕业，

苏健今是函授学医，苏匡元则自学成才。

首先介绍第一位医家苏立民(1890-1969)，乾体四才子之一，其才华主要在

医学方面显示。他未满 15 岁考取秀才后，接着又考上广州农林讲习所。也许他

对医学更感兴趣，于 1908 年考入两广陆军军医学堂，学制三年，以中医经典著

作及西医教材译本为主要教材，是两广最早的中西医并举的高等医科学府，早期

医学界耆宿陈伯坛任校长。

在他一生的行医生涯中，尤其在解放后，曾治愈过不少濒临死亡的病人。1955

年他救活过的一例病人，因新闻媒体的报道，使他医术声望日隆。该病人为马某，

患慢性肾炎尿毒症，经医院多方救治已回天乏术，后得到苏立民的妙方救治，终

于转危为安。这件事在北海医界传为奇迹和佳话，甚至引起国家卫生部中医研究

院筹建处的注意。该处与苏立民联系，了解到具体救治过程后，即向国家卫生部

报告这一治疗经过。卫生部请有关专家论证后，即在该报告上作如下评语（节选）：

“（从该医案中）说明治疗步骤是正确的，病情的掌握和方药的运用都没有走弯

路，才能收到这样的效果，说明了主治中医师对祖国医学的研究和运用到达了比

较高的水平……”自此以后，苏立民被聘为市中医院内科医师，次年被晋升为广

东省首批主治医师。晚年撰写了近 80万字的《医案》和《杂著》，为北海的中医

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和聪明才智。

第二位医家是苏健今（1890-1973），28 岁、考上日本早稻田大学化学系，是



合浦有史以来第一批留学生。毕业回乡后，为家乡的教育事业辛勤耕耘了 20 多

个春秋，是一位功不可没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苏健今在从事教育工作的同时，通过函授向上海著名的中医大师、中医理论

家恽铁樵学习中医。他为什么在其后半生对中医有如此浓厚的兴趣呢？关于这一

点，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恽铁樵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家。据说他的一个孩子因病经西医医治无效而

夭折，这对他的打击很大，因此决心弃弃学医。经过一番努力，他成为上海一位

有名的中医，每天到他的诊所看病的人排长队。苏健今从日本学成回国，途经上

海获知恽铁樵这一传奇的经历后深受感动，决心日后也和恽铁樵一样改学中医。

他终于心想事成，1954 年成为恽铁樵的函授医学弟子，逐渐成为一位医术精湛的

中医生。解放前后，经他救治过濒临死亡的病人无数。解放后由于他高明的医术，

先后被聘为北海市中医院的医师和院长。

苏健今又是驰名珠城的书法家，其字苍劲古朴，为书法爱好者所珍藏。今北

海长青公园碑林刻有他的手迹。

第三位医家是苏匡元（19 世纪 90 年代至 1951），他是一位大学生，有较好

的文化功底，具有自学中医的有利条件。据了解，他业余没有什么特剐的嗜好，

就是喜看中医书，家中藏有大量医书。他看医书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习惯，有时不

是站着看书，就是边散步边看书，这反映他在这方面的勤奋及独特的个性。

由于他对医学的研究较有心得，而且边学边用，经他治过病的人都说疗效不

错。在抗战期间，他先后在香港和乾体居住。他不开诊所，但请他看病的人不少，

成为一位治病效果较好的业余医生而闻名于乡里。



乾体医家“三苏”之一的苏健今



图为苏健今的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