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 健 今

苏健今（1889 年－1973 年），又名廷銮，字健金。祖籍合浦县乾江圩，祖父辈迁居北

海。农工民主党员。著名中医。

1911 年 11 月 27 日，罗侃廷在合浦发动了反清的“廉州起义”，苏健今即参加其中。

1917 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在理工科化学系攻读四年，为合浦县最早的留学生。苏健今

勤学苦练，不但精通英日文字，对中国甲骨文和古文也颇有精深的研究。

1921 年，学成后归国，回到合浦县廉州中学执教近 10 年，主教英语、化学等科，兼

任学监。抗日战争后期，在祖籍乾江圩创办乾体中学，自膺校董事长 3 年余。

在廉中任教期间，通过函授向全国闻名的中医师恽铁樵学习中医学，后辞去教师职业，

在北海与他人合股，开办“寿而康”中药店，兼为民众诊病，不收诊金。

建国后，曾任北海市中医院医师、副院长。曾当选为北海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广东省

政协委员、北海市政协副主席、农工民主党北海市支部主任委员等职。

在广东省首次召开的“中医释师会”上被尊为老师，载入《广东名医录》。“文化大革

命”开始后，遭到了冲击，于 1966 年 10 月被遣返家乡乾江圩。1969 年夏，到乾江卫生所

工作。1973 年 5 月 27 日病逝。

著有《中药今释》《妇科医案》《胡卢燕石斋诗文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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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学东归后，泰西理化精。葛洪擅丹术，扁鹊负医名。”“耗尽平生力，秦尊汉印中。

字追三代古，文带六朝风。”这是节摘黄家蕃的《一粟楼诗词选集》中，当年挽苏健今先

生的五律诗句，诗中对苏健今先生备极赞誉，概述其一生于医、书、文、印精研博学，可

见苏健今先生是当年海角珠浦的贤达翘楚。

苏健今先生，原字殿金，名廷銮，别号曼陀罗庵主，胡卢燕石斋主。合浦县乾体人，

自幼颖异，好读书诗，热爱自然科学。青年时深受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新学思想影响，倾向

革新。宣统三年（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积极参加革命党人罗侃廷、苏乾初等领导的

廉州起义，一举夺取了清朝廉州镇和合浦县的政权，九月二十七日成立“廉州都督分府”

革命政府。当时廉州都督分府的印信为苏健今先生所刻。之后功成身退，屡辞官府延揽，

一心一意专注治学，乐于读碑临池。上世纪 30 年代中，广东省府主席陈铭枢先生重其品

学，曾致函请他出任合浦县长，苏健今先生清高狷介，淡于官场，婉辞不受。民国 6年（1917

年），全国招考 60 名公费留学生，苏健今先生在数千考生之中，以优异成绩考取日本早稻

田大学理工科化学系。攻理工化学四年，为合浦最早的留学生，他精通英、日文字。卒业

归国后，在廉州中学执教化学、英语。抗战期间，苏健今先生在乾体创办乾江中学，自膺

首任名誉校长，致力于地方家乡教育事业，当年合浦一中（北海中学）筹备成立，苏健今

先生是筹备委员会成员之一。其间向国内中医理论家、大医师恽铁樵函授学习中医学，学

有所成。之后弃教从医，在北海与人合股开“寿而康”中药店，自兼不收诊金的医师。由

于医理精湛，时有着手回春之妙，自此声名鹊起。觧放后，是北海市中医院主要创始人，

先后任医师、副院长。苏健今先生善于用化学原理阐发中药的有效成分，结合中西医理论，

辨证施治，对妇科、温病、儿科擅为专长。专著有《中药今释》《妇科医案》，还有当时尚

未脱稿的《中药治癌物质初探》。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医名远播，不同于海角珠浦，入典

《广东省名医录》。现今上了五十多六十岁的北海人，大多数对苏健今先生的高超医术有

所印象。

苏健今先生掩卷医案之余，对诗文、考古、书法、金石亦多精研，造诣甚高。但艺声

为医名所掩，不为一般人所见识。“东瀛归坠简”，苏健今先生在日本留学期间，临摹大学

图书馆所藏《石鼓文》善本，后著书《石鼓文扶桑摹本考证》加以论述。一个身在异域求

学的青年对祖国的书法瑰宝慧眼殷爱，实属俊彦之辈。苏健今先生读书临池，经年不辍，

奠下深厚的国学基础、书法素养。清末民初，碑学盛倡，苏健今先生或受碑学熏陶，深谙

甲骨文、古籀文，广涉周鼎秦碣，汉碑晋版，学究渊博。他的金文作品极富韵律，中锋运

毫，古趣盎然，有《散氏盘》的恣意；有《师奎父鼎》的舒和。苏健今先生的隶书写得浑

穆润厚，结构开张，体势豪放，笔法严谨，从中可窥汉碑浸润深厚，工夫老到。民国年间



兴建的北海“文明市场”，是苏健今先生用隶书题匾，可见苏健今先生的隶书早年已为时

人所喜爱，他当年诊病用毛笔所开的处方也多被人收藏。其隶书曾经黄家蕃手选入南珠碑

林。苏健今先生的行书散见于信札、文牍、题跋，用篆隶笔意掺以毫锋，写得古拙朴茂，

奇崛敦厚，极有金石气韵。苏健今生的书法有深度，有内涵，有书卷气息，有学者气象。

在当时海角珠浦，能出其左右者恐无多矣。

苏健今先生的古文修养深厚，驾驭诗词、文牍、楹联，有大家手笔。据黄家蕃稿载，

苏健今先生于 1922 年 11 月用文言文体写就的《珠官文社跋》：“文者所以抒写性情，情借

文而发，文非奇不传。”“夫无诗书之文，不足以传尧舜之道；无孟轲之辩，不足以辟杨墨

之说；无屈宋之辞，不足以表忠爱之忱。”文章立意独见，词藻任发，用典用故信手拈来，

有鲍参军之工丽：有谢灵运之俊逸，字里行间张弥六朝古风。曾著有《胡卢燕石斋诗文集》。

早年在北海市现四川北路与中山西路交汇处，有一“孙早园”，园内有棵百年树龄的酸枣

树，市人惯把这段街区用“酸枣树”称呼，园主人用地名化用于园名“孙早”。苏健今先

生为园撰联并书，联曰：孙贤绳祖武；早起惜春华。上联说主人子孙能继承祖业；下联乃

对主人爱惜时光的称颂。用“孙早”作鹤顶，联句工整，蕴义警人，隶书娴熟，体现了苏

健今先生的楹联艺术造诣。

上世纪 60 年代苏健今先生身为中医院副院长，农工民主党北海市支部主任、北海市

政协第二届委员、副主席，广东省政协第一届委员。但在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中，苏健今当

年作为“反动学术权威”的对象，1969 年夏，被揪斗之后遣回原籍，在乾江卫生所工作。

白天在乡里卫生院看病，晚间直面昏灯黄卷。即便是在乡壤之中，苏健今先生仍不废翰墨

之功，直到 1973 年 5 月 27 日病逝。当年有苏健今先生这样的文化人，海角学蔚，珠浦文

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