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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后的连续修建，更使其大放异彩，成为真 

纪念药王孙思邈为中心的观瞻、旅游圣地。 

而立的孙思邈雕像和蔼端庄，沿山路修建的 

念牌坊形态各异，洞开的山门古朴壮观。南 

昌阁、晒药场、药王手植柏、拜真台等，处处都 

药王的故事；北洞的药王大殿、太玄古洞、医 

药池等，无不展现着人们对药王的敬仰之 

j1年药王山被国务院列为全国第一批重点 

沪单位；1990年被陕西省政府命名为省级风 

保护区 

、思邈故居孙家塬 

于耀州城东 3公里处的孙家塬村，是孙思邈 

的出生地和青少年时期生活的地方。经过历代的保 

护和修建，该村 目前尚保存着孙思邈的诞生地“老 

堡子”以及他少年时期读书时的古窑洞和老槐树， 

还辟有供人们祭祀、拜竭孙思邈的药王庙、圣母殿、 

先茔墓碑和与孙思邈生平事迹有关的石雕、石匾等 

文物古迹。2O世纪末修建了孙思邈纪念碑园、矗立 

在村口的雄伟的纪念牌坊以及规模宏大的孙思邈药 

园。这里不仅吸引着大批国内外游人不断前来观 

瞻、旅游，还于每年农历二月初二举办声势浩大的庙 

会和公祭活动。 

(收稿日期 ：2011 435-20) 

(本文责任编辑 王振瑞) 

专家赵石麟研究员逝世 

赵石麟研究员，陕西咸阳人， 

1922年 8月出生，2011年 8 

月30日突发心肌梗塞，逝世 

于西安，享年 90岁。他出身 

于书香之家，受家庭熏陶，自 

幼打下 坚实 的国学基 础。 

1938年4月从西安第二中学 

投笔从戎，入抗 日军政大学 

接受革命教育。由于其精于 

文笔，毕业后即被分配到八 

五九旅任随军记者，为抗 日战争建功立业。 

随八路军南下支队转战数万里，1946年中原 

夹南镇安县时部队精简，王震司令员委派其 

．户照顾年仅 l4岁的八路军王平 (解放后任 

资局处长)任务而离开部队；同年考入国 

夏学院学医。1951—1962年在西安医学院 

j后任校长秘书、助教、科长等职务；1963一 

任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医师；1970—1981年 

安县医院继续从事皮肤科工作；1981年调入 

扣医药研究院从事医学史研究，任副研究员、 

文献医史研究室主任，陕西省卫生志办公室 

主任、第一副总编辑等职务。 

麟一生坎坷，曾遭受过不公正对待和误解 ， 

炎然处之，矢志不渝，默默奉献，倍加努力工 

!部精力投入医学史研究。在担任《中国医 

． 简讯 ． 

学通史》编委会委员期间，编辑了《医学甲骨文和皮 

肤病史》，参与编写《中国医学百科全书 ·医学史》。 

赵石麟对药王孙思邈研究尤其精深，任陕西孙思邈 

研究会副会长，编著了《药王孙思邈》、《孙思邈千金 

方研究》，被聘为美国加州世界传统医药科技大学 

客座教授，受邀赴美国演讲。赵石麟还兼任陕西省 

科技史学会医学史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世界传 

统医学大系》副总主编、《古代世界传统医学杰出人 

物》主编、中华药王孙思邈研究院院士(台湾)等职。 

他工作一丝不苟，认真负责，以治学严谨著称，他先 

后主编《陕西省现代杰出创新医家研究》、《陕甘宁 

边区医家传略》、《陕西省名老中医经验荟萃》(五 

辑)、《医学史志探论》等10余部著作，参与编写《中 

国当代科技专家传略 ·中医卷》等专著。赵石麟专 

长医学及皮肤科医学史研究，退休后仍继续从事 

医学史研究，积累了大量资料 、卡片，发表了有关 

医学史、性病、麻风病、皮肤病史等论文 100余篇。 

年届九十仍身体硬朗，思维敏捷 ，笔耕不辍，孜孜 

不倦，坚持每天打太极拳、记 日记，任马振友 、张建 

中、郑怀林主编的《中国皮肤科学史》顾问／主审， 

合编《甲骨文记述的商周时代医学及皮肤科学 

史》，并审校部分稿件，在其逝世前已杀青交出版 

社。这是赵石麟研究员临终前为医学事业做出的 

又一重要贡献，为中国医学史及皮肤科学史留下 

了宝贵的文献资料。 

(马振友 韩世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