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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刘培国 图/王晓涵
从小，就知道博山有位“李

半仙”。参加工作以后，在一些
红白公事上，认识了博山区骨科
主任李常箴副主任医师，才知道
先生是“李半仙”后人。许多年
过去了，“李半仙”像一个谜，没
有解开的机会。2021年11月10
日，王威先生在世博医院治疗骨
伤，主持骨科临床的是李氏正骨
非遗传承人，骨二科主任、副主
任医师李铎，李常箴先生三子。
王威先生便一再向我举荐，要我
采访一下李铎，挖掘一下“李半
仙”的故事。

李铎主任不是一般忙，进
手术室就是一天，不带手机，联
系始终不畅，这倒让我顿生敬
畏，像教师把手机带进教室一
样，外科医生把手机带进手术
室，不是一个好现象。一拖拖
到了跨年，元月2日，我与李铎
主任终于见面，一聊，我们并不
陌生，李铎大哥荣会是我淄博
三中高五级的校友，我俩拾起
了“李半仙”这个话题。

一
“李半仙”的话题始终伴随

着一个狐狸仙的传说。
清朝咸丰年间，莱芜茶业

口法山村（地方土语称“刷竿
村”），出了一位乡医李连胜。
出生于道光年间的李连胜原本
在家务农，十分好学，擅读古书
杂书，学到不少草药知识。正
值清朝末年，老百姓长点病，想
找个地方看看，爬山迈岭的，很
难。李连胜就用书本上学来的
东西，在乡下帮助农人处理普
通外伤，疖子、痈、疣、毛囊炎、
伤口感染等等，无非是弄点中
药熏洗、敷贴。农村人就是跟
土地打交道，真正骨折不多，磕
着碰着的倒不少。李连胜便以
处理外伤在莱芜当地出了名。
他治疗乳痈拿手，就是乳腺囊
肿，现今叫乳腺炎。产妇涨奶
出不来，炎症、感染，慢性的是
疼痛、肿胀，李连胜治得好，用
草药熬了，清洗伤口，消炎化
瘀，治愈了不少。这位李连胜，
就是李常箴的曾祖父，李铎的
高祖父。

李连胜由治疗普通外伤到
正骨，就关联了那个狐狸仙的
传说。

二
这个传说，在王济世先生

新著《博山偶记·整骨名医李奉
章》一文中有详细记述，说的是
李连胜出诊翻山越岭，时常路
遇一只狐狸。遇见，就给它一
口吃食。一次狐狸被猎人追
杀，腿部中矢，流血不止，又被
李连胜遇见，遂为其包扎并帮
助隐身，躲过一劫。李连胜再
见到狐狸时，狐狸一个劲地咬
着他裤腿脚，拽着走向一间小
庙。进庙一看，有个老人躺在
地上，奄奄一息，原来老人是游
串四方的铃医，在山里迷了路，
又患严重足疾。李连胜赶忙把
老人搀回家中，用老人的药方
去药房抓药，为其疗伤。伤愈
后，老人大为感动，便将自己正
骨御医身份和盘托出，又带着
李连胜走街串巷行医三年，方
与李连胜分别。临走，把自己
的正骨技法倾囊传授。承诺凭
着这些技艺，保李家人四世行
医，吃穿不愁。

确实，李铎老家法山有这
个狐狸仙的传说。

一只受伤的狐狸，躲进李
家储存杂物的草棚，蜷缩在草
垛里。李连胜起床以后，整理
院落，看见那只狐狸趴在那里
一动不动，站不起来。过去看
看，是伤了腿，就把它抱回屋里，
伤处使夹板夹起来，养着它。个
数月时间，狐狸一踮一踮能走
了，自己出了门。李连胜也没拿
着当回事。隔了一段时间，狐狸
又二番回家，就说来家报恩，秘
授正骨秘籍，答应李连胜，从今
以后四代行医，衣食无虞。

这应该就是狐狸仙传说故
事的正源。

三
李铎小时候听祖父李文泽

说过，高祖李连胜在家乡法山
一带专门给人治疗外伤创面、
感染以及各种痈、疖子、疣。曾
经给一个看破红尘离开宫廷的
御医治过病。爷爷李文泽说，
这个御医也不是看破红尘，可
能是在皇宫里头受到排挤，加
上给权臣治病留有瑕疵，惹了
饥荒得罪了人，别人添油加醋，
欲置他于死地，怎么办？逃。
这个人没有家庭，也没有子嗣，
孤身跑出皇宫，隐姓埋名，一边
行医，治疗骨折、脱臼、筋骨损
伤，一边乞讨，躲避官家，一边
外逃，哪里偏僻往哪里跑，最后
逃到莱芜地界。他是正骨专
长，不谙皮肤外伤。长途跋涉，

缺吃少喝，足底生了茧子，皮肤
磨损溃烂，走到莱芜法山一个
邻村，实在走不动了。足底感
染面积大，非常严重。正好李
连胜带着儿子李凤章，去那个
村给人看病，看见那个人偎在
农市上，围着一大些人，说这个
人也行医，可是自己治不了自
己了，走不动路了。李连胜一
看，人发着高烧，精神也明白一
阵迷糊一阵。看那人可怜，没
人管，又吃不上饭，李连胜就蹲
下给他看看。给他打开破铺陈
包着的足部，一看，都是溃破、
化脓，满是脓血，不管三七二十
一，把他弄回家去再说吧！

四
李连胜把病号弄回老家法

山，开始给他清洗，治疗外伤。
足底感染以后生蛆，满院子臭
味。感染的创面处理起来时间
很长，一两个月控制不住，要是
得上骨髓炎就更麻烦了。治疗
一段时间，也没缺少他吃的。
康复康复以后，人也能吃了，体
温也正常了，神志也清醒了，体
质恢复得也可以，起码能坐起
来，能用语言进行简单交流。
那人就说，我这里也有个偏方，
我给你开个偏方，你再给我熬
点膏药，我给你说咋个熬法。
这个过程当中，李连胜从来话
不多问。看见这个药方，李连
胜说这个方子不错，就给他抓
药，熬了膏药，敷上，创面慢慢
开始生肌，坏肉慢慢退去，伤口
越来越新鲜，口子越收越小。

那位御医想，这个人有知
遇救命之恩，这么实诚，从来不
多嘴，也不计较财钱，实打实为
百姓看病，话语变得更多，但没
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待他自
己能下地了，就说，来找你看病
的不少，遇上疑难的情况咱俩
可以有个商量，一块给人治治。
两个人就配搭着，给人瞧病。
遇到脱臼的，从堰上掉下来骨
折了，他就搭手给治，医术确实
很高。又说，我有这个特长，和
你不一样，我是专门搞接骨拿
环的。这俩人从当地逐渐向四
周扩散名气。寻求治病的也越
来越多，俩人协作得很好。骨
伤厉害的不能走，俩人就上门
去看。后来的闲话当中，那人
说，我也没有子女，我是啥原因
离开宫廷，来到这里，全部把身
份都交了底。

当初李连胜从集上把他救
回家，人虽然昏迷，但两只胳膊
总是死死抱着一只包袱。他这
才打开包袱，一大摞古典书籍，
全部是正骨的，说，我也不瞒你
了，下一代有愿意学的，我愿意
给他们讲讲。那时候农村人没
有文化，没有学上，通过交流，
李连胜、李凤章爷俩才知道一
些正骨手法和技巧。

五
从此，有了接骨拿环技术，

李连胜便在治疗外伤以外，主要
在莱芜以及接壤的章丘一带为
人治疗骨伤。那时候，李连胜在
博山还没有什么影响，或者说，
李连胜是没有在博山一带行
医的。

说到这里，与地方志书记
载发生了一点差异。地方志书
认为“李半仙”指的就是李
连胜。

1990年山东人民出版社
《博山区志》说，“民国时期的李

连胜有较深的造诣，人称‘半
仙’。淄川一少女采桑坠地，不
能行，医者皆言腿骨已断。李
诊治，望其部位，触扪其伤部的
音响，确诊为关节脱臼，遂投

‘护心散’，又经手法整复，按摩
数次而愈。画家李左泉之妻跌
伤，左腿膝关节下肿痛难耐。
某医说是筋伤，为之按摩数日
后肿痛愈加，遂请李连胜医治。
李细询、触扪，确诊为辅骨已
断。手法整复后，伤者立感疼
痛若失，又经按摩痊愈。李连
胜晚年集毕生正骨经验，把正
骨手法总结为推、搓、揉、捏、
扪、挱（suō，同挲）六字诀。”答
案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志书记
载有误，一是历史家人记忆
不确。

李铎的爷爷李文泽认为，
“李半仙”是李连胜。若是李连
胜，又没来过博山，说明“李半
仙”是在莱芜就有的名头，而不
是在博山，那么，志书所载的淄
川诊治采桑女、博山正骨左泉
妻有可能不是李连胜，而是李
凤章所为。

李铎的父亲李常箴认为，
“李半仙”应是李凤章。是博
山、淄川的工矿区，造就了“李
半仙”的名声。

不管“李半仙”是不是李
连胜，老百姓服膺其不分贵贱
贫富给众生看病，把民间盛行
的神仙崇拜——— 狐狸仙的故
事加在李连胜头上，足见其医
术高明，医德高尚，这已经足
够了。

六
李凤章打小跟着父亲行

医，慢慢也就成名，正骨医术便
都传给了他。李凤章基本上以
骨伤作为自己的专行。他继承
了父亲李连胜的医德，看病的
有钱没钱无所谓，病得看，想办
法把病看好。民国年间，他在
莱芜、章丘、桓台、张店一带，名
声越来越大。

1938年，李连胜已经去世
21年，李凤章才离开家乡法山，
走进博山。

李常箴说，当年爷爷进博
山的时候，刚刚有日本鬼驻扎
博山。初来乍到，举目无亲，没
有根基，没有支持，盲目凭着手
艺闯闯试试。

来博山，是因为博山矿山
多、煤矿多，砸着胳膊轧着腿
的，工伤就多，正骨技术可能派
上用场，饭也好挣，能吃上口饱
饭。刚到博山，在一个不大的
矿井下窑，挣钱吃饭。井底下
经常有事故，小小不然的外伤
基本不断，李凤章就开始给人
处理。老板一看，说你有这个
技术，很好，你别下井挖煤了，
在上头管着处理处理外伤。煤
矿之间的老板们都相互认识，
我这里有这么个人，能接骨拿
环，你家有外伤过来治治。李
凤章就以这个矿井为主，给周
围许多矿井的工人治伤。先是
博山的煤矿，后来扩展到西河
煤矿，整个淄川所有煤矿、埠村
煤矿，一直到章丘一带的其他
煤矿，四下里给人看伤。自家
井上有就看，没有，哪里有就上
哪里看。淄川去得最多，吃住
都在博山区委老书记孙迎晋岳
父门上。孙书记岳父刘乐庵在
当地算是宽裕人家，开明绅士。

这时，李凤章慢慢有了“李
半仙”的名号。

七
李凤章在博山有了威望，

在后漆沟租下一家李氏有钱人
家的房子，开始以“盛德堂”为
号自立门户单干。房东见这家
人行善行医，也是积德，就说这
房子你住着就是。那时候，给
人看病不看病人是否有地位或
者有钱财，穷人有病也照看。

李铎爷爷给他说过，你老
爷爷给人治病，人家又没钱，
有时候抬到家里来了，抬到家
来怎么办？就得给人家看，看
完了，给人治好了，人家没有
钱，就留下，问能不能给你打
打下手、整理整理院子啥的，
干点碎杂活路，就像报恩似
的。李凤章很心善，你没钱，
在我这里，还能不管饭？得管
饭。给老百姓看病，有钱没钱
无所谓，有病就得先看好。名
声最重要。走到哪里，一提李
凤章，没有不叫好的。在煤矿
上看病，所到之地，捎带着也
给老百姓看了病，一时名声达
到鼎盛，受到博山人的普遍敬
重。新中国成立以后，李凤章
成为第一届市政协委员。李
铎近年去西河做手术，说起话
来，还有很多人知道“李半仙”
就是李凤章。李凤章影响确
实很大。

八
开始合作化以后，博山成

立第一医院。栾鸣岗、李凤章、
贾月谭等三位地方名医要请进
第一医院。李凤章已经八十多
岁，严重耳背，让李铎的爷爷挡
住了，为啥？爷爷说，他耳背厉
害，与人很难交流，进去干啥？
不是给政府找啰嗦？后来又成
立博城公社医院，政府把所有
社会上的小诊所合并整编，就
把李铎爷爷李文泽、大爷李常
甫划进去了。后来，李铎父亲
李常箴淄博一中高中毕业，在
大街小学干了一段老师，两年
以后也进了博城医院。李铎曾
跟爷爷李文泽探讨，老爷爷耳
朵背，你跟着不是一样？其实，
老人们还是想着自己干，为病
人服点务，老百姓有钱就给两
个，没钱就行善，还是那个传统
心态，也难怪。

李文泽跟李常箴说过，新
中国成立后，有一位日本医生
池田（音）没有回国，留在了淄
博市第一医院骨外科任主任，
他对中国传统医学很感兴趣，
几次到家里找李凤章探讨正骨
手法和治疗方法。

从咸丰年间，到新时代，跨
度近一百五十年的李氏正骨历
史经历了第一代李连胜，第二代
李凤章，第三代李文泽，第四代
李常甫、李常箴，第五代李常箴
之子李荣慧主任医师，工作于淄
博市第一医院，李荣怡主任医师
挂牌李氏骨科诊所，传承家技，
李铎副主任医师任世博医院骨
科主任。

仙术发乎仁心，仁心成就
仙术。李氏家族数代人行医，
不论单干公干，没有嫌贫爱富
的概念，都是病人为先，到这还
是这样，都把主要精力放在诊
病治病上。李氏正骨第五代阵
容最为强大，彰显李氏正骨百
年传承，达到了一个巅峰，当年
狐狸仙和宫廷御医“四代行医、
衣食无虞”的祝语已是明日黄
花，岂止四代行医，还五世其
昌呢！

“李半仙”

传奇
探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