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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项目《中医典籍研究与英译工程》进展顺利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罗希文同志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医典籍研究与

英译工程》（05&ZD003），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批示。在中

央领导同志的关怀下，近两年来课题组在以下四个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项目进展顺利。 

一、进一步充实力量，组织跨学科的研究队伍。 

    《中医典籍研究与英译工程》是一项跨学科的系统工程，涉及到社会科学领域

中的哲学、史学、文学、经济学、法学、翻译学及自然科学领域中的中医药学、西

医药学、自然科技史等多个学科。为了充实研究队伍，课题组以中国社科院的学者

为主，吸收科技部、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广州中医药

大学和全国侨联等机构的十多名专家共同参与。其中，来自中国社科院的成员侧重

从社会科学的视角，对中医药进行理论及对策研究；来自科技部的成员侧重从发挥

中医药科学价值及使用价值等领域进行研究；来自全国侨联的成员侧重从促进中国

原创医学发展角度进行研究。 

二、《千金方》、《黄帝内经》等研究与英译工作顺利进行。 

在该项目启动前，罗希文等同志经过20多年的努力，已经完成《伤寒论》、《金

匮要略》、《本草纲目》、《东医宝鉴》和《医方类聚》等5部东方医典名著的英译

工作，总字数超过1000万字，为本项目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按照研究计划，唐代

《千金方》、战国《黄帝内经》的研究与英译工作拟于2010年前完成，总字数650万

字，其中英译50万字。目前《黄帝内经》整理和研究工作已基本完成，英译工作进

展顺利，预计明年交付出版；《千金方》整理工作已提前开始，有望明年完成翻译

稿。 

三、加强与国内外相关机构的联系与沟通，积极对外宣传成果。 

课题组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部、中国中医科学院等单位建立了经常性联

系，就中医典籍研究和英译工作的意义与方法、对外宣传与交流等问题多次进行探

讨，并先后向有关单位赠送了《本草纲目》英译本。最近，课题组向世界卫生组织

驻华机构赠送《本草纲目》英译本的申请已获得外事部门批准。此举对于让世界各

国了解我国传统医药、保护中医药原创性知识产权、促进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将

产生积极影响。此外，课题组还参与起草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有关中医药产

业发展的政策建议，参加了科技部、成都市等有关农村新型合作医疗方面的课题研



究工作。    

四、积极参加各类相关学术研讨会，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2005年以来，课题组多次参加与中医药发展战略和政策有关的全国性、专题性学

术研讨会；参加了北京市发改委举办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及药品价格管理改革方面

的研讨会。发表了《中医药事业与中医药现代化》、《当代中医药发展与管理改革

研究》、《我国中医药产业的发展》等学术论文多篇。 

下一步，课题组还提出具体的工作设想。一是要加强交流合作。拟成立“中国

哲学史学会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或“中国社科院中医药典籍研究与英译中心”或

“中国社科院中医药产业研究中心”，以便与国家有关主管部门、科研机构等保持

经常性联系与合作，同时也便于开展持续性研究和国际交流。二是要拓展研究方

向。拟将课题拓展为中医药典籍研究与英译工程、中医哲学理论研究、中医药产业

经济研究和中医药知识产权研究等四个子方向。三是要举办高层次研讨会。拟与科

技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合作筹办全国性的中医哲学研讨会。目前准备工作已

启动，拟于今年第三季度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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