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  页 会员专区 学术交流 国际标准化 国际考试 国际培训 人才交流 项目管理 国际贡献奖 会  刊

首 页 > 新闻资讯 站内搜索:  

用户名: 密  码: 验证码:  

新闻资讯

加纳大使馆一等秘书来访 

公立中医医院补偿机制… 

中药配方颗粒国际组织… 

《黄帝内经》《本草纲… 

中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会员商城推荐榜（第二… 

李振吉在世界中联关于… 

三项文献成功申报亚太… 

北京御生堂在香港借壳… 

法国大使馆社会事务参赞来访 

2010年专业（工作… 

日本药都——富山之旅 

世界中联会员商城临床… 

2009年中药进出口… 

澳大利亚成立中药行业联合会 

中国中医药2009年… 

日本27万人签名反对… 

中医翻译与出版需要统一标准 

“首届国际中医翻译与… 

会员服务信息选编（第六期） 

第六届（2009•墨… 

中国国医大师方和谦逝世 

曹洪欣获俄罗斯“盖伦奖章” 

中国驻澳使馆参赞在第… 

中国青年报：中医应成… 

北京优选出甲流有效方… 

中国国医大师系列（三… 

中国国医大师系列（二… 

中国国医大师系列（二… 

世界中联第二届第五次… 

第六届世界中医药大会… 

防甲流走出认识误区 

《黄帝内经》《本草纲目》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

【时间】2010-3-23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 【作者】黄心

  3月19日，两部中医药古籍《黄帝内经》和《本草纲目》顺利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此次入选是在3月

8日至9日在中国澳门举行的世界记忆工程亚太地区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通过的。这为下一步继续申报《世界记忆名

录》打下了良好基础。  

  

  “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评审委员会”对入选的两部中医药古籍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黄帝内经》理所当然

地是一部珍贵的文献，值得被列入《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本草纲目》代表了当时东亚最先进的科学思

想，被认为是该地区科学史领域最重要的参考书目，强烈推荐将这部文献列入《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  

  

  评选第二批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的文献是世界记忆工程亚太地区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的一项主要议题。

委员会共收到11个国家和地区的12份(组)申报材料。经严格审核和有关国家、地区代表的陈述，会议采取秘密投票的

方式批准8份(组)文献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澳大利亚、中国等16个国家和地

区的58名代表出席了会议。  

  

  此次入选的《黄帝内经》版本是1339年由胡氏古林书堂印刷出版，为当今世界上保存最早、最完好的版本。《黄

帝内经》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奠基性著作，成书于距今22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该书系统总结了公元前2世纪以前中

国古代传统医学的实践经验，揭示了中医学的生命观、思维方式和认知方法。《黄帝内经》所构建的理论体系和医疗

模式至今仍然被传统医药学运用和西方医学借鉴，是世界医学和人类文明发展的最好见证。  

  

  此次入选的《本草纲目》1593年金陵版，是迄今中外一切版本的祖本。《本草纲目》是由中国明代李时珍(1518-

1593年)编著的一部药物学专著，内容涉及医学、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化学等诸多领域。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

称该书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18世纪到20世纪期间，《本草纲目》被全译或节译成英、法、德、俄、韩等20多

种语言文字，再版100余次，在世界广泛流传，成为西方许多领域学者的研究对象。  

  

  中医药古籍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是中医药古籍进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一项重要成果，不仅对于

中医药古籍文献的保护利用、中医药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传承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于进一步在世界范围内提高对中

医药历史文化、科学价值的认识，扩大中医药国际影响具有深远意义。  

  

  王国强表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将采取切实措施继续加强中医药古籍保护工作，同时在国家档案局的支持和指导

下，做好充分准备，努力完成两部古籍申报《世界记忆名录》的相关工作。  

  

  针对韩国申报《东医宝鉴》成为世界记忆名录的问题，王国强表示，韩国是“申忆”不是“申遗”。申请世界记

忆工程是一个国家的主权和权力，“世界记忆工程”的主要目标是保护文献遗产不再遭受自然和人为因素的破坏。

《东医宝鉴》是韩国的重要历史文献，我们对于韩国的申报成功是感到高兴的。第一，这说明世界对传统医学的重

视，它能够列入到世界记忆目录里去。第二，这也表明韩国政府对传统医学的重视，更重要的一点，《东医宝鉴》在

形成过程中参考80多部中医著作，引用了大量中医药的文献，《东医宝鉴》的申报成功对于宣传中医药，宣传传统医

学是有益的。  

 

“申忆”意义： 

 

  向世界展现中医药博大精深 



 

  “世界记忆工程”为中医药走向世界、与其他民族文化和现代医学相互交流提供了直接有效的平台，为我们向全

世界展现中医药文化的博大精深提供了契机。 

 

  其次，中医药典籍“申忆”对于促进中医药古籍保护和利用具有重要意义。保护人类记忆遗产不再遭受自然和人

为因素的破坏，是“世界记忆工程”的主要宗旨。由于历史原因、古籍保护本身的难度和认识上、政策上、资金投入

上的不足，中医药古籍保护长期以来存在保存条件差、研究队伍不足等问题，形势严峻。此次“申忆”成功有利于提

高对中医药古籍保护的认识，制定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做好中医药古籍文献保护工作，加强整理、出版、学习、研

究，并在临床、科研中利用推广。 

 

入选理由： 

 

  中医中药两经典，影响深远 

 

  此次入选的《黄帝内经》、《本草纲目》在中医药发展史上又具有怎样的价值呢？ 

 

  作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奠基性著作，《黄帝内经》在人类发展史上为造福民众健康方面的贡献是绝无仅有的。该

书系统总结了公元前2世纪以前的医药学知识，影响了此后2200多年来中医药学的发展。该书把先秦时期中国医药学

的宝贵经验与当时自然科学知识、哲学思想结合，对医学理论和实践作了系统的阐发和论述。 

 

  该书构建的医学理论体系框架和探究人与自然、疾病之间关系的认知方法法则，成为中医药及周边各国传统医学

起源与发展的基础，成为世界传统医药学的典范并日益为西方医学借鉴。此次申报的《黄帝内经》为公元1339年胡氏

古林书堂印刷出版，是世界上保存最早、最完好的版本，目前由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从它的成书年代、学术价值、

档案文献的珍贵稀有性、世界影响力等各方面，《黄帝内经》可谓东亚地区传统医学著作的最杰出代表。 

 

  《本草纲目》是一部集几千年天然药物使用知识和经验的百科全书式中药学经典，被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评价为

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英国著名科学史学家李约瑟则这样评价：“毫无疑问，明代最伟大的科学成就，是李时珍那部

在本草书中登峰造极的著作《本草纲目》。李时珍作为科学家，达到了同伽利略、维萨里的科学活动隔绝的任何人所

不能达到的最高水平。” 

 

  书中详细描述了1892种植物、动物、矿物等类药物的名称、产地、形态、栽培、采集、炮制以及它们的药性和作

用。书中首创了科学的药物分类法，提高了生物学分类的准确性。该书由中国明朝医药学家李时珍花费毕生精力，历

时27年写成的自然科学巨著。 

 

  该书的不同版本目前分别被大英图书馆、剑桥大学图书馆、牛津大学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德国国家图书

馆、美国国会图书馆、韩国中央图书馆、还有俄罗斯、意大利、丹麦等国家的图书馆收藏。此次中报的《本草纲目》

档案文献，为1593年金陵胡承龙刊刻的原始木刻本，也是该书的原始版本，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由李氏家族自己编纂

的版本。无论从成书时间、还是从收集、考证和记载的原创医药学理论和知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特别是在国际影

响上，它都是极为珍稀、无可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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