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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韩古医籍的收藏现状及其发掘利用的意义 

肖永芝 张丽君 李 君 李春梅 全世玉 周 敏 

【摘要】 根据 日、韩两国的古医籍书志资料、重要图书馆藏书 目录的记载，从品种数量 、成书年 

代 、现存传本、馆藏情况及利用途径等方面，对 1912年以前的12 275种 日本医学著作和 1910年以前 

的416种韩国医学古籍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 日、韩两国医籍 中数量最多的都是临证各科医书，体 

现了两国传统医学注重临床实际运用和经验总结的特点；Et本古医籍主要成书于 17—19世纪的300 

年问，韩国古医籍中超过半数成书年代记载不详；日本现存医籍中绝大多数是以抄本形式保存至今 ， 

韩国现存医籍中约39．6％的医籍通过抄本形式保存下来。现存13本医籍收藏于日本500余家藏书 

机构中，尤其是以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东京大学图书馆 、日本国会图书馆等 19家公、私图书馆收藏 

的医书最为丰富，韩同医籍则以首尔大学图书馆奎章阁保存得最多。中日韩三国学者有必要互相合 

作 ，共同发掘、研究和利用 国的传统医籍 ，让深藏各国图书馆的古医籍为东亚传统医学的发展发挥 

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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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ategory，number，date of writing，circulated copies and library collection situation 

of 12275 Japanese medical WOrks before 1912 and 416 Korean medical works before 1910 were analyzed． 

Most of these medical books are clinical books，which reflected the emphasis on clinical practice and con— 

clusions in the two countries．Japanese medical books were mainly completed between the 17—1 9th century 

and nearly all of them are consmwed as copies．while in Korea the number is 39．6％ and we don’t know the 

time that more than half of Korean medical books were completed．The existing books in Japan are collected 

in more than 500 libraries，especially in 19 public and private libraries．，such as Kyoto University Library ， 

Tokyo University Library，Japan Library of Congress．In Korea，most of the books are conserved in Kyujang— 

gak Institute for Korean Studies in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It is necessary for scholars of China，Japan 

and Korea to work together to study and utilize the ancient medieal books of the three countries and to make 

them play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Eastern traditional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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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本、韩国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通过不断总结 

与提高，编撰积累了大量的医药古籍，归纳总结了两 

国的医学理论及其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其品种之 

繁，数量之多，总体质量之高，远远超出此前的各种 

估计和评论。日韩医学古籍到底有多少，有多少借 

鉴利用价值，保存现状如何等，长期以来一直是困挠 

学术界的问题之一，无人给出确切的答案。有鉴于 

此，我们在现有条件下，对 日本、韩国现存的古医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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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一些初步的统计、分析和研究。 

1． 研究的对象、内容及方法 

． 论 著 ． 

本次研究主要以f3、韩两国的古医籍书志资料、 

重要图书馆藏书目录所记载的内容为研究对象。所 

采用的资料，大部 分来源 于 日本 的《国书总 目 

录》 、《国立国会图书馆藏书目录》 J、《围立公文 

书馆内阁文库国书分类 目录》 J、《和汉图书分类 目 

录》 、《杏雨书屋藏书目录》 J、《京都帝国大学和 

汉图书分类目录》 J、《石崎文库 目录》 ]、《朝鲜医 

书志》 、“ 大罩奎章圈 古瞀籍害 ”[9 以 

及韩国的《奎章阁图书韩国本总合目录》̈ ⋯、《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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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籍通考》 、《韩国医学大系》[12]等。 

本次研究主要以1912年以前的13本医学著作、 

1910年以前的韩国医学古籍为主要研究对象，并将 

重点放在 日本方面，总计涉及 日本医籍 12 275种、 

韩国医籍 416种。 

调查研究的内容主要为日、韩两国古医籍的品 

种、数量、成书年代、传本、藏书单位等。对于医籍传 

本的研究，包括 日、韩医籍中的抄本、刻本、活字本、 

复制本、誊写本、石印本、铅印本等。 

本次研究首先收集 日、韩两国著名图书馆的藏 

书目录，资料范围涉及500余家公立、大学和私立的 

图书馆；对所获资料进行筛选、分类、整理，编制出 

日、韩古医籍的目录数据库；在上述数据库的基础上 

对两国现存的医籍进行统计分析。 

2． 日、韩现存医籍的统计分析 

2．1品种数量分析 

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本次研究共统计到日本 

医籍总计 12 275种，韩国医籍416种，仿照《中国中 

医古籍总目》 的分类方法，将所有医籍分为医经、 

基础理论、伤寒金匮、诊法、针灸推拿按摩、本草、方 

书、临证各科、养生、医案医话医论杂著、医史、综合 

性著作及兰医兰药等 13类，并将各类医籍种数与中 

国各类医籍种数进行了对照(表 1，表2)。 

表 1 中日韩古医籍种数／类别对照表 

据此分析，13本医籍中数量最多的是临证各科 

医书，目前的统计总共有 2725种；占第四位的是方 

书，有 1984种；占第 6位的伤寒金匮类著作，有 606 

种。此三类相加共有 5374种，约 占医籍总数的 

43％，接近半数，体现了13本汉方医学重视临床实际 

运用、注重总结提高临床实践经验的特点。 

现阶段统计到韩国医籍 416种，其中数量最多 

的仍然是临证各科医书，有 150种；其次为方书，存 

108种；本草著作占第 4位，有 46种。上述三种著 

作相加，共有 304种，约站总数的 73％。这个数字 

说明韩国医家也是比较侧重于临床实际应用的。 

除临证医籍以外，日本现存较多的是本草学著 

作 ，数量有 2 228种之多。在历史上，李时珍的《本 

草纲目》于 17世纪初传人日本，随即受到日本诸多 

医药学家的高度重视。在江户时期(1603--1868) 

的266年间，日本学者将《本草纲 目》作为学习中国 

本草学的重要对象，举力研读《本草纲 目》，或是把 

它作为教科书，或是将其奉为圭臬，抑或是对它进行 

校订刊刻及深入探讨，围绕《本草纲目》出现了一批 

推动日本本草学快速发展的医药学家。一些名家竞 

相以《本草纲目》为教材讲授本草学，门人动辄逾 

千，盛况空前，在 日本列岛形成了一股学习研究《本 

草纲目》的热潮，历经260余年而不衰。在这个大 

背景下，日本人通过改编、注解、考证、发挥《本草纲 

目》，在该书基础上衍生出大量的本草学著作，这是 

现存日本本草学著作数量众多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在现存 12 275种医籍中，有关脏象、 

骨度、运气、病因、病机的基础理论性著作仅存 185 

种，医经类著作只有 170种(《内经》综合类 22种， 

《素问》类 52种，《灵枢》类 l5种，《难经》类 54种， 

《太素》类 2种，《易经》类 2种，医经综合类 23种)。 

这两类理论研究的著作相加，仅有355种，不足医籍 

总数的3％，反映出日本人不太注重研究医学基础 

理论 的特性。 

日本汉方医学还有一个特点，即 16世纪伊始， 

以葡萄牙医学为主的南蛮医学传人 日本。18世纪 

中期，以荷兰医学为代表的兰医在 日本立足，并对13 

本医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吸引了很多 日本人学习 

和研究荷兰医学，于是出现了大量研究兰医的著作。 

据目前的统计，现存有关兰医、兰药的著作 920种， 

在所有医籍中占第五位。 

表 2 中日韩临证各科医籍种数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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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成书年代分析 医籍 年不 
，或成书年代 尚需考证。仅有 3 528

12 275 8 747 在所统计的 种日本医籍中，有 种 

笔者对 日、韩医籍成书年代进行了统计和对比 部医籍有比较确切的年代记载。在这些成书年代明 

分析(表3)。 确 的医籍中，现存最早的是撰于大同三年(808)的 

表3 口韩医籍成书年代对照表 

《大同类聚方》(安倍真直、出云广贞)和《大同医 

式》(撰者佚名)，其次是成书于延喜二十一年(921) 

的《养生秘抄》(深根辅仁)。 

如表3所示，日本古医籍主要成书于 l7—19世 

纪的300年间，大致相当于日本的江户时代。这一 

时期是 日本历史上学术、文化繁荣昌盛的时期，主要 

表现在学术研究名家辈出，流派争鸣异常活跃 ，各种 

著作大量涌现。在医学领域，传统医学的发展达到 

鼎盛时期，医学著作不断涌现，至少有 3 388部医籍 

在此期撰成。又据初步研究，所谓撰年不详的医籍 

大部分也是成书于江户时代的，二者相加占所有医 

籍的 90％以上。 

在韩国现存古医籍中，成书于 15世纪以前有 

31种，有明确记载成书于 16—19世纪的约占28％， 

另有 258种医籍(约占62％)的成书年代记载不详。 

2．3 现存传本分析 

日本现存医籍中绝大多数都是以抄本形式保存 

至今，占总数的 72％左右，约 16％的医籍有刻本传 

承，2．5％的医籍有活字本存世，另有约 10％的医籍版 

本待考。韩国现存医籍中，约有39．6％的医籍通过抄 

本形式保存下来，20％的医籍有刻本传承，约有7％的 

医籍以活字本形式收藏。具体统计结果如表4。 

表4 日韩医籍现存版本情况 

2．4 藏书状况及利用途径分析 

现存日本医籍收藏于 日本 500余家藏书机构 

中，尤其是以下 l9家公、私图书馆收藏的医书最为 

丰富(表5)。 

表S 日本医籍藏书状况 

在京都大学图书馆、日本国会图书馆、国立公文 

书馆内阁文库、日本皇家图书馆宫内厅书陵部、东京 

都立日比谷图书馆等公立图书馆，可以复制缩微胶 

卷。乾乾文库的医籍有很大一部分现归藏于杏雨书 

屋。最为方便的是大阪府立中之岛图书馆，可以直 

接用复印机复印古籍。日本医籍中价值较高、影响 

较大的著名医籍基本上都收藏在上述藏书单位之 

中。通过这些机构复制医书，是利用 日本医籍的最 

佳途径。此外，日本的“京都大学电子图书馆贵重 

资料画像”(hnp：／／edb．kulib。kyoto—u．ae．ip／ex 

hibit／index．htm1)、早稻田大学图书馆古典综合数据 

库 (http：／／www．wu1．waseda．ac．jp／kotenseki／ 

search．php)等，也可以下载利用部分中日韩的古医 

籍。《中国中医古籍总 目》收录日本 1912年以前的 

医籍至少有524种，说明在中国国内保存有这些 日 

本医籍 ，可以在中国直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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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医籍以首尔大学图书馆奎章阁保存得最 

多，韩国其他图书馆保存的韩医籍情况尚未调查。 

由金信根编辑、首尔骊江出版社出版的《韩国医学 

大系》，影印出版了92种韩国古医籍。韩国的“韩 

医古典名著总书 ( 卫 砉 )”网站(ht— 

tp：／／jisik．kiom．re．kr／logilv／loginForm．jsp)收医书 

336种。此外，在 日本也保存有部分韩国医籍，此次 

出未作统计。在中国《中国中医古籍总 目》收录了 

以《东医宝鉴》为代表的韩国医籍至少有 23种，可 

以在中国直接利用。 

日本医籍的形成与流变 

自古以来，日本直接或间接地接受了中国医学。 

最初是全盘学习模仿，经过长期的不断实践、总结与 

提高，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13本医学。13本是一 

个岛国，与中国大陆隔海相望，历史上两国之间的人 

员往来相对困难。因此，日本对中国医学的吸收主 

要以书籍为媒介，经历了从直接引进、翻刻、注解中 

国医籍，到撰著本土医籍的学习、研究、利用和发挥 

中国医学的过程，且在各个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 

特色。 

日本的平安时代(794—1192)，大致相当于中 

国唐朝中期到宋朝。日本人独 自撰著的医籍，最早 

的记载是平安时代的大同三年(808)出云广贞、安 

倍真直等编著的《大同类聚方》100卷。此书早已散 

逸不存 ，现存众多同名医书抄本多系伪书。永观二 

年(984)，针博士丹波康赖集隋唐医学之大成，著成 

日本现存最古的医学全书《医心方》30卷。由于《医 

心方》系采录《素问》、《诸病源候论》、《备急千金要 

方》、《广济方》、《集验方》、《养生方》、《圣惠方》、 

《华佗方》、《本草经》、《养生要集》、《延喜赤书》、 

《稽康养生论》、《养生志》等 200余部隋唐医书写 

成，故保存了丰富的隋唐医学精华，且其中很多医书 

在中国已经散逸不存 ，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医心方》的成书，标志着 日本传统医学黎明期的到 

来。 

镰仓时代(1192—1333)，约相当于中国宋末、 

金、元初。在镰仓幕府的统治下，医疗官营的贵族医 

学逐渐崩解，受武家政治和宗教的影响，僧侣与医学 

关系密切，盛行以僧医为主的佛教医学，出现了与武 

家接近的医师，这些平民医师谋求简便实用的医学， 

催生了日本化经验医疗的萌芽。继平安时期的《医 

心方》后，荣西《噢茶养生记》、惟宗具俊《医谈抄》、 

惟宗时俊《医家千字文》、惟宗时俊《续添要穴集》、 

棍原性全《顿医抄》和《万安方》等均为当时的医学 

名著，传承了大量中国宋元医学的精髓。 

室町时代(1333—1573)，约相当于中国元末明 

初。以竹田昌庆、月湖、田代三喜、坂净运为代表的 
一 些著名的医家留学明朝，学习中国医学，归13后传 

去了中国金、元、明代的医学，成为日本医界的先驱 

人物。在此期间，僧人有林、医家月湖化裁中国宋金 

元时期各种医学流派的著作，再加上 自己的临证经 

验，分别著成《福田方)12卷和《全九集》4卷。元龟 

二年(1571)，曲直濑道三采撷宋金元明医著之精 

粹，同时融入 自己的医疗实践和创意，整理编著成 

《启迪集》8卷。曲直濑道三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 

基础，倡导灵活运用经验处方，以李(东垣)、朱(丹 

溪)医学为宗而又不偏执固着于一家之说，通过实 

践综合各家之说，努力将中国医学简约化、13本化， 

结束了13本单纯模仿、照搬中国医学的历史，成为将 

中国医学 日本化的先锋，开后世方派医学之先河。 

安土 ·桃山时代(1573__603)前后仅 30年，约 

相当于中国明神宗万历年间。在织 田信长、丰臣秀 

吉的统治下，日本社会逐渐安定，中日双方的交流更 

加频繁，求学中国或东渡 日本的学者、医家往来不 

息，元、明医学大量输入 日本。此期的代表性医著主 

要有：曲直濑家族的《道三医书》、《药种性味功能直 

传》、《药性能毒》、《炮炙撮要》等。 

江户时代 (1603--1868)，大致相当于中国明 

末、清代，是 13本文化史上承前启后、高度繁盛的时 

期，也是本草学发展的鼎盛期。纵观此期 13本医学 

的发展状况，受中国明清医学的影响，在这一历史时 

期名医辈出，学术水平之高、研究成果之多，都达到 

了一个空前的水平。13本医学从单纯模仿中国医学 

到逐步具有本土特色，形成了具有 日本民族特色的 

汉方医学。在医学文献的传承方面，日本人从最初 

的引进、翻刻中国医籍，到后来对中国医学进行消化 

与吸收，再到研究、发挥、利用，在逐步探索的过程 

中，日本传统医学终于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江户时期在 13本涌现出了各种不同的学术派 

别，产生了许多新的理论和学说，医史学家在日本时 

代变迁的基础上区分医学学术流派，大致划分为后 

世方派、古方派、古今折衷派和汉兰折衷派的四大派 

别。 

室町时期传人 13本的李(东垣)、朱 (丹溪)医 

学，经安土 ·桃山时代，直至江户前期，一直占据主 

导地位，先于其他流派风靡全国，被称为后世方派。 

后世方派为继承曲直濑道三学说的医学流派，它汇 

集了《内经》、《难经》及金元李、朱医学之精粹。此 

后不久，以刘完素、张子和的学说为基础，以攻泻为 

主的刘、张学派兴起，称为后世方别派，代表人物有 

餐庭东庵、昧冈三伯等。后世方派医家的代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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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启迪集》、《素问标注》、《医家千字文注》、《经 

脉发挥》、《家传十四经》、《经腧捷径》、《黄扁性理 

真语》、《针灸枢要》等。 

以名古屋玄医为首的古方家，提倡回归汉代盛 

行的张仲景《伤寒论》。《伤寒论》的古方经吉益东 

洞等的阐释，被赋予了新的生命，从此，治法简便 、以 

实际证候为依据的古方派兴盛起来，迅速漫延 日本 

全国。由于古方派着眼于以临床经验为基础的实际 

证候，故又称为亲试实验派。古方又分为真古派及 

拟古派。所谓拟占派，处方不论古今，但其学术以古 

方为基础，主张“方无古今，要期其治”。属于此派 

系者，有名古屋玄医、後藤艮山、山胁东洋、永富独啸 

庵、龟井南溟等，但此派后来多向实证主义发展，逐 

渐倾向于兰方。所谓真古方派，对《伤寒论》推崇备 

至，忠实地沿用《伤寒论》的古方、古道，丝毫不加后 

人之意，吉益东洞、吉益南涯、岑少翁、村井椿寿、尾 

台榕堂等均属此派系。真古方派将后世方派奉为医 

经的《内经》视为伪作，认为其对医学无益而摈弃排 

斥，将阴阳五行、脏腑经络、五运六气、引经报使诸说 

作为空洞的理论而加以否定，主张对中国医学进行 

革命，仅选择张仲景《伤寒论》中有关实际证候的部 

分。古方派进入 18世纪由後藤艮山创立，经香川修 

庵、山胁东洋发展，至吉益东洞提 “万病一毒论” 

而达到顶峰。古方派的代表著作主要有《金匮注 

解》、《纂言方考》、《医方规矩》、《医方问余》、《医学 

愚得》、《经脉药注》、《阅甫食物本草》等。 

江户中期以后，幕府医学馆多纪氏一门从考据 

学的角度考证文献，折衷古方、后世方之长短，称为 

折衷派，又称古今折衷派或考证派。属于此派别的 

医家有多纪元简、多纪元坚、目黑道琢、伊泽兰轩、中 

神琴溪、浅田宗伯、福井枫亭等，他们代表著作主要 

有《黄帝 内经灵枢讲义》、《素问参杨》、《素 问绍 

识》、《伤寒论考注》、《金匮玉函要略辑义》、《金匮 

要略述义》等。 

自宽永十六年(1639)起，受锁国政策的限制， 

在江户前期，西洋文化的输入几乎陷入绝境，介绍于 

16世纪的南蛮医学(以葡萄牙为代表的西洋医学)， 

也仅能勉强维持下去。江户中、后期，随着倭古方 

(又称和方家)的再现以及荷兰医学的输入，主张革 

新的古方派推进了对荷兰等西方医学的研究。山胁 

东洋、华冈青洲、原南阳、本间枣轩、帆足万里、片仓 

鹤陵、贺川玄悦等，吸取荷兰医学之长，综合运用汉 

方和兰方，称为汉兰折衷派。经折衷派医家的不断 

积累，奠定了日本研究西洋医学的基础。汉兰折衷 

派医家的代表著作主要有《藏志》、《腹诊》、《东洋先 

生方函》、《伤寒论讲义》、《产科琐言》、《乳岩准》、 

《疡科方筌》、《伤寒论夜话》等。 

总之，17—19世纪的江户时代，随着社会的逐 

步安定，文化事业的发展，医学的学术研究也呈现出 

空前活跃的气氛，是 日本医学史上值得夸耀的百花 

盛开的时代。在这一时期涌现出来的大批日本医学 

著作，承载了日本传统医学取得的丰硕成果，代表着 

日本汉方医学发展的最高水平。 

4． 朝韩医籍的形成与特色概说 

朝鲜半岛医学在李氏朝鲜王朝时期 (1392— 

1910)达到鼎盛。在李朝时期编撰、刊行的朝鲜本 

土医书以推广朝鲜本土药材(乡药)为主要目的，并 

首先考虑了临床的实用性，以医书的普及为宗旨，将 

中国医书译为谚文(古朝鲜文)或加以谚解刊刻出 

版。所刊印的中国医书，从基础到临床涵盖面较广， 

但还是以切于临床实用的医书为主，其刊行高峰出 

现在李朝前期。从李朝与中国、日本间医书的往来 

资料来看，朝鲜从中国获得了大量的医书，日本则从 

朝鲜问接获得了较多的中国医籍 ，极大地推动了日 

本医学的发展。 

朝鲜本土医书是在对乡药的认识有所提高的基 

础上编撰的。到李朝后期 ，出现了针对频繁发生的 

各种传染病的治疫方书以及妇、幼专科医书。李朝 

医家在编撰医书的过程中，大量引用了中国医书的 

内容，但多舍弃了中国医籍中的基础理论部分，仅对 

相应的治病方剂进行筛选摘录。在相当长的历史阶 

段，朝鲜医学未能形成具有 自身特色的基础理论。 

宣祖末至光海君时期(1567—1623)，“大医”许 

浚在战乱中历尽艰辛完成了《东医宝鉴》的编辑。 

他在该书中将朝鲜医学视为独立医学，冠以“东医” 

之名，强调并推动了朝鲜乡药的普及和利用。这是 

朝鲜医学史上的一件里程碑式的重要事件。 

但是，自《东医宝鉴》问世以后，朝鲜医学曾经 

沉寂 了百 年 的漫长 时间，直至 英祖、正祖 时期 

(1724--1800)才再次获得发展。英祖朝是李氏朝 

鲜刊印中医书籍较多的时期。正祖时期，医学的发 

展主要来 自君主对医学的理解与贡献，正祖不仅发 

起编撰《济众新编》一书，还提出了运气与疹疫的联 

系，对遏制当时泛滥的疫病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高宗时期(1863--1906)是医书编撰的黄金时 

期 ，医学的发展也主要体现在医书的编撰方面。此 

时，李济马编撰了《东医寿世保元》一书。该书为韩 

医的四象理论奠定了基础，对朝、韩后世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又一次将李朝末期的医学推向新的高潮，标 

志着朝鲜医学本土化的基本完成。 

在朝、韩历史上，从古朝鲜、新罗、高丽直至李氏 



王朝，很少有书坊或私人刻印医书进行商业交易的， 

医书的刻印多由中央或地方政府官方主办，使得朝 

鲜本国编印的医药古籍流通不广，普及面较小。加 

上朝鲜半岛曾经战乱灾荒不断，造成了文献资料的 

浩劫，故朝、韩现存医药古籍的数量相对较少。 

朝鲜对中国医学的吸收，多注重于对临证医学 

经验的汲取，对仲景医书的研究却十分罕见。因此， 

朝鲜人编撰的医学古籍绝大多数都是方书或临床用 

书，医经、基础理论、伤寒金匮类著作的编撰都十分 

稀少。 

李时珍《本草纲目》传人朝鲜和日本的时问都 

是比较早的，成书于 1613年的《东医宝鉴 ·汤液 

篇》对《本草纲目》就有了零星的引用。但是，《本草 

纲 目》在 日本的影响却远非朝鲜所可比拟。《本草 

纲 目》传到 日本之后，在 日本引起了长达 260余年 

的本草热。日本人在《本草纲目》的基础上编撰了 

130余部本草著作，由此将 日本本草学推向高峰。 

但是，《本草纲 目》并没有在朝鲜被翻刻过，朝鲜人 

也没有大规模地系统学习该书。尽管他们也或多或 

少地在著作中引用过《本草纲目》，但在该书基础上 

编撰的本草著作却极为稀少。据笔者 目前的考察， 

参照《本草纲目》编撰的朝鲜本草著作只有无名氏 

《药性歌》、柳僖《物名考》和《本草精华》3部。其 

中，《本草精华》是朝鲜存世不多的珍稀本草专门著 

作之一。 

总之，根据 目前的初步统计，尽管由朝鲜、韩国 

编撰的古医籍现存不足 500种，但是，如《东医宝 

鉴》、《医方类聚》及《医林集要》等著名医籍，对中日 

韩三国的医学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各国学者对它 

们的特色及价值多有研究；而《乡药集成方》、《东医 

寿世保元》则是颇具朝鲜特色的著作，此类医书值 

得中日两国借鉴和学习；他如《医门宝鉴》、《本草精 

华》等，是学界过去不太了解或关注不够的医籍，此 

类医书各具特色，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内容特色及 

研究利用价值等有待于深入发掘整理。 

发掘利用日韩医籍的意义 

任何科学或文化，无论起源于哪个国家或民族， 

都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科学文化的发展也必然需 

要全人类的共同智慧，需要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学者 

相互切磋，交流合作，取长补短。中、日、韩三国的医 

学交流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医籍流传 日本、韩国的 

较多，同时也有从 日本、韩国传来医籍的成功范例。 

《灵枢》一书流传高丽，最后又回传中国，使这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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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医籍最终得以完好保存至今。1884年，杨守敬曾 

以一己之力引进过少量 日本医籍，辑印丹波家族所 

纂《聿修堂医学丛书》， 版 日本医籍 12种；1936 

年，陈存仁编印《皇汉医学丛书》，引进、推介了72 

种日本医籍，都在当时的中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通过医籍文献的交流，中日韩三国不断互相汲 

取各国医学的精华，经过长期的实践、总结与提高， 

各自编撰积累了大量的医药古籍。保存下来的日、 

韩医学古籍，在品种、数量和质量上与历代中国医籍 

相映生辉，其中有许多医籍各 自代表了日本、韩国传 

统医学的最高水平，同时也完好地保存了中国历代 

医学的精华。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如此丰富的东方 

医学遗产虽然保存完好，但并未引起世人足够的重 

视，大量的古代医学著作被束之高阁，深藏各国的图 

书馆中。 

由于日韩古医籍中有很多是用汉文撰写的，现 

代 日本和韩国的青年人大多很难读懂，研究者也越 

来越少。受各种条件所限，中国国内广大从事中医 

临床、教学、科研的工作者却又无法读到它们。因 

此，中日韩三国的学者有必要互相合作，探讨如何发 

掘、研究和利用三国的传统医籍，让深藏各国图书馆 

的古医籍为东亚传统医学的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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