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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 议 纪 要 ． 

中华医学会医史学分会第 1 3届 1次学术年会 

纪要 

山 尔 

中华医学会医史学分会第 13届 1次学术年会， 

于2011年7月31日一8月 1 El在北京召开。大会 

共收到论文41篇。72位国内外专家学者参加了会 

议。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永炎先生、中华医学会组织 

管理部领导郑嵘女士应邀参加了大会开幕式。中国 

著名医史学家李经纬先生、德国著名科技史专家文 

树德先生、英国国著名医史学家马伯英先生出席了 

大会并进行了大会交流。日本医史学会、韩国医史 

学会为大会致贺并特意赠送了花篮。 

7月31 H上午的开幕式，由中华医学会医史学 

分会副主任委员张大庆教授主持。主任委员张志斌 

研究员致开幕词，她首先感谢与会代表对学会工作的 

大力支持，接着简单回顾了医史学分会的历史，预祝 

大会圆满成功。王永炎院士在开幕式上发表了重要 

讲话，他指出：21世纪中医药学的学术方向，正发生 

着变革与创新。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融合互动，人类 

新思维进入后科学时代，全球科学格局发生着变化， 

包括观念更新、思维模式和理论框架与实践活动的变 

革，其中最重要的是科学概念和宇宙观的深刻变革。 

中医药学是具有非线性与不可确定性的科学，属于科 

学研究的范畴，已成为科技界的共识。中医药研究， 

要肯定疗效，规范标准，发现机理，以自然哲学为引 

领，从整体出发进行顶层设计，而后还原分析，再回归 

到整体。传统研究，医案医话，概念术语的诠释，医史 

学文献学的研究是基础，是支撑，必须加强，争取强力 

度的支持。文树德先生发言，首先回顾了他与中国医 

史学者长期交流及合作的经历，认为中国古代医学是 
一 项很值得研究的内容。接着，他谈到了他本人在医 

史研究与中国古医著研究方面所做的工作，着重介绍 

了他的最新成果——《黄帝内经素问译注》(全文英 

译本)。开幕式上，李经纬先生通过列举多位医史学 

家健康长寿的例子，说明淡泊名利、安贫乐道的心态 

对人体健康的重要意义，希望广大医史工作者发扬艰 

苦奋斗的精神，严肃、严格、严谨地开展医史研究工 

作，争取多出成果，多出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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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开幕式后，由中华医学会医史学分会副主 

任委员李志平教授主持了上午的特别演讲。中华医 

学会医史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梁永宣教授、副主任 

委员张大庆教授、副主任委员王振国教授、秘书长王 

振瑞研究员、前任主任委员梁峻研究员先后分别以 

“适应新形势下需要的中医史教学模式改革”、“医 

学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当代中医学术流派研究 

的内容与方法”、“简论医学史与医史学”、“人与环 

境相关作用是疫病发生的终极原因”为题发表了演 

讲，演讲过程中和与会代表直接互动，代表们自由举 

手提问，充分交流，学术氛围活跃、高涨。 

下午的大会交流，先后由中华医学会医史学分 

会副主任委员王振国教授、罗长坤教授主持。第一 

时段，文树德教授、郑金生研究员、张志斌研究员、华 

林甫教授，联合报告了《本草纲目》的名词术语释译 

研究及国际合作情况，他们研究的新方法、新成果， 

得到了与会代表的高度评价。第二时段，广州中医 

药大学郑洪、第四军医大学谢怿、中国中医科学院中 

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张海鹏等医史学者先后发言，与 

大家交流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见解。 

8月 1日上午学术交流继续进行。马伯英教授 

首先发言，报告了中医中药在英国的存在现状及中 

医师们为中医传播所做的努力。河南中医学院梁润 

英、北京中医药大学甄雪燕、天津中医药大学李德 

杏、福建中医学院吴童、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所 

王宗欣、上海中医药大学陈丽云等医史学者相继发 

言，而后分为科研组和教学组进行了讨论。会议期 

间，还分别召开了《中外医学史》教材修订工作会议 

和人民卫生出版社“十二五”规划教材《中国医学 

史》编撰工作会议。 

梁永宣教授主持了8日下午的闭幕式。梁峻研 

究员在闭幕式上做了大会总结。张志斌研究员报告 

了本次大会的财务收支情况。本次大会收到了预期 

效果，取得了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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