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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经纬先生对医史文献人才培养的贡献 

岗卫娟 

医史文献学科虽是一个古老的学科，但专业研 

究队伍至今仍较弱小，而且研究经费不足，安贫乐道 

的优秀研究人员缺乏，严重影响了医史文献学科的 

发展。因此 ，精心培养青年学者，成为医史文献学科 

建设的首要任务。 

1． 充分认识培养医史文献人才的重要性 

1919年，陈邦贤先生的《中国医学史》作为第一 

部中国医学通史著作问世；20世纪 30年代，第一个 

医学史研究的学术团体 中华医学会医史委员会成 

立，这是中国医史学科发展的里程碑。1934年，陈 

邦贤受聘出任江苏省立医政学院医史、疾病史教授， 

1946年，李涛教授于北京大学医学院设立医史学 

科，从此中国有了专门的医学史教研机构；1956年， 

新创办的中医院校将医学史列为必修课 ，并相继设 

立医史教研室。为满足医史学教研工作对专门人才 

的需求，教育部委托中医研究院为全国高等医学院 

校培养医学史教师。 

20世纪70年代之后，我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医史学科也不例外。1972年，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医 

史研究室恢复科研工作 ，李经纬被任命为主任。 

1977年国家制定的《1978--1985年全国医药卫生科 

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医史文献被列为全国医 

药科学研究重点项 目规划 54项中的第 13项，包括 

10类主要内容，计有：①中国古代医学发展史；②中 

国近代医学发展史；③少数民族医学史；④中国医学 

专科史 ；⑤中外医学交流史；⑥辑佚和出土医书的整 

理注释；⑦中医学全书 ·十部医经类编；⑧古医籍释 

译；⑨疾病和专题文献研究；⑩中医辞典等工具书。 

上述 10类内容几乎涉及医史文献学科研究的各方 

面，提出学科发展的重点方向。1978年，中华医学 

会医史学分会复会、《中华医史杂志》复刊，为医史 

学术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平台。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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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物 ． 

英国学者李约瑟、美国学者席文、日本学者矢数道明 

等越来越多国际学者，开始关注中国医学史研究与 

发展。 

高等医药院校医学史课程的开设，医史文献科 

研规划的制定，国家科研任务的下达，医史学分会复 

会和《中华医史杂志》复刊，医学史研究的国际交流 

等，亟需大批医史文献专门人才。而经历了“文化 

大革命”之后，本来就人数不足的医学史研究队伍 

却进一步削弱，医史文献学科发展需要与专门人才 

缺乏之间的矛盾 日益凸显。 

面临这种矛盾，李经纬(中医研究院医史研究 

室主任及后来升格为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的所长， 

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 

卫生事业管理与医学史专业组副组长、中华医学会 

医史学分会、《中华医史杂志》主要负责人)深感责 

任重大，他充分认识到，要想顺利完成科研和教学任 

务，促进医史文献学科的发展，必须千方百计采取多 

种方式、多种途径培养专门人才。他虚心向同道请 

益，为医史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做了大量出色的工作。 

2． 为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培养大批青年人 

才 

在担任医史研究室主任及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 

所长时，李经纬重视人才培养，通过各种方式为医史 

文献研究室、研究所调回科研骨干多人，培养科研人 

员20余名、科辅人员 10余名、研究生 30余人，接待 

国内外进修及访问学者 10余人次，为中国医史文献 

研究所的发展繁荣及其后成为全国医史文献研究中 

心及教育基地奠定人才基础。 

2．1 重视青年学者素质教育 

20世纪70年代，医史文献研究室恢复研究工 

作时，只有 3位专家，一无助手，二无科辅人员，根本 

无法全面开展科研工作。作为研究室主任，李经纬 

多次向院领导申请要求配给大学毕业生，院里最终 

分给从中医院校、西医院校与北大中文系毕业的 8 

名工农兵大学生。为了将他们培养成为医史文献专 

家，李经纬费了大量心血，想尽各种方法，如让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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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研工作中跟师学习，根据不同的专业需要，派出 

去专门进修，邀请院内外专家进行学术讲座，举办医 

史文献班进行定向培养等，经过他们的刻苦学习与 

钻研，已经成为各自领域的学者与专家。 

在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建立初期，李经纬特别 

重视中青年的素质教育。在普遍进行专业教育的基 

础上，先后组织未系统学习中医的研究实习员脱产 

学习中医；为了适应 日益增加的国际交流，组织有较 

好外文基础的助理研究员脱产学习外语半年到 2 

年，进修学习后，基本上都能达到口译的水平。对于 

科研辅助人员，他也不放松，当时的科研辅助人员多 

为中学文化水平，为提高他们的素质，鼓励他们通过 

自学或函授等方式取得大专学历。鼓励他们在帮助 

老师收集资料的学习中不断提高，对参加图书资料 

管理与建设的青年，强调在老师指导下，做好本身工 

作的同时，必须跟师学好图书资料征集、编目、分类 

等，掌握目录学知识 ，甚至古籍版本鉴定知识，参加 

医史文献论文索引的编纂等。 

为能扩大中医学史研究的影响并与国际接轨， 

李经纬还适时派中青年学者参加国际交流活动，开 

阔他们的视野，使其了解国际相关研究动态。1985 

年，派傅芳访 日，参加第 10届国际东西方比较医史 

学术讨论会，推荐胡乃长出席在美国召开的学术会 

议；1986年，推荐郑金生参加在联邦德国召开的国 

际亚洲传统医学研究会学术讨论会等。这为 日后中 

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开展国际交流及了解国际学术研 

究动态奠定了基础。 

此外，李经纬先后多次接受国外科学史、医学史 

博士生来研究所进行资料收集、学术研究、调研、论 

文撰写，邀请和接待了多位国外(日本、美国、德国) 

科学史、医学史专家来所考察、交流和研究工作，以 

增加与外界交流的机会，扩展本所研究人员特别是 

青年学子的学术眼界，提高他们学术思维方法与鉴 

赏能力，加快了本所人才的培养与提高。 

2．2 在科研实践中培养人才 

李经纬对于参加科研课题研究可以提高科研能 

力有深切体会。早在 1958年，李经纬刚从西学中班 

结业到医史研究室工作，时任主任的陈邦贤就带领 

李经纬参加《中国医学史简编》修订编写课题。作 

为一名医史研究的新手，李经纬虽缺乏经验，但在研 

究过程中得到锻炼，学到了前辈专家的学识、经验， 

逐渐掌握了医学史课题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并开始 

独立进行较小的课题研究，从而为其后医史研究奠 

定了基础。所以，李经纬在其主持医史文献研究工 

作时，十分重视让青年学者参加课题研究，让他们在 

科研实践中得到锻炼。 

1987年应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之邀，李经纬 

主持编撰《中国古代医学史略》，作为《古代科学史 

略》丛书之一。李经纬组织毕业留所工作的硕士傅 

芳、胡乃长、马伯英，以及在读硕士研究生王振瑞、张 

瑞贤、廖果、王殉等参与课题，指导他们进行资料收 

集、整理、编写初稿，后经李经纬删节、补充、修定成 

书，于 1990年由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影响较 

大。 

在大、中、小型中医辞典及《中国医学通史》编 

撰等大课题研究中，李经纬坚持老、中、青三结合，强 

调各单位选派中青年参加课题，鼓励以老专家带徒 

弟的方式培养后学。经过大课题的锻炼，使得这些 

青年学者认识到中医学的博大精深，树立了严肃、严 

谨、严格的“三严”治学精神，熟悉了科研程序、方法 

不仅为他们 日后独立开展课题研究奠定了基础，同 

时激发了他们对中医的热爱，还为全国培养了一批 

中医辞书编纂学者与中医史学人才。 

2．3 大力培养研究生 

除注重对青年学者的培养外，李经纬十分重视 

培养医学史的专业人才，亦即对中国医学史专业研 

究生的培养。1978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他 

首次在全国招收医学史硕士研究生。当年报考医学 

史专业的考生有 28名，成绩均很优秀，原定 3名的 

招生计划，最后扩招录取5名，这是中国医学史上第 
一 批医史学硕士生，至今回想起来，李经纬仍为那些 

未能录取的23名同学感到惋惜!李经纬对研究生 

的培养坚持科学史研究基本功的训练，强调实地考 

察调研，他还曾带学生到孙思邈故里陕西耀县进行 

实地考察，并要求他们撰写调研报告和学术论文。 

对他们的学位论文选题，李经纬坚持以学生志趣、原 

有基础与学科发展需要为依据，强调自主学习与研 

究，以培养国家有用人才。李经纬这种与个人学习 

经历背景和爱好相结合的培养方式，既调动了研究 

生的积极能动性，又引导学生填补了医学史研究的 

空白点，先后培养硕士生 14名，提高了研究水平和 

知识储备。 

1987年李经纬被确认为博士研究生导师，同年 

招收了中国医学史上第一位医学史博士研究生。 

1993年经国家教委批准，招收港、台与国外博士研 

究生。到 2l世纪初，培养国内外医史学博士 16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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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新加坡 2名、日本 1名、韩国 1名、台湾地区2 

名)。对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在坚持上述方针的同 

时，强调了疾病史与专科史专题研究，如张志斌博士 

论文《中医妇产科疾病史研究》即是她妇科工作经 

历与疾病史研究的结合，杨金生博士论文《中医中 

风病病史研究》也是其学术志向与疾病史研究结合 

的结果，这些博士论文不仅学术水平明显提高，也促 

进了医史学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扩大，社会效益显著。 

20世纪90年代之后，李经纬还培养了王振瑞等博 

士后，扩展了医史学的研究领域。 

李经纬培养的这些学生遍布海内外，在不同的 

岗位上为中国医史学和中国医学的发展贡献着自己 

的力量，多数已经成为中国医学史专业的骨干力量 ， 

老师的教诲使他们终身受益。在李经纬的悉心培养 

下，他的研究生中问有不少成为当今医史学研究的 

中坚力量，活跃在医史学界，如傅芳、马伯英、郑金 

生、张志斌、朱建平、王振瑞、张瑞贤、廖果、梁峻、杨 

金生等，他们在各 自的研究领域勤奋的工作着，为中 

国医史学研究谱写着新的篇章。 

3． 举办进修班为全国医史文献学科培养人 

才 

20世纪 80年代初，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先后 

举办多次全国医史文献专业学术进修学习班，每班 

40～50人不等。对于这些班的教学，除本所医史文 

献专家进行系统的学术讲座外，还特聘中国科学院 

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各学科史专家进行专题讲 

座，并聘请国外研究中国科学史、医学史的专家作学 

术报告。除理论传授外，还组织学员分组赴药王山、 

医圣祠、李时珍纪念馆、扁鹊庙、华祖庵等地区进行 

实地考察，指导学员撰写毕业论文，集中学习时间虽 

然不长，但内容十分丰富，学员们很满意，收获很大。 

由于成绩突出，颇受各医学院校、中医研究院所欢 

迎。因此，卫生部曾确定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为全 

国医史学与文献学教育基地，从而先后为全国培养 

了百余名医史文献专业人才。目前，他们多是各单 

位一线或退居二线专家，如陕西中医药研究院文献 

医史研究所苏礼 、郑怀林，广州中医药大学赖文，北 

京中医药大学严季澜等，在他们的辛勤努力和全力 

带动下，全国医史、文献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出现 

了大好局面，许多佳作出版问世丰富了医史文献学 

科的学术成果。 

4． 发现人才，重点培养 

李经纬从事医学史研究50多年来，开拓诸多医 

史研究领域，在学界享有盛名，且对人和蔼，许多素 

不相识的中外青年学者慕名拜访或索序于他。对于 

这些青年学者，李经纬多是给予鼓励，根据各 自喜好 

给予适当的建议 ，为他们解疑释难，指出他们成长的 

方向和进步的方法、途径等，使青年学者收获良多。 

长期以来，李经纬与他们一直保持着朋友般的密切 

交往。如：1981年，在中医研究院攻读硕士学位的 

王米渠，将 自己所写关于中医心理学的论文及收集 

的相关资料带给李经纬，请他提出指导意见并给予 

推荐发表于《中华医史杂志》。当时，李经纬尚不知 

他与本校指导老师观点相左(儿科临床老师批评他 

不务正业)，阅后鼓励他说：“你的工作是一项创造 

性发掘，很有科学价值，你的论文我愿意推荐。若就 

所收集资料作系统整理，并进一步充实提高，将可完 

成《中医心理学》、《中医心理疗法》的巨著，它有益 

于子孙后代。搞好了，今后 中医学院都会开这门 

课。”后来，王米渠不仅发表了《中国古代医学心理 

学史刍议》论文，更创立了中医心理学学科，撰写了 

《中医心理治疗》、《内经心理学集注》等中医心理学 

专著。没想到李经纬当时的一席话竟然成了王米渠 

开创中医心理学的动力。 

为了使得自己的著作更有水平 ，或者有更多读 

者，抑或为自己增加些底气，青年学者写书通常都请 

名人作序。虽然李经纬工作繁忙，有学者请他写序， 

他从不推托。从 2O世纪 80年代至今，他为别人写 

序、跋及书评50余篇，涉及针灸史、骨科史、瘟疫史、 

地方医学史、医籍录、民族医学、医家录等诸多方面。 

李经纬学识渊博，但在他为别人所写“序”中，总能 

发现青年学者的闪光点，并给以鼓励，寄以希望。如 

他在为贾维诚《三百种医籍录》序中写道：“本书收 

辑的三百种⋯⋯编辑方法与一般书目不同，是以内 

容提要为重点，根据各医籍情况，首先或详或简介绍 

全书具体内容，并注意提示学术特点⋯⋯是一本具 

有学术水平的工具书。⋯⋯编者尚有在本书基础上 

编辑千种医籍著录的愿望，这种不倦的工作态度，严 

格的治学精神，值得学习。”序文不仅指出该书的优 

点，而且对于作者继续于此项工作的愿望表示支持， 

给予信心，寄以希望，必有助于作者扩展视野。 

即使对尚在校园的大学生，对医史研究产生兴 

趣者，哪怕是小小文章、凡言之有理者，李经纬都尽 

心指导并千方百计支持他们参加医史学术会议或在 

杂志发表，以巩固他们难得的志趣，如后来成为李老 

师硕士、博士的鄢良，又如湖北的聂广、湖南的万方 

等。 



2012年 1月第 42卷第 1期 Chin J Med Hist Janu 2012，Vol 42，No．1 

对于来自农村基层的中医师，他也不厌其烦地 

给予指导，帮助他们成才。例如：河北馆陶农村中医 

韩振廷医师，原为部队卫生员，复员后学习中医，勤 

奋好学，于 1991年以医学起源为题，投稿中华医学 

会国际医史第 1届学术会议 ，李经纬看该文后深为 

其精神所感动，出于关心选作会议论文并在会上与 

他深入交换学术 ，认为他很有培养前途。在其后 20 

多年的交流中，李老师得知他善治中风，遂建议他全 

面系统地学习历代名医对中风的认识、医疗经验等， 

以提高自己的学识和临床医疗水平，并鼓励他撰写 

中风专著。韩振廷听取李老师的建议，不仅临床治 

疗水平显著提高，还结合 自己经验编撰完成《中风 

病辨证论治》，由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近期正在准 

备修订再版。韩医师已成为农村中医的佼佼者，先 

后被山东、北京一些医疗单位特聘为专家。最近，李 

老师又对他完成的一篇学术论文进行指导，并建议 

发表以丰富疾病史研究。数十年来，李经纬在全国 

各地交了不少在基层工作的医药卫生界、文化界朋 

友，与他们交流学术，互相鼓励 ，共同进步。 

关注民族医学史人才成长 

在医学史研究过程中，李经纬深知少数民族医 

药是中华民族传统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 1978 

年，他就提出要重视少数民族医药研究，加强少数民 

族医学史研究，并于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创办少数 

民族医史研究室、中华医学会医史学分会创立民族 

医史学组、《中华医史杂志》开辟专栏、积极倡导于 

《中国医学百科全书》设藏、蒙、维、朝民族医学卷。 

在他主编的《中国医学通史》(4卷)中，增加少数民 

族医学史内容。与此同时，他十分重视发现与培养 

各民族学者，鼓励他们开展本民族医学史研究。因 

此，少数民族医学研究者向他请教或索序时，他均给 

予格外关注。 

1987年，在为中华医学会医史学分会第 7次学 

术大会论文审查时，李经纬读到《凉山彝医发展概 

况初探》一文，他深感少数民族医史研究之艰难，该 

文水平虽然并不很高，但确是医史学研究之亟需，特 

向大会予以推荐。在大会召开时，李经纬见到论文 

作者阿子阿越，与之探讨彝族医药研究情况，并鼓励 

她继续努力，发掘整理研究彝医史。1990年，阿子 

阿越撰写《彝族医药》一书，特寄给李经纬审阅并请 

为之写序，李经纬欣然同意，并建议她开展深入研 

究。 

1994年，李经纬应邀参加第 3届全国民族医药 

民间医药学术交流会，在会上他认识了西昌市中医 

院院长仁青卓玛医师，得知她兼有藏医药及中医药 

知识后，李经纬非常兴奋。李经纬深知兼有藏医及 

中医知识的人才奇缺，认为仁青卓玛当能为藏医药 

发展做出贡献。当仁青卓玛将所著家传《藏医秘方 

选》呈请李老审阅、征求意见并请为之写序时，李经 

纬欣然应允并推荐该书尽快出版。 
一 位20世纪 40年代在雍和宫蒙藏医疗诊所工 

作的李永年先生，后以专长藏语调至西藏广播电台 

工作。年老退休后居山西省代县，专心藏医史研究 

与《四部医典》汉译工作．李经纬得知后，求贤若渴， 

特聘他为研究所特邀编译员，给予生活补贴，为他创 

造工作条件，帮助他完成中国第 1部汉译《四部医 

典》。为了保证其翻译水平，特于拉萨召开了有藏、 

蒙、汉学者 10多位专家参加的审稿会议 ，使该译作 

得以正式出版，后获得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和好评。 

通过这次审稿会议，李经纬结识了更多的民族医学 

专家，希望他们深入开展本民族医史学研究。 

在编撰《中国医学通史》时，李经纬深感有关少 

数民族和港、台地区的医史研究几乎空白。因此，他 

对此领域格外关注，还专门邀请相关专家参与。其 

中，他特别邀请香港医学史专家谢永光参加。此前， 

李经纬曾读谢先生香港抗 日史论文多篇，对其医史 

研究功力颇为赞赏，当喜闻谢先生编撰《香港中医 

史》时，欣然同意为其作序，赞其“必能为现代和未 

来留下宝贵的史论与明鉴，成为中华民族给人类提 

供更加有益的历史经验的佳作。” 

李经纬得知台湾学者——中国医药大学哈鸿潜 

教授曾研究过针灸铜人后，特邀请他参加编撰《中 

国医学通史 ·台湾医学史》(包括台湾原住民医 

史)。哈教授与助手高 田，经过深入调研、查阅档 

案，出色完成 1O多篇论文，先后在《中华医史杂志》 

发表，并按照《中国医学通史》体例要求撰写完成相 

关章节。1993年，李经纬访台时与林昭庚相识，得 

知其在针灸医疗及针灸典籍方面颇多研究，后来经 

常与他进行学术交流。李经纬先后为林昭庚《针灸 

英杰——林昭庚博士》及其著作《针灸医学史》和 

《新编彩图针灸学》写序，赞赏其“精古文献，学兼中 

西，以今发古，善阐创新”。 

(收稿 日期：2011-11—15) 

(本文责任编辑 王振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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