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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华中医药学会主办，中华中医药学会医史 

文献分会、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文献研究所承办 

的全国第十四次中医医史文献学术年会，于2012年 

8月 17日至 21日在南京召开。本次会议主题为 

“近代中医与中医现代化的俯瞰与瞻望”，共收到国 

内中医医史文献界专家学者的论文 90余篇，收入论 

文集 85篇。来 自全国 14个省市 自治区、23家中医 

药院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的近百位专家学者济济 
一 堂，共襄盛会。 

8月 18日上午举行了大会开幕式。中华中医 

药学会医史文献分会主任委员、华夏出版社社长高 

文柱教授，江苏省卫生厅副厅长、江苏省中医药局局 

长陈亦江教授，南京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陈涤平教 

授，中华中医药学会学术顾问温长路教授及医史文 

献分会名誉主任委员余瀛鳌教授、北京中医药大学 

钱超尘教授等领导和专家出席了开幕式。大会由医 

史文献分会副主任委员、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文 

献研究所所长王旭东教授主持。 

高文柱主任委员致开幕辞。他强调医史文献学 

术研讨活动持续不断的开展，是保持学科发展的重 

要生 命力。他希望年轻的代表们能积极参加医史 

文献分会的活动和课题，并通过学习交流不断提高 

自身的学术水平。 

陈亦江副厅长在开幕式上致欢迎辞。他提出在 

当前中医药事业迎来发展机遇之际，医史文献研究 

更要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为临床提供具有实 

用和开拓价值的信息。 

中医文献泰斗余瀛鳌教授在讲话中指出，近年 

来医史文献研究在向深、广发展，做好古籍文献整理 

研究，能更多更好地发挥中医药的学术特色和优势， 

进一步提高中医药科技文化的学术品味，是中医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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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文献研究人员的重要工作。 

陈涤平书记在开幕式上讲话，强调文献学科为 

整个中医学科及交叉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源头活水， 

构架了五千年中医药宝库与现代临床、养生保健和 

健康产业相结合的桥梁，是最有发展前景的学科。 

他认为中医学是临床医生和中医学科发展的后劲和 

动力。医史文献学科在发掘、传承中医药精华的同 

时，也要吸收并融合现代各个学科的成果和方法。 

陈书记说，南京中医药大学具有悠久的中医药文献 

研究的历史，一直十分重视医史文献学科的发展，今 

后将给学科更大的支持，保证学科更好地发展。 

温长路教授代表中华中医药学会在开幕式上讲 

话，对今后的文献工作提出3点意见：①继续传播中 

医药文化，做好中医药发展的助推器；②不断培养优 

秀人才，做好中医药发展的孵化器；③继续参与中医 

药的决策工作，当好参谋。 

会议的学术研讨采取了专题报告、大会交流和 

分组讨论 3种形式进行。17位专家学者围绕“民国 

中医药研究”、“医史流派研究”、“中医药典籍研究” 

及“中医文献方法学研究”等内容进行了大会学术 

交流，30余人次在分组讨论中参与发言。 

大会闭幕式由医史文献分会副主任委员、山东 

中医药大学中医文献研究所所长王振国教授主持。 

王旭东教授在闭幕式的总结发言中认为，本次会议 

拓宽了视野，启发了思路，结识了朋友，吸取了知识， 

交流了学术，交换了信息。会议达成了4方面的共 

识：①医史文献研究的总体大环境正在变好；②医史 

文献研究的地位和价值有所提高；③医史文献研究 

的学术队伍、学术水平尚有待增强；④医史文献研究 

要进一步拓宽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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