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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医药来说&从辛亥革命建立民国以后的百

年&是从困厄走上新辉煌的百年&是学术转型的百

年&是在冲决导河积石而被世界卫生组织荣誉冠名

为)中医*的百年+ 近日出版的由中国中医科学院

张伯礼院士总主编'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朱建平研

究员主编的"百年中医史#,图 %-&是作为重点项目

)百年中医史研究*课题告竣的核心成果+

科学史不仅是历史学家对过去事物认知的书

写&还是和当代社会环境与公众诸因素关系的展现+

有人说)现代史难于宇宙史*&是考虑难以展放历史

眼光&拘于诸多)敏感事件*&涉及难以评说当代人

物以及近时空判断事件和成就的效应等诸多难处+

但是&适时地把握丰富史料&亲临现实环境&对当代

人写当代史&却是有利条件+ 研究者可以通过与在

世人物的交谈得到口述史学的丰富材料+ 史学的功

能就是构建历史&就这一点而论&"百年中医史#以

其治史者的担当&谱写了一部中医药百年的断代史+

作者拥有与百年来中医药人一致的情怀&以强

烈的使命感纵览全局&吃透史料&求实求信&言必有

据&历时 ( 年多&一部 34& 余万字'(7& 余幅图片的

史学著作终观厥成+ 该书得到国家出版基金的资

助&列为国家)十三五*重点出版规划项目&由上海

科技出版社出版+

这是一部富赡深广'宏通博专'融宏观史笔与微

观史笔于一体的史学著作&脉络清晰&史料详备+ 用

6 篇文字统御了百年中医药的路径和轮廓+ 各篇的

标题就有鲜明的概括性&抓住各期特点&科学地分为

( 期+ 第 % 篇"抗争图存&自强发展,%7%3!%767-#&

第 3 篇"事业奠基&曲折前行,%767!%7))-#&第 (

篇"全面发展&走向世界,%7)8!3&%4-#+ 最后为附

篇"百年中医在台港澳及国外#和 )6 位医家传略'

)8 种有代表性的医著提要和百年大事记&以此恢张

图 89"百年中医史#书影

了这部深刻厚重的断代中医药史+

全书重笔于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中医药的科学

成就和中医社会服务的价值+ 以进化史观'唯物史

观统理史料+ 百年中医史从西学东渐潮流下启步跋

涉而来+ 开场的那一幕里&曾有科学主义和取消派

的逆风尽吹一时&却激发了中医药人士的抗争斗志&

许多故事令人传诵难忘+ 著名的)($%)*抗争&成

为中医药人众志成城的火种+ 此后&中医药在民族

面临挑战的历史时期&在抗战御敌的岁月&在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中&都与民族共荣共济+ "汉书$艺

文志#言方技)盖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把医学

与国政联系起来 + 清人徐灵胎也说)医随国运*+

百年来中医药从萎顿到振兴&正和国势一脉相承+

"百年中医史#映鉴了中医药在继承中向现代

转型'创新发展的特点+ 这个历史时期中医药涌现

了新学派和学人们锐意进取创发的丰硕成果+ 人物

是历史版块的重要部分之一+ 在科技发达的情势

下&此时期名家辈出&名著叠现+ 著名中医药学家如

张锡纯'何廉臣'陈伯坛'丁甘仁'萧龙友'张山雷'裘

吉生'丁福保'杜自明'恽铁樵'曹炳章'冉雪峰'谢

观'施今墨'赵遹黄'孔伯华'祝味菊'黄竹斋'蒲辅

周'吴佩衡'陈邦贤'吴棹仙'陆渊雷'叶橘泉'承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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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余无言'岳美中'秦伯未'程门雪'章次公'哈荔

田'任应秋'王雪苔'罗元恺'尚天裕'董建华'强巴赤

列等人+ 著名医著有%"中国医学大辞典# "中国药

学大辞典#"医学衷中参西录#"中国医学通史#"中

国接骨学# "中医文献学# "中国针灸学# "中华本

草#"历代中药炮制法汇典#"中医各家学说#"全国

名医验案类编#"清宫医案研究#"伤科集成#"内经

研究大成#"伤寒论文献通考#"中国中医古籍总目#

等等+ 学术流派是中医药的特点之一&理论干流的

学派继往开来&医技特长和地域性流派不断涌现&百

年来先后蕴发了汇通学派和中西医结合学派+ 在

3& 世纪 3&!6& 年代&海派中医崛起曾引领学术潮

流+ 4& 年代以后展开的基础研究&以针灸经络的实

验和药学实验开中医药实验研究之先河+ 其后&以

各项动物模型的实验研究用诸于探索理论'药物和

临床+ 其中&针刺麻醉'被称为)9#学派*的中国接

骨学和青蒿素研究的成果为世界顶级水平+ 中医药

文献和医学史研究水平&超过了清代乾嘉学派的文

献学和史学的研究方法&建立了中医文献学和中国

医学史的新学科+ 3& 世纪末整理出版的"中华本

草#载药 %3 8&) 种&"中国中医古籍目录#标列 %7%%

年以前古籍 %( 644 部&是盛世修典的代表+ 在临

床&中医医生进大医院和建立中医医院标志着中医

药进入新的时代+ 中医医院'中医药院校和科研机

构&是中医药现代化的生机&也是壮丽的图景+

既往研究&局限于某一专科'专题'区域'医家或

医著&都不如"百年中医史#全面'系统'立体地书写

百年中医药的发展史+ 诸如赤脚医生'合作医疗与

中医药'中医药信息'文化'标准'中医治未病&尤其

是中医药在台港澳以及国外不同的传播和发展历程

等内容&以往同类研究较少涉及&而且置于当时的政

治'经济'科技'文化'社会等背景下审视+ 既往研究

主要依据纸质史料&而"百年中医史#引进人类学方

法&对重大事件当事人进行深度访谈&口述史的应用

是一大亮点+ 既往研究中&民国时期中医药界给人

们的印象主要是抗争图存&而"百年中医史#对这一

时期的整体判断是)抗争图存&自强发展*&这一观

点更加全面'准确+ "百年中医史#可圈可点者甚

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药史研究的一项重大的

标志性成果&达到国内外同类研究的领先水平+

阅读该书后&令人有彰往而察来的启发效应+

黑格尔说&在历史上会产生新东西+ 中医药这一中

华民族的发祥而创发&传承到今天&百年来有超越&

也有回归&但总离不开根基&此根基培植在蕴发民族

文化土壤中&时时汲取民族文化雨露养料而成为茁

壮的奇葩+ 中医药天人合一和生成论的生命观&她

阐述的科学原理与自然规律&她对疾病的认知方式

和养生治病的实践&以及学术发展曲进的过程&都具

有独特的科学价值和文化价值&这也是中华文明对

世界人类文明做出的杰出贡献之一+ 但是&在那个

)强势文化*进入之时&中医药的发展&不时有噪声

和阻力+ "百年中医史#在回顾那段拼搏的历史过

程时&也焕发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和高度的文化自

觉+ 清代王夫之说%)所贵乎史者&述往事以为来者

师也+*鉴史以知道出新&诚哉斯言(

,收稿日期%3&%*5&)53&-

,本文编辑%王振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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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

%:C8Q 年医药卫生文物培训班&将在京举行

刘学春

为更好地继承与弘扬中医药文化&进一步挖掘医药卫生历史宝藏&由"中华中医药杂志#社'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

献研究所主办的)3&%* 年医药卫生文物培训班*将于 %% 月在北京举行+ 此次培训面向广大中医药卫生文物相关科研人员'中

医药文化研究者等&旨在加强医药卫生文物研究队伍建设&培养并提高相关研究人员系统掌握医药卫生文物相关知识'医药

卫生文物鉴定以及历史遗迹考察等能力&从而充分发挥医药卫生文物价值&拓展医药卫生文物研究思路+ 该培训班授予国家

级中医药继续教育
0

类学分 4 分,项目编号%V3&%*(3&%&37-+

该项目授课内容来源于国家科技部'国家出版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研究青年基金等科研项目+ 主要包括%

!

中国中医

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李经纬资深研究员%"医药卫生文物的意义和收藏#.

"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梁峻

研究员%"医药卫生文物与医史文献研究#.

#

北京御生堂中医药博物馆白建疆教授%"老药铺的那些事#.

$

北京中医药大学李

良松教授%"甲骨文与中医学#.

%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朱德明教授%"医药文物与遗迹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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