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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古籍文献学(修订版)》

内容概要

本书为国医大师张灿玾教授《中医古籍文献学》的修订再版，分为绪论、中医文献的源流与流别、中
医古籍的书名与篇名、中医古籍书体结构、中医文献的文体、中医文献的文字、中医文献的标记符号
、中医文献的载体、中医文献的著录、中医古籍校勘、中医古籍注释、中医文献的聚散与辑佚、中医
古籍辨伪等章。本书旨在结合一般文献学的基本理论与基本内容介绍中医文献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
论、基本知识、基本规律及基本的研究方法等有关内容。历史地、客观地反映中医古代文献的基本情
况与基本面貌，系统地、科学地总结与概括中医古代文献研与古籍整理方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
规律及基本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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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灿玾，字昭华，男，1928年7月出生，山东荣成人，中共党员。1944年从祖父与父亲学医，1959年在
南京中医学院教研班结业后，调山东中医学院工作。曾任系主任、教务处副处长、院长等职。兼任中
国中医药学会委员及文献分会常委与仲景学说专委会顾问、全国高等中医药教材建设顾问委员会委员
、山东省科协委员、中国民间中医医药研究开发协会理事、山东中医药学会副理事长、山东省红十字
会理事等职。现任山东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红十字会会长且是中华诗词学会会员，齐
鲁京剧爱好者协会会员。从事中医医疗、教学、科研工作已60余年。自20世纪80年代始，主要从事中
医文献研究与古籍整理。1983年被卫生部指定为华北山东片古籍整理学术牵头人及部级重点整理研究
课题《甲乙经》校注的主编人。近十余年，在报刊发表论文70余篇，校注与校点中医古籍十余部，其
中《针灸甲乙经校释》、《素问校释》及《针灸甲乙经校注》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奖，另
有4部获厅局级奖。自撰百余万字《中医古籍文献学》专著一部，获山东省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2003
年主编《中医文献学》及《中医文献发展史》，2004年主编《黄帝内经文献研究》。1988年及1995年
两次被山东省委与省府评选为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1999年12月，被山东中医药大学聘为终身教
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003年9月，中华中医药学会授予“中华中医药学会成就奖”，并聘为终身理
事。2003年12月，山东省人事厅与卫生厅授予“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名老中医药专家”及“山东省名
中医药专家”称号。2006年6月，中共山东省委授予“山东省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2009年5月，
在由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同组织的“国医大师”评选中，被授
予“国医大师”荣誉称号。自幼喜欢诗词，从青年时代至今仍坚持对古诗词进行阅读与研究。自50年
代起，开始进行写作，80年代以后，有大量作品，截至目前，共有1000余首。其中有300余首在报刊杂
志及诗词文集上发表。自撰有《不愠居诗词稿》及《暮村吟草》。1983年应邀参加岱宗诗社为个人会
员，1988年由岱宗诗社推荐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对音乐、戏剧等亦颇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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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国医大师临床研究》丛书序
再版序言
前言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文献与文献学
一、文献
二、文献学
第二节中医文献与中医文献学
一、中医文献
二、中医文献学
第三节中医文献的学术价值
第四节中医文献整理研究的主要任务
第二章中医文献的源流与流别
第一节上古医学文献
一、后世文献追记之传说
二、后人著述依托上古者
三、出土文物考证
四、上古医疗技术推议
五、上古医疗技术的传播方式
结语
第二节周秦医学文献
一、医事制度方面的文献
二、医林人物方面的文献
三、医学著作方面的文献
结语
第三节两汉三国医学文献
一、书目著录医书
二、古籍援引医书
三、医籍引见诸书
四、存世医籍
五、古籍援引之医论、医言
六、出土文物医学文献
七、医林人物方面的文献
八、道教医学文献
九、《七略》与《艺文志》著录之方技文献
结语
第四节两晋南北朝医学文献
一、书目著录医书
二、古籍援引书目
三、医籍引见诸书
四、存世医籍
五、出土文物医学文献
六、养生类文献
七、寒食散与解散类文献
八、其他学科类文献
结语
第五节隋唐五代医学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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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目著录医学文献
二、古籍援引医学文献
三、医事制度方面的文献
四、医学人物方面的文献
五、医事、医论方面的文献
六、出土医学文献
七、存世医籍
结语
第六节宋金元医学文献
一、书目著录医学文献
二、官修医学文献
三、宋代校正古医书
四、运气类文献
五、伤寒类文献
六、金元四家医学文献
七、各科医学文献
八、医话、医论、医史等方面文献
九、其他医学文献
结语
第七节明清医学文献
一、书目著录医学文献
二、医经类古籍整理研究
三、《伤寒论》、《金匮》类古籍整理研究
四、伤寒温病类文献
五、本草方剂类文献
六、基础学科方面的文献
七、临床各科文献
八、医案、医话、医论、医史类文献
九、法医类文献
十、兽医类文献
十一、中西汇通类医学文献
十二、医学丛书与类书型文献
结语
第三章 中医古籍的书名与篇名
第一节书名
一、有书无名
二、篇名即书名
三、书名用语类别
四、丛书命名
五、书名冠词
六、书名组合结构
七、书名的演变与别出
第二节篇名
一、篇名使用与演变
二、古医籍篇题命名举例
第四章中医古籍书体结构
第一节书体结构的基本概念
第二节古医籍书体结构常例
一、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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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卷前附录
三、卷首或首卷
四、正卷体式
五、卷尾
六、卷后附录
第五章中医文献的文体
第一节文体的基本概念
第二节古文体的类别
第三节中医古代文献文体概述
一、周秦时期
二、汉代
三、魏晋南北朝
四、隋唐五代
五、宋代
六、金元时代
七、明清时代
第四节中医古文献文体举例
第六章中医文献的文字
第一节 中医文献的字体
一、甲骨文
二、金文
三、小篆
四、隶书
五、真书
六、行书
七、草书
八、宋体字
第二节中医文献的通假字
一、通假字的基本概念
二、中医古籍通假字举例
第三节 中医文献的俗字与书刊匠字
一、俗字
二、书刊匠字
第四节中医文献的避讳字
一、避讳常例
二、讳改类例
三、中医古籍避讳字举例
四、讳字对研读古医籍的重要意义
第七章中医文献的标记符号
第一节句读释义
第二节标记符号的使用与演变
第三节中医古籍标记符号类例
一、卷篇符号
二、段落符号
三、句读符号
四、着重符号
五、名称符号
六、文字符号
七、其他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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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标记符号的特点与意义
第八章中医文献的载体
第一节文献载体释义
第二节中医古代文献载体种类
一、以甲骨为载体
二、以金石为载体
三、以竹木为载体
四、以缣帛为载体
五、以纸为载体
六、以贝叶为载体
第三节版本基本概念
第四节古籍版本类型
一、陈国庆《古籍版本浅说》（1964年中华书局出版）
二、雷梦水《书林琐记》（1988年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三、曹之《中国古籍版本学》（1992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四、姚伯岳《版本学》（1993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第五节古籍版本名称释例
一、以刻印时间区分
二、以刻印地点区分
三、以刻印单位区分
四、以装订形式区分
五、以制版工艺区分
六、以写本种类区分
七、以活字种类区分
八、以字体、行款区分
九、以纸质区分
十、以颜色区分
十一、以版式区分
十二、以刻印质量区分
十三、以内容区分
十四，以用途区分
十五、以流通情况和价值区分
第六节书版款式与书形称谓
一、书版的款式及题文
二、书形称谓及附属装置
三、书品
第七节历代刻本特点
一、宋代刻本特点
二、元代刻本特点
三、明代刻本特点
四、清代刻本的特点
第八节版本鉴定
一、版本鉴定的内容
二、版本鉴定的方法
三、版本鉴定的依据
第九节版本源流
一、版本源流考证的重要意义
二、版本源流是古籍流传的必然结果
三、版本源流考证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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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版本源流者证的方法
⋯⋯
第九章 中医文献的著录
第十章 中医古籍校勘
第十一章 中医古籍注释
第十二章 中医文献的类书与丛书
第十三章 中医文献的聚散与辑佚
第十四章 中医古籍辨伪
参考引用书目
编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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