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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史》

内容概要

中国医药文明，是5000年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医史》是一部中国医学通史，但由于有意简化西医传入与发展内容，故称。但中医学的发展是难
以摆脱西医之影响的，所以，本书虽以《中医史》为名，突出反映中国的中医历史，然而在论述中除
了坚持中医的主体性外，却不蓄意掩盖西医之影响，也不故意回避中西医之间紧密相关的内容，旨在
唤起人们注意引入现代科学、现代医学为中医所用。
这或许就是作者撰著《中医史》之方法、目的与意义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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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史》

作者简介

　　李经纬教授，1929年7月16日生于陕西咸阳。1955年毕业于西安医科大学。1976年组建医史文献研
究室。1980年组建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任主任、所长。1982年，创办中国医史博物馆，先后任馆长
、名誉馆长。现任中国中医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史杂志》总编辑。 　　主编、著有《中
医名词术语选释》（1972）、《简明中医辞典》（1977）、《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医史学》（1987）
、《中医人物辞典》（1988）等等。 　　曾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科技成果（著作）奖、卫生部科
研奖、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研奖、中华医学会奖、中华中医药学会奖、中国广州仲景中医药杰出成就
奖、立夫医药著作奖（中国台湾）、中国中医科学院基础研究奖等近二十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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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史》

书籍目录

作者简历绪言第一章 中医药起源第一节 中国考古学研究与猿人疾病卫生第二节 关于医药卫生起源的
若干论点第三节 中国汉晋前学者论述中医起源第四节 中医起源讨论第二章 早期医疗实践与医巫论争
第一节 农业发展促进医药进步第二节 医食同源与伊尹创制汤液第三节 甲骨文与殷商疾病观第四节 从
《诗经》等文献看商周医药水平第五节 大傩与预防疫病第六节 巫术与巫医的活动第七节 医事管理与
医学分科第八节 环境卫生与个人卫生第三章 经验积累与理论形成第一节 最早的中医学分科第二节 职
业医师出现--医和、医缓与扁鹊第三节 划时代进步--医学战胜巫术第四节 中医学步入学术研究第五节 
尸体防腐、保护技术第六节 中医理论高水平研究总结：《黄帝内经》诞生第四章 中医学术的整理提
高第一节 　第一部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第二节 汉文帝为名医淳于意冤案平反、恢复名誉第三节 
中医之师徒传承第四节 中医　第一部释疑解难之专著--《难经》第五节 针灸由民间到宫廷，再回到民
间第六节 外科鼻祖--华佗第七节 医圣--张仲景第八节 杏林春暖与虎守杏林第九节 悬壶之禧与韩康卖药
第十节 秦汉时期医事管理医官与医官犯罪第五章 医疗实践领域不断扩大第一节 弃戎从医，贡献卓著
的葛洪第二节 重视切脉诊断的王叔和第三节 山中宰相--名医陶弘景第四节 竹林七贤--嵇康与《养生论
》第五节 系统继承发扬针灸的皇甫谧第六节 药材炮制的祖师--雷救第七节 精巧的外科手术治疗技术第
八节 医方汇集整理与陈延之《小品方》第九节 中国世医传统与徐之才八代名医第十节 梁武帝与医学
家第十一节 南北朝设医馆与太医署第六章 医学集大成发展第一节 古老的医科大学与药用植物园第二
节 唐太宗探视百岁名医甄权第三节 大学问家恭身《内经》整理研究第四节 第一部病因证候专著《诸
病源候论》第五节 政府颁布的第一部药典--《新修本草》第六节 医学文献整理大师王焘第七节 孙思邈
与临床医学百科全书第八节 藏医学集大成巨著《四部医典》第九节 “仙”医蔺道人与《理伤续断方
》第十节 法医学与《疑狱集》第十一节 繁荣的国内外医药交流第十二节 非医学书籍对外科手术的记
载第十三节 统治阶级对医学家的迫害第七章 医学全面大发展第一节 访求医术优长者诏、访求医书诏
第二节 宋太祖等关注的本草修定第三节 太宗诏征医方，编撰《太平圣惠方》第四节 宋仁宗创设“校
正医书局”第五节 宋仁宗诏令翰林医官院考次针灸，创铸针灸铜人第六节 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
改革医学教育第七节 宋神宗在京城创办太医局卖药所第八节 宋徽宗创办“医学”与编撰医学著作第
九节 解剖新知：《欧希范五脏图》与《存真图》第十节 疾病诊断水平提高第十一节 临床医学丰富多
彩第十二节 大法官宋慈总结法医学成《洗冤集录》第十三节 科学家沈括、文学家苏轼与医学第十四
节 藏医学的发展第八章 医学争鸣与少数民族医学融合第一节 契丹族医学第二节 回鹘族医学第三节 吐
蕃医学第四节 女贞族医学第五节 党项族医学第六节 回回医学第七节 蒙古族医学第八节 金元时期的医
学争鸣第九节 医学理论与临床各科第九章 中医学发展的革新倾向第一节 皇室关注本草学发展第二节 
民间本草研究成果卓著第三节 朱犒与大型方书《普济方》第四节 人痘接种预防天花的伟大创造第五
节 吴又可《瘟疫论》与传染病理论革新第六节 临床内科学的发展第七节 外科学理论与技术革新成就
第八节 妇儿科学之进展第九节 眼科、口齿科与耳鼻咽喉科成就第十节 针灸学之发展第十一节 医疗经
验的宝库《名医类案》第十二节 中医经典整理与丛书全书编撰第十三节 医德与医林故事第十四节 医
事管理与建庙祭祀先医第十五节 创建先医庙与祭祀历代医学家第十六节 中外医学交流第十章 医学发
展促进科普与发展中的思想阻力第一节 医事管理的经验与教训第二节 传染病学派林立与理论创新第
三节 康熙推广人痘接种预防天花获重大成就第四节 乾隆御纂医学教科书《医宗金鉴》第五节 内科学
发展与学派争鸣第六节 外科学发展趋于保守第七节 正骨科学技术丰富多彩第八节 外治法宝库更趋充
盈第九节 妇儿科的经验积累和推广第十节 五官科医疗技术的发展第十一节 针灸学发展与道光帝废除
针灸第十二节 王清任慧目恭身人体解剖第十三节 发展与普及的医方、本草进展第十四节 医学普及与
文献整理第十五节 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医学第十六节 医家 　第一要义--养生保健第十七节 医学革新
的思想阻力第十八节 西医学传入与影响第十一章 20世纪中医学发展历程第一节 20世纪前50年中国医学
文化思潮第二节 西医在朝，中医在野第三节 中西医汇通学派评估第四节 毛泽东关注中医中药第五节 
中医工作的巨大胜利第六节 中医发展融入西医学理问题第七节 中西医结合科研模式第八节 创造中国
统一的新医学不是梦想附录一 作者与海外的医史学术交流附录二 中医学要事年表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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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史》

编辑推荐

　　本书是略于西医传人与发展的中国医学通史，是一部中医学发展史。本书首先重视医学内史研究
，其次或涉外史问题。着重论述各个历史时期的继承性发展，注重对创新发明事例的记述。关于章节
内容，总体作通史体例，每章则大体上以断代论述，其节其目，尽可能以专科、疾病、人物、文献、
轶文故事等内容述评。为使读者易读、易解，本书力求章节题目能够反映医学发展的时代特点，结合
中国朝代与公元纪年的方法，分为绪论、中医起源、早期医疗与医巫论争（夏商周时期）、中医经验
积累与理论形成（春秋战国时期）、中医学术整理提高（秦汉时期）、医疗实践领域不断扩大（两晋
南北朝时期）、医学发展特点集大成（隋唐时期）、医学的全面发展（两宋时期）、少数民族医学融
合与医学争鸣（辽、夏、金、元时期）、中医学发展呈现革新趋势（明代）、医学普及进步与思想阻
力（清代）、20世纪中医发展历程，共11章，117节，书后还附录大事年表等，旨在进行比较全面的论
述与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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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史》

精彩短评

1、好书一本。虽然不热门。
2、　　
　　时下关于中医的讨论相当热烈，参与者各执一词，针锋相对，但很多观点并无坚实的立论基础，
不过是建立在对中医的臆测和想象上。可是，如果没有对中医产生、发展的历史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
解，则高谈阔论中就难免硬伤和常识性错误，且极易流于空疏和意气之争。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中医
史的学习是非常必要的，它能破除盲目自信的狭隘或妄自菲薄的虚无。
　　《中医史》的出版可谓正得其时。该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举凡名医名著、医方医药、医林故
事、医事管理、医学交流、内科外科、针灸养生，都予以详细介绍和客观评价，可以说对数千年的中
医发展作了全景式的扫描。作者李经纬教授，毕业于西安医科大学，后创办中国医史博物馆，并先后
任馆长、名誉馆长。现任中国中医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史杂志》总编辑，是一位德高望
重的中医史研究专家。作者在充分收集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对于古代医学人物、事件、制度等，进行
了全面而深入的分析。更可称道的是，作者始终以开放的态度来看待中西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并努
力唤起人们注意引入现代科学、现代医学为中医所用。
　　    《中医史》着重论述各个历史时期的继承性发展，注重对创新发明事例的记述。全书总体做通
史体列，每章则大体上以断代论述。为使读者易读、易解，各章题目力求反映医学发展的时代特点，
具体分为绪言、中医药起源、早期医疗实践与医巫论争（夏商周时期）、经验积累与理论形成（春秋
战国时期）、中医学术的整理提高（秦汉时期）、医疗实践领域不断扩大（两晋南北朝时期）、医学
集大成发展（隋唐时期）、医学全面大发展（两宋时期）、医学争鸣与少数民族医学融合（辽、夏、
金、元时期）、中医学发展的革新倾向（明代）、医学发展促进科普与发展中的思想阻力（清代）
、20世纪中医学发展历程，共11章，117节。 
　　中医从萌芽到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而不断完善和体系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春秋战国
时期，对疾病的认识逐渐由鬼神观念走向客观的探索，医学开始摆脱巫术的影响而获得自主。从扁鹊
的“六不治”思想，到《黄帝内经》，都反映了这一时期医学家的理性思考和科学精神。《黄帝内经
》把阴阳、五行哲学思想引进医学领域，用以解释和论述人体的生理、解剖、病理和诊断治疗原则，
标志着中医理论划时代的进步。数千年来，一代代医药学家不懈地推进着中医的发展，一部部医药学
经典传承着深厚的中医文化：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孙思邈《千金方》，
宋慈《洗冤集录》，李时珍《本草纲目》，等等，数不胜数。读《中医史》，你不得不惊叹于中医学
的博大精深和我们先人的聪明才智。中医对于医学家的道德修养，也一向非常重视。三国时期，医学
家董奉对病人给予的报酬概不接受，但凡被治愈者都要在董奉的房前屋后种下杏树，久而久之，杏树
成林，望之如仙境。于是，“杏林春暖”就成为比喻和表彰医生高超医术和高尚医德的美好词汇，并
一直流传至今。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以《大医精诚》为题，要求医生为病人诊病时，“不得问其
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对于危重病人，他要求医
生不可“自虑吉凶”，需要出诊时“不论昼夜寒暑，饥渴疲劳”，都要“一心赴救”。孙氏的医学道
德思想千载之下也丝毫不失其光辉。古代中医的辉煌成就对中国周边国家的医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些典籍甚至被翻译介绍到欧洲地区，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
　　到了近代，中华民族在内忧外患中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医在此历史巨变的“大势”下进步
停滞，惨淡经营。五四运动以来，在反传统的潮流中中医更是屡遭抨击，以至于难以为继。面对西医
的挑战，如何自我更新以获得生存和延续就成为一个非常严峻的现实问题。转机发生在1949年，政府
的重视和支持使中医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从那以后，中医自觉地探求继承创新的路子，焕发出
了前所未有的生机。中医百年来的命运沉浮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换过程中的复
杂纠结，反映了中国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深层心理和文化困境。
　　两千多年来，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以其丰富的内涵、完整的体系一直吸引着人们
去不断学习、研究，其迥异于西医的治疗方法和思维方式也在世界上独树一帜。中医是独特的，但它
的产生和发展都可以描述并能予以合理解释，任何把它神秘化的做法都有悖于科学精神，非常不利于
中医的发展和进步。在中医药历史上，科学与迷信互见，糟粕和精华共存，与西医的相遇和对话使得
中医在中西参照中对自身有一个更为深刻的审视，从而可能获得新的突破。围绕中医展开的争论还会
继续，但伴随着中国的崛起和民族自信心的增长，我们越来越可能以冷静、平和的态度对传统进行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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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史》

肃、理性的反思，这将有助于人们对中医有更多更深入的认识，有助于中医的现代化。毫无疑问，包
括《中医史》在内的一大批优秀中医著作的出版就昭示了一个令人乐观的前景。
　　
3、　　网络与书编辑部出过一本《健康的时尚》，里面提到过解放后，中医在两岸不同的发展。在
大陆，毛提出中西医结合发展的战略，并找了当时很多厉害的西医医生，让老中医给他们集中上课，
教他们中医是怎么看病的。而之后很多中西医的成果，也大多是这些人搞出来的。
　　
　　而现在的中西医专业，是五年制。往往既没学精中医，又没把西医学好。就像马跟驴交配的产物
——骡子，因为是违反大自然规律的，所以没有繁殖能力。
　　
　　说回这本书，感觉像学中医的教材，比较理论。
　　
　　9.4.4晚写于外公家
4、非严谨的历史学著作。当通俗读物还行。
5、为嘛又没有参考文献-_-#
6、“故病有六不治：骄恣不论于理，一不治也；轻身重财，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适，三不治也；阴
阳并藏气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药，五不治也；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则重难治
。”
7、这最多只能叫，中医的故事。
8、小样荐购 图文五楼 站着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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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网络与书编辑部出过一本《健康的时尚》，里面提到过解放后，中医在两岸不同的发展。在大陆
，毛提出中西医结合发展的战略，并找了当时很多厉害的西医医生，让老中医给他们集中上课，教他
们中医是怎么看病的。而之后很多中西医的成果，也大多是这些人搞出来的。而现在的中西医专业，
是五年制。往往既没学精中医，又没把西医学好。就像马跟驴交配的产物——骡子，因为是违反大自
然规律的，所以没有繁殖能力。说回这本书，感觉像学中医的教材，比较理论。9.4.4晚写于外公家
2、时下关于中医的讨论相当热烈，参与者各执一词，针锋相对，但很多观点并无坚实的立论基础，
不过是建立在对中医的臆测和想象上。可是，如果没有对中医产生、发展的历史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
解，则高谈阔论中就难免硬伤和常识性错误，且极易流于空疏和意气之争。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中医
史的学习是非常必要的，它能破除盲目自信的狭隘或妄自菲薄的虚无。《中医史》的出版可谓正得其
时。该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举凡名医名著、医方医药、医林故事、医事管理、医学交流、内科外
科、针灸养生，都予以详细介绍和客观评价，可以说对数千年的中医发展作了全景式的扫描。作者李
经纬教授，毕业于西安医科大学，后创办中国医史博物馆，并先后任馆长、名誉馆长。现任中国中医
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史杂志》总编辑，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中医史研究专家。作者在充分
收集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对于古代医学人物、事件、制度等，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分析。更可称道的
是，作者始终以开放的态度来看待中西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并努力唤起人们注意引入现代科学、现
代医学为中医所用。《中医史》着重论述各个历史时期的继承性发展，注重对创新发明事例的记述。
全书总体做通史体列，每章则大体上以断代论述。为使读者易读、易解，各章题目力求反映医学发展
的时代特点，具体分为绪言、中医药起源、早期医疗实践与医巫论争（夏商周时期）、经验积累与理
论形成（春秋战国时期）、中医学术的整理提高（秦汉时期）、医疗实践领域不断扩大（两晋南北朝
时期）、医学集大成发展（隋唐时期）、医学全面大发展（两宋时期）、医学争鸣与少数民族医学融
合（辽、夏、金、元时期）、中医学发展的革新倾向（明代）、医学发展促进科普与发展中的思想阻
力（清代）、20世纪中医学发展历程，共11章，117节。 中医从萌芽到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而不
断完善和体系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春秋战国时期，对疾病的认识逐渐由鬼神观念走向客观的
探索，医学开始摆脱巫术的影响而获得自主。从扁鹊的“六不治”思想，到《黄帝内经》，都反映了
这一时期医学家的理性思考和科学精神。《黄帝内经》把阴阳、五行哲学思想引进医学领域，用以解
释和论述人体的生理、解剖、病理和诊断治疗原则，标志着中医理论划时代的进步。数千年来，一代
代医药学家不懈地推进着中医的发展，一部部医药学经典传承着深厚的中医文化：张仲景《伤寒杂病
论》，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孙思邈《千金方》，宋慈《洗冤集录》，李时珍《本草纲目》，等等
，数不胜数。读《中医史》，你不得不惊叹于中医学的博大精深和我们先人的聪明才智。中医对于医
学家的道德修养，也一向非常重视。三国时期，医学家董奉对病人给予的报酬概不接受，但凡被治愈
者都要在董奉的房前屋后种下杏树，久而久之，杏树成林，望之如仙境。于是，“杏林春暖”就成为
比喻和表彰医生高超医术和高尚医德的美好词汇，并一直流传至今。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以《大
医精诚》为题，要求医生为病人诊病时，“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
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对于危重病人，他要求医生不可“自虑吉凶”，需要出诊时“不论昼夜寒
暑，饥渴疲劳”，都要“一心赴救”。孙氏的医学道德思想千载之下也丝毫不失其光辉。古代中医的
辉煌成就对中国周边国家的医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些典籍甚至被翻译介绍到欧洲地区，促进了中
外文化的交流。到了近代，中华民族在内忧外患中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医在此历史巨变的“大
势”下进步停滞，惨淡经营。五四运动以来，在反传统的潮流中中医更是屡遭抨击，以至于难以为继
。面对西医的挑战，如何自我更新以获得生存和延续就成为一个非常严峻的现实问题。转机发生
在1949年，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使中医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从那以后，中医自觉地探求继承创新
的路子，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生机。中医百年来的命运沉浮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
转换过程中的复杂纠结，反映了中国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深层心理和文化困境。两千多年来，作为传
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以其丰富的内涵、完整的体系一直吸引着人们去不断学习、研究，其迥
异于西医的治疗方法和思维方式也在世界上独树一帜。中医是独特的，但它的产生和发展都可以描述
并能予以合理解释，任何把它神秘化的做法都有悖于科学精神，非常不利于中医的发展和进步。在中
医药历史上，科学与迷信互见，糟粕和精华共存，与西医的相遇和对话使得中医在中西参照中对自身
有一个更为深刻的审视，从而可能获得新的突破。围绕中医展开的争论还会继续，但伴随着中国的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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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和民族自信心的增长，我们越来越可能以冷静、平和的态度对传统进行严肃、理性的反思，这将有
助于人们对中医有更多更深入的认识，有助于中医的现代化。毫无疑问，包括《中医史》在内的一大
批优秀中医著作的出版就昭示了一个令人乐观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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