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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医学专科目录研究》

内容概要

《明清医学专科目录研究》共六章，第一章概述了古代医学文献从先秦到明清的发展概况，介绍了我
国古典目录关于医学文献的著录，阐述了我国古代医学专科目录的产生发展概况。接下来介绍了一些
关于医学目录的重要著书作者的生平、成书经过、医学文献与所著书籍价值。最后概况分析明清时期
医学专科目录的特点与学术价值，探究专科目录的发展与学科发展、学术思想与社会变迁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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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晓丽，1965年2月出生，安徽舒城人，汉族。复旦大学历史学学士，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安徽大学历
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访问学者。现任安徽医科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
近代科技史、科技文献，发表学术论文30多篇，出版专著1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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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 论
 一、医学文献与医学专科目录
 二、学术研究概况
 三、研究目的、内容与方法
第一章 古代医学专科目录的产生发展
 第一节 古代医学文献发展概要
 一、先秦秦汉时期的医学文献
 二、魏晋隋唐时期的医学文献
 三、宋辽金元时期的医学文献
 四、明清时期的医学文献
 第二节 历代医学文献的著录与分类
 一、官修目录中医学文献的著录分类
 二、史志目录中医学文献的著录分类
 三、私家目录中医学文献的著录分类
． 四、古代医学图书的分类
 第三节 古代医学专科目录概述
 一、古代专科目录的产生及其作用
 二、医学专科目录的产生
 三、明清医学专科目录概况
第二章 股仲春《医藏书目》
 第一节 殷仲春与《医藏书目》的成书
 一、殷仲春生平
 二、《医藏书目》撰述目的与成书经过
 第二节 《医藏书目》的分类
 一、《医藏书目》的分类依据
 二、《医藏书目》的类目设置
 三、《医藏书目》的分类特点
 第三节 《医藏书目》的体制
 一、《医藏书目》的总序及跋
 二、《医藏书目》的小序
 三、《医藏书目》的著录项目
 第四节 《医藏书目》的文献价值
 一、保存大量医学文献书目史料
 二、反映古代医书的流变与发展
　　⋯⋯
第三章　曹禾《医学读书志》
第四章　凌奂《医学薪传》
第五章　丁福何《历代医学书目提要》
第六章　明清医学专科目录特点与价值
结语
附录一　丹波元胤《医籍考》
附录二　明清医学专科目录序跋
附录三　明清时期皖人著述医籍书目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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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四部分类法是我国中古时期重要的图书分类法，将图书按经、史、子、集分类，由
六分变为四分，成为我国古代目录分类的主流。四部分类法始于魏晋时期，三国魏人郑默著的《中经
簿》和晋代苟勖的《中经新簿》，始创甲乙丙丁四部分类法，医籍附于乙部术数类中。从《中经新簿
》始，开创了以图书体例为分类标准的先河，《中经新簿》目次为甲部：六艺及小学；乙部：古诸子
家，近世子家，兵家，术数；丙部：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丁部：诗赋，图赞，汲冢书。医书
收录在乙部的术数中。李充在《中经新簿》的基础上，撰《晋元帝四部书目》，把乙丙两部对换，奠
定了我国古籍四部分类法的基础，医籍被归于丙部之中，四部分类法一直沿用到清代，影响巨大。此
后的官修目录墨守成法，大多循四部分类法对图书进行分类，无大变化，医书一般收录在子部的医家
或医书、医方类，由六分法中的一级类目降为二级类目，并在子部居于中间地位。然而在子部的道家
类、农家类、阴阳五行类中也有少数相关性医籍著录，主要是关于养生、本草方面书籍。宋代王尧臣
等撰《崇文总目》，著录医籍247种，采用四部分类法，医籍收录在子部的医书类，为二级类目，没有
细类划分，只在记载中大致把内容相近的医书排列在一起，如医经、方书、养生、针灸等，医书类在
子部20类中列在14位，排在子部的兵家、类书之后。《崇文总目》原书著录书名、类序，每书都有提
要（释），南宋后删去序释，仅存书名、卷数、存阙，如“神医普救方一千卷（阙），太平圣惠方一
百卷”等，著录图书信息比较简明。

Page 5



《明清医学专科目录研究》

编辑推荐

《明清医学专科目录研究》利用中医文献资料，运用文献学的理论与方法，从目录学角度研究明清时
期医学专科补录的成书编撰、分类体系、体制结构，探究其文献价值，总结其发展变化特点，分析其
在目录学史上的地位，揭示医学目录的发展与明清社会思想文化变迁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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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为书目吸引，看过有所失望。作者版本经验似乎不足，论述也多平平。
2、不只是作者水平有限，关键是研究对象水平有限

Page 7



《明清医学专科目录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