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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材分六编，主要从汉字与文献、哲学与宗教、历史与民俗、文学与艺术、科学与技术、医药与养生
六方面进行系统介绍与全面阐述。
本教材的内容有如下特点：①突出中医药专业教材的特色，注重介绍各方面内容与中医药学的关系，
如汉字与医药、道教与中医、佛教与中医。
在介绍有关知识时，重点介绍与中医药相关的内容，如医官制度、中医教育制度、天文历法等。
②注重吸收新的观点，采用新的方法。
如“封建”一词，采用封土建国的原义，还原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制之前的分封制度为封建制度，将
秦始皇至辛亥革命结束帝制之间的社会形态称为中央集权的宗法专制社会。
又如，中国古人强调天人合一、心物一元，所以在描述中国古代哲学时，一般不采用唯心、唯物的惯
用说法。
③敢于提出新观点。
如中华文化三大基本精神、易道主干、医家哲学流派等。
    本教材适用于中医临床医学、基础医学、中西医结合医学、中药学等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以及相
应的中医药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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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价值      一、中华传统养生的价值      二、中华传统养生研究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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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无论是医药知识，还是典章制度的学习，都离不开汉字与汉文化的土壤，而且中国与日本有大海
阻隔，古代往来极为不便，如唐代的鉴真大师，欲赴日本，先后6次渡海，历时10年，最后方获成功。
在这样的状况下，日本尤其重视中医经典著作的传播与研习。
据日本学者真柳诚先生文章显示，日本复刻中国经典医书及其相关研究著作多达141次，日本研究中国
古典医书的文献，仅江户时期就有767种保存至今。
而且有很多日本学者，所撰中医著作系纯以汉字写就，包括丹波家族在内的许多汉方医研究者，都具
有极高的汉学修养，这也充分反映了汉字文化圈对中医药学与汉字、汉文化认同性表现的一致性。
　　3.朝鲜与东医据史料记载，早在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征讨卫氏朝鲜，得胜后敕令在朝鲜置乐浪、
玄菟、临屯、真番四郡后，中医药学开始传人今天的朝鲜。
公元2世纪末，中医学经典著作《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也先后传人朝鲜。
公元4世纪末之后，新罗（朝鲜半岛三国时期国家）先后与中国的前秦、南齐、梁、北齐、陈、隋、
唐进行文化交流与往来，大力吸收中国文化，使用汉字并创造用汉字标音的吏读文。
中医药在朝鲜也得到了更大程度的接受，大约在公元5世纪前后，中医药已在朝鲜民众中得以广泛应
用。
682年，新罗设立国学，读《论语》、《礼记》等书。
包括僧侣在内的新罗留唐学生很多，其中学有所成者不少。
到了宋代，除了医学书籍更为广泛地传人朝鲜之外，宋代朝廷还多次应朝鲜之邀派遣医官入朝，传授
中医药学。
中医药学在朝鲜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并与朝鲜本民族的传统医学相结合，最终形成了以“四象”体质
概念为理论体系的朝鲜传统医学——东医。
　　在东医学的形成过程中，朝鲜医家非常重视对中医药理论著作的学习与借鉴。
许多中医药典籍在朝鲜流传极盛。
历史上，中国的医学著作散佚相当严重，而尤以南北朝时期最为突出。
至北宋时，《针经》（即今之《灵枢》）在中国已无传本。
当时在中国已经散佚的大批书籍，在朝鲜尚存有许多善本。
1091年北宋哲宗曾命人抄录了一批医药书目交与当时回国的高丽（今之朝鲜）使者李资义，请他们提
供高丽传本，这些书目主要有《黄帝针经》、《黄帝九虚经》、《名医别录》、《陈延之小品方》、
《桐君药录》、《古今录验方》、《张仲景方》、《深师方》等。
1092年11月，高丽（朝鲜）遣使者黄宗悫人宋，献来《黄帝针经》，哲宗随即开版雕刻，印行天下。
不仅如此，据相关资料显示，朝鲜复刻中医药学经典医籍也有20余次，足见当时朝鲜对中医药学著作
的重视。
　　另外，从东医学最为重要的两部经典著作《医方类聚》与《东医宝鉴》来看，也反映了这一基本
事实。
《医方类聚》为朝鲜金礼蒙撰于1443年，初刊于1465年，被认为是东医学最为重要的经典著作。
全书为266卷，存世262卷。
它汇辑了152部中国唐、宋、元、明初的著名医书及一部朝鲜本国医书《御医撮要》，共计153部，收
载医方50000余首，是一部卷帙浩繁的医学类书。
《东医宝鉴》也是东医学的一部重要著作，全书共25卷，为朝鲜许浚于1610年撰成，1613年刊行。
该书也参考了大量中医药学著作，据统计有83种，如《素问》、《灵枢》、《伤寒论》、《圣济总录
》、《证类本草》、《仁斋直指方》、《世医得效方》、《医学正传》、《古今医鉴》、《医学入门
》、《万病回春》、《医学纲目》等，同时也参考了高丽医书《乡药济生集成方》、《御医撮要方》
等。
对中医药学的学习研究，自然也是建立在对汉字通晓的基础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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