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普通高等教育中医药类“十三五”规划教材
全国普通高等教育中医药类精编教材

中 国 医 学 史
（第２版）

（供中医药类、中西医结合等专业用）

主　编
徐江雁

副主编

戴　铭　李成文　徐建云
陈丽云　叶　瑜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中国医学史／徐江雁主编．—２版．—上海：上
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１７．８
　　普通高等教育中医药类“十三五”规划教材　全国普
通高等教育中医药类精编教材

　　ＩＳＢＮ９７８ ７ ５４７８ ３６５２ １

　　Ⅰ①中… Ⅱ①徐… Ⅲ①中国医药学 医学史

中医学院 教材　Ⅳ．①Ｒ ０９２

　　中国版本图书馆ＣＩＰ数据核字（２０１７）第１６５０８３号


中国医学史（第２版）
主编　徐江雁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 海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出版

（上海钦州南路７１号　邮政编码２００２３５）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２００００１　上海福建中路１９３号　ｗｗｗ．ｅｗｅｎ．ｃｏ
　　　　　　　　印刷
开本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１６　印张１２．２５
字数２５０千字
２０１７年８月第２版　２０１７年８月第８次印刷
ＩＳＢＮ９７８ ７ ５４７８ ３６５２ １／Ｒ·１４０６
定价：２３．００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请向工厂联系调换



普通高等教育中医药类“十三五”规划教材

全国普通高等教育中医药类精编教材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平　王　键　王占波　王瑞辉　方剑乔　石　岩

冯卫生　刘　文　刘旭光　严世芸　李灿东　李金田

肖鲁伟　吴勉华　何清湖　谷晓红　宋柏林　陈　勃

周仲瑛　胡鸿毅　高秀梅　高树中　郭宏伟　唐　农

梁沛华　熊　磊　冀来喜

专
家
指
导
委
员
会
名
单



普通高等教育中医药类“十三五”规划教材

全国普通高等教育中医药类精编教材

名誉主任委员　洪　净



主 任 委 员　胡鸿毅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飞　王庆领　李铁浪　吴启南

何文忠　张文风　张宁苏　张艳军

徐竹林　唐梅文　梁沛华　蒋希成

编
审
委
员
会
名
单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主　编

徐江雁　（河南中医药大学）



副主编　

戴　铭　（广西中医药大学）　 李成文　（河南中医药大学）

徐建云　（南京中医药大学）　 陈丽云　（上海中医药大学）

叶　瑜　（贵阳中医学院）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　丹　（长春中医药大学）　 田艳霞　（河南中医药大学）

刘文礼　（河南中医药大学）　 李成年　（湖北中医药大学）

杨卫东　（云南中医学院）　 张　蕾　（山东中医药大学）

张文平　（山西中医药大学）　 张建伟　（陕西中医药大学）

陈玉鹏　（福建中医药大学）　 陈凯佳　（广州中医药大学）

周新颖　（成都中医药大学）　 庞　杰　（南方医科大学）

孟永亮　（内蒙古医科大学）　 莫清莲　（广西中医药大学）

黄雪莲　（浙江中医药大学）　 龚勇军　（江西中医药大学）

曾晓进　（湖南中医药大学）

编
委
会
名
单



　　本教材是全国普通高等教育中医药类精编教材之一，介绍中医药学自古代至

２０１６年底的发展概况，对中医药学的起源、形成、各个历史时期的成就、重大事件、著

名医药学家及中外医药交流等，都做了简明扼要的阐述，展示中医药学发展的历史轨

迹、学术特点、国际影响，揭示中医药学发展的历史规律。

本教材的特点是：叙述内容精炼、紧扣教学需要。根据教学大纲要求，严格控制

与相关课程的交叉，编写内容与时俱进，尤其大量补充１９４９—２０１６年底中医药发展

取得的成就。学术观点公允，所用材料客观、严谨，均有出处。本次编写是对第１版

教材的修订，主要包括规范教材内容，如医家字号、生卒年等；校对文字，修改错误；补

充新的考古发现，如增补２０１２年出土的老官山汉墓医学资料等；补充２００９—２０１６年

的中医药学的新内容。除此之外，在第１版的基础上，每章特增补“社会背景”和“拓

展阅读”，以供学生更好地掌握、理解、应用教材。

本教材由编委会成员分工编写，最后由主编徐江雁和副主编李成文、学术秘书田

艳霞统稿。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各版《中国医学史》教材，《中国医学通史》《中医学

思想史》《中医学术发展史》《中医古籍目录》《中国医籍大字典》《中医人物词典》等，在

此谨致谢忱。

由于水平所限，时间短促，虽经努力，但缺点、错误在所难免，希望各院校师生提

出宝贵意见，以冀日后修正、提高。

《中国医学史》编委会

２０１７年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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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高等中医药教育开创至今历六十年。一甲子朝花夕拾，六十年砥砺前行，

实现了长足发展，不仅健全了中医药高等教育体系，创新了中医药高等教育模式，也

培养了一大批中医药人才，履行了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的职能和

使命。高等中医药院校的教材作为中医药知识传播的重要载体，也伴随着中医药高

等教育改革发展的进程，从少到多，从粗到精，一纲多本，形式多样，始终发挥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于１９６４年受国家卫生部委托出版全国中医院校试用教材

迄今，肩负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医院校教材建设和出版的重任，产生了一大批学术深

厚、内涵丰富、文辞隽永、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优秀教材。尤其是１９８５年出版的全国统

编高等医学院校中医教材（第五版），至今仍被誉为中医教材之经典而蜚声海内外。

２００６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在全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学会教学管理研究会的精

心指导下，在全国各中医药院校的积极参与下，组织出版了供中医药院校本科生使用

的“全国普通高等教育中医药类精编教材”（以下简称“精编教材”），并于２０１１年进行

了修订和完善。这套教材融汇了历版优秀教材之精华，遵循“三基”“五性”“三特定”

的教材编写原则，同时高度契合国家执业医师考核制度改革和国家创新型人才培养

战略的要求，在组织策划、编写和出版过程中，反复论证，层层把关，使“精编教材”在

内容编写、版式设计和质量控制等方面均达到了预期的要求，凸显了“精炼、创新、适

用”的编写初衷，获得了全国中医药院校师生的一致好评。

２０１６年８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新世纪以来第一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印

发实施《“健康中国２０３０”规划纲要》，并颁布了《中医药法》和《〈中国的中医药〉白皮

书》，把发展中医药事业作为打造健康中国的重要内容。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文

化强国战略以及“走出去”和“一带一路”战略，推动经济转型升级，都需要中医药发挥

资源优势和核心作用。面对新时期中医药“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的总体要求，中

医药高等教育必须牢牢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势，更加主动地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

战略。为此，精编教材的编写将继续秉持“为院校提供服务、为行业打造精品”的工作

前
　
言



２　　　　 前　言

要旨，在全国中医院校中广泛征求意见，多方听取要求，全面汲取经验，经过近一年的

精心准备工作，在“十三五”开局之年启动了第三版的修订工作。

本次修订和完善将在保持“精编教材”原有特色和优势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经

典、精炼、新颖、实用”的特点，并将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全国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等系列讲话精神，以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２０１６—２０３０年）》和《关于医教协同深化中

医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文件要求，坚持高等教育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

务，立足中医药教育改革发展要求，遵循我国中医药事业发展规律和中医药教育规

律，深化中医药特色的人文素养和思想情操教育，从而达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

效果。

同时，全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学会教学管理研究会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将不断

深化高等中医药教材研究，在新版精编教材的编写组织中，努力将教材的编写出版工

作与中医药发展的现实目标及未来方向紧密联系在一起，促进中医药人才培养与“健

康中国”战略紧密结合起来，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不断完善高等中医药教材体

系和丰富教材品种，创新、拓展相关课程教材，以更好地适应“十三五”时期及今后高

等中医药院校的教学实践要求，从而进一步地提高我国高等中医药人才的培养能力，

为建设健康中国贡献力量！

教材的编写出版需要在实践检验中不断完善，诚恳地希望广大中医药院校师生

和读者在教学实践或使用中对本套教材提出宝贵意见，以敦促我们不断提高。

全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学会常务理事、教学管理研究会理事长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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