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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医的历史》从医药起源、医家、医书、医理四个方面阐述，精选中医历史中若干重点主题为纲，
每个主题又按历史发展的先后顺序进行介绍，配有历代精美彩色插图约230幅，将中医历史和中医知识
有机结合，反映了中医学发生发展的来龙去脉。

《中医的历史》语言精练流畅，层次清晰，版式新颖，文图并茂，对当今中医药工作者、中医药爱好
者了解中医乃至进一步学习、研究中医有较大的启发和借鉴作用。
本书由张志斌、李经纬、郑金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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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志斌1983年毕业于浙江中医学院．医学博士、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现任德国柏林Charite医科大学客座教授、中华医学会医史学分会主任委员。
专业为中医医史文献，长于中医疾病史研究。
个人著作有《古代中医妇产科疾病史》、《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
主编或合作主编的主要著作有《远离生活方式病丛书》、《温病大成》、《中医养生大成》、《中医
学思想史》、《中医大辞典》等。
发表学术论文9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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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9世纪末，东邻日本国明治维新，新政府发布采用西洋医术许可令，日本的汉医因
此遭受到严酷的摧残。
其时中医尚没有感受到这样的压力。
但在20世纪初期，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当政，先后发生过3次妄图废止中医的事件，从而直接危
及中医的生存。
1929年2月，曾在日本留学、后任国民党中央卫生委员会委员的余云岫等人，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
事卫生之障碍案”并获得通过。
当时的中医有数十万，他们是中国医疗的主力。
而西医的人数即使到了1947年，全国也总共只有30590人，其力量远不如中医。
废止中医的提案不考虑国情和中医的作用，效尤日本明治摧残汉医，企图凭一纸公文就将中国本土延
绵发展数千年的医学作为“旧医”废止，剥夺大批中医的生存权利。
这样的提案引起中医界极大的反抗，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一盘散沙的中医界终于团结起来。
同年3月17日，中医界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并组团赴南京请愿，使“废止旧医案”未获准施行
。
中医界的抗争使自己免去了像日本汉方医界遭受的灭顶之灾，从此3月17日被定为“国医节”。
 民国时期，中国的西医力量不断壮大发展，也有一些外国医生到中国来，为中国人民的医疗服务。
 西医的科研方法、管理和教育体制、学术团体及学术交流方式，逐渐在中国医学界推行发展。
与此同时，中医界也不断改进完善自身，创办学校、医院，编辑报刊杂志，成立学术团体，编写中医
教材，培养了大批高水平的中医人才。
这些人才成为新中国中医教育的中流砥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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