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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医海探骊--中国医学史研究新视野》(作者张效霞)以崭新的视角对中国医学史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
“医史通论”是关于中国医学史学科理论、研究方法的思考；“内史研究”是有关医家医籍的考证、
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的论述；“外史探索”是从社会史、思想史、文化史的角度对历史上疾病、医疗
及相关问题的探讨；“医林杂谈”是一组关于中医学科性质、理论来源、发展道路等的杂文。
《医海探骊--中国医学史研究新视野》资料翔实，以史带论，史论结合，说理清晰，视角独到，行文
流畅，图文并茂，颇具资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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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效霞男，1970年8月生，山东省莱芜市人。
现任山东中医药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兼任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医生文献分会常委、中医药文化分会常委、中医科普分会常委。
主要致力于以发生学方法对中医基础理论进行归真返朴的整理研究，重还中医之本原。
出版《回归中医一对中医基础理论的重新认识》《无知与偏见一中医存废百年之争》《脏腑真原》专
著3部，编写《察言观色话养生》《看故事学中医》等科普著作3部，在省级以上报刊杂志发表论文
、1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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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医史通论
中国医学史研究应打破以近代科学为标准的框框和格局
为什么中国医学史在近代成为显学?
中国医学史分期问题之我见
论医学史与医史学之分野
关于医学起源问题的思考
内史研究
周代医官考析
秦代医官考析
汉代医官考析
今本《脉经》的《伤寒杂病论》内容非王叔和原本所固有
中国现存最早的类书——《针灸甲乙经》
《针灸甲乙经》成书年代考订
《针灸甲乙经》书名卷数考异及“甲乙”本意考
皇甫谧籍贯考辨
有关皇甫谧生平几个问题的考证
为什么这个错误传播了50年——论“校正医书局”
当为“校正医书所”
“邪自口鼻而人”之本义考
《吴医汇讲》是最早的中医杂志吗?
略论经络起源与形成的历史过程
从中医进修到西医学习中医
中西医结合发展历程钩沉
中西医结合与中西医汇通的比较研究
中西医结合“指示”出台的背景、经过及其精神实质
新中国中医古籍整理的历史、成绩与经验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药管理体制的变革历程
中药注射液的鼻祖——柴胡注射液
外史探索
“医不三世”考辨
唐代“以肥为美”理念的原因分析
唐代制糖新法的传人与口齿科的设立
脉枕文化琐谈
“越医”散论
医林杂谈
论中医首先是文化
只有中医具有双重属性吗?
中医是科学吗?
中医理论主要是从实践中得来的吗?
论中医文化研究与中医理论发展的辩证关系
寻找中医与现代科学的结合点——由“当代毕舁”
逝世所想到的
中医药“申遗”的理性反思
“以不变应万变”是中医最大的特色和优势
正确的抉择，惟一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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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科普著作的喜与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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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医学史分期问题之我见　　中国医学史的分期，是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
20世纪50年代以来，学者们多次进行过热烈的讨论，却始终未能取得圆满的结论和达成比较一致的共
识。
大致说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按社会性质，分为原始社会医学、奴隶社会医学、封建社会
医学、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医学、社会主义社会医学五大时期。
（2）按朝代沿革，分为原始人类的医药卫生活动、夏商西周时期医学、春秋战国时期医学、秦汉时
期医学、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医学、隋唐时期医学、两宋时期医学、辽夏金元时期医学、明代时期医
学、清代时期医学等。
（3）按上古、中古、近代和现代，分上古医学、中古医学、近代医学和现代医学四个时期。
（4）按医学史专门特点及其发展规律进行分期。
现仅就这四种观点聊作评述，并略陈管见如次。
　　1.以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分期，既不适合中国社会发展史，　　更不切合于医学发展史　　将社会
发展史分期移植于医学史分期，始于20世纪50年代。
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医史科学会于1955年4月17日下午在中华医学会会所举行了中国医史研究方法座谈
会，就“医学史的分期和它的根据问题”专门进行了座谈。
叶劲秋指出：“医史是文化史之一部分，故须服从于文化史的分期。
但西周初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
迄今各家说法不一，甚至有谓汉代尚是奴隶社会者，有谓明代就有了资本主义者。
苏联东方史将出版，对于通史分期或可借镜。
国内史学家的分期研究估计也将在一二年内解决，将可供我们遵循。
”姜春华也“同意以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来划分，可以按照一般社会通史的写法”①。
因医学史分期，应以社会经济发展结构为依据，为当时一致公认的原则，唐志迥遂在1955年5月22日召
开的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医史科学会中国医史研究方法座谈会第二次会议上抛出了具体的意见：原始
公社时的医学（以殷商以前为界）、奴隶社会的医学（从殷商到春秋战国）、封建社会的医学（分春
秋战国、秦汉、西晋到隋唐、宋元、明至鸦片战争）、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医学（自鸦片战争至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医学（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
汪企张当即表示同意这个意见，侯祥川总结说：“分期问题经反复热烈讨论后意见已趋相当一致，即
以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变动来划分并以通史为依据。
在通史未确定前，可按社会大时代与朝代的特点来写文或教学。
大致以今日会上唐同志草案为较适当。
”②。
　　1956年前苏联B.T.华格拉立克教授在中华医学会等五个学会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对中国
医学界的专家和学者几乎是以命令的口吻指出：“必须作出中国医学史科学的分期，而这分期不应当
是按照统治的朝代的年代为依据，而应当根据社会经济时代的改变作分期。
”③　　以社会经济结构基础为依据，将人类社会的历史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
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五个阶段（简称“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在历史学界，一般认为是马克
思提出的，但也有人认为是斯大林的概括。
究竟是谁首先提出的，我们暂且搁置不论，总之是马克思主义学派倡导的。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社会各界以深深的震撼，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影响逐渐增强
。
李大钊首先提出与实证史学不同的“理论科学”史学论，以郭沫若、翦伯赞、范文澜、吕振羽、候外
庐等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运用到中国历史研究上，建立起史观史学研究
的新范式。
20世纪20年代之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深受苏联史学的影响，普遍接受了苏联史学分期法。
　　1929年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的“自序”中，对“社会发展五阶段论”为什么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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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中国历史分期，做了一个“三段论”式的论证：　　只要是一个人体，他的发展，无论是红黄黑白
，大抵相同。
　　由人所组成的社会也正是一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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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有关皇甫谧生平几个问题的考证》、《为什么这个错误传播了50年——论“校正医书局”》⋯⋯《
医海探骊--中国医学史研究新视野》(作者张效霞)以崭新的视角对中国医学史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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