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医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医史>>

13位ISBN编号：9787544320849

10位ISBN编号：7544320847

出版时间：2007-9

出版时间：海南出版社

作者：李经纬

页数：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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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医史>>

内容概要

　　中国医药文明，是5000年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医史》是一部中国医学通史，但由于有意简化西医传入与发展内 容，故称。
但中医学的发展是难以摆脱西医之影响的，所以，本书虽以《 中医史》为名，突出反映中国的中医历
史。
然而在论述中除了坚持中医的 主体性外，却不蓄意掩盖西医之影响，也不故意回避中西医之间紧密相
关 的内容，旨在唤起人们注意引入现代科学、现代医学为中医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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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经纬教授，1929年7月16日生于陕西咸阳。
1955年毕业于西安医科大学。
1976年组建医史文献研究室。
1980年组建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任主任、所长。
1982年，创办中国医史博物馆，先后任馆长、名誉馆长。
现任中国中医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史杂志》总编辑。
 　　主编、著有《中医名词术语选释》（1972）、《简明中医辞典》（1977）、《中国医学百科全书
·医史学》（1987）、《中医人物辞典》（1988）等等。
 　　曾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科技成果（著作）奖、卫生部科研奖、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研奖、中
华医学会奖、中华中医药学会奖、中国广州仲景中医药杰出成就奖、立夫医药著作奖（中国台湾）、
中国中医科学院基础研究奖等近二十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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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略于西医传人与发展的中国医学通史，是一部中医学发展史。
本书首先重视医学内史研究，其次或涉外史问题。
着重论述各个历史时期的继承性发展，注重对创新发明事例的记述。
关于章节内容，总体作通史体例，每章则大体上以断代论述，其节其目，尽可能以专科、疾病、人物
、文献、轶文故事等内容述评。
为使读者易读、易解，本书力求章节题目能够反映医学发展的时代特点，结合中国朝代与公元纪年的
方法，分为绪论、中医起源、早期医疗与医巫论争（夏商周时期）、中医经验积累与理论形成（春秋
战国时期）、中医学术整理提高（秦汉时期）、医疗实践领域不断扩大（两晋南北朝时期）、医学发
展特点集大成（隋唐时期）、医学的全面发展（两宋时期）、少数民族医学融合与医学争鸣（辽、夏
、金、元时期）、中医学发展呈现革新趋势（明代）、医学普及进步与思想阻力（清代）、20世纪中
医发展历程，共11章，117节，书后还附录大事年表等，旨在进行比较全面的论述与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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