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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on the topic of “Research on the orderly arrangement, excav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famous and ol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pecial collection resources” is taken from the topic of “Research on the orderly arrangement, excav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special collection resources” in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topic guide in 2020, and applied for the topic.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as a history of thousands of years, which has been ignored under the mutual impact of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in recent 100 years. In the face of the loss of many famous and ol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pecial collection 
resour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dical literature, informatics and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is 
paper makes an orderly collection, sorting, mining, prote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famous and ol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 
valuable special collection resource with historical academic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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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名老中医特藏资源有序化整理、挖掘与应用研究”的选题研究，取自2020年度国家社科课题指南选题“特藏资源有序化
整理、挖掘与应用研究”，并申报课题。中医药学有几千年的发展历史，近百年来在中西文化融合的相互冲击下被忽视。
面对许多名老中医特藏资源失传的现象，论文从医学文献学、情报学角度及中医药发展现状，对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医药学
术与临床应用的名老中医这一宝贵的特藏资源，进行有序化收集、整理、挖掘、保护与传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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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医药学具有几千年的发展历史，名老中医延承着中

医药的使命，在国家科技部的重视与支持下，名老中医的传

承研究经过了几个五年计划得到了深入地挖掘、研究和保

护。从“十五”以名老中医学术思想、经验传承研究以及

时抢救性、实时记录性地采集名老中医第一手资料为主。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

纲要”以名老中医临床经验、学术思想传承研究，研究名

老中医临床用方及组方的辩证施治，总结名老中医的学术

思想、特色疗法为主，培养临床医生的诊疗思想和经验。“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以名老中医学术思想及临床诊疗经验的传承研究。“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名老中医学术思想、临床经验和辨证论治方法运用信息技

术和数据挖掘技术开展总结研究，建立保护中心。[1] 到“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

期间计划再建 1000 个左右基层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

室，全社会及各地区积极对名老中医进行确认、立档、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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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传承。

近年来，一直参与研究中国名老中医的学术思想与临

床经验的收集整理性工作，纵观国内外对名老中医的关注和

学术史梳理及研究动态，我们发现对中国名老中医特藏资源

有序化整理、挖掘不够，特别是广度与深度的拓展，如地域

方面的追寻，由于历史的挖掘与研究的延续，目前中国大部

分对名老中医的研究侧重于中原地区，边远及边陲地区对名

老中医的挖掘较弱，因为边陲地区的名老中医研究要增加流

人文化的影响等背景，导致历史背景较为复杂，资料收集较

困难的状况，如东北地区，1987 年徐孙阳研究成书的《北

疆名医》至今没有更深入性的突破性研究 [2]。

在名老中医研究方面也存在问题，研究中我们发现多

年来侧重研究名老中医临床经验等文献较为成熟，并且已经

形成较细的研究体系。在利用“知网”检索 35 年来以名老

中医为主题 2012 篇文章，78% 研究名老中医学术思想与临

床经验，8% 为挖掘名老中医的数据研究，14% 为名老中医

的中西医结合方面的研究。然而，忽视了或仅少部分对名老

中医从医历程的研究性文章，而这个过程是名老中医学术思

想形成、临床经验积累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以上问题我们

应该积极拓宽思路，采取积极研究方法。

2 深入挖掘，寻找新路径

了解名老中医生长环境，从医经历，是形成特藏资源

的重要组成部分。名老中医特藏资源的基础数据多在名老中

医或其学生及家属手中，并散在县志、博物馆、图书馆、档

案馆。我们以不同路径有序化收集、整理、挖掘名老中医特

藏资源为研究对象和主要目标。

2.1 清晰形成资源的思路
①分析名老中医特藏资源形成的过程。

②探讨全面的收集名老中医特藏资源的路径。

③注重名老中医特藏资源的标准分类与编辑。

④多样化挖掘名老中医特藏资源的成果形式。

⑤扩大名老中医特藏资源在各方面的应用范围。

2.2 屡清收集资源的路径
目前收集中的问题表现在名老中医特藏资源挖掘路径

不清晰，历史背景研究不深，数据不全，从而产生名老中

医特藏资源失真现象。检索 20 世纪 50 至 60 年代文献讨论

名老中医出处争鸣不断。参考黄利兴的当代百名名老中医

成才之路，[3] 玄烨的成才培养的实证研究，[4] 其研究路径

较清晰，为后者研究奠定了基础。

我们可以探索以考察采风为主，从社会记忆的视角角

度，到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查阅县誌收集名老中医特

藏资源的第一手资料，以增补和更新名老中医特藏资源，较

全面地完成有序化的收集。

2.3 根据名老中医年龄分为三个阶段的研究
挖掘较早期名老中医的特藏资源，其年龄时限基本在

1930 年前生人。

①第一阶段着重于名老中医成长背景的研究，从地域、

疆域流人文化，祖辈的迁徙，[5] 个人求徒的过程，从各地创办

医社、诊所等形成的当地医疗风格，从学术流派为脉络进行研

究，[6] 这些对于研究名老中医学术思想的形成有很大的帮助。

②第二阶段着重于名老中医的形成从医经验的研究，

这时期大致是 20 世纪 30 至 40 年代，虽然是战争时期，但

是各地成立医学研究会，知名医家以此为阵地探讨新知、钻

研医术。

③第三阶段名老中医临床、教学经验的形成，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医药事业的大力发展，名老中医将自己

的宝贵经验传授给后人。

2.4 路径方法研究
追寻前人的思路与方法，再加以现代工具的拓展。

①以人为重要路径：拜访名老中医是使我们获取真实、

可靠地特藏资源最重要的环节。

②以口述还原历史：口述在还原名老中医特藏资源历

史及挖掘中是十分珍贵的。

③以历史档案为增补：寻找各地市县图书档案馆、医

院病案室、史志等名老中医特藏资源。

④以文献资源检索点：利用著作、论文、旧报纸、专利、

课题等文献及数据库，应用《中医药学名词》和《中医大辞典》

等中医药词典。

虽然名老中医有其集中性，但也多散在各地，采风耗

资耗时，特藏资源海量，工作量大，我们要克服采风量大的

困难，完成一项艰巨的有历史意义的任务。

3 拓宽思路，有序化整理

将名老中医不同形式的资料汇辑形成的特藏资源，需

要整体地，从不同角度进行有序化地挖掘、传承与传播，这

是一项整体工程。

3.1 清晰有序化整理思路
收集的特藏资源庞杂，需要制定分类原则，按学科、

专业、文献等进行体系编排，增加图片、录像等技术手段，

创建地域性地名老中医数据库来完善特藏资源。

①清晰有序化地收集范围，从医学情报学角度以地域

特点、历史变迁、年龄界定、采风路径等范围追寻。

②注重有序化的整理方案，从医学文献学角度分类整

理，注重核实，保持特藏资源历史原貌，考证注释准确，

更加可靠、完整和准确地反映名老中医的特藏资源内容。

例如，王琴、朱建平汇编的名老中医风采，[7] 王丹妮的整

理规范探索 [8]。

③研究有序化的应用途径，从医学知识产权角度应用

方向，进行申遗传承，科研、教学、临床的应用，阅读推广。

3.2 达到有序化应用模式
我们收集整理名老中医特藏资源的目的在于传承与广

https://www.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HNZB201916006&dbcode=CJFD&dbname=CJFD2019&v=MDM0MjVMRzRIOWpOcVk5RllvUitDMzg0emg0WG5EMExUZzJYMmhzeEZyQ1VSN3FmWnVSdkZ5SGhVTHpJTFNQUmI=
https://www.cnki.net/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au&skey=%e7%8e%8b%e4%b8%b9%e5%a6%ae&code=35835163;36881453;36781025;36781023;37199970;35835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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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应用，所以形成有序化模式传承是十分重要的。

①学术文集：形成学术思想、临床经验等专题文集，

应用于教学、临床。

②著作出版：出版名老中医系列丛书，激励后学者的

传承精神。

③论文发表：不断发表名老中医研究论文、会议论文、

学位论文，探讨其学术思想、临床经验。

④申遗申报：形成报送申遗初始资料，如七台河李氏

正骨 2009 年获准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等。

4 应用推广，创新增效益

只有收集整理名老中医的特藏资源，追寻名老中医成

长背景，才能对研究名老中医学术思想形成、临床经验积累

奠定了良好基础。

4.1 拓展应用范围
在研究中发现，名老中医学术思想及临床经验在科研、

临床应用范围较广，较成熟，教学应用方面欠缺，社会推

广更少，推广方式单一。季青青的数据挖掘经验应用 [9]。

①从社会记忆的视角采风，扩大、增补、更新名老中

医特藏资源研究范围，为中国医学史、历史人物研究；名

老中医科研、教学、临床的研究提供特藏资源的理论依据

和实践参照，

②以医学文献学思维，增加图文并茂、声影像，为中

国医学史、历史人物研究提供可靠的特藏文献资源支持。

③按学科分类整理，总结归纳特藏资源不同类别，为

科研、临床、教学提供了系统的参考资料。

4.2 提高创新应用
是从医学情报与医学文献学角度对名老中医特藏资源

有序化收集、整理、挖掘创新性研究具有以下几点：

①时代感：世界对中医药的热度不断升温，开创中医

药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同时对名老中医文化遗产进行保

护研究。

②理论全：提出名老中医特藏资源从成长背景到从医

过程等全方位收集、挖掘的理论研究。

③应用广：重视特藏资源从临床拓展到科研、教学、

阅读推广、社会共享的应用研究。

5 结语

名老中医特藏资源的收集、挖掘、应用的研究，可为

中国中医药研究提供基础性资源。为中医药事业、尊重知识

产权、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做贡献。特藏资源可用于科研、

教学、临床，传承名老中医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达到共享

理念，促进中医药事业的继承和发展。更为地方中医药的研

究、传承中医药文化、地方中医药发展提供第一手的基础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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