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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某列火车上发生了一
起险情，一位乘客突发疾病。列车
长赶紧广播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

江西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
学生黄晓霞，闻讯后立马起身赶了
过去。到了现场，她发现该乘客四肢
绷直在座位上，双眼紧闭，脸色苍
白，嘴唇发绀，身旁无随行人员。

黄晓霞立即上前向列车长表明
医学生身份，开始了救护。该乘客
呼叫不应，问答无意识，脉象沉
弱，黄晓霞综合诊断是中暑导致的
厥证。

然后，黄晓霞取出针灸针，迅
速下针印堂穴、神阙穴、人中穴，
下完针后观察到乘客眼睛慢慢睁
开。见有好转，黄晓霞继续行针，
并在该乘客的肘窝进行揪痧，很快
出了痧。乘客意识慢慢苏醒，嘴唇

逐渐红润，脸色也慢慢正常了，最
终脱离了危险。

虽然还只是一名学生，但黄晓
霞此举彰显了当代医学生医者仁心
的风采，弘扬了救死扶伤、见义勇
为的精神，传递了社会正能量。

这件事也有助于澄清一种认识
误区。在很多人心目中，中医药在
康养、调理、治慢病方面有独到效
果，治疗急症、急性病并非长项。因
此有“急惊风遇上慢郎中”的说法。
虽然这“慢郎中”在本来的语义中，
指的是慢吞吞、慢性子的医生，但长
期以讹传讹，很多人就把中医和慢
划上了等号。于是，一些人就形成了

“慢性病要找中医，而急性病、传染
病则要靠西医”的印象。事实上，一
部中国医学史，就是一部中医与急
性病尤其是流行性传染病作斗争的

历史，急性病的治疗历来是中医擅
长的领域。在西医未传入我国之
前，中医就一直承担着急症抢救任
务。而且，在这方面，中医具有一
项优势：方便快捷。

复盘一下黄晓霞救人时的场
景：通过号脉、观察以诊断，利
用针灸、刮痧以救治。没有复杂
的检查，无需打针和吃药。一套
中医“组合拳”打下来，很快让乘
客脱离险境，可谓立竿见影，足
以说明中医在治疗急症方面有办
法、有效果。除了证明自身品学
兼优外，黄晓霞也用事实证明了

“中医不是慢郎中”。
针灸、中药、刮痧……在现

代 医 疗 卫 生 技 术 突 飞 猛 进 的 今
天，传统中医急救方法仍应用在
很多急症的救治过程中，比如昏

迷、休克、流感、高烧、急性头
痛、哮喘急性发作等。这提醒人
们，对中医学应该抱以正确的态
度，多去了解、学习，并创造良
好 的 环 境 使 之 更 好 地 传 承 下 去 ，
以造福更多人。

不管学中医还是学西医，目的
都是治病救人，而要达到这一目
的，必须好好学习、锤炼本领。医
德的弘扬，是建立在医术精湛的基
础之上。黄晓霞如果学艺不精，中
医技法掌握得差，主观上再想救
人，也使不上劲不是？

李小龙在电影《猛龙过江》中
被 人 质 疑 ：“ 听 说 中 国 拳 花 巧 很
多，都是软手软脚的，是不是？”他
回应道：“任何拳术练得不好，都
是软手软脚的。”对中西医，亦当
如是观。

中医不是“慢郎中”
熊 建

日前，《中华医藏》首批图书发
布，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中医药古籍的
关注。那么，当前中医药古籍整理工
作面临哪些机遇与挑战？今后该如何
更好地开展这项福泽当代、利在千秋
的历史性工作？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
江苏省政府参事、南京中医药大学中
医药文献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陈
仁寿。

中医药古籍整理迎
来前所未有的良好机遇

记者：当前中医药古籍整理的总
体状况是什么样的？

陈仁寿：中医药古籍是我国古代
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
来，党和政府对中医药的“传承”“守
正”高度重视，各级有关管理部门与
广大专家学者积极组织和参与中医药
古籍的整理、保护与利用研究，取得
了显著成效。

“十三五”期间，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组织完成了“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
用能力建设”项目，整理出版了 406
种重要中医药古籍；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同组织《中华医
藏》编纂工作，全国大部分中医药院
校参与其中，加上此次亮相的首批图
书，预计将有 2200 多种中医药古籍
影印出版；每年均有中医药古籍整
理项目被国家和省级新闻出版管理
部门立项，各大出版社出版发行了

大量中医药古籍单行本和丛书，为
中医药传承与创新提供了丰富的文
献资源。

可以说，中医药古籍整理迎来了
前所未有的良好机遇。

沉浸到古籍原著之
中，挖掘精髓寻找灵感

记者：中医药古籍出版的盛况是
否说明其利用价值得到了广泛认可？

陈仁寿：是的。不同于现代医
学，中医药的学术精华主要蕴藏于
大量古籍之中。我们虽已从古代医
籍中挖掘和梳理了大量的学术思想
与临床经验，并应用于现代中医药
教育与临床，但这些还远远不能反
映历代医药学家对中医药学术内涵
的全面深刻认识。为此，我们必须
沉浸到古籍原著之中，继续挖掘精
髓、寻找灵感。

青蒿素的发明即是深入研究古典
医籍取得成果的最好例证。晋代葛洪

《肘后备急方》中青蒿“绞汁”的方法，
启发了屠呦呦的科研思路，成为发明
成功的关键点。受此启发，许多中医药
科研人员开始从古代医籍中寻找灵感
与思路，研发新方新药，如治疗新冠的

“三药三方”等，均来源于古代医籍中
的经典名方，科研人员对其作用原理
的阐释主要也是基于古籍的相关记
载。此类方药不仅可用于治疗新冠，
而且为治疗各种疫病提供了新的处方
用药思路。

记者：也就是说，古代医书对今

天仍有指导意义？
陈仁寿：确实如此。在临床诊断

用药上，很多医生已不满足于现代中
医教科书中的知识，还从古籍中寻找
治疗思路与用药规律，以更有效地治
疗各种疑难杂症。如近年来有医家从
古籍中寻找泄泻、水肿、咳嗽、瘰
疬、眩晕、失眠、夜盲等疾病的治疗
思路，分析古代医家的辨治思维与用
药规律，加强对疾病的认识，为提高
现代中医临床疗效提供新的思路与
方法。

不仅如此，还有学者从古籍中梳
理中医流派的传承与教育脉络，以传

统的培养人才思维与模式为现代中医
药教育提供新的借鉴。读古籍、学经
典、做临床的氛围与风气也在中医药
界日渐浓厚。可见，中医药古籍的内
容对当代中医药科研、临床与教育均
具有启示作用，因而得到了广泛的重
视与研究。

各领域专家协同对
中医药古籍开展研究

记者：随着新技术、新理念的出
现，目前中医药古籍整理工作有哪些
亮点？

陈仁寿：近年来，关注和研究中
医药古籍的专家不再局限于中医药领
域，很多研究语言文字、历史学、图
书情报与文献学专业的专家学者开始
关注中医药古籍中的文字校勘、史料
整理、图书管理、版本目录等内容，
并形成了新的研究热点。

比如，很多社会医疗史专家深入
到中医药古籍中，对我国历代医疗社
会史史料进行挖掘，总结出新的理论
与观点；敦煌古籍中不乏古医籍，很
多专家对敦煌古医籍进行整理校勘，
取得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出版了一
批敦煌医籍文字考证类专著。

中医药古籍的电子化处理和数据
库建设也是近年来的研究重点，这种
形式便于读者更快捷地查阅文献资
料。古籍的电子化与数据库有两种类
型，一是将古籍全文录入并转化成现
代文本的电子图书或数据库，二是以
古籍全图像扫描方式生成电子图书或
数据库。

近年来，包括各中医药大学图书
馆在内的各地图书馆古籍部将中医药
古籍扫描后建立数据库，再发布至图
书馆网页，供学习、研究者查阅、检
索。这些古医籍的电子化、数据化处
理均需要计算机专业人员的参与。

各领域专家协同对中医药古籍开
展研究，从多角度挖掘出相关学科知
识，丰富了学术内涵，扩大了利用范
围，同时使中医药古籍阅读和检索变
得十分便捷，促进了中医药古籍精华
的传播与传承。

分批整理出版，实
现“精选精注精译精评”

记者：下一步，如何继续推进中
医药古籍整理工作？

陈仁寿：首先，加强古籍整理重
要性的宣传。吸引更多人学习和参与
整理、研究古籍，积极引导古籍收藏
单位和个人为古籍查阅、复制、整理
和研究提供服务，形成大家关注古
籍、重视古籍、支持古籍整理的局
面，让中医药古籍在中医药“传承精
华，守正创新”中发挥作用，作出
贡献。

其次，制定古籍整理相关章程。
如要求各公有图书馆必须重视古籍的
收藏、修复和展示工作，尽量使扫描
后的古籍内容实现网络共享，以便查
阅。要支持中医药古籍的整理出版工
作，古籍收藏单位对需要查阅和复制
中医药古籍以从事科研与出版的研究

者，应及时提供方便，双方要积极合
作。研究者在出版古籍整理成果时，
要注明所据底本的出处，并对提供查
阅、咨询帮助的工作人员予以署名。

对于私人收藏的中医药古籍要
制定相关政策，积极鼓励并引导名
医名家后人捐献古籍至图书馆。图
书馆也可通过购买的形式回收，并
对其进行整理和修复。对于捐献古
籍较多的名家可以在图书馆专门开
设古籍收藏室，并予以冠名，如南
京 中 医 药 大 学 图 书 馆 的“ 茧 斋 书
房”，即是以国医大师干祖望个人捐
赠的医籍为主要藏品建设而成。另
外 ， 对 于 市 场 流 通 的 私 人 古 籍 藏
品，需要购买的单位应当制定相应
的财务制度，以方便购买。

第三，不断提高古医籍整理质
量。中医药古籍整理出版要始终树立
质量为先的原则，对书目选取、出版
立项、整理者确定、校勘注释、编审
定稿等每一个步骤都要严格把关，以
确保古籍的出版质量。

同时，根据现有资源与人力条
件，建议对中医药古籍的学术内容与
学术价值进行评估和分类，分批次整
理出版。先对重点古籍进行整理，慢
工出细活；后对非重点古籍进行整
理，雕琢出精品，这样才能实现“精
选精注精译精评”的目标。

鼓励中医药等学科
增加古文献教学内容

记者：在培养古医籍整理人才方
面，该如何发力？

陈仁寿：为适应中医药古籍整理
需求，应大力培养古汉语功底扎实且
掌握历史学、社会学、文献学知识，
并具有中医药学术背景的人才。

去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
古籍工作的意见》，提出“鼓励在文史
哲、中医药等相关学科专业教学中增
加古文献相关教学内容，鼓励有条件
的院校设立民文古籍与汉文古籍兼修
的古文献相关学科专业”。

对此，有的学校做得比较好，
在中医专业本科教学中长期开设中
医文献学课程。应当将中医文献学
纳入中医学专业学生的必修或限选
课程，以培养中医专业学生的阅读
和整理古籍的能力。在中医药院校
中还可以通过开展一些与古籍整理
相关的活动，如古籍抄写、经典朗
诵、碑帖传拓、线装书制作、雕版
印刷等，让学生走近古籍、认识古
籍、热爱古籍，使其对中医药古籍
产生浓厚兴趣，进而树立致力于从
事中医药古籍整理的志向。

为了培养具有较高编校能力的中
医药古籍整理人才，中医药院校应当
重视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学位点的建
设，这是培养中医药古籍整理人才的
重要基地，也是承担中医药古籍整理
工作的主要阵地，目前这个专业毕业
的研究生正在成长为整理中医药古籍
的主力军。同时，可以不定期开设中
医药古籍整理培训班，举办相关学术
交流会，以不断提高中医药古籍整理
人员的编校能力与水平。

中医药古籍的整理、保护与利用研究取得显著成效

古医书给我们带来什么？
本报记者 熊 建

本报北京电（王子秦）《中华医藏》 首批图书日前在北京发布。
此次发布的《中华医藏·养生卷》由中国中医科学院主编、国家图书馆
出版社出版，共遴选收录了《遵生八笺》《养生月览》等为代表的74部
养生典籍，在版本选择上力求精善，兼顾学术价值性与艺术代表
性，充分展示了中医药养生文化的博大精深。

中医药古籍承载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想智慧和生命
健康知识，蕴含着丰富而宝贵的原创思维、独特理论和实践经验，
是养生保健、防病治病理论与方法的宝藏，更是中医药科技创新和
学术进步的源泉。发掘、整理、保护和利用中医药古籍，不仅是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举措，也是传承中医药学术精华、促进
中医药原始创新的必由路径。

《中华医藏》是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框架下实施的大型中医药
古籍整理保护项目，由文化和旅游部牵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推
进，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
究所（全国中医行业古籍保护中心）具体实施。2010年，两个中心组织
全国专家学者开展了大量调研工作，从 1.3万种中医药古籍中遴选古
籍元典2289种拟作影印出版，其中少数民族医药古籍224种。2018年，
财政部正式将《中华医藏》列入“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立项资助，全国28
家单位、34 个课题组近千人参与，200 余家古籍馆藏机构支持项目
实施。

《中华医藏》首批图书发布

《遵生八笺》
意趣高雅

晚明时期的古籍《遵生八笺》是
一部庞大而丰、浩繁而深的养生全
书。作者高濂，杭州人。

全书旁征博引，采摭宏富，从八
个方面介绍了延年之术、却病之方，
每类一笺，分别为《清修妙论笺》《四
时调摄笺》《起居安乐笺》《延年却病
笺》《饮馔服食笺》《燕闲清赏笺》《灵
秘丹药笺》《尘外遐举笺》，故名“八
笺”；加目录一卷，共20卷。

该书内容包括医药卫生、气功导
引、饮食起居、山川逸游、花鸟鱼虫、
琴棋书画、笔墨纸砚、文物鉴赏等广
博的知识，论述了身心调养、性情陶
冶、生活调摄、卫生保健、疾病防治、
气功修炼、艺术欣赏等却病延年、养
生防病的知识与方法，取材精当，方
法实用，文笔隽永，意趣高雅，不仅可
使读者增长养生知识，也可增长文学

艺术欣赏情趣。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特

抄撮既富，亦时有助于检核；其详论
古器，汇集单方，亦时有可采。以视剿
袭清言，强作雅态者，固较胜焉。”

健康中国
奋发有为
健康中国
奋发有为

陈仁寿 受访者供图

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中医药书籍。 王子秦摄 （人民视觉）

《遵生八笺》封面。
王子秦摄 （人民视觉）

《遵生八笺》封面。
王子秦摄 （人民视觉）

《养生月览》正文。
王子秦摄 （人民视觉）

《养生月览》
通俗易懂

如果说《遵生八笺》体现的是文
人士大夫的情趣，更贴合他们的口
味，那么，对于老百姓来说，按自
然的时令节律，融于居家生活中的
养生理论及方法最为通俗易懂、贴
切实用。

汉魏以降，在历代各种文献中
散见大量的相关记载，但人们不可
能有条件一一浏览，故辑录汇编成
为一书，便有了价值和需求。

南宋人周守忠所撰之《养生月
览》便是其中较早而又比较重要的一
部综合性养生典籍。

《养生月览》分上、下两卷，刊
于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按月令
顺序予以排列，每月从头到尾，叙
述养生之法及各种日常生活中的适
宜和禁忌，包括四时养生之论、趋
吉避凶之谈、调摄阴阳之理、恬淡
修性之要、正心修身之言、戒食养
生之法、药方服饮指南等。书中所
引宋代之前养生文献近 80 种，共
507条。

编写完《养生月览》，周守忠又编
纂出一本《养生杂纂》，补充前书未
尽之意，可以参看。

日前，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史口镇萤火虫学堂学生来到史口中心卫生院中
药房学习中医药知识。在医师指导下，学生“零距离”学认中草药，了解中医药
知识，感受传统中医药魅力。

刘智峰、商杉杉摄影报道 （人民视觉）

新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