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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研究对象和使用场合来看，中国医史和中国医学史作为学科名称指的是同一个学术领域。基于对

象范围来判断，中医药史（中医史）和中医药学史（中医学史）是中国医史的隶属学科，是构成中国医史的主体

部分。就研究内容而言，中国医史包容中医药史，同时又有中医药史所不涉及的内容，例如外国医药学传入中国

史等。专注于研究中医药领域学科演化史的中医药学史由中医药史中分立出来后，中医药史的余下部分可以称之

为狭义中医药史，其使命是专注于研究中医药领域的医事活动史。狭义中医药史和中医药学史今后应坚持“分中

有合、合中有分”的基本策略，能分则分，需合则合，逐步形成守望互助、协同发展的研究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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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erms of research objects and application occasions, Medical History of China and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as discipline names refer to the same academic field. Judging from the scope of objects, the Hist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and the History of TCM Science are subordinate subjects of Medical History of 

China, constituting its main part. Regarding research contents, Medical History of China covers more than just History 

of TCM, including the history of the introduction of foreign medicines into China.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History 

of TCM Science (focusing on researches of subject evolution in TCM fields) and its separation from the History of 

TCM, the remaining part can be deemed as specific field of TCM History with missions of researches on the histor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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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M medical activities. The subjects of Specific TCM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TCM Science should adhere to the 

basic strategy of “diverging with convergences and converging with divergences” in the future, adapting to appropriate 

preferences and resulting in a research pattern of mutual supporting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gradually.

【Keywords】 Medical History of China;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Hist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istory 

of TCM Science; Discipline Meta-Research

学科元研究是指对一门学科具有一般性、普遍性特征的各种元问题的探讨，主要涉及该学科的对象

范围、科学定位、关联学科、演进历程、理论体系、学术范式、研究方法等。中国医史、中国医学史作

为一个成熟度较高的学术研究领域，依然不断产生有待深入探讨的学科元问题。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由于研究者不断增多、研究论题渐次细化，中国医史、中国医学史不仅分化衍

生出一系列分支学科、边缘分支学科，而且先后出现了中医史、中医药史、中医学史以及中医药学史等

多个与中国医史、中国医学史在研究内容上有所叠合的学科名称。学科的划分通常导源于科学研究逐步

深化的实际需要，学科与学科之间虽然不存在泾渭分明的边界，但每门学科都有确切的研究对象和相对

明晰的核心研究论题。如何看待中国医史与中国医学史的关系，如何认定中国医史与中医药史（中医史）

的关系以及中医药史（中医史）与中医药学史（中医学史）的关系，都是当前中国医史学科元研究不能

回避的基本问题。

一、中国医史与中国医学史的关系

“医史”之名，最早出现于 16 世纪上半叶。1513 年，明代学者李濂（1488—1566）编成《医史》

（又名《医史十卷》）一书，收录了春秋时期至明代前期的 71 位医家传记。1697 年，清代医学家王宏翰

（1648—1700）撰著《古今医史》一书，按照朝代分卷，共收载 454 篇医家传记。民国时期，面对西方学

者所撰的世界医学史著作中缺少中国篇章的实际情况，公共卫生学家、防疫专家伍连德（1879—1960）

和医史学家王吉民（1889—1972）广泛搜求与中国医史相关的资料，历时 10 余年，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用

英文写成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著者使用的中文题名为《中国医史》）一书，1932 年由天津印字馆

发行初版，修改本于 1936 年由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在上海再版发行。1935 年，王吉民和伍连德等发起组

建中华医学会医史委员会。1936 年，医史委员会改组为中华医史学会，每年借《中华医学杂志》编辑出

版一期医史研究专号。1937 年，在中华医学会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开会期间，由王吉民筹办的“中国医

史文献展览会”在上海正式展出。1938 年，由王吉民担任馆长的中国第一家医史博物馆——中华医学会

医史博物馆（现上海中医药大学医史博物馆）在上海建成。1947 年，中华医史学会在上海创办《医史杂

志》，1953 年，更名为《中华医史杂志》，编辑部由上海迁至北京。

“中国医学史”的称谓，出现于 20 世纪初。1910 年，倾心学医的陈邦贤（1889—1976）以函授方式

在著作家、出版家丁福保（1874—1952）开办的医学讲习所进修学习，兼职协助丁福保整理医学书籍译

稿。在此期间，陈邦贤受丁福保译述《西洋医学史》的影响，萌发了从事中国医学史研究、撰写中国医

学史著作的想法。此后几年，他不仅密集地发表了一批相关论文，而且于 1914 年发起组建了中国历史上

的第一个医史研究会。1919 年，他写出第一部《中国医学史》书稿，第二年由上海医学书局刻印出版。

1933 年，中国医药书局出版张赞臣（1904—1993）的《中国历代医学史略》一书。1940 年，中华医学会

编辑部出版李涛（1901—1951）的《医学史纲》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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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简略回溯可知，20 世纪上半叶，“医史”与“医学史”两个术语在学术界同时并用，“中国医

史”与“中国医学史”两个学科名称经常互换使用。在医学教育界，情况也是如此 [1]。1929 年以后，国

立中央大学医学院、北平协和医学院、长沙湘雅医学院、上海圣约翰医学院等学校先后设立医史讲座。

1930 年，中医医药总会提出将中国医学史定为医科教育必修课程的建议。1935 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

将医学史列为医科院校暂行课目表的一门选修课。1940 年，教育部教育委员会第五次全体委员大会所作

的决议，要求高等学校“医学史”课程应充分吸纳中国医学史的内容。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医学史”术语的使用频次逐渐超过“中国医史”。1956 年以后陆续创建的

20 多所中医药高等学校，选择“中国医学史”作为中国医史课程的正式名称，将其列为中医、中药、针

灸推拿等专业的一门主干基础课。1960 年，5 所中医学院的医史教师代表审定了由北京中医学院医史教

研室编写的《中国医学史讲义》，人民卫生出版社于 1962 年将其作为“中医学院试用教材”公开出版。

至 2016 年，全国中医药高等学校统编教材《中国医学史》已经编写、出版了 10 个版次。在统编教材之

外，还有一些医科院校出版了自编的《中国医学史》教材。在《读秀图书数据库》中，目前可以检索到

90 多部以“中国医学史”作为书名主题词的公开出版图书，其中绝大多数是教材，有的教材多次修订再

版。显而易见，正是由于“中国医学史”课程的开设和教材的编写，使“中国医学史”成为医史领域出

现频次最高的学科名称。

按照学术界的共识性理解，“纪述医事的进步过程和医学知识的演变，便是医史”[2]。具体而言，医

史、医学史的内容都包含两个板块：一是医事或医务活动的发展史，二是医学学科或医学知识体系的发

展史。简言之，医史和医学史都包含医事活动史、医药学科史两部分内容。由此可见，医史和医学史是

等义概念，中国医史和中国医学史是等义概念。几乎在所有场合下，我们都可以将“中国医史”看作是

“中国医学史”称谓的缩略形式。另外，中国医学变迁史 [3]、中国医学发展史 [4] 可以看作是中国医史或中

国医学史的别称。

在新史学思潮的影响下，21 世纪以来国内史学界出现以“中国医疗史”（包含中国医疗社会史、中国

医疗文化史）为名的新研究方向 [5]。与以往医学史聚焦医药领域的事件、制度、知识有所不同，医疗史

借助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视角，转向对“人”的关注，探讨不同历史时期人的疾病、医疗体验、医患

关系等问题，围绕着“人”来探究和书写历史。中国医疗史的研究成果，无疑是对中国医史传统研究内

容的有益补充。笔者认为，尽管当下还不适宜将中国医疗史直接归入中国医史学科，但可以将中国医疗

史视为与中国医史在研究对象上具有同源关系的近邻学科。

从生成区位来看，中国医史是介于中国史、中国科学技术史与中医药学、外国医药学之间的交叉学

科（参见图 1 左右两侧）。医学是一个理论性和实践性并重、科学和技术紧密对接的知识领域，因而医学

史历来都是科学技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科学技术史综合著作中，必有专论中国医学史的章节；多

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则必有中国医学史的专册。1998 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医学

卷》（廖育群、傅芳、郑金生编著），是中国学者编写的 26 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的一卷。中国医史

的交叉学科特征，一方面要求它的专职研究者兼具历史学、医药学双重知识背景，另一方面它又为历史

学者与医药学者携手合作提供了宽阔的学术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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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医史的生成区位及其隶属学科关系示意图

二、中国医史与中医药史（中医史）的关系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预防医学史 [6]、中国法医学史 [7] 等作为中国医史的分支学科开始亮相学术舞

台。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中国医史的分支学科、边缘分支学科呈现加速增长的趋势。首先，由于研究对

象的渐次细分化，先后出版或发表了一系列以中国医史分支学科为题名或篇名的著作或论文，如中国口

腔医学史 [8]、中国古代医学史 [9]、中国军事医学史 [10]、中国朝鲜民族医学史 [11]、远古中国医学史 [12]、中

国性医学史 [13]、中国儿科医学史 [14]、中国壮医学史 [15] 等，其中既有断代分支学科，又有分科（口腔科、

儿科等）分支学科、民族医学分支学科；其次，由于中国医史与相关学科相互渗透，催生了一系列边缘

分支学科，如中国医学伦理思想史 [16]、中国医学教育史 [17]、中国医学文化史 [18]、中国医学社会史 [19] 等。

从研究对象的视角来看，中国医史与分支学科之间是整体与局部的包容关系。中国医史研究中国医事活

动史、医药学科史的整体，各门分支学科研究按照时段、分科、民族切分后的中国医事活动史、医药学

科史的局部，整体与局部的关系非常清晰。中国医史的边缘分支学科形成于中国医史与关联学科（伦理

思想史、教育史、文化史等）的边缘交汇区，可辨识度较高，而中国医史与中医史、中医药史的关系则

有一定特殊性，需要在学科元研究的框架下做专门的讨论。

由数据库检索结果可知，“中医史”“中医药史”两个术语在图书或期刊文献题名或篇名中首次出现

的年份，分别为 1981 年 [20] 和 1991 年 [21]。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普遍使用

“中医药”替代“中医”一词。1992 年，成立于 1979 年的中华全国中医学会改名为中国中医药学会（2001
年又更名为中华中医药学会）。1993 年以后，全国各地 20 多所中医学院陆续更名为中医药大学。有鉴于

此，本文将“中医史”和“中医药史”视为等义学科名称，以“中医药史”作为基准术语，以“中医药

史（中医史）”的行文方式标示“中医药史”对“中医史”的对等替代关系。

从学科名称上来看，中医药史（中医史）的研究对象是“中医药（中医）”的历史沿革。研究者普遍

认为，“中医药（中医）”历史沿革的所涉内容，既包含实践层面的中医药医事活动发展史，又包含理论

层面的中医药学科发展史或知识体系发展史。中国医史也包含中国医事活动发展史和中国医学学科发展

史两个板块，中医药史与中国医史的关系因此可以转换为“中医药”与“中国医学”的关系。

中医中药是中国自古流传下来的“国医国药”。在 16 世纪末叶欧洲传教士来华之前，中医药史就是

中国医史，两者没有差别。16 世纪末叶以后，纷至沓来的欧洲、美国传教士为中国带来的西方医药学知

识和医事管理经验，日本的汉方医学、高丽的东医学与中国传统医学的互惠交流，使中国医史与中医药

史出现越来越明显的差别。至 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西医医院逐渐在中国医疗卫生体系中占据了主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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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西医教育也在中国高等医科教育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研究明代末期以来的中国医史，理所当然地要

关注外国医药学传入中国后的发展演进状况。例如，陈邦贤撰著的第一部《中国医学史》（1920），其中

第九章“清之医学”的第三节、第四节分别为“西洋医学之输入”“日本医学之输入”[22]。王吉民、伍连

德合著的《中国医史》（1932），上篇分 4 个时期概述中医药（中医）的进化和发展，下篇运用大量史料

介绍西方医学传入中国后的发展进程，就篇幅长短而言，下篇远超上篇 [23]。有关外国医药学传入中国的

研究成果，不仅可以在中国医史著作中独立设置多个章节，甚至有可能建立起相对独立的中国医史分支

学科，如西方医学传入中国史 [24] 等。

中医药史（中医史）虽然也涉及外国医药学传入中国的内容，但只是从互动关系的视角将外国医药

学纳入研究框架，亦即探讨中国传统医学与外国医药学的碰撞、争论、互渗、汇流。李成文主编的《中

医史》（2009）一书，在第五章“明清时期”中设有“国外医学对中医学发展的影响”一个小节，在第六

章“民国时期”中设有“维护中医药的抗争运动”“西医学的影响”“病因病机学的中西汇通”“妇产科学

衷中参西”“眼科学中西汇通”“西医对骨伤科学的重要影响”等多个小节，讨论外国医药学对中国传统

医药学的影响和汇通 [25]。

中国医史的生成区位及其隶属学科关系示意图（图 1）中间的实线框部分，示意性地呈现中医药史

（中医史）与中国医史的内在关联。概而言之，中医药史（中医史）是中医药医事活动发展史和中医药学

科发展史的整合，包含中医药学外传史（中医药学东传史、中医药学西传史）和中西结合医学史或中西

医结合史 [26]。中国医史除涵盖中医药史的全部内容之外，还包含外国医药学传入中国史。鉴于西方医药

学对中国的影响较大，外国医药学传入中国史在多数场合下可以简化为西方医药学传入中国史或西方医

药学在中国的演进发展史。笔者认为，中医药史（中医史）作为中国医史的隶属学科，其内容与中国医

史大面积叠合，因而构成中国医史的主体部分；中国医史的研究疆界大于中医药史（中医史），二者的差

别在于中国医史包含外国医药学传入中国史。

中医药史（中医史）的一些分支学科，如中医骨伤科史 [27]、中医妇产科史 [28]、中医抗菌史 [29] 等，

与归属于中国医史的中国骨伤科医学史、中国妇产科医学史、中国抗菌医学史等对位学科，虽然名称相

近或相似，但在内容上有同也有异，不能将它们看作是通史性的等义学科。在 16 世纪末叶以前，这些对

位学科的断代史部分，例如汉代中医骨伤科史与中国汉代骨伤科医学史、金元时期中医妇产科史与中国

金元时期妇产科医学史、唐宋中医抗菌史与中国唐宋抗菌史，都可以视为等义学科。16 世纪末叶之后，

由于外国医药学开始传入中国，中国医药学增加了异域医药学文化因素，断代中医药史（中医史）与断

代中国医史的对位分支学科就有了内容上的某些差异。中国医史各分支学科史，增加了外国医药学各分

支学科传入中国史的内容。

三、中医药史（中医史）与中医药学史（中医学史）的关系

在《读秀图书数据库》中，笔者检索到一部《中国医药学史》（杨叔澄编著）。该书是 20 世纪 30 年

代末开办的北平中药讲习所使用的讲义。据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2 年出版的《中国医籍大辞典》（裘

沛然主编）介绍，《中国医药学史》约成书于 1939 年，是作者此前所编《中国医学史》的修订版；1982
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华医药学史》（郑曼青、林品石编著）一书，探讨中华医药学的历史渊源、

历代主要医籍和医派、医药理论的发展历程；2014 年，台湾中医药研究所出版的《中医学史》（林昭庚、

周佩琪等主编），写的则是常见的中医药史（中医史）内容。以上 3 部图书都不是严格意义的中医药学史

（中医学史）著作，因书中很少涉及学科历史沿革的内容。

正如“中医药学”在习惯上被称之为“中医学”一样，“中医药学史”多年以来一直被称之为“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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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史”。在《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全文数据库》中，目前没有检索到以“中医药学史”作为篇名主题

词的中文文献；检出以“中医学史”作为篇名主题词的中文文献共 15 篇，起始年份为 1990 年 [30]。2006
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医学思想史》（李经纬、张志斌主编）一书，在思想史的层面上展示中医

药和中医药学的演进历程 [31]。2010 年，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图说中医学史》（和中浚主编），全书

共 6 章，始于上古时期中医学的孕育，止于 20 世纪 40 年代近代中医学的嬗变和发展，编著者力图展示

“中医学发展的规律”[32]。

本文在将“中医史”和“中医药史”视为等义学科名称的同时，也将“中医学史”和“中医药学史”

视为等义学科名称。以中医药学史作为基准学科名称，以“中医药学史（中医学史）”的行文方式标示

“中医药学史”对“中医学史”的对等替代关系。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 年出版的《中国中医药学科史》，是一部真正意义的中医药学学科发展史

专著。该书分为“古代中医药学科的形成”“近代中医药学科的构建”“近代中医药学科的发展”3 编，其

中既有对整体中医药学科形成、构建、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的阐释，又有对中医药学诸多分支学科（本

草学、方剂学、医学史、中医诊断学、中医内科学、中医骨伤科学、中医儿科学、针灸推拿学等）发展

态势的论析 [33]。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医药学史（中医学史）的一些分支学科呈现较好的发展态势，

在研究成果获得一定积累的基础上出版了一批以中医药学史（中医学史）分支学科名称作为书名主题词

的图书。表 1 是借助《读秀图书数据库》整理出来的中医药学史（中医学史）分支学科专著。

表 1　以中医药学史分支学科名称作为书名主题词的图书一览

书名 编著者 出版社 出版年份

针灸推拿学史 傅维康等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中兽医学史简编 于船，牛家藩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3

中药学史 傅维康等 巴蜀书社 1993

中医病理学史 朱伟常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1994

中医外感热病学史 曹东义 中医古籍出版社 2004

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基本术语 石历闻等 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 2005

中医方药学史 吴鸿洲等 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 2007

中医方剂学发展史 朱建平等 学苑出版社 2009

中医诊断学史试论 张岚 学苑出版社 2012

中医男科学史 樊友平，朱佳卿 中医古籍出版社 2013

中医骨伤学发展史 姚啸生，柏立群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22

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来看，中医药学史（中医学史）是中医药史（中医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医药

史（中医史）与中医药学史（中医学史）的关系是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由于研究

对象的细分化，中医药学史（中医学史）获得了分立发展的机遇。就学科名称和生成区位而言，中医药

学史（中医学史）又可以看作是介于中医药学与具有历史学特征的中医药史（中医史）之间的交叉分支

学科（图 1 左下角细虚线框部分）。在中医药学史（中医学史）及其分支学科已经初步形成有序研究进路

的背景下，笔者倾向于对中医药史（中医史）与中医药学史（中医学史）做研究内容上的相对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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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学史（中医学史）分立出来之后的中医药史（中医史），为了与最初一般意义的中医药史（中

医史）有所区分，不妨将其称之为狭义中医药史（狭义中医史）。在图 1 中，实线框上部的横向细虚线之

下去除左下角中医药学史（中医学史）的部分，即为狭义中医药史（狭义中医史）。狭义中医药史（狭义

中医史）专注于研究中医药医疗保健事业及其相关事务的历史沿革，中医药学史（中医学史）则专注于

研究中医药学及其分支学科的发展进程。简而言之，狭义中医药史（狭义中医史）是医事活动史（以下

省略“狭义”二字），中医药学史（中医学史）是学科演化史。

分立研究或分向研究有助于中医药史（中医史）和中医药学史（中医学史）的可持续分化。中医药

史（中医史）研究面向医疗保健事业的现实需要，既可以从中医疾病史、中医诊断治疗史、中药史等学

科的角度思考分化线索，又可以从中医药管理史、中医药教育史和中医药教育机构史、中医药学术团体

史、中医药文化交流史的角度思考分化线索。中医药学史（中医学史）则要密切关注中医药学及其分支

学科的发展现状，及时梳理演进轨迹，总结历史经验，积极推进经络腧穴学史、脉诊学史、中医内科学

史、中医妇科学史、中医体质学史、中药种植栽培学史、中药鉴定学史、中药炮制学史和藏医内科学史、

蒙医外科学史、维吾尔医学制剂学史等分支学科的创生。

学术研究中的分与合，从来都不是绝对的。开展中医药史（中医史）、中医药学史（中医学史）研

究，应该坚持“分中有合、合中有分”的基本策略，能分则分，需合则合，逐步形成守望互助、协同发

展的研究格局。中医药史（中医史）研究者和中医药学史（中医学史）研究者可以有意识地寻找相互协

同的学术“界面”。例如，归属于中医药史（中医史）的中医疾病史与归属于中医药学史（中医学史）的

中医疾病学史，应将对疾病的认识作为两门学科的学术“界面”，因为对一种或一类疾病的认识过程通常

就是一门疾病学史的前史。以中医妇产科疾病史和中医妇产科疾病学史为例。中医古籍出版社 2000 年出

版的《古代中医妇产科疾病史》一书，正文部分共 5 章，从远古甲骨文中有关产孕病的原始记载讲起，

依次概述了各个历史时期对于妇产科病名和病因病机的探索、诊断治疗经验的积累过程 [34]。其中，第 4
章讲述明清时期妇产科疾病认识的理论整理过程，使用了“诊断学”“治疗学”等学科术语，标示着中医

妇产科疾病学在这个时期已经走上初始创生阶段。可以认为，《古代中医妇产科疾病史》一书包含了中医

妇产科疾病学史的部分内容。

对于中医疾病研究者来说，很多场合下也许无须思考研究论题的学科归属。从中医疾病史出发的研

究者和从中医疾病学史出发的研究者，都来关心中医疾病研究，是同源学科的汇聚，同样有利于两门学

科的协同发展。当然，在实际的科学研究中，有的研究者可能既研究中医药史又研究中医药学史，实现

两者的互促共进有更为便利的条件。

当今的中国医史，是一个包含多门隶属学科和众多分支学科的学科集合体。中医药学是中国的本土

医学，中医药史（中医史）、中医药学史（中医学史）从来都是中国医史的主体隶属学科。中医药史（中

医史）和中医药学史（中医学史）兴盛，则中国医史兴盛。以中医药史（中医史）、中医药学史（中医学

史）为主阵地，推进中国医史研究的全面繁荣，是中国医史工作者的一项长期而光荣的学术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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