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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抢救、整理与保护名老中医从医经验的特藏文献资源是图书馆特藏文献资源建设的重要工作之一，是我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医药保护的代表性项目。本文以特藏文献资源文献建设为标准，通过本校名老中医的学术思想、临

床经验、方药使用等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收集、整理，形成特藏文献，建立数据库，使名老中医从医经验的特藏文

献能够完整保存，丰富了图书馆馆藏资源和完善特色的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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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save and protection the collection resource from name old docto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medical experience finishing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work of library collection resources construction, and 

also is China'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representative projects. 

Based on literature collection resources construction as the standard, through the school name old docto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academic thoughts and clinical experience, using the formulas, and so on, this 

paper targets to collect, sorts out the formation of characteristic literature, and set up the database, therefore 

the name old docto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medical experience can complete preservation of Tibetan 

literature, for the society, schools, scientific research, clinical teaching, to contribute to the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ut also enrich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ibrary collection resources and improve 

the servi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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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老中医从医经验的抢救、收集、整理工作

是目前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特藏文献资源建

设的重要工作之一。名老中医在一生从医过程中

总结的经验主要包括理论与临床结合的成功与未

成功的经验、学术思想及治则治法。研究整理而

形成的名老中医从医经验的特藏文献资源，具有

历史文物价值、学术价值，属于我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

通过学科服务调查，目前研究名老中医从

医经验多以临床医生为主，他们注重研究名老中

医临床疗效和有效验方的使用，但不太注重从医

经验和原始方药的保护、保存、收集、整理。因

此，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图书馆从图书馆特藏文

献资源角度，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比较研究、中

医学术研究等方法，通过图书馆、网络系统数据

库、文献检索系统及名老中医学术继承人或后人

等途经，对该校名老中医从医经验进行一定规模

的收集与整理，现已初现该校名老中医从医经验

概貌，这对学校科研、临床教学、学科发展以及

学术思想的传承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1 名老中医从医经验特藏文献资源的征集

途径

2012年，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成立特藏

室。在特藏文献资源建设过程中逐步明确了对本

校名老中医从医经验方法和资料的收藏，形成了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的特色馆藏资源。

1.1 征集方式

特藏室创建初始，首先在CNKI以主题词

“特藏室建设”检索近十年的论文共196篇，其中

关于实践探讨有52篇，关于特藏建设有34篇，

关于建设管理48篇，其他62篇。根据实践探讨

和建设的论文论述和实践方法，制定了黑龙江中

医药大学征集名老中医从医经验特藏文献资源的

方法。

（1）通过校园网公告栏发布名老中医从医经

验的征集通知，标明征集范围、征集目的、征集

要求。

（2）通过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教研室、临

床科室与名老中医建立特藏档案，填写相关表格

及收集名老中医从医经验的资料。

（3）复印名老中医门诊病历以及早期名老中

医出诊存档的门诊病历。

（4）通过校档案馆复印名老中医手稿、讲

义、医案医话等相关资料。

（5）电话联系、登门拜访已经去世的名老中

医家属，争取收集到名老中医从医经验的相关资

料和手迹。

1.2 征集的其他途径

（1）利用数据库收集

通过万方数据、CNKI中国知网数据库、维

普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等中文数据库，以篇名、

关键词、主题词、作者、单位等为检索点，逐一

输入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名老中医姓名检索相关文

献。

例如：以该校国医大师张琪教授为检索点，

关键词输入获得1378条记录，主题词输入获得

1720条记录。然后将这些记录按论文、学位论

文、会议论文、报纸等分类下载整理。

（2）收集出版物

出版物收集途径主要有捐赠、馆藏、订购

等方面。通过图书馆金盘系统，以作者、关键词

等为检索点，输入该校名老中医各项信息，检索

与名老中医相关的著作、论文、音像电子出版物

等，并进行登记。对于有馆藏的名老中医出版物

改变馆藏地址，进入特藏文献库；对于无馆藏的

出版物则纳入订购计划进行购买。

经过三年的努力，在学校和名老中医及其

家属的积极支持与帮助下，目前已征集名老中医

从医经验等各项资料80余份，分别对其进行分

类整理。同时，获得捐赠的著作及论文200余册

（篇），订购与学校名老中医相关的著作500余册。

这次征集活动起到了宣传和重视名老中医

的作用，增强临床医生、在校师生对名老中医从

医经验继承的关注度，推动了中医临床水平的提

高。同时，为图书馆增加了馆藏，增加了特藏文

献资源建设新思想、新成绩，其工程效应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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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名老中医特藏文献持有者的遴选

2.1 国医大师

“国医大师”是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2009年开始创建的，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部门第一次在全国范

围内评选国家级中医大师。获得首届 "国医大师 "
称号的中医专家有30名。均为我国德高望重、医

术精湛的名医名家。

目前，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有两位健在的“国

医大师”。他们从医数十年，积累了丰富的从医

经验。他们虽然高龄但还在讲课、出门诊、做科

研、带研究生，他们是学校的宝贵财富。

（1）第一批“国医大师”、内科博士研究生

导师的张琪教授

任该校内科博士研究生导师的张琪教授是

我国第一批“国医大师”。张琪教授从事医疗、

教学及科研工作70余载，精通于仲景学说，擅

用经方，对金元四大家、明清各家学派等均有

高深造诣，对中西汇通学派亦有涉猎。张老的学

术特色是“重视辨证与辨病相结合”、“注重调补

脾胃”、“大方复治法”、“重视气血理论”、“调脾

补肾治疗慢性肾病”、“保元降浊八法治疗慢性肾

衰”[1]。

（2）第二届“国医大师”段富津教授

第二届“国医大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

津贴的全国老中医专家学术继承指导老师、中医

方剂学学科学术带头人、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博士

生导师、黑龙江省名老中医段富津教授的工作室

设立在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段富津

教授行医65年，从教56年，仁医仁心。1972年

以来，段富津教授就把自己的从医经验、临床实

践、理论见解、学术思想等毫无保留地整理出

来。段老参加了第三、第四和第五版全国统编教

材《方剂学》的编写，主编第六版《方剂学》、国

家规划教材“方剂学教与学参考丛书”、自学辅

导书，主持编制了国家试题库、国家普通高等教

育自学考试中医本科及中西医结合专业的指定教

材《方剂学》与教学大纲。段老在对大量经方的

研究基础上，主编出版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全面

剖析经方鼻祖汉代张仲景《金匮要略》的全部方

剂的理论专著《金匮要略方义》。担任新世纪全

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方剂学》、新世纪

全国高等中医药规划教材《方剂学》（七年制）的

主审工作 [2]。

2.2 龙江医派

龙江医派是近现代我国北疆崛起的中医学术

流派，是龙江中医药代表性产物，是黑龙江省第

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龙江医派起始于1945
年成立的哈尔滨市国医学会，名老中医高仲山任

会长。在其积极努力下逐渐形成由黑龙江省四大

名医高仲山、马骥、韩百灵、张琪及于盈科、

于瀛涛、毛翼楷、白郡符、华廷芳、刘快虹、吕

效临、张金衡、吴惟康、孟广奇、金文华、陈景

河、邹德琛、郑侨、赵正元、柯利民、刘青、胡

青山、钟育衡、段富津、赵麟阁、高式国、常广

丰、黄国昌、樊春洲等众多黑龙江名老中医组成

的群体。他们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五官

科、骨伤科、针灸科等各成体系，各有其不同的

学术经验特点，并有论著传世，蕴成了北方边陲

独特的龙江医派 [3]。

2012年，在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倡导和主持

下，龙江医学流派传承工作室和龙江医派研究会

先后创立和建设。龙江医派的传承是以黑龙江中

医药大学为基地，以高仲山会长以及“国医大

师”张琪、段富津教授为代表，形成名老中医从

医经验继承梯队，传承经典，发扬中医。他们大

部分是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的教授，是重点收集整

理与研究的名老中医从医经验的对象，他们从医

经验的学术成果是学校图书馆特藏文献资源的重

要组成部分。

3 名老中医从医经验的数字化建设 

名老中医从医经验数字化建设是利用图书

馆网络服务平台，依托学校名老中医的信息资

源，针对教学科研的需求，对名老中医的医案、

医方、学术思想等有利用价值的信息数据进行选

择、收集整理、数据分析、学术评价、应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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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文献存储等，并按照特藏文献资源标准和规

范将名老中医从医经验的信息资源数字化，建立

满足教学、科研、教师和学生个性化需求的信息

资源库 [4]。建立名老中医从医经验数据库可以对

分散零乱的名老中医的信息资源进行系统化、有

序化整理和深层次挖掘，将传统文献资源转变为

数字化资源，并通过网络进行传播使用。

（1）名老中医学者数据库

利用图书馆网络服务平台，建立名老中医

学者库。以名老中医名字为第一关键词，也可以

以其学术特色为检索路径，通过宽泛、模糊的

查询锁定目标 [5]。学者库全面收录名老中医相关

资料，包括生平、成功或未成功的临床经验、论

文、专著、医案医话、图片、影像、录音、研究

课题和后人对老师的学术思想的发展、学术流派

形成等印刷型及非印刷型文献研究信息，以便为

教学、科研、临床实习学生提供声情并茂的多媒

体信息资源。

（2）名老中医从医经验研究数据库

名老中医从医经验研究数据库链接着名老中

医学者库，是创新性及系统研究性数据库，也是

二次、三次文献开发研究数据库。

通过超星、CNKI、万方等数据库软件，对

收集整理的名老中医从医经验的第一手资料进

行名老中医论著分析、从医经验的回顾性医案

分析、临床病症分型分析，并且形成专题数据库

进行导向性链接，在建设过程中试应用于临床教

学，临床医生和学生反馈效果良好 [6]。这项工作

是创新性工作，是对学科发展趋势的挑战。由于

涉及多领域和学科的交叉，每位名老中医从医经

验分析的结果都要与本人或继承人探讨，形成数

字化的特色报告、综述性论文、经验文集。

如针对“国医大师” 张琪教授辨证治疗慢性

肾衰竭医案分析，首先是确定医案的时间跨度、

病历数量、治疗经过，再对治疗方案、疗程进行

分析，最后总结医案时代特点和治疗特色。最终

分析结果是：张老对慢性肾衰的具体治疗分为三

期，慢性肾衰的早期治疗、中期治疗和晚期治

疗，按照现代医学对慢性肾衰竭的分期进行辨证

施治，并且每期治疗各有侧重。注重四诊合参，

始终将治病必求于本的原则贯彻其中。于是，将

分析过程中所有的资料和总结论述以文集的形式

打印装订成册，作为张琪教授治疗慢性肾衰竭的

临床经验文集，按特藏文献资源收藏在名老中医

文库中。文集的数字化信息录入名老中医从医经

验数据库。

4 名老中医从医经验保护性研究

《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

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加强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

和利用，完善中医药专利审查标准和中药品种保

护制度，研究制订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名录，逐

步建立中医药传统知识专门保护制度 [7]。因此，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在建设名老中医从医经验数据

库的过程中应注意知识产权保护问题。

（1）名老中医从医经验知识产权的保护

名老中医从医经验是一生从医过程中总结

的经验，是珍贵的原创知识产权资源，其理论

与临床结合的成功与未成功的经验、学术思想

及治则治法是具有历史文物价值的 [8]。他们具有

专利权、发现权、著作权、出版权、网络传播

权、成果直获权、成果专有权、商标权等不容

侵犯的知识产权。但是，在知识产权制度尚不

完善时，不正当中医竞争导致出现了商业性地

出卖名老中医秘方、企业非法注册名老中医方

药等现象。目前，我们只看到商业利用者、改

编者权益的损失，却忽略了名老中医原创传统

知识者的利益。

在名老中医从医经验数据库建设中应考虑

知识产权保护，尊重名老中医个人意愿，每项分

析和整理都要与本人和家属及传承者核对，分级

保管和分层录入数据库。数据库使用要进行用户

身份认证，建立授权机制，对数据库采取加密措

施，进行审查追踪和攻击检测 [9]。

（2）防止名老中医从医经验传统知识的流失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传统资源丰富的国

家。我们的中医药传统知识在人民的日常生产生

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很多科研领域有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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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值，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目

前，我们传统知识仅仅依靠知识产权制度和少数

行政法规的保护，难以达到有效的保护效果。法

律法规体系的建设有待加快，文化遗产保护意识

有待提高 [10]。当前更为严重的是出现了名老中

医从医经验中的处方、医案、诊疗技术不断流失

且遭遇剽窃等现象，名老中医的中药秘方大量流

失，商标在国外屡遭抢注，而这种现象还在继

续，形势严峻。

传统中医药在国际上影响最深的是日本与

朝鲜。日本称中医药为汉方医学、东洋医学，

韩国称为韩医、四象医学。深究它们医学理论

体系的根源发现均为中医学，这是不可辨驳的历

史事实。韩国人抢注了针灸的世界文化遗产并被

认可为国际标准；日本人已经获得了《伤寒杂病

论》、《金匮要略方》中的210个古方专利；日本

在六神丸的基础上开发救心丸，年销售额达几亿

美元；韩国的牛黄清心丸，源自于我国的牛黄清

心液，等等。名老中医从医经验的收集、整理、

研究工作迫在眉睫，急需从源头遏止名老中医从

医经验的中医药知识产权的流失。

5 结语与建议

中医药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中指出，尽

管国家对中医药的发展、名老中医的传承十分重

视并加大投入，但继承不足、创新不够的问题依

然存在，一些特色诊疗技术、方法濒临失传，一

些重大理论和关键技术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

中医药文化传承有待加强，社会认知度有待提

高 [11]。

通过对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名老中医从医经验

的研究认为，特藏文献资源的抢救刻不容缓。名

老中医从医经验收集整理是一项历史工程，每个

中医院校都有责任将本校名老中医从医经验作为

保护的基础，将建立保护体系作为中医院校图书

馆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将黑龙江中医药

大学建设名老中医特藏文献资源的经验进行整理

分析，将保护工作逐渐扩展至黑龙江全省、东北

地区乃至全国，并建议有关管理部门对黑龙江省

名老中医从医经验进行立题研究，逐渐建立中医

药传统知识专门保护制度。同时也希望中医药传

统知识保护纳入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积极推动传

统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进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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