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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名老中医史料资源的挖掘与开放共享

徐小滨等1 史惠媛 1 刘贯宇 2 杨 雪 1 沈 宁 1

（1.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图书馆，黑龙江哈尔滨  150040；2.中国科学院大学深圳医院康复医学科， 
广东深圳 518000）

摘要：基于特色馆藏资源视角下对名老中医史料资源的挖掘、保护与开放共享进行研究。从史料调研、史料结构

分析、史料实例应用角度，探寻挖掘黑龙江名老中医的史料资源的途径，并将名老中医史料运用到教学、科研及传承

等诸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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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pecial collection resource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excavation, prote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historical resources of famous Chinese medicine practition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analysis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structure and applic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this paper 
looks for ways to fully exploit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Heilongjiang famous Chinese medicine, and applies the 
edited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famous Chinese medicine to teaching,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inheri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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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中医药有几千年的发展和积累，在社会记忆

视角下具有文化的非物质特性、内容、地域、民

族、个体特征，体现着中医药文化深厚的历史基

础、民间基础和实用基础。但是，近百年来在西

方文明的冲击下被忽视、埋没、否定。日本、韩

国与朝鲜则非常关注我国传统中医药，日本称中

医药为汉方医学、东洋医学，韩国称其为韩医、

四象医学。但是根据历史研究发现，它们的医学

理论体系根源均为中医学基础理论 [1]。为扼制名

老中医的中医药知识产权流失，史料的收集、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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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研究、收集、传播工作刻不容缓。欣喜的是

随着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启动，国务

院颁布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

作的意见》提出“要积极开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传播和展示”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法》提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

施支持中药古籍文献、著名中药专家的学术思想

和诊疗经验以及民间中药技术方法的整理、研究

和利用”。中医药已作为非物质文化所保护和弘

扬的重要传统文化项目之一，也是 21 世纪的一

项创新性文化工程，成为中医现代化过程中实现

中医药文化复兴的一个独具特色的领域 [2]。

近年来，按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

标准，各地区积极对名老中医进行确认、立档、

保存、研究、宣传、弘扬、承传和振兴。相关区

域性的名老中医从医史、学术思想、临床经验等

著作也相继出版。王琴、朱建平汇编的《当代名

老中医风采》一书图文并茂，主要介绍了我国第

一批 453 位名老中医药专家勤于治学、乐于授业

的良好风气 [3]。黄利兴、刘英锋等在《当代百名

名老中医成才之路调查》文中以问卷的形式对全

国 100 名老中医成才的相关因素进行了调查，从

性别、籍贯、学历、学医年龄、独立行医年龄、

成名年龄、启蒙方式、学医动机、学医形式、主

研医籍、学习中医医籍的关键、学好中医的关键、

关注的诊疗模式、成才后的启示、最推崇的古代

和现代医家、对中西医关系的看法、对四大经典

的重视程度以及人文修养、生活嗜好、业余爱好

等方面进行了分析 [4]。从“十五”到“十三五”

期间对名老中医学术思想、经验传承研究，及时

抢救性、实时记录性采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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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国家层面建立了名老中医学术

经验数据平台，对名老中医经验传承、研究成果

的推广传播与应用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5]。

特别是，地处北疆边陲的黑龙江省，历史

上随着流放名人入疆，带来了中原医药文化，使

北疆荒寒之地接受了先进的医术与医药知识，特

别是像苏轼、柳宗元等将《艾人灸法》《荨草药》

等十几种医方制药的传播与推广，使有着厚重历

史的黑龙江省名医辈出。对黑龙江省名老中医史

料资源开发与传播的研究是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

工程。黑龙江省还与俄罗斯、日本、韩国有着密

切交往，具有独特地域、地理、气候等特点，具

有深厚地历史文化底蕴，是保护名老中医知识产

权、传播中医药文化的重要地域。

本文本着“研究是基础，传播是目的”的观

点，从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的角度，拟对黑龙

江省名老中医的史料资源挖掘、保护与共放共享

进行研究。

1 史料资源的挖掘

史料是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遗留下来的并

帮助我们认识、解释和重构历史过程的痕迹。在

挖掘、收集、整理名老中医史料前期及过程中，

一定要明确设定的史料信息源，对史料数据信息

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制定收集原则，不能完全

照抄、参照他人文献的信息，要严格以实际调

研满足史料资源的原始性和特色性，保证史料收

集最终实现的完整性，提高收集的利用率。目前

国内对名老中医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学术思想和临

床经验，研究较为深入和比较成熟。在“超星发

现”检索到 30 年来以名老中医为主题的 1815 篇

文章中，70%为名老中医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

余下的为数据挖掘和中西医结合部分，其中忽视

了名老中医成长经历和受教育过程的研究性文

章，而这个过程对名医的形成是有很大关系的，

所以史料的收集应该涵盖名老中医的全面信息痕

迹 [3]。

1.1 注重时限界定

名老中医史料是一生行医历程沉淀的精华，

随着时间的久远，流散失传速度也在加快。所以

要尽可能挖掘较早期名老中医史料。首批黑龙江

省名老中医收集对象为 1994 年黑龙江省评选的

部分名老中医及此前去世的名老中医，其年龄时

限基本在 1930 年前生人。他们热爱祖国，热爱

人民，对中医药理论造诣深厚，学术成就卓越，

无私传授独到的学术经验，在中医药行业内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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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影响，在群众中享有很高声誉。

1.2 明确收集范围

史料收集是一项艰辛的过程，现存名老中医

史料比较凌乱，成长的历史背景、从医经历、学

术思想、临床经验等基本脉络不清晰，这样就没

有充足的史料来支撑观点，经常出现无据考证状

况，有些参照的史料也许会偏离历史本来面目，

所以收集第一手准确的史料范围和路径尤为重

要。

1.2.1 以人为核心线索

走访名老中医是获取第一手史料最重要的方

式。目前，国内很多名老中医不断谢世，他们的

教学、学术、临床经验也随之而逝，抢救式地收

集史料刻不容缓。先走访健在的名老中医、名老

中医工作室，再走访去世名老中医家属、名老中

医的学生，设立记忆目标，回忆与增补名老中医

史料。在收集初期，黑龙江省名老中医张琪等 3
位教授还工作在教学、科研、临床第一线。从收

集的资料手稿可以研究表现，他们在治学和学术

上十分严谨，但对其他学者又是那样宽容豁达，

毫无保留地传授经验和体会，具有甘为人梯、大

爱无私的风范。

1.2.2 以口述弥补缺失

口述历史在史料挖掘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通过当事人口述所获得的信息，通常难以在著

作、论文等文献中寻获，因此可以弥补文献等

诸多资料之缺失 [4]。同时也还原很多文献中提及

到的场景，从中深刻领会名老中医从医经验。如

1994 年出版的《近代中医流派经验选集》就收录

了大量口述史料。近年出版的《医学人生丛书》

是以口述历史的方法，在对周仲瑛、朱良春、路

志正、李振华等国医大师进行访谈的基础上整理

成书的。2009 年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口

述中医 :名老中医访谈录》一书中，首次在书名

中同时出现“口述”与“中医”两个词 [5]。在黑

龙江省双城民间采风当地居民 4 人，以速记笔

录、录音和录像文件记录他们的口述，增加和弥

补了黑龙江省名老中医胡青山教授史料的内容，

提高了史料的完整性。

1.2.3 以馆藏档案为补充

对于研究史料而言，图书馆、档案馆、医院

病案室、县史志等馆藏档案资料是十分重要的部

分。馆藏史料也是老馆藏工作者付出心血收集形

成的，丰富的馆藏主要有报纸、地方志、图片、

实物、书信、回忆录、教案、查房实录及病历档

案等。作为第一手资料，这些更能从侧面反映

真实的历史状况及全貌，能够帮助厘清在收集中

缺失的许多重大关键性的历史问题。如与文字相

比，图像会更加直观反映历史，它从不同角度记

录、见证着历史，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名老中

医教学、查房实录及病历档案等虽非名老中医史

料的核心部分，但其作用和价值却不容忽视。收

集初期在以哈尔滨市为中心向外扩展，查阅了 2
个县的县志、5 家图书馆和档案馆、2 家医院病

案室的馆藏档案，补充了大量史料，同时也感到

这是收集史料的最好路径。

1.2.4 以文献资源为基础

为节约成本，在进行史料整理时，首先可以

充分利用已有的著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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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医论、医话

等文献资源为基础收集史料，搭建史料基础框

架。如在 30 多年前徐孙阳编写的《北疆名医》，

书中收集黑龙江省名老中医 70 多位。那时因为

交通及获取史料途径有限，编写的内容较少，因

此在再次收集史料中可以以该文献为基础，且在

整理过程中不但要吸收前人编辑的学术思想和造

诣，更要充分挖掘、更新史料，加以完善。另

外，在 1937 年黑龙江省名老中医高仲山联络哈

尔滨市及周边各县中医创立了“哈尔滨汉医学研

究会”，创办了《哈尔滨汉医学研究会月刊》（后

更名为《滨江省汉医学月刊》）杂志，在其中也

可以找到许多名老中医珍贵的史料。

2 史料资源的构建——以高仲山为例

史料和结构是相依相成的两个要素，充足的

史料要有一个好的编辑结构才能完全反映一件事

物的历史，才具有历史与社会意义和价值。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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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史料较完全的黑龙江省四大名医之首高仲山为

案例，探讨史料资源的构建。

2.1 编排体例

在编辑中尽可能地使史料保持其历史原貌，

以便更加可靠、完整和准确地反映史料内容，使

阅读和研究更加清晰。近年来，国内关于研究名

老中医的著作有很多，在编排体例各有特点，如

周凤梧等主编的《名老中医之路》编排体例简明

扼要。首先是对每一位名老中医的特点列出个性

化标题，如邓铁涛的“万里云天万里路”、彭履

祥的“学无捷径 贵在有心”，下文为简介和生平

事迹，通篇文章一目了然，适合医务工作者和中

医爱好者的阅读，起到了阅读推广的良好作用。

因此，在整编高仲山史料时，参照周凤梧等编排

体例增加了个性化的特色，如高仲山“学界泰斗 
龙江医派奠基人”，主要内容为艰辛的求学之路、

生平事迹、学术思想、临床验方、重要文献，以

及创立“哈尔滨汉医学研究会”、主编《哈尔滨

汉医学研究会月刊》、著成 12 万字的《汉药丸散

膏酒标准配本》等，还有对疾病的不同诊疗方法

对比、高仲山学术思想对当代中医院校学生的影

响。

2.2 注重核实

在整理高仲山史料期间，对第一手史料“八

纲八法与辨证论治”存在字迹、修订与批注等不

清晰地方，进行了论文、著作、医典等多途径地

反复核实信息，也多次与高仲山在深圳工作的子

女联系，核对文稿和字体的准确性。

2.3 考证注释

1938 年，为了更好地规范中药行业，高仲山

组织编辑了《汉药丸散膏酒标准配本》。该配本

涉及诸多中医中药古代典籍、医史医话。在整理

中做到考证原著，并加以注释和补充，保证考证

结果的可信性 [6]。

2.4 实时更新

更新是完善史料的重要部分。然而在实际工

作中却发现在诸多史料编辑后赖于更新，因为更

新会带来重新考证和核实的麻烦。所以，在收集

黑龙江省名老中医史料前期就设置了专人进行数

据增补和更新工作，并建立了史料更新常态化机

制和科学管理，这种更新工作将一直持续下去。

至今为止，高仲山史料还有内容的更新及相关著

作的收藏。

3 史料资源开放共享的成效

开放共享是名老中医传承的重要要素，要进

一步明确开放共享的重要意义、思路和举措，通

过史料收集的逐步完善，切实增强对名老中医和

中医药发展的支撑保障能力，促进学术交流和互

动，提升教学、科研、临床的利用效率。探索黑

龙江省名老中医史料资源研究对于挖掘、传承黑

龙江省名老中医的宝贵资源，发挥黑龙江地域性

中医药优势具有重要意义 [7]。针对黑龙江省 80 多

位名老中医，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已经挖掘

整理了 34 位黑龙江省名老中医的史料，还有 41
位的史料在收集整理中。目前，利用黑龙江省名

老中医史料进行研究与开放共享取得了如下的成

效。

（1）完成了黑龙江省艺术科学规划课题重点

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名老中医从医经验数据收

集整理的研究”（2016A026）的研究，形成 2 份

研究报告。

（2）建成了集文字、数据、图像于一体的多

媒体数字化黑龙江名老中医资源数据库，平均每

月用户检索量为 50 多人次。

（3）为医药教学提供史料素材。目前已经整

理了 3 位黑龙江名老中医的史料，形成了PPT文

件和图册，为相关高校提供了教学素材。今后还

会整理更多的名老中医史料，提供给高校，供教

学、科研和临床使用。

（4）开展展览和讲座等活动，推广阅读。黑

龙江中医药大学图书馆举办了龙江医派、四大名

医等专题展览。今后还将在图书馆和博物馆等场

所布设长期的专题展览，并定期组织邀请名老中

医或专家开设专题讲座，扩大读者群，注重特色

馆藏资源视角下的阅读推广。

（5）发表研究论文，扩大影响。先后在《中

国科技资源导刊》《山西档案》《世界中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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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医药图书情报杂志》等学术刊物上发表

了近 10 篇学术论文，宣传了研究成果，扩大了

影响。

4 挖掘史料存在的问题

4.1 对名老中医史料的个性特色挖掘不够

对名老中医史料的挖掘除追求共性规律外，

还应该保留个性特色。共性规律是以中医理论体

系为核心基础，但是由于名老中医学术流派的不

同，学术观点、教学模式、对疾病的认识、处方

用药都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共性规律利于理论形

成和推广，但缺乏具体运用的针对性；个性差异

体现了特色和疗效优势，但难于总结和提炼 [8]。

黑龙江省名老中医大部分都是“龙江医派”系，

挖掘个性的学术特色是非常艰巨的任务，也是编

辑中存在的关键性问题。如在已经编辑的史料

中，在临床治疗妇科疾病方面，黑龙江省名老中

医高仲山注重补脾肾，养精血，以温养为主，而

黑龙江省名老中医韩百灵认为肝肾与胞宫、血海

的功能联系和经络系是最为直接、最为密切的，

提出“肝肾学说”理论。二老治疗妇科疾病不但

有极好的临床疗效，学术上也形成独到的地方特

色。

4.2 保护史料知识产权意识不强

怎样处理才能既保护名老中医的知识产权又

可以传承和推广之间的关系和方法？收集史料按

照专利、文献等分类编辑，那么哪些史料可以作

为知识产权加以保护？哪些史料是作为传承加以

传播？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对名老中医权益等诸

方面还存在许多缺陷，势必影响了名老中医史料

整理的传承与传播 [9]。

4.3 研究史料经费匮乏

缺少研究课题及相关部门的支撑，经费较

少，收集难度大，收集路径有限。图书馆关于申

请研究名老中医的课题非常困难，面向的审批部

门较少，所以收集史料基本没有经费支持。首批

收集的黑龙江省名老中医在世较少，去世的名老

中医史料分散在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及私人

收藏。比较珍贵的史料收藏线索很少，在没有经

费支持下，尽可能减少开支，致使收集较难，耗

时较长。

5 结语与建议

黑龙江省名老中医不仅有丰富的寒地临床经

验、独特的适时诊疗方法，而且有根深的理论造

诣、高尚的医德风范 [10]。自 2016 年开始，黑龙

江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本着“研究是基础，传播是

目的”观点，从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文献学的角

度，对黑龙江省 80 多位名老中医的史料进行了

调查研究，通过挖掘整理的名老中医史料资源，

撰写的相关研究报告、学术论文和专著，以及开

发的多媒体数字化数据库，为高校教学、科研和

临床提供了基础资料 [11]。

在此，针对黑龙江省名老中医史料资源的挖

掘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如下建议。

（1）地方性地完善保护名老中医管理方案，

成立相关的保护组织，保障史料收集的全面性，

突出个性特色。建立地方性的相关挖掘、保护组

织机构，使所调查名老中医的抢救性挖掘整理工

作建制化、长效化 [12]。如在黑龙江省卫生厅、省

中医药管理局等职能部门设立专项管理，或以黑

龙江中医药大学为基地设立挖掘与保护名老中医

的研究室（所）。这种相关室（所）的设立不仅

有利于史料收集的顺利进行，还可为研究名老中

医的发掘、整理和实际应用提供制度的保障。有

了上述的保障体系，史料的收集会更加全面，个

性特色的对比与分析才会更加明确，更加突出。

（2）重视名老中医知识产权的保护。重视名

老中医专利权、著作权，也包括广义的智慧成果

利益，如商业秘密、商誉等。那么，名老中医学

术、经验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我们不可能通过某

种具体权利对其进行保护，而必须通过知识产权

体系进行全面梳理和分别保护 [13-14]。为此建议对

已经收集的名老中医史料进行知识产权鉴定，明

确知识产权保护部分。

（3）国家及地方侧重名老中医研究课题的

审批及减少审批的路径。近年来国家及省部级申

报课题指南方向不断增多。关于研究名老中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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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课题，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医管理局等

研究审批多为教学、临床、中药等方面。然而

从图书情报角度对名老中医史料的研究，其课题

申报只能是侧重于社会科学方面。从 2019 年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查找申报相关类目：图书

馆·情报与文献学，只有“69. 民间历史档案整

理与研究”条目相接近。所以，要重视名老中医

史料方面研究课题的申报工作，并加强相关项目

的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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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因此，一方面要进一步建设开发科技报告

共享服务平台，完善数据挖掘功能，建立多维度

指标分析模块，拓展平台功能；另一方面要结合

企业需求，充分发挥情报机构的资源优势，结合

内外资源，为企业提供有价值的竞争情报产品，

从而实现和推动科技报告的增值开发和充分利

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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