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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元明清时期浙江医药的变迁》撰写的主要目的试图以区域研究的眼光来重新回眸元明清时期浙
江571年的医药发展足迹，当属中国医学史研究，而中国医学史又囿于中国科技史藩蓠，总俯首哲学宏
观范畴，因而我们必须以哲学、史学、医学的眼光审视这段历程。
这一研究是前人未曾涉猎过的领域，纯属创新探究，而发掘整理撰写这一时期浙江医药发展的书稿，
对于传承中华文明的意义重大。
　　值得一提的是在书稿中所提“清朝中期”，按史学界惯例特指嘉庆、道光（公元1796～1850年）
，为界定便利，我们把1840年以前发生的医事和出生的医家收录拙著，之后留作来日研究。
　　《元明清时期浙江医药的变迁》除前言外，共分十二章：第一章医药变迁的地域时代背景，第二
章医药卫生行政管理机构及其医疗机构，第三章医家学派及其学术思想，第四章医药学家及其医著，
第五章中医教育，第六章临床医学的发展，第七章慈善医药事业，第八章药学的发展，第九章饮水卫
生的治理及其疫疠的流行，第十章宗教与医药学，第十一章民间医药习俗，第十二章浙江与国外的医
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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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德明，1957年4月4日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浙江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主要从事哲学、历
史学、医史文献学的研究。
近年，出版了个人学术专著《浙江医药史》（32万字），撰写了《人口学原理》、《浙江历代医药著
作》、《浙江医药文化》、《钱塘医家研究》等著作的部分章节。
在《中华医史杂志》、《西班牙塞维利亚国立大学医学院学报》、《德国国际医学专家学术论文集（
东方医学分册）》、《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学术杂志上发表60多篇学术论文，
代表作有《古代中国与非洲的医药交流》、《近代上海租界卫生史略》、《略论清末官制改革的实质
》等。
1997年被美国科学名人传记协会评为世界科学名人，载入美国《世界科学名人录》；1999年被收入中
国国家人事部专家服务中心主编的《中国专家大辞典》；2001年被收入香港《世界人物辞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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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医药发展的地域时代背景第二章 医药卫生行政管理机构及其医疗机构第一节 元朝医药卫生行
政管理机构及其医疗机构的创建第二节 明朝医药卫生行政管理机构及其医疗机构的设置第三节 清朝
中期前医药卫生行政管理机构及其医疗机构的建立第三章 医家学派及其学术思想第一节 丹溪学派一
、朱丹溪生平二、丹溪医学理论评价三、临床各科的成就四、丹溪之学与宣和局方之争五、朱丹溪主
要学术著作六、朱丹溪浙籍弟：子和学派七、丹溪学派的特点八、丹溪学社第二节 医经学派第三节 
伤寒学派第四节 温热（病）学派第五节 温补学说第六节 乌镇派第七节 世袭专科一、戈氏儿科二、楼
氏医家三、王氏儿科四、疡科三大家第八节 钱塘医派一、形成的中医药学背景二、医派的嬗递三、治
学特色四、主要学术思想五、主要学术成就六、历史贡献第四章 医药学家及其医著第一节 元朝医药
学家及其医著第二节 明朝医药学家及其医著一、医药学家二、杭州医药巷名三、大陆中医学家赴台湾
第三节 清朝中期前医药学家及其医著第四节 医药学家分布及其医药著作简目一、分布的特征二、医
药著作简目第五节 文豪、书画家、爱国志士与医药学一、文豪与医药学二、书画与医药学第五章 中
医教育第一节 元朝中医教育一、师徒传授二、政府办学第二节 明朝中医教育第三节 清朝中期前中医
教育第六章 临床医学的发展第一节 临床医学一、外科二、内科三、妇产科四、小儿科五、骨伤科六
、皮肤科七、针灸学八、眼科九、口腔科十、职业病十一、基础理论和临床研究与发展第二节 养生保
健及其食疗一、文豪与饮食养生二、著名的食疗产品第七章 慈善医药事业第一节 育婴堂第二节 养济
院第三节 瘗葬第八章 药学的发展第一节 药业行会及药市—、药业行会二、药市第二节 药材丰富一、
主要药材二、生产状况第三节 中药店堂鳞次栉比一、元朝主要中药店二、明朝主要中药店三、清朝中
期前主要中药店四、制药工场、器皿第九章 饮水卫生的治理及其疫疠的流行第一节 饮水卫生第二节 
疫疠的流行一、元朝的流行二、明朝的流行三、清朝中期前的流行四、各级政府的救疫五、医家治疫
第十章 宗教与医药学第一节 儒学与医药学的关系第二节 佛教医药学一、寺院医药二、僧侣医师三、
寺院药材四、中外佛教医药交流第三节 道教、景教医药学一、道教医药学二、景教医药学第十一章 
民间医药习俗第一节 沐浴及其节 日医药习俗第二节 颇具医药蕴义的迷信俗陈第十二章 浙江与国外的
医药交流第一节 浙江医药学的传出一、人员往来二、中药的传出第二节 国外医药学的传人一、药物
的传人二、医疗技术的舶来附录 浙江医药大事记（公元127l～18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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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医药发展的地域时代背景　　12世纪的世界各国当以南宋最为繁荣富盛，杭州当之无愧
为世界第一大都市。
马可波罗在南宋灭亡后畅游杭州，仍称“天城”，赞为“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城”。
那时世界第一大都会的荣华浩穰，难以尽言：城区运河浚疏畅通，巨舰通行无阻，砖石铺成的道路雨
时并不泥泞。
浙右江淮河艘骈集城北，江船海舶蚁集江岸。
巨富高资、江商海贾、四方百货不趾而集。
街衢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渐稀，五鼓钟鸣，商贩开张。
杭州确实可与《清明上河图》的繁华景色相媲美。
　　宋德祜二年（公元1276年），元军分三路攻占临安，不久南宋灭亡。
元朝降临安府为杭州路，作为江浙行省省会所在地。
为了加强对全国各地的控制，元朝统治者强令各州县拆毁城墙，杭州城墙亦在此被毁。
元末张士诚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占领杭州后，又调集附近民夫在至正十九年（公元1359年）突击重建，
奠定了明清时期的规模。
此后80年，政治上杭州退为东南第一州，经济上仍雄姿全国乃至世界第一大都市。
杭州的丝织业、印刷业等在全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杭州的书院位居全国第一，学术、文学艺术达到了繁盛，医药界人才济济，成果颇丰。
　　由于浙江地区相对来说战火兵燹较少，在南宋基础上经济有所复苏与发展。
元朝时期江浙行省是全国农业生产最发达的地区，平均亩产量维持在南宋水平上，浙江的丝织业、造
船业、陶瓷业、印刷业、制盐业、冶炼业等在全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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