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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医藏》编纂工作会议在京举行 
 

2012 年 8 月 24 日，由文化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主办

的《中华医藏》编纂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文化部党组副书记、

副部长赵少华，卫生部副部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

强，国家图书馆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任周和平等领导

出席会议并讲话。本次会议由文化部公共文化司司长于群和

文化部公共文化司巡视员刘小琴主持，全国古籍保护工作部

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负责同志、《中华医藏》规划指导委员

会、编纂委员会、专家委员会的委员，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文化厅（局）长、社文处处长，省级图书馆馆长及中医

药行业的专家等近 200人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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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图五） 

（注：图一为《中华医藏》编纂工作会议现场；图二为《中华医藏》专家委员会

会议现场；图三为赵少华等领导移步台下为《中华医藏》专家委员会委员颁发聘

书；图四为王国强作重要讲话；图五为周和平发表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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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启动了《中华医藏》编纂工作，明确和完善了《中

华医藏》编纂工作架构和机制。会上《中华医藏》规划指导

委员会、编纂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宣布正式成立，并为委员

颁发了聘书。此前，《中华医藏》专家委员会还召开了专家

委员会会议，审议并讨论了《<中华医藏>编纂工作方案》和

《<中华医藏>选目》，对接下来的选目和编纂工作提出了意

见与建议。 

赵少华总结了“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中医药典

籍保护、利用工作取得的成绩。她指出，《中华医藏》的编

纂不仅有利于保护好、利用好文化遗产，传承和弘扬中华民

族先进文化，而且将为当代中医药工作提供宝贵的历史借鉴，

为开展中医药科学研究提供深厚的文献基础，对于加快推进

我国中医药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她就进一步

加强古籍保护工作，做好《中华医藏》编纂工作提出要求：

加强领导，选好配强队伍，保证成果质量，重视服务社会。 

王国强深入阐明了中医古籍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医

学价值，指出《中华医藏》编纂工作有利于完整保护与保存

中华各民族优秀传统医药文化，对于充分挖掘中华医学宝库

中的科学和人文精神，保持中华文化的完整性具有重大历史

价值和现实意义。他强调要充分发挥古籍保护研究专家作用，

高质量完成《中华医藏》编纂工作，培育中华古籍保护人才；

要进一步加强行业古籍保护中心建设，全力保障《中华医藏》

编纂工作顺利实施；要以《中华医藏》编纂工作为契机，全

面推进中医药文化建设，争取将中医药文化建设纳入国家文

化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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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和平在讲话中指出，抢救整理中医药古籍，是当代中

国人的使命和责任，也是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中一项重要而紧

迫的任务。建国以来，中医古籍整理出版图书数量为 5287

种，其中影印出版 1507 种，但远不能反映中医药古籍完整

面貌，存在选目重叠、内容良莠不齐等问题，且大都不涉及

少数民族医药文献。系统整理我国中医药典籍，编纂《中华

医藏》是一项功在当代、嘉惠子孙的重要文化建设工作。他

认为，《中华医藏》编纂工作中要做好选目，规划好成果的

利用，要建立科学高效的工作机制，并制定严谨的可操作性

的工作计划，只有按照中央领导和文化部、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的要求，按照工作计划，扎实落实，《中华医藏》编纂工

作才能真正成为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项目。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规划司司长、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

究员曹洪欣，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国家图书馆研究馆

员李致忠分别代表专家委员会发言，对《中华医藏》的重要

意义以及编纂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阐释。国家图书馆

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代表《中华医藏》

编纂委员会就《中华医藏》编纂工作进展情况和具体工作向

与会人员做了介绍。 

作为“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医

藏》编纂项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对国内外中医药典籍的

全面调查与原书影印，将对中医药古籍的进一步普查、原书

再生性保护、医药古籍版本厘清、中医文献研究与临床知识

发掘产生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此项工作也是新中国成立

以来规模最大、最为系统、收书最全的一部专科古籍文献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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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影印整理项目。将对中医药古籍的保护、传承和利用发挥

不可替代的作用。 

2012 至 2013 年是推进《中华医藏》编纂出版工作的重

要阶段。此次会议的成功举办，不仅统一了对编纂工作的重

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还明确并完善了编纂工作架构和机制，

这将对《中华医藏》编纂出版项目的顺利开展起到重要的推

动作用。 

 

 

 

 

 

                                                                                   

主送：文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教育部，科学技术部，国家

民族事务委员会，财政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宗教事务

局，国家文物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

委员会成员。 

抄送：各省（市、自治区）文化厅、各省（市、自治区）古籍保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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