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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湖湘地区古代中医文献系统总结了历代湖湘医家的学术思想和临证经验,是湖湘地区人们数

千年医疗实践经验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以中国古代(公元前 202—1911 年)
湖湘中医为研究对象,《中医人名辞典》《中国分省医籍考·湖南省》《湖南中医源流》为主要数据来源,对湖

湘中医药文献进行整理,从技术创新与模式创新的思路出发,探讨湖湘中医药文献的数字化创新研究。 将

湖湘中医药文献的古籍文本智能化转化、智慧化利用,不仅能提高对中医药古籍的保护能力和利用效率,而
且对提高中医医疗水平、提升中医传承创新能力、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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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代中医药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是赓续医脉,
传承中医药精华的重要方式,也是守正创新,中医

药振兴发展的源头活水。 2023 年 2 月,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重大工程实施方案》指出:
“推动中医药古籍数字化挖掘,打造中医药古籍数

字化服务应用产品。”
 

湖湘地区,名医辈出,不仅医

术精湛,医德高尚,而且著书立说,医籍荟萃,为中

医学的发生、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 。 通过数字

化技术令湖湘医学焕发新的生机,是中医药现代化

和传承创新发展的重要任务。
1　 古代湖湘中医药文献的整理

1. 1　 研究资料及方法 　 本研究以中国古代(公元

前 202—1911 年)湖湘中医为研究对象,以《中医人

名辞典》《中国分省医籍考·湖南省》 《湖南中医源

流》为主要数据来源,并参考《湖南医籍考》《湖湘名

医典籍精华》 《湖湘历代名中医传略》 《湘医源流

论》《湖湘文化通论》 《湖南通志》 等与湖湘医学相

关的文献资料,搜集、整理、分析湖湘地区的中医医

家、所著医籍以及医学专长。 对比《中国中医古籍

总目》(2007 年)条目,核实收集到的原始资料尤其

是医籍部分,对医家医籍资料进行考辨分析、更正

错讹,同时补充收录湖南地区史料中未见的湖南医

家医籍资料,使湖湘中医基本情况表收录更完整、
资料更翔实。 制定研究范围后,本研究主要以文献

调查法与网络调查法搜集、查证相关文献。 在整理

文献中,关于收录的医家和医籍遵循以下原则:
1)收录以湖南本土的医家医籍为主;2)

 

原籍是湖

南、后迁居外地的湖湘医家及其医著,以及本土资

料记载的医著,予以收录;3)
 

原籍外地,但长期在湖

南居住、工作,所得成果归属湖湘医学范畴或对湖

湘中医有研究者,可纳入。
1. 2　 医家医籍的时代—地域分析 　 最终获得湖湘

地区医家共 588 人,其中明清时代医家共 561 人,占
总医家人数的 95. 41%,湖湘地区医家的籍贯分布,涉
及 5 个区域共 14 个市,以长沙最多,共 103 人,占总

人数的 17. 52%,其次是衡阳、邵阳、常德。 (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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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至清代,湖湘地区医家著作共 432 部。 明

清时期医籍最为高产,明代 22 部,清代 393 部,占总

数的 96. 06%。 著作最多的医家为刘元宾,共撰写

了 9 部医籍。 医著 1 部的有 217 人,占 36. 90%。 医

著 5 部以上的医家有郑玉坛(8 部)、孙鼎宜(6 部)、

杨钟浚(7 部)。 平均每位医家撰有医著 0. 73 部。
除去 12 部地域不详的医籍外,其他 420 部医籍按市

划分,以长沙最多,其次是湘潭、衡阳;按地区划分,
湘东地区的医籍最多,其次是湘南、湘中、湘西、湘
北。 (见表 2)

表 1　 湖湘地区历代医家时代—地域分布情况(人)

年代
湘中

娄底 邵阳 益阳

湘南

衡阳 郴州 永州

湘北

常德 岳阳

湘西
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
怀化 张家界

湘东

长沙 株洲 湘潭 不详 总计

汉 - - - - 1 - - - - - - - - - - 1
晋 - - - - - - - - - 1 - - - - 1 2
唐 - - - - 1 - 1 - - - - 2 - - - 4
宋 - 2 - 2 - 2 1 2 - - - 4 - - 3 16
元 - - - 1 - 1 - 1 - - - 1 - - - 4
明 2 6 - 3 4 - 6 - - 4 - 4 - - 1 30
清 20 50 20 57 34 44 44 20 20 28 17 92 31 47 7 531

总计 22 58 20 63 40 47 52 23 20 33 17 103 31 47 12 588

　 　 注:“-”表示该时代该地区未收录医家。

表 2　 湖湘地区历代医籍时代—地域分布情况(部)

年代
湘中

娄底 邵阳 益阳

湘南

衡阳 郴州 永州

湘北

常德 岳阳

湘西
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
怀化 张家界

湘东

长沙 株洲 湘潭 不详 总计

汉 - - - - - - - - - - - - - - - -
晋 - - - - - - - - - - - - - - - -
唐 - - - - - - - - - - - - - - - -
宋 - 1 - - - 1 10 1 - - - 1 - - 2 16
元 - - - 1 - - - - - - - - - - - 1
明 2 5 - 1 1 - 2 - - 5 - 4 - - 2 22
清 17 23 10 49 21 22 13 8 15 8 11 127 10 51 8 393

总计 19 29 10 51 22 23 25 9 15 13 11 132 10 51 12 432

　 　 注:“-”表示该时代该地区未收录医家。

1. 3　 医学各科特色分析　 湖湘医家之医学专长包

括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针灸、喉科、内经、伤寒、
温病、诊法等。 有史料明确记载的具有某方面医学

专长的湖湘医家共计 385 人, 占总医家人数的

65. 82%。 以脉法为专长的医家数量最多,共 55 人,

占 14. 29%;其次是儿科,共 42 人,占 10. 91%。 57
位医家具有 2 项及以上专长,占 14. 81%,其中具有

5 项以上的医家有 3 位,分别是倪远诩(6 项)、罗国

纲(7 项)、黄朝坊(10 项)。 (见表 3)

表 3　 湖湘地区历代医家医学各科特色分布情况(人)
医学专长 数量 医学专长 数量 医学专长 数量 医学专长 数量 医学专长 数量 医学专长 数量

内科 13
外科 25
妇科 16
儿科 42
针灸 21
骨科 4
眼科 9

喉科 19
痘科 34
伤科 5
齿科 1
消化科 1
产科 3
黄帝内经 22

伤寒学 38
温病学 3
急诊 5
危证 7
疮疡痈疽 7
痢疾疟疾 4
推拿 1

疫病 23
怪病 4
中毒 1
风证 1
白喉 6
头痛 1
望诊 5

闻诊 2
切诊 4
脉法 55
方剂 29
本草 14
养生 4
道医 5

医卜 3
运气学 6
解剖学 1
药膳 1
医史文献学 1
各家学说 3
炮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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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古代湖湘中医药文献的分析

1. 4. 1　 各科综合发展,温病著作多产　 《中国中医

古籍总目》温病类医籍分为四时温病、瘟疫、痢疾、
痧胀霍乱鼠疫 4 类。 在湖湘医籍渊薮中温病著作

尤为丰硕。 关于四时温病,孙泽霖《医门摘要》 指

出冬温、春温、风温、湿温、时疫五类应“一症必审

出一症之形状” 。 安濂 《 泄痢全生》 论述痢疾治

法:“治实热痢用治痢散,治虚热痢用左归饮,治虚

寒痢用桂附理阴煎” 。 罗国纲《罗氏会约医镜·瘟

疫》继承发扬吴又可的学术理论,驱除疫邪不忘顾

护胃气。 杨尧章《温疫论辨义》 创胃气论,重视升

胃阳、保胃阴,复立升阳、养阴、补元三大益胃汤;
倡寒疫论,实论疫疠之虚寒,从阴寒疫证的角度弥

补了《温疫论》的不足。 纵观湖湘疫病史,湖湘地

区共有 64 年的疫情记录,疫区多分布在湘中、湘
南。 尤其是嘉庆末年,疫病发展达到历史峰值,疫
病四起的状态一直延续至清末。 湖湘医家荟萃张

仲景、吴又可等诸家之长,学不墨守,依托个人诊

治经验,发前人所未发,创立的经典方剂沿用至

今,堪为后学津梁。
1. 4. 2　 临证各科争艳,喉科独具特色 　 湖湘医者

在临床各证上百家争鸣,其中对于喉科的诊治亦不

落窠臼。 潘诚所著《喉科心法》以八纲辨证论述多

种喉科疾病的证治。 清代医家马渭龄所著《喉科大

成》,论述了咽喉疾病的经络脏象、经义、脉象、针穴

以及辨证治法方药等。 而对于喉科中的白喉,湖湘

医学更是具有独特经验。 清代张绍修所著《白喉捷

要合编》 指出白喉病源于少阴,注重六气的转运。
李纪方《白喉全生集》对张绍修的学术思想进行批

判继承,以寒热为纲,辨证施治。 这些医著见地精

辟、辨治圆融,完善了白喉防治的医理,为后世诊治

白喉提供了准绳,为湖湘医学临证领域中别具一格

的特色专科。
1. 4. 3　 传承医学精髓,儿科高峰鼎立 　 湖湘医学

著述浩繁、内容丰富,儿科著作尤为高产。 元代儿

科大家曾世荣著《活幼心书》,主张攻中有补,对“惊

风”的辨治有独特见解。 该书在国内广为流传,甚
至远及日本。 魏鉴《幼科汇诀直解》论述了新生儿

护养方法以及常见病证诊治,其中采用推拿、灯火

灸治疗初生儿急症颇具特色。 黄朝坊《金匮启钥

(幼科)》以《内经》《金匮》为根据,以证治和药方来

分门别类论述小儿疾病。 历代湖湘中医在儿科上

广纳前人学说,结合自己的行医经验,总结出各具

特色的诊疗理论和方法,对于后世儿科学的学术与

临床发展都具有指导意义,有效促进了当代中医儿

科学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这不仅丰富了中

医儿科学系统,而且对中医儿科学的发展起到了积

极作用和深远影响。
2　 中医药古籍数字化创新的现状

2. 1　 理论研究　 研究表明,“中医古籍”为 2007—
2016 年古籍数字化领域排第 3 位的高频关键

词[2] 。 2000 年后,针对中医古籍的特殊性,国内

诸多专家对其数字化工作模式进行了探讨。 吉

聪[3]提出要以善本古籍作为中医古籍数字化工作

的重点,分析了中医古籍数字化的 2 种录入方式,
即全文版和图像版,并对比了两者的优势与不足。
柳长华[4] 通过分析古医籍的信息特征,提出应建

立中医古籍语料库,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知识元概

念及对知识元进行了知识解析,实现了基于内容

的高级数据库检索技术。 裴丽等[5-6] 对中医古籍

中的文字、书名、分类等存在的信息障碍进行了深

入细致的分析,提出了对中医古籍进行全文解析

和逐级标引,同时构建基于超文本链接的阅读环

境和辅助研究支持平台。 王振国等[7] 根据中医古

籍的行文和结构特点,提出了信息构建方法( IA) ,
其主旨是运用自然语言对文献进行智能化检索与

利用。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中医古籍

数字化的知识组织、数据挖掘、数字化平台的设计

和构建等内容。 丁侃等[8] 提出构建中医文献与人

物本体,将中医学术传承的脉络方案进行关联,利
用本体对异构中医药古籍资源的元数据方案统一

进行语义化处理,实现平台间的资源聚合。 李明

等[9]使用领域本体进行中医古籍数据库的语义扩

展,从而提高中医古籍文献查全率和查准率。 目

前,数字人文的引入与兴盛为湖湘医籍数字化的

深度开发与利用带来了新的视角,但众说纷纭,尚
未达成统一,需进一步的实践检验。
2. 2　 实践动态 　 根据整理内容和目的的不同,可
分为 2 种情况:一是综合性古籍数字化建设,如由

中国中医药学会、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嘉鸿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合作编制的《中华医典》,由北京爱如

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开发制作的《爱如生医书集

成》,由北京龙戴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开发的《龙语

瀚堂中医药文献数据库》;二是专题古籍数字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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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如由台湾汉珍数位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制作

的《本草纲目》,中国中医科学院开发的“温病大成

数据库”,北京中医药大学所开发的“方剂数据库”
“中医古籍养生数据库” “消渴古代文献数字资源

库”等。
根据使用的技术手段和呈现方式的不同,大致

分为 3 个阶段:第一阶段开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通
过计算机技术为中医古籍编制索引,建设中医古籍

全文数据库,即将全部文献内容录入计算机,并转

化为电子文本,读者可通过综合检索系统对古籍中

的任意字、词、字符串进行检索;第二阶段开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该阶段引入了光盘版古籍的概念,
即先通过机器扫描识别中医古籍,再运用计算机技

术将扫描后的数据转化为电子文件并刻入光盘,形
成以光盘为载体的数据库,分为图像版、全文版和

图文版,如《中华医典》就是单机版的光盘;第三阶

段为 21 世纪至今,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

飞速发展,古籍数字化已实现自动标注、自动校勘、
自动注释。 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中医古籍的数

字化实现了高度网络化。 如中国中医科学院的中

医古籍知识库,在文献数字化的基础上按课题进行

了重新整合,并生成了中医诊疗决策支持系统,输
入症状检索,可以提取相应的文献信息,如病因病

机、理法方药、处方归类、统计用药等,是典型的中

医古籍文献数字化的衍生应用[10] 。
3　 湖湘中医药文献数字化创新的思路

3. 1　 技术创新　
3. 1. 1　 以语义网技术驱动湖湘中医药文献的知识

组织　 当前湖湘中医药文献的知识重组通常是借

鉴其他领域的语言模型,语义描述不够规范,句读

和词性标注的规则也较为模糊。 今后的研究思路

应多维度、细粒度、对象化,由粗粒度的文献研究层

面向细粒度的知识单元层面转变。 将语义网技术

应用到湖湘中医药文献数字化的研究与开发中,对
全文内容进行知识关联重组,链接领域内的数据孤

岛,从而充分揭示湖湘医籍的内涵与特色,降低使

用门槛。 通过语义网技术对文献数据进行预处理,
优化对湖湘中医药文献数字资源的整合,形成标注

语料库,简化文献数据的处理流程,实现不同文献

的知识聚合,为湖湘中医药文献的知识发现提供技

术前提和效率保障。
3. 1. 2　 以数据挖掘技术构建湖湘中医药文献的知

识图谱　 数据挖掘技术是湖湘中医药文献数字化

过程中极为重要的辅助技术工具。 在未来应加强

数据挖掘技术与湖湘中医药文献研究的进一步融

合,通过知识抽取、知识表示、知识融合以及实体对

齐等环节,拓宽对文献内容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实
现对文献中理法方药等内容的关联挖掘及辨证分

析,完成湖湘中医药文献知识图谱的构建。 并在此

基础上通过分析文献中的药方组配规律、对病名源

流进行考辨、梳理湖湘名医学术经验传承脉络等,
激发海量数据中蕴含的潜在价值,序化知识库中知

识因子,实现知识关联网络化,构建针对不同疾病

或证型的湖湘方药库。
3. 1. 3　 以大数据及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 RLHF)
技术实现基于湖湘中医药文献大数据的智能诊疗

　 湖湘中医药文献数字化平台的建设需要依托于

大数据技术,对多元化的资源进行知识挖掘,完成

对数据从显性信息到隐性知识的提取和升华,实现

对湖湘中医药文献更深层次的开发和利用。 基于

RLHF 技术可以通过不断迭代,使模型具有生成答

案的能力。 通过 RLHF 技术,对平台收集的湖湘中

医案例的理论及临床数据进行加工、整理和强化学

习,形成一套具有湖湘特色的智能中医诊疗系统。
该系统能够处理患者描述的病情信息,进行有效的

自然语言处理和语义分析,基于算法对用户作出个

性化的诊断和辅助决策,如医学史上相似病例情

况、湖湘名医对该疾病的临床经验和用药规律、预
测疾病的转归等。
3. 2　 模式创新

3. 2. 1　 虚拟阅读室型　 该模式使用户可以享受更

为立体化、沉浸式的数字化阅读环境。 湖湘中医药

文献数字化平台将海量中医药文献转换为可交互、
可触摸、可视化的数字人文产品,集中展示文献的

版本信息、内容摘要、核心组方、药证关系等,并提

供开放式的检索服务,让用户可以通过该平台快速

了解和准确掌握湖湘中医学的内涵,直接实现对中

医、中药知识的获取和利用。 虚拟阅读室也是一种

多元化、立体化的大众传播方式,能利用有声阅读、
VR / AR 图书、3D 医籍、场景重现等形式展示湖湘医

籍与湖湘医学的隽永魅力和深刻价值。
3. 2. 2　 交流互动型　 该模式旨在打造以古籍为核

心的湖湘医学论坛,探索平台与用户、用户与用户

之间共创、共享、共治的可能性。 用户可以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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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发布湖湘医籍相关的学术问题、研究成果、心得

体会等,与其他用户交流互动、分享经验、答疑解

惑、合作研究。 一方面,能打破时空的限制,营造社

群氛围,实现医学工作者、学术研究者与普通人群

之间的知识交流,完成对社会大众的中医文化素养

培养和医学健康知识普及。 另一方面,既能提高科

研人员资源获取的效率和准确率,又能通过有效互

动产生新的思维火花,从而促进湖湘医籍的创造性

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3. 2. 3　 教育推广型 　 利用平台运作过程,不仅可

以联系中医学、历史学等领域专家团队进行系统性

挖掘和解读,而且可以与图档博等文化机构和科技

企业达成通力协作,构筑基于湖湘中医药文献的教

育培训和宣传推广新模式。 通过数字化平台,面向

学生、教师、医师、普通大众等提供不同的教育资源

和培训服务。 用户可以通过精品视频、直播课程、
文献阅读、实时答疑等方式,进一步了解湖湘中医

药文献所蕴含的知识与文化,提高自己的医学能力

与人文素养。
3. 2. 4　 商业运营或社会公益型　 湖湘医籍数字化

平台兼具商业效益与社会意义。 在商业上以湖湘

医籍为核心产品,能够提供一系列增值服务和定制

服务,如智慧图书馆建设、学术出版、疑难杂病的防

治规律及历史经验等,并从中获取一定利润以维持

平台运作。 同时,湖湘医籍数字化平台也能从多个

方面服务社会公众。 如通过基于湖湘医籍大数据

的智能诊疗系统,为湖南居民提供医疗健康服务,
为欠发达地区的中医水平发展和中医人才培养提

供有效资源,助力优质高效中医药服务体系的建

设,更好地满足群众对高质量中医医疗的需求;推
动湖湘医学以平易近人的姿态进入大众视野,实现

湖湘医学与群众生产生活的高度融合。

4　 小　 　 结

　 　 中医药古籍整理工作是挖掘中医药传统知识

与时代价值的重要环节[11] 。 湖湘中医药文献数字

化不是遥远的科学设想,而是正在成为现实的生动

实践。 通过梳理湖湘地区古代中医药文献,并利用

数字化创新技术构建特色平台,发挥湖湘中医药文

献的经典价值,对进一步促进湖湘中医学的振兴发

展、守正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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