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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韩医学文献交流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 

． 简讯 ． 

2011年 1月 19 0日，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中日韩医学文献交流研究”项目组主办 

的“中日韩传统医学文献交流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东方花园饭店召开。会议旨在促进传统医学的国际交流 
与合作，推进各国传统医药文化的共同发展。来自中国、日本、韩国等地的50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会收到 
海内外相关领域著名学者论文 l9篇，并编辑成《中日韩医学文献交流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会议特别邀请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马继兴研究员、余瀛鳌研究员、北京中医药大学钱超尘教授、日本茨 
城大学真柳诚教授、韩国庆熙大学韩医科大学金南一教授，分别以“中日韩传统医学中的针灸学”、“中日韩 
古代医学交流述略”、“韩医籍《素问大要》研究”、“中日韩越古医籍数据的比较研究”、“韩医书《东医宝鉴》 
与韩中日医学交流”为题发表了精彩的演讲。肖永芝、川原秀城、车雄硕、潘桂娟、郭秀梅、梁永宣、陈明、黄 
崇修等 8位学者也分别就中H韩古籍的相关学术问题作了专题报告；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柳长华教授发表 
了“国际社会传统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与展望”的专题演讲 ，倡导中日韩三国在传统医药领域有着 
共同的利益，应该立足国际，放弃争执，共享资源，相互学习，协作研究，共同推进传统医学文化的发展。 

此次研讨会为中日韩三国学者搭建了一个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平台，三国学者们平等、愉快地就相关学术 
问题进行了交流，加深了对民族文化、传统医学、人物与文献互通历史的沟通与认同，把历史与现实接续起 

来，增进了理解，加深了友谊。 
与本次会议几乎同时召开的第三届中日韩文化部长会议(日本奈良)，根据《中日韩2020合作展望》中 

加强文化合作的精神，签署了进一步加强中日韩文化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化产业合作的成果文件《奈 
良宣言》。为了积极响应《奈 良宣言》，柳长华教授向与会者建议，应尽快提出中日韩三国在传统医药领域的 
合作建议书，设立专项课题开展研究，这一建议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他还建议，此类研讨会可以每年召 

开一次，各国轮流主办，也得到与会者赞同。 
(肖永 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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