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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首尔丰年社国译本 

1966年首尔，丰年社将原本与国译本相合刊行 

初版 。 

1．10 首尔许珉综合板本 

1969年 1月，首尔，许珉刊行国译综合木版本。 

1．11 首尔南山堂国译本 

1969年 7月，首尔，南山堂将原本与国译本相 

合刊行初版。 

1．12 首尔恩光图解本 

1983年，首尔，恩光社出版台北医学院颜煜荣 

教授所撰《图解东医宝鉴》。 

1．13 大邱大成国译本 

1985年 11月，大邱大成出版社发行，金义干翻 

译，金钟烈发行的《国译东医宝鉴》，共 877页。 

2．日本版本 

《东医宝鉴》初刊活字本刊行以后，经过壬辰倭 

乱与丁酉再乱，朝鲜与 日本断绝了外交关系，《接待 

事目录抄》中记载：显宗三年(1662)三月，日本从朝 

鲜拿走了《东医宝鉴》与《医林撮要》，故《东医宝 

鉴》在初刊活字本刊行 59年以后传到了日本。 

2．1 日本享保初刊本 

日本享保九年甲辰(1724)初刊本，日本京都书 

林首次刊行，刊记中记载“享保九年 甲辰仲夏刻 

成”。藏于日本内阁文库。 

2．2 日本宽政重刊本 

在 日本初刊本问世 76年之后，日本宽政十一年 

己未(1799)发行重刻本，刊记中记载“宽政十一年 

己未年仲冬求版，大阪书林，和泉屋善兵卫，河内屋 

喜兵卫，河内屋太助，河内屋上 口兵卫”。藏处未 

详。(李春梅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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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瀛鳌先生主编《中医临床必读名著30种》出版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余瀛鳌先生主编的《中医临床 

必读名著 30种》一书于2010年 6月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作为中医文献的一部分，临床古医籍集中体现了历代医家对疾病诊 

治的独特体悟和认识。因此，阅读临床古籍有助于学术水平的提高，也有 

助于I临证能力的提升。但历代留存至今的临床古医籍数量众多，学术水 

平也参差不齐，不可能一一披览。有鉴于此，余瀛鳌先生凭借其多年来一 

直从事古籍整理、文献编撰和历代临床医学论著学术研究的丰富学识，在 

众多临床古医籍中选取了30部必读著作。同时，余瀛鳌先生还邀请相关 

专家学者，从作者简介、内容概要、成书背景、必读理由、导读，以及延伸阅 

读等方面，对这 30部著作的内容及学术观点做了提要钩玄，力图试读者 

能”目至心灵，大有开悟”，有助于学术水平和临床能力的提高。 

(兰台) 

． 出版消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