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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经师授”，因而受到一定的否定。 

与此同时，基于对知识的追求以及现实医疗资 

源的不足，士人知医在宋代逐渐成为常态。这在现 

实需求和思想认识上，开始削弱医学知识传承的 

“私密性”。“师徒”和“世医”因其“私密性”而受到 

了士人的诟病。儒医群体的出现，及其与士人之间 

的互动，加速了医学知识的“公开”。而印刷术的发 

明、医学文本的大量出现，则为医学知识的“公开” 

传播创造了便利条件。医学传播范围随之扩大，受 

众人群也 口益增多，“文本阅读”对于医学知识传承 

的重要性也逐渐成为宋人的共识。随着思想认识的 

转变，宋人笔下的医者形象也开始发生变化，甚至出 

现了对医者形象的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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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校正医书局新探：以国家与医学为中心》出版 

范家伟《北宋校正医书局新探》一书已于2014年 9月由中华书局(香港) 

有限公司出版。 

全书共 l2章，作者在“引言”中回顾了既往关于校正医书局的研究，继而 

在“研究进路和目的”中交待了其研究思路，即不是将校正医书局视为一个独 

立的医学现象，而是将其放回到宋代的政治与社会背景中进行研究，并提出了 

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其后的第3～6章，作者分别探讨了“韩琦建议设校正医书局的背景”、 

“三馆秘阁与医书校正”、“祖宗之法：太祖太宗朝官修医书”、“校正医书局的 

分析”等4个问题，对校正医书局作了比较全面的讨论。其中，韩琦建议设立 

校正医书局的背景，以及三馆秘阁与医书校正之问的关系，前人少有论及。对 

于宋代儒臣如何校正医书，前人鲜有论及，作者在分析了三馆秘阁与校正医书 

． 出版消息 ． 

的关系后，通过《嘉祜补注本草》、《图经本草》和《备急千金要方》的个案研究，探讨了儒臣校正医书的理念 

和方法。校正后的医书对于宋代的医学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作者则从“医学分科与考试”和“北宋监本医 

书的流通”2个方面进行了讨论，尤其是医书流通这一视角，前人很少涉及。 

作者在完成关于校正医书局的讨论后，还探讨了几个与校正医书局关系不是很密切的问题，即：“国家 

从民间吸纳医者及其影响”、“熙丰变法时期国家与医学”、“徽宗朝医学发展”。最后，作者在此书的结论部 

分，就“刘完素及其医学”进行了讨论，分析了金代医学与北宋医学之间的关系，并指出其原因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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