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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涉医文学研究的历史演进与前瞻思考 

仇  艳 

广州中医药大学外国语学院  广东广州  510006 

【摘  要】本文首先梳理了中国古代涉医文学研究的发展概貌，对该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相关成果主要体现在古代涉医文学的中医文化现象研究、

疾病书写研究、中医文化翻译研究以及医者形象研究这四个方面。针对古代涉医文学研究的问题与研究方向提出一些个人见解，以期促进中国古代涉医文学研究

的发展以及中医药文化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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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医文学”这一概念 早可能于 1996 年由陈庆元提出，该概念被

其界定为涉及中医文化的古典文学[1]。从狭义角度而言，涉医文学是指以

医学和医疗为主题或背景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通常探索人类健康、疾

病、治疗和医学伦理等问题，以及医者和患者之间的关系。从广义角度

而言，涉及医学的文学作品即可被称为涉医文学。中国古代的涉医文学

涉及诗词、散文、小说、戏曲等各类文学体裁。涉医文学大致可分为 4

类：第一类是以中医药为题材或主要描写对象的作品，第二类是含医药

情节或细节的作品，第三类是以中医药为比兴、抒情对象或说理工具的

抒情诗、说理散文和寓言故事等，第四类是以中医药名词术语为语汇创

作的作品，包含药名诗歌和散文等[2]。 

中国文学与中医文化的联姻关系由来已久，第一部诗集《诗经》中

已有不少篇章涉及中医药。明清时期古典小说与中医药文化的融合达到

了历史新高度。中国古代涉医文学通过文学艺术的方式，反映了中医药

文化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也展示了医学知识与医疗实践对个

体命运和社会发展的影响。 

一、中国古代涉医文学研究的发展概述 

中国古代涉医文献的研究早期主要集中于医学文献的整理和注释，

如古代医书、医家著作等文献中的中医内容，而文学作品中的涉医题材

并未引起足够关注。随着学科的发展，学者们开始将视野扩展到古代小

说、诗歌和戏剧等文学作品中的涉医题材。在这一阶段，研究者通过对

文学作品的文本分析、人物形象解读等方法，揭示了古代文学中的中医

药文化现象，以及文学与医学的关系。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文学与医学关系的研究就受到了相关学者

的持续关注。中国古代涉医文学研究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1981-1990 年

为第一阶段，该阶段是中国古代涉医文学研究的萌芽期，相关领域的研

究刚刚起步，发文数量极少，仅 2 篇论文探讨《红楼梦》当中的中医药

描写。1991-2008 年为第二阶段，为中国古代涉医文学研究的停滞期，该

阶段相关成果数量较少，基本处于稳定，且研究内容较为单一，相关研

究基本聚焦于探讨古代文学中的中医药文化现象，或文学与中医的关系。

2009 年至今为第三阶段，是中国古代涉医文学研究的成长阶段，这一阶

段的发文数量呈增长趋势，涌现出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学者们开始

关注医学与文学交叉领域，并探索文学作品中医学知识与医疗实践的表

达和传播。这些研究涉及了疾病书写、养生观、医者形象、中医药文化

翻译研究、医学伦理等方面，通过揭示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中医药文化，

为我们理解古代医学观念和社会医疗实践提供了重要线索。 

二、中国古代涉医文学研究的历史回顾 

从相关研究成果来看，中国古代涉医文学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四个方

面：涉医文学的中医文化现象研究、疾病书写研究、中医文化翻译研究、

医者形象研究。 

（一）中医药文化现象研究 

学界对古代涉医文学研究始于对古代文学中的中医药文化现象的探

讨，旨在探讨医学与文学联姻互融的关系。孟庆云可能是 早探讨文学

与医学关系的学者之一[3]，他在《<红楼梦>与中医药》一文中探讨了《红

楼梦》中的医药内容，指出《红楼梦》以文学来表现医药，是研究清代

医学史的绝好资料。刘晓林的《中医文化与古典文学》分析了中医文化

与古典文学契合的深层文化原因，并对《红楼梦》《金瓶梅》《儒林外史》

等古典文学作品在医药描写、文学风格等方面的表现进行了深入剖析，

解析了古典诗歌、散文、戏剧、小说等古代文学与中医的融合关系[4]，因

而该学术著作被视为“一部富有开拓性的书”，刘晓林也被认为“开拓了

古典文学研究的新领域”[5]。从研究对象来看，相关研究多聚焦于单部文

学作品中的中医药文化，多以《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

四大古典小说为研究对象（原所贤等 2007[6]；胡献国、罗新玉 2016[7]；

胡献国、郑海青 2016[8]），其中，相关研究主要以《红楼梦》为主，这是

因为《红楼梦》是古代涉医文学的经典之作，当中融入了丰富的中医药

文化知识，包含中医理论、草药应用、饮食调理、养生养性等诸多方面，

这也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中医药文化知识研究素材。此外，也有学

者分别对先秦两汉、唐代、元代、明代、明清等中国古代不同时期文学

中的中医药文化现象进行了分析，探讨文医互融关系（刘晓林 2002；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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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芹 2012[9]；唐略、姜汪维 2014[10]；王水香 2016[11]；高璐 2020[12]；周欣

媛 2020[13]）。 

（二）疾病书写研究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疾病是一个常见的题材。通过描写各种疾病的

症状、传染方式和治疗方法，展现了当时医学知识的水平以及人们对健

康和疾病的认识。研究中国古代小说中的疾病书写已经成为文学研究领

域中的重要课题之一。不少学者通过对古代小说中疾病描写的分析，深

入研究作家对疾病的认知、文化背景、医学观念以及对人性和社会问题

的反映。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对疾病描写的

文本分析和比较，揭示不同时期、不同类型小说中疾病形象的差异与变

化，从而推测出当时社会对疾病认知的演变。如夏雪飞以明清小说和现

代小说为例，探讨了疾病书写的古今演变及现代性转化[14]。二是关注疾病

描写与文学意义的关系，探讨疾病在情节发展、人物塑造、主题表达等

方面的作用。如刘奇志对疾病对于林黛玉和薛宝钗的意义进行了比较，

指出林黛玉和薛宝钗各自疾病的起源、对疾病的态度以及疾病对其的影

响各不相同，并表示疾病能反映作者对两个人物的不同情感[15]；李春霞对

《红楼梦》中疾病描写的作用进行了探讨，认为作者之所以钟情于疾病

描写，是有描绘生活现象、深化主旨、谋篇布局等深层次的目的[16]。三是

将疾病书写与性别、阶级、权力关系等社会问题相结合，进行深入的文

化研究，如葛永海、张娅静对古代小说中的疾病叙事及其主题阐释进行

了分析，认为疾病进入文学领域，则被赋予了关于政治、社会、文化、

道德等的深层意蕴，并指出疾病叙事的背后是根植于“天人合一”和“医

儒同源”的传统文化观念[17]。这些疾病书写研究与医学史、文化研究等领

域相结合，为跨学科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本素材和理论支持。 

（三）中医药文化翻译研究 

古代涉医文学的中医药文化翻译研究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学术课

题。近年来，学者们在古代涉医文学的中医药文化研究的基础上，逐渐

关注涉医文学中的中医药知识的翻译，探讨中医药文化的对外传播。相

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涉医文学的中医药文化翻译策略研究，

包括中成药、中药方剂、中医汤剂、疾病与症候、中医脉症等中医药文

化的翻译策略的研究。如李海振通过梳理《红楼梦》三个日文全译本对

中医药内容的翻译，考察译者的翻译策略，他指出，对于诊脉术语的翻

译，因在日语中缺乏对应语，译者通过以无法简明表达内涵的术语直译，

并加上注解为读者提供必要信息，从而既便于读者阅读，也为其提供了

理解中医文化的素材[18]。在涉医文学的中医药文化翻译策略研究中，尤其

以英译对比研究为主，如王银泉、杨乐[19]、李振[20]、黄勤、陈蕾[21]通过对

比杨宪益、戴乃迭译本和霍克斯译本中的中医文化知识的英译，提出中

医文化海外传播的有效翻译策略。二是涉医文学的中医文化误读现象的

研究，如包玉慧等学者指出，由于《红楼梦》译者囿于本身文化背景等

局限性，容易对中医文化造成误读和误译，从而影响中医文化的对外传

播，并提出对应的分析和修正，从而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与传播。王珊

珊和方廷钰探讨了《西游记》英译本中的中医文化误读现象，指出该误

读误译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译者对中医药文化的理解不深，并强调译者

正确理解和翻译中医文化的重要性。 

（四）医者形象研究 

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医者形象一直备受学者们的关注。通过对古代小

说中的医者形象的分析和解读，学者们试图揭示其文学意义、文化背景

以及人物塑造等方面的内涵。当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首

先，学者们通过对古代小说中医者角色的描述和行为分析，推测出当时

医学知识和医疗实践情况，还有学者通过比较不同时期和不同类型文学

作品中医者形象的异同，进一步探讨了文学创作和社会医疗现实的互动

关系。如秦鑫分析了清代医者形象，探讨医学与文学双重影响下的医者

形象的变迁，以及清代医者群体的生存状况和医患关系[22]。其次，相关学

者关注医者形象与文化观念的关系，探讨医者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在古代

社会中的地位和角色认同，探讨医者形象的文学价值和医学价值（李晓

梅、王忠禄 2013[23]；郑炜华、杨玲 2014[24]）。此外，一些学者还通过比

较不同小说中医者形象的异同，研究人物塑造的艺术手法和意图，如李

婷婷以《金瓶梅词话》《醒世姻缘传》《红楼梦》为例，对比了这三部明

清小说中的医者形象，并探讨了医者形象的艺术功用以及医者形象塑造

的时代意义[25]。这些医者形象研究对于我们深入了解古代医学文化、社会

伦理观念以及文学创作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医者形象的解读，可以窥

见作家对医者职业、医德医风、救死扶伤精神等的思考和表达。此外，

医者形象研究还能够引发我们对当代医学伦理和医患关系的反思，向我

们展示医者的人文关怀与责任担当。因此，这一领域的研究具有深远的

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 

三、中国古代涉医文学研究的前瞻思考 

中国古代涉医文学研究已在学术界引起了一定关注，相关学者通过

对古代小说、诗歌、戏剧等文学作品中涉及医学知识、医疗活动和医者

形象的研究，以揭示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中医药文化现象，以及文医互融

的关系。尽管古代涉医文学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仍然存在一些

问题。就涉医文学的中医文化现象研究而言，目前的研究主要依赖于文

本分析和学术解读，主要是从中医学视角分析文学作品中的中医药内容，

对于中医文化与文学作品的深度融合还缺乏深入探讨。因此，可以通过

跨学科研究方法，如文学、医学、文化研究的交叉应用，来更好地理解

中医文化在古代文学中的表达。就疾病书写研究而言，目前大多数的疾

病书写研究仍停留在对病情描写的表面层面，缺乏对疾病在古代社会、

文化和哲学背景下的深入探讨。因此，研究者可以结合社会文化背景、

医学知识和文学分析方法，从更广泛的角度审视疾病书写，并对其在古

代文学中的意义进行解读。 

就中医文化翻译研究而言，中国古代涉医文学中常常包含大量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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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术语和知识，这些术语在翻译过程中往往难以准确传达。现有的涉医

文学研究中，对于中医文化翻译的问题尚未得到足够的关注。相关研究

多集中在《红楼梦》，其他涉医文学研究成果较少，就翻译研究的语种而

言，基本以英译为主，其他语种的译文研究较少。为了更好地传播和推

广中医文化，有必要开展更多关于中医文化翻译的研究，提出有效的翻

译策略和方法，从而为涉医文学当中的中医药文化翻译的准确性和有效

性提供可供参考的范例。就医者形象研究而言，现有的医者形象研究仍

很零散，缺乏系统性的探索。未来的涉医文学研究可以深入挖掘古代医

者形象的文化内涵、形象塑造手法以及其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从而丰

富我们对医者形象的认识。 

此外，现有研究多集中在古代小说领域，对其他文学形式如诗歌、

戏剧的涉医题材研究相对较少。且研究范围多限于明清时期，对于更早

的古代医学文化的研究还相对欠缺。为了进一步深化中国古代涉医文学

研究，首先应扩大研究范围，将重点不仅放在小说领域，还应关注其他

文学形式中的涉医题材，如诗歌、戏剧、传记等。其次，加强对早期古

代医学文化的研究，探索更早时期的医学知识和医疗实践，以获得更全

面的认识。此外，还需进一步拓宽研究方法，可以结合历史、社会学、

文化研究等学科，进行跨学科的研究，以促进对涉医文学的更深入理解。 

总之，中国古代涉医文学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为了进一步深化该

领域研究，建议研究者们开展跨学科合作，以及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以

加深对中外涉医文学的对比和交流。借助多种研究方法，丰富分析角度，

以全面解读涉医文学作品中的中医文化、疾病书写、医者形象等内容。

此外，应当鼓励相关学者进行更多的原始文献的整理和翻译工作，进行

更多关于中医文化翻译的研究，提高文化传播的准确性和有效性。通过

这些努力，可以促进中国古代涉医文学研究的发展，使其更好地为人们

所了解和认知。中国古代涉医文学研究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通过持续

努力和多方合作，可以推动该领域的进一步发展，加深对古代医学文化

的认识，并为文学、医学和文化的研究提供丰富的历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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