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除了王汎森與徐亮工的大作外，其他為二○

○三年於本所舉行的第一屈亞洲醫學史學會年會的會

議論文。

王汎森新任本所所長之初，即適逢本所七十五週

年所慶，他的〈歷史研究的新視野：重讀〈歷史語言

研究所工作之旨趣〉〉除了介紹本所的研究外，也勾勒

出本所未來的願景。徐亮工的〈從「書」裏到「書」

外：徐中舒先生的學術與生平〉則介紹了他的祖父－

也是史語所前輩－徐中舒的學思歷程。本刊下期亦將

推出徐中舒遺稿〈東北史綱〉中的精選，敬請期待。

第一屈亞洲醫學史學會年會專輯中，我們選了五

篇論文。Harold J. Cook探討了Willem ten Rhijne 在十七

世紀與日本醫學的交流；李貞德則介紹了本所生命醫

療史研究室同仁的研究和台灣醫療史研究的共同走

向；伊東章子分析二十世紀初電療儀器在日本的風行

的歷史；Barbara Volkmar 則試圖從中醫對抗天花的例

子，反省一般中醫史的研究方法；張賢哲與蔡貴花則

觀察了台灣中藥商的藥材知識和日常生活，是一篇相

當有趣的田野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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