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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医学史通识丛书·扶桑汉方的春晖秋色：日本传统医学与文化》采用了较多的图像资料。
图文并茂不仅能够避免枯燥，增加可读性，而且可以充实内容，裨益对文字内容的理解，同时有助于
读者直观地了解日本在文化传承与史料保护方面的实际状况与特点。
本书充分利用了日本学者的考证结果，而不纠缠诸如某人生卒之年、著作撰写或出版年份的考证。
考虑到面面俱到、篇幅冗长的“通史”性著作并不适合一般读者的需要，且容易使人不得其要，故本
书没有按时问顺序全面述说日本汉方医学的诸多细节，而仅是遴选了一些风云人物、有趣之事、垂世
之说，略作介绍，以使读者得以远眺东方地平线上扶桑之国的古代医学，了解岐黄之术在异域生活的
方方面面；进而了解日本，了解日本的文化；在与中国医学加以比较的基础上，对自身所处的社会及
历史文化产生更为深刻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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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廖育群，1953年生，B型血、处女座，祖籍湖北兴山。
从小喜欢养鱼种花，最讨厌的课就是历史！
文革时期做工务农，恢复高考时就读于北京第二医学院中医系，毕业后人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纯属
意外步入科学史研究。
从未受过任何史学训练，也不尊奉权威之言、书本之训，随心所欲写文章，同道谓之“另类”。
1996年晋升研究员，主要从事医学史研究，著有《岐黄医道》、《医者意也》、《阿输吠陀——印度
传统医学》、《远眺皇汉医学》等。
所论多出炒菜做饭时，或躺在地板上想想某事的来龙去脉应该如何——没有最基本科学知识的古人会
怎样思考问题、认识自然、构建理论？
有所“顿悟”后再去查阅文献、理解文字的“本意”。
后因兼任行政职务，视角始从知识“内史”转向关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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诠释——日本脚气病史的再检讨 1.13本脚气病流行史撮要 2.“脚气”与“真脚气” 3.依据症状的诊断
4.脚气与梅毒 5.未知的“冲心”之病 6.关于米食的认识 廿四麦饭男爵——高木兼宽 1.圆了做医生的梦
2.完全是另一个世界 3.意想不到的命运转折 4.艰难的兵食改良与成功 5.“诊治疾病”与“诊治病人” 6.
返还日本文化的晚年 7.成功的经验与错误的理论 结语 参考文献 日本各时期各方面传统医学代表性人
物生卒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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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学术旨要 田代三喜的学术特点可以归纳为三。
一是接受了中国明代医学的基本要素，注重对于各种疾病属性的阴阳、寒热、表里、虚实的辨证，并
依此选择药物。
《三归迥翁医书》中收录的各书基本上都是以疾病为目，如《当流大成快捷方式度印可集》的目录为
始于“中风”、结束于“耳病”的四十“门”；《和极集》包括始于“中风”，止于“痈疔”的四十
二“门”。
所谓理论性的知识，都是贯穿在对各种疾病属性、治疗方法、处方加减以及药物性能的论说之中，而
没有单独谈“理论”、“原则”的章节。
 在日本的医学史著作中，通常认为田代三喜留学中国习得了“李朱医学”——即享有“金元四大家”
之誉的李东垣和朱丹溪的医学体系。
对于中国传统医学有所了解的读者大都知道，李东垣认为所谓人体中的“元气”，就是“胃气”；脾
胃受损，百病由生，故被称为“补土派”。
朱丹溪认为人体“阳常有余，阴恒不足”，治疗中注重“滋阴补血”，故被称为“养阴派”。
与同属“金元四大家”的其他二人，即主张“火热为害”、重用清热法的刘完素，以及主张用汗、吐
、下三法攻击病邪的张子和相较，李、朱二人显然偏重“补法”。
然而实际上，以田代三喜和曲直濑道三师徒为代表的所谓“后世派”，并非仅仅接受了李东垣与朱丹
溪的医学主张，在治疗方面也没有偏重或好用温补的特点。
所以从总体上看，后世派之所习所用固然是以中国金元和明代医家的著作为主，其中许多是出自金元
四大家及其弟子之手，但其医学主旨则是以“察证辨治”为基本特点。
作为“察证”的纲领，自然离不开阴阳、寒热、虚实、表里等概念。
同时，他们也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宋代以后才在中国医界出现或普遍流行的“引经药”、“运气学说”
等。
这些都成为被后来兴起之古方派攻击的口实——谓其“全部都是虚幻不实之论”。
对于这种批评，有学者从后世派也具有“实证性”要素的角度予以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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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扶桑汉方的春晖秋色:日本传统医学与文化》适于医学史研究者以及对日本传统医学与文化感兴趣的
读者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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