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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进一步唤醒了中国人民的民族危机意识，救亡图强成为一股强大的
社会思潮，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出现了重大的转折。
鉴于内忧外患日益深重，清朝廷也决定效法日本，实行维新，于是兴起了第一次“留日潮”。
本书著者余云岫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胸怀救国壮志，负笈东渡，习济民之术，日后成为20世纪上半叶
上海的一代名医。
他积极传播新医学和新文化，提倡医学革命，在中国近代医学发展的历史上激起过不小的波澜。
　　如今了解余云岫的人已经很少，他的著作也尘封在少数几个图书馆里，难以寻觅。
然而，近半个世纪以来，他的名字却不时出现在一些有关中医的文字里，被当做“反面人物”加以鞭
挞，蒙冤受辱。
但是，如果不存偏见，认真阅读他的著作，你就会发现他不仅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和锐意革新的医学
家，而且也是具有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怀的新文化运动开拓者。
他的著作经受了历史的检验，其意义不仅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稍有所失，而且至今对于我国的医疗卫
生事业仍然具有重大意义。
余云岫的经历说明，在文化上超越时代、弃旧图新的杰出人物，往往难以见容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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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文章主要是从余云岫的文集——《余氏医述》或《医学革命论集》一至三集中选取的，按照内
容编成六个部分：一、对中医的系统研究与批判；二、关于废止旧医案；三、本草研究；四、中国医
学史研究；五、医疗卫生工作与文化批评；六、序类。
　　本书的核心内容是对中医的系统研究与批判，这些文章都是余云岫对中医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充分
研究的成果。
所以，江苏的一位老中医说：“大家都知道西医前辈余云岫先生最最反对中医⋯⋯但他对中医学方面
的研究，是有相当深厚的基础，一般中医远远的望尘莫及。
”有人称赞他的这些文章“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巨制。
前无古人者，昔日旧医既无现代知识，自不足以言今学；后无来者，则此后新医界，尚得有人读如许
旧医典籍，能作如许文章，然后与谬妄邪说作知彼知己之搏战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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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余云岫生平　　余云岫名岩，号百之，字云岫，以字行。
1879年10月28日，出生于浙江镇海县澥浦镇余严村的一个贫苦家庭，兄弟五人，先生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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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焦先生说：“西医的长处，在于物质文明进步，优良的器械运用，诊察精确，消毒严密。
”西医的长处，固然不止这几种，然而这几种的长处，是焦先生所承认的了。
并且可以反证得：“国医是物质文明不进步，无优良的器械运用，诊察不精确，消毒不严密。
”国医这几件短处，当然焦先生也不能不承认的了。
我以为这几种长短处，就可以判定医学的命运，已经是非同小可。
焦先生以及国人，请用冷静的头脑、公平的心气，听我道来。
　　第一件，物质文明。
医学的对象是人的身体。
人是自然界中的一种动物，他的视听、言动、知觉、思想、感情和种种生活现象，都有一定的装置、
一定的规律。
医生最低限度，也应该晓得人体构造和生理规律，然后可能进一步探究病变的情形，确定治疗的方针
。
若是这一点基本知识还没有具备，要想整理众说，研求高深，距离未免差得太远了。
这班学无根底的医生，请问怎样能够真实地医治疾病呢？
所以谨遵焦先生“从学理上探讨”的命令，论起来国医所宣传的医好某某疾病等话，除了大部分属于
夸大宣传之外，其余所有的实在情形，都是逃不出章潢《图书编》所说的“幸中偶合”四字范围之内
。
古语说：“皮之不存，毛将安附？
”还有什么学理方术可讲呢？
一切都是虚伪啦！
　　第二件，器械运用。
简单地说几句，有了显微镜，方才能发现微生物；有了麻醉药，方才有开腹术的进步，可以目验生活
的脏腑；有了爱克司光线，方才能确实诊断内部的几种毛病，治疗几种恶性肿瘤和顽固的皮肤病。
器械的优良，对于整个医学的进步上，是有莫大的关系。
焦先生应该记得“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格言，也应该记得，我国古来对于医生，叫做“工”
，所以有“上工”、“下工”的名词。
若是器械不精良，做医工的，当然不能善其事了。
所以国医的不能善其事，是无可掩讳的事实。
换一句说，就是国医方术的不好，是不可逃避的因果律，是不可摇动的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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