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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源及流比较系统地将日本汉方医学的发展脉络介绍给读者，并从社会、文化、宗教等各个角度
出发，深入探讨分析了近世时期日本汉方医学各流派兴起、形成、变化的原因，描述了汉方医学运动
变化的轨迹。
这对于从事中医学以及中日文化交流事业的读者来说，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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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东洞对阴阳五行、运气病因等皆视为臆说，强调根据临床实际随证用药，不拘病因。
他否定后世派的元气虚损及朱丹溪的“阳有余而阴不足”论。
他在《医断》中指出：“医之术也，攻而已，无有补也。
药者一乎攻焉者也，攻击疾病已。
精气者，人之所以生也，可养以持焉。
养持之者，谷肉果菜耳。
不日补而日养，古之言也。
”他认为医术无补法，反对后世派医家补元气之说。
东洞在《古书医言》中指出“医之于术也，攻而已，无有补矣。
药者一乎攻焉者也，攻击疾病矣。
《内经》日：攻病以毒药，此古之法也”；“药者，偏性之毒物耳，是以虽能拔邪气，而不能补精气
也”。
这与后世派医家长于调补的思想是大相径庭的。
东洞的医学几乎排斥了后世派所有的理论，他的万病一毒论是一个带有浓厚古代医学色彩的朴素疾病
观。
　　吉益东洞在医学思想上，由观察和实验的立场出发，力倡“实证亲试”，通过四诊归纳为某方证
，然后取相应的方剂进行治疗，提倡“方证相对”。
他注重实效，竭力反对理论上的牵强附会，后来发展到把一切中医理论，不问是非，皆斥为“空谈虚
论”，如他认为阴阳五行为“天事”，不可测度，不能实见，乃是与“人事”无关的空洞理论。
他还怀疑中医的脏象、经络、药性、诊脉等各方面的理论和学说，认为或无眼见之实，或故弄玄虚，
多属想象，即使《伤寒论》，不经亲试，亦不可信。
所以他在《类聚方》中，专列有“未试仲景方”10首，以为未尝实用，不作妄断。
　　综上所述，东洞崇奉仲景之学，在推广经方运用，重视临床实践等方面，成就颇为突出，对古方
派乃至整个日本汉方医学的发展皆起到积极作用。
在日本，尤其是明治以后的汉方医家都认为吉益东洞是日本汉方界的中心人物。
比如：“从古方派医家出现后，又过六七十年才有吉益东洞这位豪杰，终于征服了全日本医界。
”“吉益东洞实现香川修庵的理想，向病人追求实际真理，终于从临床立场成立了古方派学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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