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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1 9 3 0年以前 (幕府末期

到明治时代 )
:

卜I衣对 《内经》 的研究
,

受清代考证学

丝影 响
,

十八世纪后期
,

由多纪元直
,

目

黑道琢等人成立考证派
,

并 由一手掌握德 川

幕府医学行政的多纪氏一家
,

及其门下所扩

充
。

于十八世纪未期到十九世纪中叶
,

臻达

顶峰
。

(主要人物 )

多纪元 气 (1 7 5 5 ~ 1 8工O) 一一一一一 多纪 元 z青匕 ( 17 8 1一 1 8 2 7 )

}
}
1一一 多纪 元 坚 ( 17 9 5一 1 8 5 7 )

伊泽兰 杆 (1 7 7 7 ~ 1 8 2 9 ) 涩江 全善 (1 8 0 5一 18 5 8 )

】一一 气 立之 (1 8 0 7一 1 8 8 5 )

!
}
! 一一 固西 玄亭
!
1
}一一 清 ]日玄道

!
!
t一一山 田 业 广 (1 8 0 7 一 1 8 8 1)

〔主要 著作〕
一

《素问识》 八卷 多纪元 简 1 8 0 6年刊 (文化 3 年 )

《灵枢 识》 六卷 多纪元 简 1 8 0 8年刊 (文化 5 年 )

《黄帝八十一难 经硫证》 多纪元 凤 1 8 19年刊 (文政 2 年 )

《灵 枢讲 义》 涩 江 全善 1 8 4 5年著 (弘化 2 年 )

《素 问校异》 涩江 全善

《素问绍 识》 四 卷 多纪 元 坚 1 8 4 6年刊

《素问考注 提要》 森 立之 1 8 6 0年著 (安政 7 年 )

《素问考注》 全二十 卷 森 立之 18 6 4年著 (元治 元年 )

《素问答日记》 喜多村直宽 1 8 6 4年

1 8 38年
,

因于内外的变革因素
,

德川幕 则的施行
,

汉方医学趋于被全面否定
,

只有

府 的封建体制
,

被明治资本主 义体制所取 针灸
、

按摩作为视力障碍者的职业而被保存

代
,

日本的医学
,

医疗全面转向西洋近代医 下来
。

所 以自此至 19 3 0年间
,

内经 研究
,

几

学
。

1 8 7 4年 (明治 7 年 )
,

颁布
“医制 ” ,

近无人再予 问津
,

仅山田业广于1 8 7 3年 (明

1 8 8 3 年 (明治16 年)
,

由于医师 行医许可规 治 6 年 ) 著有 《素问次注集疏》
。



2
、

1 9 3 0年以后的内经研究
1 9 1 1年 (明治44 年)

,

内务省公布了

“
针术

、

灸术营业者取缔规则
” 。

据此
,

诸

如 传染病
、

孕期
、

发热期 以及衰弱时期等
,

作为禁灸疾患规定下来
。

但是
,

对汉方医学法制上的压迫
,

汤本

求真
、

木村博昭
、

和 田启十郎
、

森道伯
、

中

山忠直等人
,

则力三
.

其有效) 并力予证实
二

由于他们 的研究
、

临床
、

著作
,

在明治末

期
,

到大正
、

昭和初期 (1 9 1 0一一 1 9 3 0年

间 )
,

汉方医学复兴之势日趋高涨
,

进入

19 3 0 年代
,

针灸界的局面也为之一新
。

此后

的五十年
,

分为如下三个时期
:

第一期 (1 9 3 0一一 19 4 5年
,

昭和 5 一2 0

年 )

第二期 (1 9 4 6一一 1 9 7 5年
,

昭和 2 1一5 0

年 )

第三期 (1 9 7 6年一一 昭和51 一

年 )

第一期 (19 3 0一一 16 4 5年 )

“经络治 疗派
”

成为针灸界新潮流的中心代表人物是柳

谷清助 。 9 0 6一一1 9 5 9
,

明治 3 9一一昭和 3 4

年 )
,

柳谷 自号素灵
。

19 2 7年 (昭和 2 年 )
,

年仅22 岁时
,

在东京开办素灵针灸塾
,

并提

出
“
返回古典

” 的口 号
,

对此呼吁
,

冈部 素

道
、

井上惠理等年青针灸家
,

应声响应
,

以

后又加上 负责编辑
“
东邦医学志

” 的竹山晋

一郎
,

一个针灸洲丈复兴运动团体因之形成 )

称 之为
“
经络治疗派

” ,

(又称 “
古典针灸

派
” )

。

于此
,

内经研究的主体则是总结
、

汇集

把古典针灸临床系统化
,

把明治以来的对证

疗法的针灸使之转换为随证疗法的方法论
。

为此
,

素问
、

灵枢虽为其研究对象
,

但为能

在短期内形成一个有效的体系
,

则不得不以

难经作为中心
。

尤其是自明治以来
,

汤液疗

法只限于西 医使用
,

而且在法律上
,

针灸家

被排斥于医疗范畴之外
,

诊断权被剥夺
,

因

此
,

对上述之系统化
,

特别是脉诊方 法
,

较

之与汤液疗法通用的脉诊法
,

不如把重点置

于有利判断经络虚实的比较脉诊法
。

“经络治疗派
,,
采用的脉诊法

,

即滑寿

提倡的六部定位脉诊法
,

且其治疗原则
,

以

与此脉诊方法关连至甚的难经69 难
、

75 难之

取 六法为其中心
。

这个时期的内经研究
,

难经

成为中心
,

特另l]是以后加入这个学派的本 间

详 日 (1 9 0 4一 1 9 6 2 ,

明治3 了一一昭和 3 7年
,

)

以 ((难经本义大钞》 (森本玄闲
、

1 6 7 8年 )

为素材
,

从事难经研究
,

于 1 9 6 2年
,

第二期

时得以完成
。

于 1 9 3 6一 1 9 4 4年 (昭和 1 1一 1 ,

年 ) 的八年间
,

其它的内经方面 的研究
,

被作为日本 当时唯一的针灸专门 月刊
,

成

为古典针灸 复兴中心的 《东邦 医学》 杂志

(驹井一雄主编
,

竹山晋一郎编集 ) 汇集
。

但是内经研究所见不多
。

如 自1 9 3 9年以后
,

每期有 2 一 3 页
,

连载 41 次 的玉 冈秀次 时
“
针灸甲乙经概纲

”

中
,

只是和训和解说
。

《素问
、

太素经研究一一矢教五郎的作

用》

这个时期内经研究最出色的是汉方家矢

教五郎 (号有道 )对 《素问 》 和 仁和寺本 《太

素》 的研究
。

矢数有道 (1 9 0 8一一 1 9 4 6 平
,

明

治 4 1年一一昭和21 年)
,

为汉方医森道伯几

下
,

师事于其兄矢数格及矢数道明
。

1 9 3 6年 (昭和 11 年 )
,

在 《汉方与汉药》

杂志 上
、

发表了 《题素问》
,

指出因未能于巴

素问中的五运六气学说
,

正确地
,

历史地摆

位
,

以致 汉方家忽视素问
,

是一个大错误
。

并于 19 3 9年 (昭和 14 年)
,

同杂志发表了 《如

何活用素问一一从经验主义中摆脱出来》 的

文章
,

正确摆放了阴阳五行学说的位置
,

并

主张素问与伤寒
、

金匾的连贯 性
。

并且也起

到了间接批判把重点放在难经的经络治疗派
_

的作用
。

矢数氏的最大业绩是对仁和寺本黄

帝 内经太素的研究
。

1 9 4 3年 (昭和 18 年)
,

实地查阅了仁和寺太素经原本
。

同年 5 月于
-

《汉方与汉药》杂志
,

发表了其研究 成果
,



指出了在内经研究方面
,

太素经的重要性
,

并且考察了著作年代
、

以及东渡日本的年代

等
。

其研究的内容 和方法
,

给 以后的第二期

工
、

又很大的启发
。

古 次针灸研 完会的诞生

并行于
“

经络治疗
”

体系的普及
,

于 1 9 4。

年 (昭和 1 5年 )
,

柳 谷素灵和井上惠理设立

古典针灸研究会
,

后又有本 间详白
、

小野文

惠等参加
,

而成为针灸古 典正式研究的开

端
。

现任会长是井上唯文
。

附
:

第一期
,

有关内经的主要著作
:

19 3 3年 (昭和 8 年 ) 《古典补泻论》

冈 部素道

19 3 3 年
·

(昭和 8 年 ) 《素问 ( 1 ) 》

田 中吉左 卫 门

1 9 3 4年 (昭和 9 年) 《素问的 予备知识》

渡道 熙

19 3 6年 (昭和 n 年 ) 《题素问》

夫数 有道
1 9 3 7年 (昭和12 年 ) 《宋 以前 医籍考》

J习西 为人

19 3 9年 (昭和 15 年 ) 《如何活 用素问》

失数有道

1 9 4 0年 (昭和 1 5年 ) 《内经的研 完》

矢数有道

1 9凌3年 (昭和 18 年 ) 《有关黄帝内经太

素 的研 究》 夫数有道

第二期 (19 4 5一一1 9 7 5年
,

昭和 2 0一 5 0

年 )
:

因第二次世界大战
,

研究的中断
、

研究

者的战死
、

离散
,

以及由于占领军 禁止针灸

和与之相应的科学化路 线
, 19 4 5年后的内经

研究已非日本针灸的主流
。 “经络治疗派

”

的研究
,

以 1 9 4 9年 (昭和 2 4年 )
,

本间详白

著 《经络治疗讲话》大体上告一段落
。

九山 昌朗新的 内经研完

新的内经研究是以丸山昌朗 (1 9 17一 19

75 年
,

大正 6 一一侣和 50 年)
,

和长泽善夫

所著 《经络的研究》开始
,

以其追求针刺时

的针感现象而为现代经络针灸研究 的起始
。

丸 山氏填补了幕府末年以来
,

80 年的空白
。

于 1 9 6 0年 (昭和 3 5年)讲 授素问
, 19 6 5年 印召

和 3 8年) 刊行了 《校勘和训黄帝素问》
。

继

于 1 9 6 5年昭和38 年刊行了 《校勘和训黄帝针

经》
。

又于 1 9 6 4一1 9 7 1年 印召和 3 9一 16年 )

第二次讲授素问
。

1 9 6 8一 19 7 4 年 (昭和 43 一4 9

年 )
,

举行灵枢课之讲授
,

致力内经研究者的

培养
。

丸山氏内经研究 的主要特长是重视太

素
、

甲乙经 的校勘
,

第一次阐明了 内经是时

代
、

流派不同的诸学派的集成
。

主张内经
、

素问
、

灵枢是分别不同的别本
。

再有
,

与工

藤训正一起
,

把灵枢中的刺络治疗法重新评

价
,

并从现代角度予 以阐明
。

在丸山昌朗学

术体系继承 当中
,

特别是藤木俊郎 (1 9 3 1一
1 9 76年

,

昭和 6 一 51 年 )
,

进一步发展了丸

山始创的研究方法
,

并大体上告一段 落
。

特

另]l是所著
《经脉病证 的历史追求

》 (1 9 73 年
.

昭和 4 8年 )
、 《素论各著成书之试论

》 (1 9 7 5

年
,

昭和 50 年 )
、 《通评 虚实论的研究

》 《大奇

论的研究》等研究
、

可为丸山学术体系的顶

点
。

他如石原明 (10 2生一 1 9 5 0年)在医史学的

研究 方面
,

著有《有关太素经缺卷的研究
》 。

附 第 2 期 内经研 完主要著作
:

19 4 9年 (昭和 2 4年 ) 《经络 治 疗许

话》 本间祥白

1 9 5 0年 (昭 和2 5年) 《经络的 研 完》

九山 昌朗
·

长洪善夫

1 9 5 5年 (昭和 3 0年) 《刺络治 疗法》

丸山 昌朗
·

工藤训正

1 9 6 1年 (昭和 36 年) 《准南子 中气的

研 完》 平 田祯 吉

1 9 6 2年 “召和 3 7年) 《论素问之 成

书》
、

九山 昌 朗

1 9 6 2年 (昭和37 年 ) 《素问
·

灵枢 中

阴 阳五行说的 意义》 丸 山 昌朗

1 9 6 2 年 (昭和 3 7年 ) 《难经的 研 究》

本同祥白

1 9 6 3年 (昭和 3 8 年 ) 校勘和训 黄帝素



问
·

十卷》 九山 昌朗

1 9 6 3 年 (昭 和 3 3 年 ) 《素问指 南》

九山 昌朗

19 6 4年 (昭 和 3 9 年 ) 《太 素经 缺卷覆

刻
·

和
一

洲
·

解说 》 几山 昌朗
·

石 原明
,

曰 口 友康

1叫 5
一

羊 (昭 和 4 O
一

午) 《校勘和 训黄帝

针 经
·

十二 卷》 九 山 昌 朗

1 9 G 5 年 (昭和 4 0年 ) 《灵柜之成书》

九 山 昌朗

1 9 7 3 年 (昭和 1 8年 ) 《经脉病证的 历

史的 玉色求》 藤木俊郎

1 9 7二长 (昭和均年 ) 《史 i乙仓 公传和

问 》 藤木了之郎

1 9 7 4年 (昭 f叫 9
一

午) 洲注 铜人输穴

针 夫图经 》 九山 昌朗

19 了5
一

平 (沼 不
,

5 0
一

年) 《素问和 九针十

二 原》 藤
,

木俊 郎

1 , 7 5 年 (昭和 50 年 ) 《几李问
一

各篇成书

之试 :仑》 藤木俊 郎

均加
一

羊 (昭和 51 爷) 《
一

索问医 学的世

界》 藤木俊 郎

1 9了9
一

年 (招和引
一

年) 《针灸 医学源流

考》 藤木俊 郎

第三期 ( 19 7 5年以后
,

昭和s e年 以后 )

在第二明中
,

除丸山学术体 系外
,

还有柴

崎深三的 《黄帝内经素问新义 解》
,

小曾户

丈夫的 《意释》 等研究
。

}旦自19 7 5年
,

(昭

和 5 0 年 )
,

丸山昌朗
,

19 7 6年
,

(l一召和 5 1

年 )
, !漂债: 滚哪 的去世

,

第 二期的内经研

究
,

大体完 结
。

第三期的特点是
,

少攻针灸旧床家所进

行的个人研究几达 项点
,

新的有组织的研究

开始
,

针灸临床家 以外的专门研究 者
,

梦加

列内经研究 中来
。

有组织 的研 元
,

}匕咀研究听的 斋藤隆
、

丸山
.

叭朗卫士等

于 1 9 7 9年 翻召和 51 平)
,

刊 行 《索}中防床索

引集》
、

1 9 8多乒 (昭 FJJ 5 7 平) 刊 污 《灵枢临

床索引集 )
,

进们
一

丁 内异索引的初步编订
。

同样条原等 人之 《难经总索引》 之编出
,

标

示了价订的规范
。

这些
,

与近袭夕奋井东洋医

学研究 会小曾户洋等之 《脉经之研究》 (19

8叫荞
、 ’

召和 55 年) 一起
,

标志 着内经研完

的
,

一个有组织的
,

集团的
,

必要时期的川

来
。

1 9 7 8年 卯理和 5 7年)
,

得到 交部省 科
户

诊

研究经费补助刊 行的 《
’

戈的研究 》
,

还有纲

罗的东洋哲学
、

东洋史学
、

科学史 等方面 的

专门研究者
,

作 为有组 织的研究 也被注目
。

1 9 8 4年所创设的贩塾可 以说也承担着内经研

究的一部 分
。

专 门研 究者的 内经研 完

以中国的针刺麻醉
,

或 因近代医学的 丈

些障壁为契机
,

许多 专门研究者对针灸领域

开 始抱以关心
。

科学史
、

医学史东洋哲学
、

文

献学
、

书志学
、

语法学等的专门研究者
,

开始

着 目于内经
,

如 研究科学史的京都大学人文

研究所的山 田庆 几
, 1 9 7 9年 (昭和 5 4 年 )

,

论考了 《贫 帝内经 的成
一

括》
,

1 9 8 0年 (唱

和 5 5年 )
,

论考了 《九宫 了
’、

风说 与少师 派的

立场》等
。

赤掘明从 1 9 7 9年 (昭和 5 4年 ) 以

来
,

《阴莎I
一

{十一经脉 仃1素问》
,

1 9 8 1年 (}}召

和 5 6年 )
,

《阴阳十一脉灸经的研究》 等沦

文不断发表
。

筑波大学研究东洋哲学的丸山

敏 秋于 1 98 1年 (昭 和 5 6 年)
,

发表了 《三阴

三阳的起源和开展》
,

1 9 8 2年 (唱和 5 7年)

发表了 《杨上善和
一

自水一一杨王两注比较 i仑

的考察》 等
。

(杨育周 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