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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外学术交流
·

日本医学大事年表

天津中医学院客座教授 日本T CM 研究所所长

安井广迪

大和时代 ( 2 2 7 ~ 7 0 9年 )

4招 大和朝廷向新罗请求良医
,

金武来日为天皇

治好疾病后归国
。

45 8 夭皇向百济请求良医
,

高丽医生德莱来到皇

朝
。

由于他世代久居难波
,

并以医为业
,

所

以被称为
“

难波药师
” 。

55 3 医学博士王有陵陀
,

采药师潘量丰
,

丁有陀

从百济来日
。

56 2 员人知聪携带药书
,
明 堂 图等160 卷来 日

,

这是外国医书传入日本的最早正式记录
。

5 82 圣德大子兴建四天王寺
。

60 2 百济僧劝勒捷带历算
、

天文
、

遁甲
、

方术等

书来日
。

山背巨 日并立学习他的医术
。

6 08 惠 日
、

福田随同遣隋使渡住中国
,

15 年后学

成医术归日
.

奈良时代 ( 7 0 2~ 7 9 4年 )

70 1 大宝律令
。

71 。 发布养老律令
,

其中包括
“

医疾令” ,

指定

《甲乙经 》
、

《脉 经 》
、

《脉 诀 》
、

《本

覃 》
、

《小品方 》
、

《集验方 》
、

《素问 》
、

《黄帝针经 》
、

《明 堂 》
、

《流 注 经 》
、

《傻侧图 》
、

《赤鸟针经 》等作为医针生的

教科书
。

75 4 鉴真和尚东渡成功
,

带往 日本大量药物
。

平安旧剑弋( 7 94 ~ 1 1 0 2年 )

80 8 出云广贞
、

安倍直奉救收集来自日本各地的

民间方 剂
,

著成 《大同类聚方 》1 00卷
,

此

外
,

出云广贞还撰有 《难经开委》
。

87 。 营原岑继等撰 《金兰方 》
。

89 8 藤原佐世著 《日本国见在书目录》
,

其中著

录有许多中国医药书籍
。

91 8 深根辅仁著 《本草和名》
。

92 2~ 93 1前后 源顺著 《和名类聚抄 》
。

92 7 《延喜式》完成
,

典药案中规定
,

将 《太素

经 》
、

《新修本草 》
、

《小 品 方 》
、

《明

堂》
、

《/计一难经 》等五部医书列为医用

教科书
。

” 4 丹波康赖著《医心方 》3 。卷
,

是现存最古的

日本医籍
。

” 1 具平亲王著 《弘决外典抄 》
。

1 08 1 丹波稚忠著 《医略抄 》
。

1 184 释莲基著 《长生疗养方 》
。

镶仓时代 ( 11 02 ~ 13 3
:

3年 )

1 2 1 4 荣西著 《饮茶养生论 》
。

12 8 4 淮宗具俊著 《本草色叶抄 》
。

12 87 忍性在镰仓兴建极乐寺
,

内设有病院
,

担负

救疗职责
。

12 88 丹波行长著 《卫生秘要抄 》
。

1 29 3 惟宗时俊著《医家千字文 》
。

129 4 曾世荣著 《活幼心书》
。

1 30 3 提原性全著 《顿医抄 》50 卷
。

1 3 15 拥原性全著 《万安方 》62 卷
。

南北朝时代 ( 13 55~ 13 92年 )

1 35 8 安芸守定被封为尚药
。

1 392 僧有邻著 《福田方》12 卷
。

137 8 竹田昌庆从中国明朝携医书及针灸铜人模型

回到 日本
。

室盯时代 ( 1 302 ~ 15 75年 )

1 4 5 2 月湖 ( 在明期间 )著 《全九卷 》
。

1 45 6 竹田昭庆著 《延寿类要 》
。

1 4 9 8 田代三喜结束12 年的留学生涯
,

由中国返回

日本
。

永正年间 和气明亲渡明学医
,

在明期间
,

与熊宗

立交往甚密
。

1 5 08 坂净运著 《续添鸿宝秘要抄 》
。

1 5 1 2 竹田秀庆的《月海录 》一书中记载了京都出

现梅毒的情况
。

1 52 5 竹田定裕著 《伤寒初心抄》
。

1 5 28 步界帮 (属大坂 )的阿佐井野宗瑞翻刻 《医书

大全》
,

出版医书就是以该邦开始的
。

1 5 36 日下氏翻刻《勿听子俗解八十一难经 》 ,

是

第二部日刻本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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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田宗桂随从策良周良渡往明朝
, 4 年后返

日
。

金持重弘由明归 日
,

并传来针灸技术
。

曲直獭道三完成了向田代三喜的基础医学学

习后返回京都
,

其后创建学舍 “启迪院
” ,

以培养后学
,

开发童蒙
。

南条宗鉴著 《撰聚妇人方 》 8 卷
。

吉田宗桂再次渡明
,

治疗世宗疾病
, 7 年后

归 日
,

同时带来 《圣济总录》等许多医书
。

葡萄牙传教士路易斯
。

德阿鲁纳依达在丰后

(属大谷 ) 的大发宗麟附近开始了传教和救

疗活动
。

曲直獭道三著 《能毒 》 , 《云阵夜话 》等
。

吉田意休从明返 日
,

传授针术
。

安王
,

桃山时代 ( 257 5 ~ 1 6 0 3年 )

曲直獭道三著 《启迪集 》 ,

十月 参 拜 禁阂

(皇宫 )
,

将此书奉上御览
,

天艺皇 予 以嘉

奖
,

遂令僧策彦为该书作序
,

并传旨将其颁

布天下
。

吉益半笑斋著 《换骨秘录 》 ,

马 岛清 眼著

《金威录 》
。

丰巨秀吉再兴施药院
,

任命丹波为长官 (施

药院使 )
。

曲直漱道三 ( 15 07~ 卒 )
,

亨年88 岁
。

从朝鲜传来活字印刷技术
,

在 其 后 约20 年

间
,

利用这项技术出版了许多医书
,

成为医

学知识普及的巨大推进力量
。

曲直獭玄朔著 《延寿振要 》
。

江户时代 ( 1 60 3~ 156 8年 )

《本草纲目》开始传入日本
,

林罗山由长崎

携该书回到江户
,

献给幕府
。

曲直懒玄朔整理编集《医学天正记 》 ,
而该

书的首次出版则是在16 3 1年
。

秦宗巴讲授 《马 (玄台 ) 注素间 》
。

曲直欲玄朔参考 《本草纲目 》
,

增补改订曲

直漱道三的《能毒 》
。

林罗山著 《多识篇 》几

刊行曲直獭道三的《医疗众方规矩 》,

以后

该书经增补改订多次出版
。

曲直漱玄朔卒
,

享年 83 岁
。

葡萄牙传教士克里斯多福
·

费贺拉于该年改

宗归化
,

并更名为泽野忠庵
,

被委任为邪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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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监察
,

而隆还从事外科医疗活动
,

拥有许

多弟子
。

日刻本《本草纲目》首次刊行
。

卡斯帕罗
·

夏贝尔根来日
,

西玄甫向他学习

医术
,
从而形成卡斯帕罗派外科

.

戴曼公 (独立 )来日
,

将洽疗方法传授分细次

田篙山
,

另外
,

向北山友松子教授医术
。

飨庭东庵
,

林市之进等讲授 《素问》 , 《灵

浦区》
, 《难经 》

。

冈木玄治《玄治药方口解》刊行
。

日本版 《仲景全书 》首次刊行
。

上田山泽片

《切要方义 》
。

长泽道寿 《增补能毒 》刊
。

黑川道佑著 《本朝医考 》
。

古林见宜 《 日记中栋方》刊行
。

日本最早的《宋版伤寒论 》出版
,

含古屋玄

医著《阅甫食物本草 》
。

向井元升著 《厄厨备用本草 》
。

中川三柳 《新增遇案口诀 》再版 ( 首次出版

是距当时20 多年以前 )
。

冈本玄治 《玄治方

考 》刊行
。

名古屋玄医 《纂言方考 》刊行
。

瓦雷姆
·

源恩
,

拉伊内以荷兰商馆医的身份

来日 ( 1 67 6年离日 )
,

开始把有关针灸知识

介绍到欧洲
。

名古屋玄医为《医方问余 》作序
。

北山友松

子 《纂言方考评议》出版
。

北山友松子著 《增广医方口诀集 》
。

名古屋玄医 《难经注疏 》刊行
。

芦川桂洲 《病名汇解 》刊行
。

冈本一抱著 《万病回春指南 》
。

浅 井 周 伯

《鳖头溯徊集》刊行
。

恩克鲁贝尔多
·

肯贝尔来 日
,

后著有 《日木

志 》
。

杉山和一 (管针法发明人 )成立关东检校
,

以后针灸术作为盲人职业被确定下来
。

人见必大著 《本朝食鉴 》
。

名古屋玄医著 《金匡注解 》
。

冈木一抱著 《广益本草大成 》 , 《和语才居艺

纲目》
。

香月牛山《牛山活套 》自序 ( 177。年刊 ) ,

《牛山方考 》自序 ( 178 2年刊 )
。

吉村询益著 《二火辨妄 》
。

栖林镇山翻译的《红夹外科宗传 》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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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09 贝原益轩著 《大和本草 》
。

本乡正丰《医道

日用纲目 》和下津春抱 《本邦名医类案》刊

行
。

1了12 芳村询益著 《北山医话 》
。

1 7 1 3 寺岛良安著 《和汉三才图绘 》
。

贝原益轩著

《养生训 》
。

北尾春圃 《桑韩医谈 》刊行
.

1 7 1 4 士屈元厚著 《医学须知 》
。

贝原益轩卒
,

享年

8 5岁
。

了7 15 香川修庵作《小刻伤寒论 》
。

1 7 2 1 幕府在小石川设药物园
。

1 72 2 幕府在小石川药物园设养生所
。

1 7 2 4 望月三英著 《明医小史 》
。

1 72 6 松冈玄达著 《用药须知 》
。

17 2 8 香月牛山 《药笼本草 》自序 ( 1 73 4年刊 )
。

17 2 9 香川修庵 《一本堂药选 》刊行
。

17 3 1 内藤希哲 《医经解感论 》自序(17 70 年刊)
。

17 3 3 后藤良山卒
,

享年75 岁
。

17 35 内藤希哲卒
,

终年 34 岁
。

173 8 户田旭由著 《非药选 》
。

1 7 3。 将军吉宗所遣青木昆明
、

野吕元丈二人到长

崎
,

学习荷兰医学
。

17 4 。 香月牛山卒
,

享年86 岁
。

17 4 2 野吕元丈著 《阿兰陀本草和解 》
。

1 7 44 山胁东洋校定复刻《外台秘要 》
。

1 74 5 甲贺通元所著 《重订古今方汇 》刊行
。

北山

道修 《北山医案 》刊行
。

《万安方 》誊写
,

望月三英为此作序
,

1 7 47 丹羽正伯著 《普救类方》
。

鹤田无逸以 《医

断》为题整理吉益东洞的医学思想 ( 17 59年

刊 )
。

1 749 本乡正丰 《针灸重宝记 》刊行
。

175 1 吉益东洞著 《类聚方 》 ( 1了6 2年自序
, 1 76 5

年刊 )
。

户田旭斋刊行 《中条流产科全书》
。

1 7 5 2 望月三英著 《医官玄稿 》
。

《医宗金鉴 》传

入 日本
。

吉益东洞撰成 《建珠录》
。

( 176 3

年刊 )
。

1 75 5 吉益东洞 《方极 》自序 ( 176 4年刊 )
。

香川

修庵卒
,

终年73 岁
。

1了5 了 田村监水在江户汤岛开办物产会
。

1了5 9 由胁东洋 《藏志 》刊行
。

1 7 6 2 烟黄山著 《斤医断 》
。

山胁东洋卒
,

终年5 3

岁
。

1 76 3 永富独啸庵著《漫游东记 》
。

加藤谦斋 《医

疗 手 引 草 》自序
,

刊行于 17 66 ~ 17 8 4年之

问
。

1 7 6 5 山县大贰著 《医事拨乱 》
。

1 7 6 6 贺川玄悦著《产论》
。

永富独啸庵卒
,

终年

35 岁
。

浅井图南著《扁仓传割解 》
。

1 7 6 7 管沼周桂著 《针灸则 》
。

1 7 6 9 吉益东洞 《医事或问》自序 ( 1 8 25年TlJ )
。

1 77 0 津田玄仙著 《疗治茶谈 》
。

内藤希哲 《医经

解感论 》刊行
。

1了7 1 吉益东洞 《药征 》自序 ( 17 8 5年刊 )
。

1 7了3 吉益东洞卒
,

享年72 岁
。

1 77 4 杉田玄白著 《解体新书 》
。

贺川玄边著 《产

论翼 》
。

1 7了。 次恩贝尔库来日
。

1 7 7 9 香月牛山 《牛山活套 》刊行
。

1 7 8 1 烟黄山在京都西部创立医学院
,

教授医经
、

经方
、

儿科
、

妇科
、

疡医
、

针灸和本草等七

门课程
。

六角重任著 《古方便览》
,

并于翌

年 ( 17 82年 ) 刊行
。

山田 元 伦著 《名家方

选 》
。

1 7 8 2 香月牛山《牛山方考 》刊行
。

1 7 8 4 跻寿馆创百日教育法
。

工7 8 6 片仓鹤陵著 《徽病新书 》
。

1 7 8了 多纪元简著 《素问识 》
。

1 78 9 多纪元真 《广惠济急方 》刊行
。

1 7 9 。 中西深斋著 《伤寒论辨证 》
。

1 7 9 1 多纪氏私垫
“

跻寿馆” 成 为 宫 学而被称为
“
江户医学

” 。

1 7 92 山田正珍 《伤寒论集成 》刊行
。

1 7 9 3 宇田川槐园翻译 《西说内科选要 》
。

片仓鹤

陵著 《伤寒启微 》
。

1 7 94 多纪元简著《金遗要略辑义 》
。

吉益东洞著

《医苑 》 ( 15 25年刊 )
。

17 96 中神琴溪《生生堂医谭 》刊行
。

1 7 9 7 荻野台州在江户医学馆讲授 《温疫论 》
。

17 9 9 片仓鹤陵著《产科发蒙 》
。

1 8 。。 稻叶文礼著 《腹证奇览 》
。

1 8 01 片仓鹤陵著 《青囊琐探》
。

18 0 2 小野兰山著《本草纲目启蒙 》
。

1 8 0 4 中神琴溪 《生生堂治验 》刊行
。

18 0 5 宇田川玄真著 《医苑提纲 》
。

华 冈 青 州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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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癌治验录》
。

伊藤大助整理三轮东朔医

学实践
,

题为 《刺络闻见录 》出版
。

1 807 和田东郭 《导水琐言 》刊行
。

原田阳著 《经

穴汇解 》
。

北尾春圃 《提耳谈 》刊行
。

1 8 0 9 和久田叔虎《腹证奇览具 》初篇 2 册刊行
,

另外
,

第二篇 2 册于 18 33年
,

第三
,
四篇 4

册于 15 53年刊行
。

1 3 11 幕府在天文合设置翻译局
,

担负荷兰医书的

翻译工作
。

1 0 12 石坂宗哲著 《针灸说约 》,

村井琴山著《医

道二千年眼目篇 》
。

1 8 13 和田东郭 《蕉窗方意解 》刊行
。

18 1 5 中川修亭著 《本朝医家古籍考 》
。

181 8 片仓鹤咬《静俭堂治验 》初编刊行
。

1 8 1 9 多纪元简 《观聚方要补 》刊行
。

吉 益 南 涯

《成迹录 》刊行 (中川修亭编 )
。

内藤希哲

《伤寒杂病论类编》刊行
。

1 8 2 1 和田东郭 《蕉窗杂话 》刊行
。

18 2 2 宇田川棒斋著 《远西医方名物考 》
。

奈须恒

德 《本朝医谈 》刊行
,

(该书第二篇于 18 30

年刊行 )
。

18 2 3 希鲍尔多来日
。

18 2 8 希鲍尔多事件
。

宇田川棒斋著 《和兰药镜 》
。

18 36 宇津木昆合著《医学替悟 》
。

1 8 3 7 本间枣轩著 《疡科秘录》
。

1 8 3 9 新宫凉庭建立顺正书院
,

从事医学教育
,

多

纪元坚著《药治通义 》
。

18 41 内藤焦园着《古方药品考》
。

1 84 2 上田公鼎著 《眼科一家言 》
。

18 46 中川修亭著 《医方新古辨 》
。

1 848 宇津木昆台著《日本面谙 》
。

片仓鹤陇 《保

婴须知 》刊行
。

1 85 1 浅田宗伯《皇国名医传 》刊行 (前编于 1 87 3

年刊 )
。

18 5 4 多纪元坚著 《金置要略述义 》
。

森立之辑复

《神农本草经 》
。

18 56 尾台榕堂著 《类聚方广义 》
。

18 56

1 8 5 8

1 8 5 9

1 86 0

1 86 4

1 8 6 9

1 8 7 1

1 8 74

187 7

1 8 78

1 87 9

1 88 0

18 8 2

1 8 8 3

18 8 6

1 89 0
1

18 9 3

1 8 95

1 9 1 0

1 9 2 7

1 9 3 4

1 94 1

1 9 5 0

195 4

197 6

19 8 4

森立之和涩江抽斋著 《经籍访古志 》
。

森立之完成 《本草经考注 》
。

本间枣轩著 《续疡科秘录 》
。

江户医学模刊半井本 《医心方 》
。

本间枣轩 《内科秘录》刊行
。

吉益东洞 《古

书医言》刊行
。

森立之 《素问考注》告竣
。

明洽时代 ( 1 8 6a~ 10 12年 )

森立之 《伤寒论考注 》著成
。

尾谷榕堂 《方技杂志 》刊行
。

山田业广著 《九折堂读书记 》( 《伤寒论》
,

《金瞪要略 》 )
。

浅田宗伯《勿误药室方函 》刊行
.

浅田宗伯 《勿误药室方函口诀 》刊行
。

山 田业广等设立 温 知 社
。

《温知医谈 》创

刊
。

浅田宗伯《先哲医话》刊行
。

落合泰三 《汉洋病名对照录》刊行
。

太和正隆创刊 《和汉医林新志 》
。

浅田宗伯 《橘窗书影 》刊行
。

设立帝国和汉医学会
。

《继兴医报 》创刊
。

在第七次帝国会议上
,

汉方医学存续案以27

票之差遭到否决
。

和田启十郎 《医界铁椎 》刊行
。

昭和时代 ( 1 9 2 6 ~ )

汤本求真着 《皇汉区学 》
。

日本汉方医学会成立
,

机关杂志 《汉方与汉

药》创刊
。

大家
、

矢数
、

木村
,

倩水合著的《汉方诊疗

的实际》刊行
。

日本东洋医学会成立
, 《日本 东 洋 医学会

志》发刊
。

《汉方之临床》创刊
。

医疗用汉方制剂开始用于健康保险
。

创立和汉医药学会
。

(王 玉兴 宋俊生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