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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中医药

日本“中医学派"的现状与“统合医疗"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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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在日本汉方界，深受中

国中医学影响并热心于中日两国之间传统医学事业交

流的“日本中医学派”逐步形成，并渐渐在理论、教育、

普及方面显现优势。“日本中医学派”认为，重药轻医

的日本汉方，是游离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边缘化的一种

学科，只有更好地把中医学完整的理论体系，融入到生

药、针灸、气功、按摩、药膳食疗等各个学科中，才能够

真正体现中医学的整体性、安全性；运用可以统一表述

的中医学术语，各国学者彼此有章可循，便于开展国际

间中医学教育和学术交流；同时，通过中医学理论与临

床的对照，可以将二者在实践与研究中相互加以检验

及总结，这些才是中医学的魅力所在。

l “日本中医学派”的存在形式

主要表现在中医药相关学术团体的不断涌现。

1990年至2000年间，分布日本全国、规模不等的中医

学研究会约有50多个，近年来数量又有所增加。其中

最引人注目的有以下几个。

东京临床中医学研究会：以东京为中心，辐射关东

地区的由日本医师、药剂师和针灸师等医疗工作者组

成，定期交流中医学理论与临床经验的学术团体。其

骨干成员的中医理论和临床水平较高，并且经常邀请

在日中国中医药学者与会交流。

神户中医学研究会：聚集了大部分日本中部和关

西地区的中医学者，他们多年来认真钻研中医理论，遵

照中国中医药院校使用的教材，编译出《中医基础理

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中医舌诊》等多种高水

平的日文版中医学著作，在中医基础理论的传播、教

育、普及方面功不可没。

日本中医学研究会：成立于1986年，由经销中国

进口中成药的1000多家药店的药剂师为主体成员，是

推进中医药知识普及与产品运用的学术团体。

日本中医学交流会：是由以往留学中国、学习中医

知识后返回日本的学者组成的学术团体。

日本东方医学会：成立20多年，是以推动日本中

西医结合事业发展为宗旨的学术交流团体，会员500

余人，发行《东方医学》杂志，重视辨证施治，每年召开

具有中医学特色的学术交流年会。

日本齿科东洋医学会：1980年成立，是由日本口

腔专业人士组成的具有传统医学特色的学术交流组

织，目前会员近千人。从针刺麻醉与镇痛、到气功、药

膳及中医药的临床应用，日本口腔科医师们为克服单

纯现代医疗技术的局限性，孜孜不倦地追求中医学知

识，积极寻求与中国传统医学界的交流。

日中健康科学会：2001年成立，是由日本内阁府

认定的、以推动日中两国间以中医学为特色的医学保

健交流事业为宗旨的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机构。围绕

着中医学教育培训与药食同源为特点的中医营养学之

药膳、保健机能食品的研究开发和应用指导、媒体宣

传，以及组织日中两国人员的交流互访而开展业务，成

为日中两国间中医学与健康科学领域民间与官方、学

术与产业、信息和产品交流的一座平台和桥梁。

除了上述学术团体外，在各种由企业主办的面向

医疗保健工作者或面向社会民众的多种形式学习会、

演讲会、博览会中，近年来与中医学相关的内容也在逐

步增多。

2 日本中医学教育与中医药普及情况

在日本学习中医，至今主要靠自学或团体交流。

尽管从2003年开始，日本政府要求有条件的医药院校

尽可能开设传统医学课程，但是其内容大多为日本汉

方知识，强调的是腹诊，很少有辨证施治和脉诊的内

容，而且课时很少，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汉方知识

教育的市场需求。为缓解这一供求矛盾，近10年来，

有几家日本公司、挂着国内中医药大学日本分校的招

牌在日本招生，主要开展中医药基础教育以及气功、药

膳等中医学特色教育，这对中医学在日教育工作发挥

了积极作用。

在中医药普及方面，1980年以来，已有相当多的

日文版中医学基本理论和临床诊疗书刊、普及读物问

世，读者上万，业已分化出从初级到中级以上的多个层

次。许多日本学者对中医学已经走出简单模仿的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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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不少日本学者结合本国的传统及现代医学特点，对

中医学内容大胆加以化裁，取得了一定效果，反响不错。

我们通过对汉方医学学术史的考察，看到从江户

时代以来，日本一些高水平学者的中医学研究，足以与

中国本土学者相媲美；在有关《伤寒论》的理论与临床

应用、在医史文献和中医理论、在中医药理或循证医学

等现代研究方面，日本的一些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

参考作用，或可补充中国方面研究的空白与不足。在

今后的中医学术发展和中医药事业国际化的进程中，

加强同日本的信息交流与研究合作，也应是不可忽视

的工作。纵观中医药在海外发展情况，日本是目前国

际上为数不多的拥有能够在中医药学术方面与中国进

行比较系统和深入探讨的学者群的国家之一。

3“统合医疗”为中医学发展提供了良机

1994年，美国克林顿政府曾颁布有关替代医疗和

营养膳食补充剂法令，使得国际社会更加关注西方医

学以外的世界各国的传统医学以及“替代医学”的研

究与应用。其中，具有系统理论和诊疗体系、无创伤、

安全有效、费用低廉的中医学尤为世人瞩目，从而揭开

了“统合医疗”的新篇章。所谓“统合医疗”，主要是指

以西方医学为代表的“正规医学”与多种传统医学为

代表的“替代医学”等疗法的综合应用。近年来，从欧

美到日本，为克服西医学的局限性、减少患者治疗中的

痛苦、降低医疗成本，同时更加强调各民族传统医学的

重要性，“统合医疗”(或“整合医疗”“综合医疗”)的

提法日渐盛行，从而为中医学国际化提供了一个良好

契机。

考察日本目前对于癌症的统合医疗实践，其主体

类同于中国中西医结合疗法。诸如在手术、化疗与放

疗的同时或治疗前后，配合中医药或汉方医药、针灸、

气功、药膳，或让患者服用以中药材为背景开发的多种

保健机能食品，从而提高免疫力，减少复发，延长寿命，

而这些都可以归属于中西医结合的范畴。

多种多样的保健机能食品，是日本目前在癌症统

合医疗中应用得最为广泛的产品之一。据统计，日本

至今已有100多种保健机能食品被用于癌症患者的食

疗。如冬虫夏草、灵芝、昆布与海藻提取物、姬松菇等

真菌类产品、大豆有效成分等，从中医学立场上看这些

产品多属于药食兼用品种，在历次日本统合医疗博览

会或健康博览会上都呈现出争芳斗艳局面。值得国内

同行密切关注。

4“统合医疗”推动了日本医疗模式的转变

从癌症等难治性疾病临床上的综合治疗，到以肥

胖、高脂血症、高血压、糖尿病及其前驱状态为代表的

内脏脂肪综合征(代驸综合征)和生活习惯病的治疗

与预防，从一般人群普遍存在的亚健康状态的矫治以

防治未病，到迅猛发展的高龄化社会中老年人身心保

健与生活质量提高等课题，日本医学模式近来正出现

一个从单一的西医学诊疗走向包括汉方和中医学内容

在内的统合医疗的应用；从侧重于病后的治疗而走向

对于未病的预防；从重视药物应用走向强调食品的营

养调节和改善作用等新的转变。

日本汉方界常用的中药材约400种。实际上，日

本受欧美影响，正逐步将其中认为是安全的品种越来

越多地划归为药食兼用品种，认定它们既是药品，又是

食品。比如人参、三七、莪术、枸杞子、冬虫夏草、板蓝

根、蒲公英等近300种中药，可以作为食品及其加工原

料在日本灵活应用。

中药材作为保健食品，尽管不能标榜治疗功效，但

是可以以中医食品营养学或药膳的名义突破日本医药

法规的限制，从学术和产业上进行开发并推广应用，可

以说这是一个大有发展前景的新兴领域。中医药在日

本的普及与发展具有很大潜力，有待于不断探讨和努

力开拓。

近年来，包括针灸、按摩、气功、药膳、保健机能食

品应用等在内的“统合医疗”体系的出现，在日本被一

些学者期待为未来的“第三医学体系”。但其中除中

西医学内容之外，其他大多缺乏系统的理论体系；从循

证医学角度来看，许多内容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并观察

疗效。与此同时，中日两国在癌症等疑难病症和多种

生活习惯病以及亚健康状态的治疗和预防等中医、中

西医结合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方面，以统合医疗为主题，

也显现出广阔的合作空间与良好的发展前景。

(2008—01—10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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