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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而《东医寿世保元》则重于对病因病机的认识和 

各象人的临床治疗。例如“少阴人肾受热表热病 

论”，“少阴人胃受寒里寒病论”的题 目，反映了经过 

lO余年的临床治疗后，李氏试图对照《伤寒论》及历 

代医家的论述来阐述其对疾病的独特认识和治疗。 

李氏还列举了大量病案来介绍四象医学不同的 

治疗方法，继而阐述其在体质学说上的观点。例如 

李氏先引述了张仲景的观点“少阴病，始得之，反发 

热脉沉者，麻黄附子细辛汤主之”，继而论述到：“张 

仲景所论太阴病、少阴病，俱是少阴人胃气虚弱泄泻 

之证⋯⋯然，麻黄为少阴病害药，必不可用麻黄发之 

也”。即，张仲景所说的“太阴病”和“少阴病”(异 

病)，在四象医学中均是少阴人的疾病(同象)，而少 

阴人不能使用他象药物，麻黄附子细辛汤中的“麻 

黄”是太阴人药物，因此不应使用。 

③对“天人性命”的见解更加成熟完善，文字表 

述也更加严谨。例如《草本卷》中的“天生万民，性 

以知行”，“士农工商，田宅邦国，诸般百用皆出于衣 

食”，在《东医寿世保元》中则变为“天生万民，性以 

慧觉”，“士农工商，田宅邦国，诸般百用皆出于资 

业”。“知行”中的“知”指的是认识、知解，指人认识 

事物的能力；“行”指的是行为、行动、实行，指人的 

主观能动性。“慧觉”的“慧”指人的智慧；“觉”，指 

人觉悟、觉醒的能力。“衣食”指的是衣食住行等人 

赖以生存的基本物品。“资业”则指资产产业。从 

“知行”和“衣食”到“慧觉”和“资业”的变化，说明 

了论述角度的变化。 

④在《东医寿世保元》中，李氏沿袭了朝鲜医家 
一 贯的著书习惯，即大量引用古代医书。一方面通 

过对比进一步说明四象医学与传统医学的不同；另 
一 方面，笔者猜测，有可能《草本卷》的四象观点传 

播开后，遭到了传统观点的排斥和非议，而李氏借助 

古籍来强调说明四象理论正确性，强调四象医学的 

优势的可能。 

此外，因李氏未完成对书稿的修订便辞世，后由 

门人整理刊行，故不排除《东医寿世保元》中夹杂其 

门人观点的可能性，因而在内容上与《草本卷》有所 

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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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卫生与世界之中国》(1820m1937)出版 

2013年 6月，胡成《医疗、卫生与世界之中国》(1820--1937)由科 

学出版社出版。 

19世纪以来 ，中国与世界之间的交流逐步展开。地方社会、医学 

传教士、中医、传染病、防疫、检疫、战地救援、公共卫生等，均与普通百 

姓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作者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出发，探讨了普通民众在中国走向世界的 

过程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起着什么样的作用，以及与之相关连的 

外来／本土、东方／西方、帝国／殖民、侵略／反抗、国 社会、民众／精 

英、男性／女性之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从而展现出近代中国如何面对 

健康与疾病，生与死。近代中国社会如何面对健 康与疾病、生与死的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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