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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远古时代开始，医学界的人们就孜孜不倦地学习其他医生取得的进步。
只要可以超越界限，深入分享他人的文化和生活，发现医学的问题和方法，距离对他们来说就不是问
题。
旅行者显然学会了这些，因为他们记住了医学不仅有科学原则和技巧知识，而且还包括社会方式和人
类同情。
医学的目标，尤其是在应用方面，只有在“极其紧密地与人类思想的所有启示和经验资源联系”时才
能达成。
    中国医学和西方医学的相遇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并不是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在长城后孤立地存在了几千年。
万里长城是古老帝国联合起来对抗侵略者的纽带，同时也为许多人进进出出旅行提供了通路，交换着
东西方的财富。
献给国王的贡品和许多国家的财富通过这些关口进出，医学知识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交换。
    为汉武帝寻找伊朗马匹的旅行队伍中就有医生。
他们穿过中国通往伊朗边境的沙漠和雪山，旅程长达十二年。
中国医生携带着药物从伊朗返回，最后证明，这些药物对于中国比皇帝渴望的马匹更有意义。
当忽必烈攻打欧洲的时候，随身跟从他的医生与伊朗医生互相交流。
他们向伊朗医生和在土耳其遇到的医生传授天花接种的方法。
    但这仅仅是相互交换的开始。
7世纪到达中国的基督教牧师们带去了欧洲早期修道院和收容所使用的香油和药草。
其他的宗教旅行者跟随着这脚步，1300年左右基督徒再次到达中国。
那次，马可·波罗拜访了蒙古皇帝，使他们了解了中世纪意大利的贸易、宗教、医学和政治。
    16世纪，欧洲文化开始进入中国，主要通过教会使团，他们多是耶稣会士。
这些传教士中最有名的就是利玛窦，他于1601年抵达北京。
他和其他基督徒的学术讨论涵盖了伦理学、数学和天文学。
1692年，三位耶稣会士使用秘鲁的金鸡纳树治愈了康熙皇帝的疟疾，那是罗马教廷刚刚寄给他们的。
    谁知道16、17世纪葡萄牙的小帆船和荷兰及英格兰商船的医生带了什么药物去中国呢？
    中国人不是一般的旅行者。
在1516年葡萄牙旅行者拉斐尔·培莱斯特罗(Rafael Perestrello)到达中国之前，“中国的绘图者显示出对
亚洲地区，从日本到红海，从西伯利亚到马六甲，相当熟悉。
正如裴化行(Henri Bernard)神父最近指出的，他们比当代欧洲制图者伟大”。
    他们的航行带回了阿拉伯人称之为“阿芙蓉”的鸦片，还有香料、丁香和胡椒等等，这些将丰富他
们的厨艺和医术。
    虔诚的佛教徒法显、玄奘和其他人穿过几乎是不可通行的喜马拉雅山脉，去印度学习佛教。
返回时，他们带回了食谱和营养的原则，这些成为中国传统的一部分。
他们还在防止传染病扩散方面创造了奇迹。
    渐渐地，人们开始懂得欣赏跨地域或跨海洋的文化。
朝圣者、使节、商人以及使团让这些成为可能。
    15世纪后，东西方或因商业刺激，或因宗教、哲学信仰，或因艺术、医学，开始不可避免地向外发
展。
当他们相遇时，彼此的理解增强了。
    早期旅行者仅仅出于好奇记录下不同的东西，而不是学习那些医学实践者的真正想法。
不论是来自中国还是西方，很多人开始时对对方漫不经心，差不多是蔑视对方。
他们常常带着一种优越感，如中国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中心，西方人则认为他们被授予商业天堂的光芒
。
几个世纪过去了，双方才真正让步，承认对方也有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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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无畏的人一定会相遇的，因为他们的灵魂是接近的，他们的勇敢和坚韧是相似的。
李时珍和施米德博格(Oswald Schmiedeberg)观察的是相似的物质，希波克拉底。
(Hippocrates)和扁鹊有类似的精神，尽管他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
内科学大师奥斯勒。
(Osler)和张仲景都是给他们的学生留下不可磨灭影响的老师。
    西方医生接受的是实验科学方法，他们一开始时怀疑中国医学是很自然的事情。
没有解剖，没有实验，几千年来，有什么科学证据呢？
科学家们质问药铺里售卖的药品，除了古人曾使用过证明其重要性外，一文不值。
龙齿、虎骨和鹿茸有什么治疗价值呢？
    然而，只要西方医生来到中国生活，理解和感受中国，看法就会逐步出现变化。
在古代医学知识中，出现了不可怀疑的价值。
古老的诊断和治疗方法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西方医生不能简单解释取得的疗效。
他们开始问自己，当时老练的中国医生是如何深入理解人性的，什么让他们如此快地认识到疾病表象
下的社会、宗教和经济因素。
    在中国生活的那段时间，西方人开始尝试理解中国医学思想，中国开始认识到需要通过西方的方法
达到科学医学。
这是一段独特的经历。
    本书记录了一位美国医生如何发现医学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桥梁建设者的经历。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道一风同>>

内容概要

“北协和，南湘雅”，湘雅医院到今天已经走过了百年的历程。
本书是由创办湘雅医学院和湘雅医院的美国医生胡美于1949年撰写的回忆录，书中记载了他于20世纪
早期在湖南从事医学工作的种种见闻。

胡美医生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取得医学博±学位，受到正规的医学教育，但他并不盲目排斥
中医，而是以一种开放的态度看待中医，并对湖南的人民有很深的感情。
他在以一个西方医学工作者的独特视角，为我们叙述了上个世纪初中国的社会医学文化和风俗、社会
对疾病的看法、中国入对中西医的态度以及医生一病人关系等方方面面的真实情况，不失为一本视角
独特、叙述翔实、生动有趣的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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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爱德华·胡美(Edward
H．Hume，1876—1957)，美国人，出生于在印度传教的基督徒家庭，是位虔诚的基督徒。
l897年在耶鲁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01年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毕业后，1903—1905年在印度从事鼠疫预防工作。
1905年夏，接到雅礼会邀请携妻带子前往长沙。
l
906年，创办了湖南省第一所西医医院——雅礼医院。
l914年，他与颜福庆共同努力，促成雅礼会与湖南育群学会合作，创办了湘雅医学专门学校。
此后，他担任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校长，直至1927年返回美国。
在华期间，他积极传播基督教，提倡现代科学的教学和研究，致力于提高中国教育和医学工作水平。
基于二十多年的实际经验，他出版了有关中国医学的著作，主要有Doctors
East，DoctorsWest(Jarrold&amp;Sons LTD，1946)，The Chinese Way
inMedicine(The Press of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1940)，Doctor’S
Courageous(Harper&amp;Bros，l950)等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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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为什么离开印度呢？
我的父亲和祖父在这里工作了很多年。
我是在孟买执业的唯一的美国医师。
我出生在阿莫德那格，在孟买长大。
从我家后院可以看到前往加尔各答、马德拉斯、阿格拉和德里，以及恒河和印度河流域村庄的火车。
黎明时，我站在家门口，向前往棉纺厂上班的工人出售小册子，获得自己的第一份收入，以换取糖果
。
这些可口但被污染的糖果使我感染了伤寒，在康复过程中我决定成为一名医生。
印度是我家，我常常希望在那里工作。
 从霍普金斯大学取得医学学位后不久，我被美国公共卫生部派往印度，定期报告当时正肆虐的黑死病
。
我的职责之一就是检查前往美国港口货船的清洁，保证足够的防鼠措施，根据规则对货船的每个角落
进行消毒。
此外，我接受了著名的俄国科学家哈夫金（Haffkine）瘟疫实验室方法的培训，他发明的抗瘟疫的疫
苗拯救了无数印度及各国人民的生命。
为什么要离开有确定机会的印度，而前往处于危机中的中国去面对未知的境遇呢？
为什么要带着我们尚在襁褓中的儿子泰德（Ted）前往日俄正激战的中国海域呢？
 在前往印度的前一年，我就听说了耶鲁大学使团的中国计划。
我知道当时在纽黑文安森·斯德克斯（AnsonStokes）家召开的著名会议，当时该计划已经在朋友间传
颂。
他们被告知耶鲁计划的原型是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印度的使团。
那时，我第一次收到前往中国的邀请。
我被邀请与瑟斯顿（Thurston）会面，他是在1902年较早被任命的人员，也是最早被派往中国的医师
。
我的印度背景使我当时拒绝了。
为什么现在这个问题又被提及呢？
 我再次回到比奇医生信中提到的“开设医科大学”。
在印度，我没有这样的机会，因为政府已经在主要省会城市开设了医学院。
此外，当时美国社团显然不准备使用基督教赞助在印度建立医学院。
我在印度的工作前景开始黯淡。
也许在中国有更好的机会。
犹豫几周后，我决定前往中国。
 乘船穿越印度洋时，我不停想起父亲爱德华·萨科特·胡美（EdwardSackettHume）。
当年他带着年轻的新娘前往孟买，担任一所男女同校中学的校长，在那里度过了近三十年。
他教我热爱拉丁语和希腊语，这些古典语言伴随我一生。
他的影响使我将东方的孩子们当作童年的朋友。
我还回想起自己的母亲，她出生在马都拉。
六十年前，她的父亲约翰·艾迪·钱德勒（JohnEddyChandler）穿越印度洋，在印度南部做传教士度
过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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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道一风同:一位美国医生在华30年》记录了一位美国医生如何发现医学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桥
梁建设者的经历。
在中国生活的那段时间，西方人开始尝试理解中国医学思想，中国开始认识到需要通过西方的方法达
到科学医学。
这是一段独特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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