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医学文化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医学文化史>>

13位ISBN编号：9787208091535

10位ISBN编号：7208091536

出版时间：2010-11

出版时间：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马伯英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医学文化史>>

前言

2006年4月14日，登维苏威火山，访庞贝遗址，忽发思古之幽情，写了一首诗：庞贝废墟千百年，维苏
依然起白烟。
扶杖登陟气犹喘，拾石揣怀心渐平。
沧桑谁能留故物，历史最是欺新人。
回眸夕阳浮红霞，万古终惜一片情。
面对历史，我们都是新人。
历史的真相，隐藏在那些千百年的残留物中，我们应当如何去探寻它们？
证据常新，方法常新，辨识常新，结论常新，这就是历史研究不断深入的过程。
历史研究的基础是证据，证据史学（Evidence Based History，EBH）是史学界一直贯彻的传统。
发现证据，就是找出“有什么”。
那里有过什么，历史上存在过什么。
文献的考索、考古的发掘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证据搜集方法。
口述历史是较迟出现的方法。
但是，过往有一种方法不为历史学家所重视，那就是文化人类学的方法。
1988年我在美国圣地亚哥召开的中国科技和医学史国际学术会上发表论文，提出了这个问题。
嗣后我在研究中国医学文化史中应用了这一方法。
现在，这一方法已为史学界广泛采用。
此方法的基本点有二：田野调查和将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应用到历史研究中来。
其好处是，发现了一些过去不受重视或忽视了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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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次《中国医学文化史》改版重梓，将笔者所著《中国医学文化史》和《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中
外医学跨文化传通》收入其中，全书以《中国医学文化史》总其名。
     此次合版，就将原文化史中之“佛教与中医”，“景教、伊斯兰教等对中医文化的影响”及“医学
的跨文化传通”三章移并本版第二卷。
本版第一卷中则增加了“中国历史上的天花治疗和人痘预防接种术”、“中医文化的主流发展”、“
中医生命之根和未来前途”三章。
第二卷中则增写了中国人痘术传到欧美的历史、近些年西方针灸热、中医热的掀起、中西医文化比较
、医学跨文化传通的某些规律等等内容。
这些增写章节包含了我近年在英国做中医文化人类学研究的相关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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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伯英，著名医学史研究者，李约瑟研究所特聘研究员，英国皇家医学会终身院士；巴黎大学波比尼
医学院特聘名誉教授。
现任英国杏林中医研究生院院长，全英中医药联合会主席， 全欧中医药专家联合会执行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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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阴阳五行学说在先秦并非是现成而成熟的理论，它的产生、形成及完善化，同样要有一个相当
长的历程，甚至可以说，最完整的体系形式要在《黄帝内经》中才真正见到。
这一点证明了哲学与医学结合的过程中，自然科学的医学对哲学同样有重大贡献。
应当指出，“五行”与“阴阳”的观念不是同步的。
五行学说的提出要早于阴阳学说与气概念。
有了气概念之后，才有了阴阳与五行之间的沟通。
五行本身有五种物质元素的意思，不像阴阳那样抽象程度较高，没有“气”作为物质根据就有些难以
解释自然。
气同时成了阴阳、五行的纽带。
箕子《洪范》，是最早细说“五行”的文献。
其谓：“五行。
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
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
”又说：“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
”“汩”释为“乱”，“陈”释为“列”。
水、火、土、金、木五者被认为大地构成的五种基本物质。
这种认识，与当时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农业的发展、冶金的兴起有关。
既为大地根本构成元素和器物取用的基本原材料，则对各方面影响之大，亦可理解。
庞朴先生曾指出：“从卜辞中的五方记录开始，到《吕氏春秋.十二纪》构造成一个庞大的五行体系止
，整个先秦时期，几乎很少有哪个思想家不谈五行；所差别的，只是分量的多寡和方面的不同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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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之研究医学史，始于1978年之后的第一次招收研究生，天意让我阑人此一专业。
积勤而为之，心里便生出一个三部曲的著作计划，欲与现今诸版行医学史著作不同，别树一帜。
1988年底从英国剑桥大学归来，在人类学、文化学研究诸方面，更觉着有了些根柢。
刚巧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张志国先生素昧平生而相知，约稿撰着《中国医学文化史》。
于是从1990年8月定大纲起，夙兴夜寐，至1991年5月勉交全稿，扣去中间教学、会议及其它事务，整
整是半年多的时间，全书七十余万字。
是为第一部曲。
志国兄去美，该书编辑工作全赖罗湘女士完成，其工作之认真细致，令我敬佩。
期间文汇出版社编辑吕明方先生前来约稿，上海中医学院何裕民教授荐我为其作者。
后在一会上与明方兄邂逅而遇，一拍即合。
于是在《中国医学文化史》交稿后不久，就开始了“第二部曲”，即本书《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的
撰着。
《中国医学文化史》中自然少不了有中外医学文化交流的内容。
曩昔中国医学史大小不等的专着中，也都有作附骥之论的。
可惜史料甚少，只能寥寥数语而已。
我在该书中努力作了挖掘扩充，却又限于篇幅不能畅言。
现在的此部拙著，正好提供了这一可能和机会。
但为免重复，一般在《中国医学文化史》中言之已详的，本书尽量简略，甚至一笔带过。
非至关紧要者，不作赘言。
所以本书的大量内容，实发前之所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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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医学文化史(套装上下卷)》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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