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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通过自己的解剖学实践，哈维批驳了盖仑的许多错误说法，尤其是这一提法，即脉搏和呼吸的目的都
是为了吸入元气，以保证血液的通风散热。
经验告诉我们，当我们的脉搏快速有力地跳动时，呼吸却可以保持平静；发烧时的脉搏也要快于平时
，但这时的呼吸反而更慢。
足可见呼吸（即肺脏的运动）与脉搏（与心脏的运动有关）不是一回事。
解剖学也告诉我们，肺脏的结构与心脏的结构迥然相异。
哈维力图予以证明的是，心脏排出、动脉接受的是物质（即血液）而不是空气（或所谓的元气），并
且动脉和静脉里流淌着的是同一种物质，即血液。
    哈维强调自己是通过活体解剖和实际观察来研究心脏运动及其与脉搏的关系的，这一点尤为重要。
它表明，尽管哈维在研究的切入点上曾深受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引导，但他依然继承了盖仑派的做法，
这就是对解剖学实践的重视，而不是像传统的哲学家那样只会坐而论道。
哈维的出色正体现于此：从亚氏的思想中获得研究的思路和灵感；又从盖仑的体系中获得具体的研究
方法。
这样，哈维就成了一个有头脑的外科医师。
正是根据对各种动物的活体解剖，哈维描述了心脏的运动过程及其与脉搏的关系；强调心脏的功能是
通过心室将血液从静脉运送到动脉，再通过动脉将血液分配到全身，在这一过程中，他还将心脏的功
能与水泵作类比。
同时，他还讨论了已被前人发现的肺循环，强调肺动脉的存在是为了使血液能够通过肺而不是为了营
养肺本身。
    在此值得强调的是，哈维将心脏比做水泵，这样的类比可谓意味深长。
水泵是人工制造的机械，没有什么神秘之处，它的结构和功能尽可在掌握之中。
这样的类比就在医学和生理学中开辟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即机械论的传统。
后来的生理学循此思路深入，将生命体比做热机，比做化工厂，甚至比做耗散结构。
　　这种类比在方法论上极有用处，因为生命体就好比是一个黑箱，它不是人工制品，对其结构的深
入必须找到一条引导路径，而类似的人工制品就是这样的路径。
同时它还暗示，生命体本身并无神秘之处，它就像机器一样可以掌控。
在此意义上，机械论帮助生理学在黑暗中跨出了巨大的一步。
　　在此基础上，哈维正式推出循环观念。
显而易见，他想象静脉血作向心运动，应是他的结论的必要前提，而不是直接研究静脉的结果。
他意识到，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段中，心脏从静脉转移到动脉的血量是如此之大，而速度又是如此之
快，以至静脉似乎很快就会排空，而动脉则会因接受过多的血而胀破。
只有假设一种循环运行的存在，这一荒谬才可避免。
尽管在1616年，哈维已经假定心脏在每次搏动时会转移相当数量的血液，不过他还没意识到这种大量
转移后的累积效果。
他的一个同代人也曾关注过这一问题。
1623年，Emilio Parigiano在已发表的一本书中指出，在心脏的每一次舒张期，必定存在着从主动脉到左
心室的心脏回路。
不知哈维是否读过该书并从中受到启发。
但Parigiano本人倒并不特别重视他提出的这一论点，因为他相信血液的回流还有其他的途径。
但是对于哈维来说，这却具有新的意义，这使他得以理解心跳的功能和主动脉瓣膜的意义所在。
　　此外，在循环观念尚未出现时，他最初试图以静脉血液的回流来解决大量血液迅速通过心脏的问
题，但是一旦透过循环观来看问题，一切现象顿时都变得顺理成章。
    这就是说，哈维最初进入这一研究领域时，他绝没有想到自己会提出一个如此革命的观念。
当诸多事实摆在面前，循环观念水到渠成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已做出了一个重大发现。
不清楚是受他的哲学观影响，还是事后他欲寻求一种理论支持，他将血液循环比作亚里士多德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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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循环，而心脏是生命之源，是小宇宙（身体）中的太阳，太阳也可以称为世界的心脏。
这种对太阳的崇拜，应该说与古希腊哲学及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说不无关系。
当时哈维因为找到这样的类比而对自己的学说更有信心了。
这就提示我们，当时的科学其实还未能完全与哲学脱钩，所以它必须依附于某种哲学体系才更有说服
力。
    循环观念一旦浮出水面，哈维在《心血运动论》的后面一半，则着重讨论血液循环运动的证据。
首先，哈维依旧强调通过血液的流量之大，并以定性的方法计算这一点，从而表明肝脏不可能在如此
之短的时间制造出如此多的血液。
假设左心室只能容纳2盎司的血液，脉搏每分钟跳动72次，那么，左心室在1小时内就可使约540磅血液
进入主动脉。
如此多的血液量怎么可能在体内源源不断地产生又源源不断地耗尽?结论很清楚，只有假设血液在体内
做循环运动，这些麻烦才能消除。
    值得补充的是，哈维在提出血液循环的证据时，用了定量的计算方法。
与如今的高等数学相比，这样的计算似乎过于简单。
但当时的哈维却是创风气之先，即通过定量的方法来面对生命现象。
要知道，首次将数学方法用于物理学研究领域的是伽利略，从此，物理学开始大踏步地前进。
差不多同时，哈维在生物学中也走出了同样的一步。
    生活中的常识告诉我们，有经验的屠夫会干净利索地割断动物的颈动脉，不多时，动物体内的血液
就会流尽。
脉搏的跳动越是有力频繁，身体中失血的速度就会越快，因此，昏迷和惊悸状态时脉搏的迟缓无力，
就是身体的一种保护措施，因为它使出血量大大降低。
此外，如果一条活蛇的腔静脉被结扎，跳动着的心脏中的血液很快就会排空，而如果主动脉被结扎，
心脏中不久就会充满血液。
    哈维还试图通过结扎实验来证明，动脉与静脉在外周处肯定有一个连接通道。
如果一条手臂被紧紧结扎以至动脉脉搏被阻断，那么，结扎下方的动脉不久就会变得苍白无血，而结
扎上方的动脉则会充溢着血液。
但是，如果结扎不是做得太紧，以至影响的仅是静脉中的血液而不影响脉搏（因静脉分布于体表处，
肉眼可见的青筋即是静脉），那么，在结扎旁侧的上方动脉会充盈血液，而同时仅仅是在结扎下方的
静脉才充盈着血液，这就表明手臂中的血液必定是从外周的动脉而不是中心静脉流人的。
　　如果此时打开充盈着血液的血管，经过一个半小时，体内大多数血液就会流失。
这也提供了一条线索，表明血液是从心脏流入动脉，再从动脉流回静脉。
静脉的向心回流是循环的必要条件。
    既然如此，静脉瓣膜的功能也就昭然若揭。
要知道，正是哈维的老师法布里修斯最早发现了静脉瓣膜的存在（1574），但他却无法看透其功能。
这是因为法布里修斯忠实于盖仑的体系，他不可能有血液循环的观念，也就不可能洞察静脉瓣膜的存
在与循环的方向有关这一事实。
他对此的解释是，瓣膜的存在纯粹起制止和延缓血液流动的作用，以避免血液因受自身重量影响而太
多地流人手足并在那里过量聚集。
读到这里，我们也许会对法布里修斯的迂腐感到深深的遗憾，他就好比是下了个蛋却让别人去孵化。
但从法布里修斯的迂腐中，我们恰恰可见新思想的出现有多么不易。
它更多地取决于突破旧体系的勇气及睿智，而非单纯地捕捉到某个事实。
瓣膜存在的意义就在于阻止血液的逆流，但仅在有了血液循环的观念之后，这一意义才会呈现出来。
    循环的功能何在?在提出血液循环之后，哈维不得不面对这一棘手的问题，当然，他也给出了自己的
说明。
哈维认为，当血液到达身体的外周部分时，它会因为失去热量和元气而变得黏稠和凝结，如同死亡状
态时一样，这时它需要重新回到心脏去获得热量和元气。
换言之，心脏是生命的源头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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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观点秉承了亚里士多德的生命观。
哈维甚至认为，忧郁、恋爱、妒忌、焦虑及其他类似的情感都会使人憔悴衰弱，原因就在于心境影响
了心脏，而心脏乃是生命之源。
    此外，哈维还通过更多的事实来验证循环学说。
比如他举例道，在梅毒、被蛇咬、狂犬病等症状中，有时梅毒能使肩和头感到疼痛，而生殖器却安然
无恙；即使被狂犬咬过的伤口愈合了，但是发烧及其他严重的症状依旧存在。
显然这正是因为某一部位受到感染后，病原由回流的血液带到心脏，通过循环而感染了全身。
    最后，哈维还从比较解剖学及心脏的结构着手，再次论证心脏在循环中所起的作用。
动物的体形越大，体温越高，其心脏也更完善和更强有力。
此外，越是接近心脏的动脉，其结构与静脉结构的差别就越大。
接近心脏的动脉更强韧，而在身体的端点，如四肢等处，两种血管则很相似，用肉眼几乎无法区分。
理由就在于：血管离心脏越远，受到因心脏跳动而产生的冲击力就越小，而动脉与静脉的结构差异正
是由此而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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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提出血液是循环运行的，心脏有节律的持续是促使血液在全身循环流动的动力源泉的经典观
点。
本书以对人类躯体和心灵的双重关怀，满怀真挚的宗教情感，阐述了血液循环理论，推翻了同样统治
西方思想千余年、被“正统宗教”所庇护的盖化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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