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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李志庸主编的《中西比较医学史》为高等中医药院校西部精品教材之一。
全书纵贯古今，横跨东西。
中国医学史以秦汉、宋金元、明清医学为重点，西方医学史以近现代医学为重点。
对中国医学和西方医学的发展历史在相当和接近的时期中并行介绍，既保持各自独立的发展线索，又
显示二者的对比。
《中西比较医学史》可供高等医药院校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及其他相关专业、医师培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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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李志庸主编的《中西比较医学史》为高等中医药院校西部精品教材之一，着眼于高等医学院校学生学
习中西比较医学史，由高等中医药院校西部精品教材建设委员会组织国内医学史学科教师集体编写。
教材以中西方医学的历史发展为纲，强调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来观察中西医学的发展历史和特点，比
较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下医学的发展轨迹，让学生从更广阔的视野认识医学的演进历程，了解医学发
展的曲折和艰辛；从前人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中得到启示，更好地把握现实，预见未来：清楚医学
专业受多学科影响的特殊性，培养和提高道德修养及思想文化素质，树立为医学献身的志向；为学习
其他课程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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