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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有机融合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
的历史沉积。
当今世界，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也越来越重视本民族的文化。
我们只有加强对本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创新，才能更好地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民族要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具有自尊、自信、自强的民族意识
。
文化是维系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强大动力。
一个民族的存在依赖文化，文化的解体就是一个民族的消亡。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强大，广大民众对重塑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的愿望日益迫切。
作为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继承并传播给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一
代，是我们出版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本套丛书是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和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组织国内知名专家学者编写的一套旨在
传播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全民文化修养的大型知识读本。
该书在深入挖掘和整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果的同时，结合社会发展，注入了时代精神。
书中优美生动的文字、简明通俗的语言、图文并茂的形式，把中国文化中的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
为文化、精神文化等知识要点全面展示给读者。
点点滴滴的文化知识仿佛颗颗繁星，组成了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化的天穹。
    希望本书能为弘扬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各民族团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尽一份绵薄
之力，也坚信我们的中华民族一定能够早日实现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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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有机融合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
社会的历史沉积。
当今世界，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也越来越重视本民族的文化。
我们只有加强对本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创新，才能更好地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民族要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具有自尊、自信、自强的民族意识
。
文化是维系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强大动力。
一个民族的存在依赖文化，文化的解体就是一个民族的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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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春秋战国时期之前的医学教育二、春秋战国时期的医学教育三、秦汉时期的医学教育四、三国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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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顺势而变——医学教育的转型    随着文化传播和教育形式的转变，伴随着诸子百家学术争鸣的局
面，医学教育也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变化，可以说是一个转型期，同时也是一个模式期，为后世所仿效
。
    1.责任的明确——官医与民医共存    西周时对官医和民医就有了区分但不是很明确。
到了春秋时期，官医与民医的区别比较明显。
    官医主要负责为王侯和贵族大臣治病与保养，有时还会受到他国的邀请，前往他国为君侯们治疗疾
病，因此这一类医生会受到比较高的礼遇和尊敬，一些重人才的君王也会用重金招揽有识之士。
随之而来的就是侍医的出现，整日在君王身边加以侍奉。
这一时期，人才的流动比较频繁，既有君王招揽有才华之人，又有毛遂自荐的有真才实学之人，这些
都使医生的地位得以提高。
    民医中也不乏顶尖之人，长桑君、扁鹊就是这一类人中的代表。
他们周游列国，为百姓行医疗病，同时也会受邀于王侯为之看病。
民医的踪迹遍布各个诸侯国，既为人解除了痛苦，也使医学得以更好的传播。
    2.细化的传播——医学教育和传承的改变    官医与民医分工的越加明确，以及过往一些官医的流落民
间，使得医学教育的传承发生了改变，出现了一些新特点：    师傅和徒弟——医学教育传承模式的改
变    医学传承的模式，从传者和承(接受)者的关系来看，如果加以细分，可以分为君臣传承，师徒传
承和父子传承；但要是从整体上说，传者与承者两人就是师傅和徒弟的关系。
    君臣传承，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黄帝内经》中所提到的黄帝与其众位臣子’他们之间的对话，既
反映出了君臣之间的关系，也透漏出了他们之间的师徒关系。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黄帝与岐伯，它以黄帝问、岐伯回答的形式展开了对医学的研究和探讨。
例如《素问·六节藏象论篇第九》中，“帝曰：藏象何如？
岐伯曰：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其华在面，其充在血脉；为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除此之
外，少俞、少师、伯高也都是身兼皇帝臣子与老师的双重身份。
至于雷公，他是皇帝的臣子，也是黄帝的徒弟，是另一种形式上君臣师徒关系。
    师徒传承，这里说的是狭义的，以长桑君和扁鹊，扁鹊和他的学生子阳、子豹为代表。
对于长桑君和扁鹊的描述和记载仍带有一定的神秘色彩，《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记载：“舍客长
桑君过，扁鹊独奇之，常谨遇之。
长桑君亦知扁鹊非常人也，出入十余年，乃呼扁鹊私坐，间与语曰：‘我有禁方，年老，欲传与公，
公毋泄。
’⋯⋯乃悉取其禁方书尽与扁鹊。
”可以看出，人们对待这种传承方式的态度非常庄重，也反映出这一时期选择传承对象的特点。
并且这一时期形成的这种师徒传承方式一直是中医药知识传承的主要形式，即便设立了专门的医学学
校，它仍然是历代医学教育中培养医药人才的重要途径。
    父子传承，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家传”。
这是医学教育在家庭内部的不断流动，同时也遵循“传男不传女，传长不传次”的“规则”。
这种传承方式也是非常普遍的，也将“家传”这种传承的形式演变为“祖传”——一种较为有说服力
的传承效果。
同时还引出了后世对于“医不三世，不服其药”的争辩和研究。
这种传承方式虽然有利于家庭特色医学的延续，但同时也造成了一些医学理论的失像    医学传授对象
的选择：    医学教育的传授自古以来非常严谨，从上文长桑君和扁鹊之间的师徒关系的形成就可略见
一二。
既有医学行业自身的特殊性，又对所学之人的水平和悟性有非常高的要求。
    第—方面：得其人乃传。
    “其人”，就是符合这个标准的人，指的是具有良好的品格、毅力和智力的人。
无论学什么，都要对所学知识有一定的兴趣和激情，并对其有较高的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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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是一门很特殊的学问，它的很多理论比较抽象，需要做更多的思考和琢磨，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
悟出其中的道理，这就要求所学之人有坚定的毅力和长久的耐心；更重要的是医学要求所学之人有很
强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因此，在传授医学时，要传给符合标准的“其人”。
    第二方面：得其人必传。
    医道传授要慎重，但在遇到“其人”时也一定不能错过，否则就是对医学事业的损失，这个是强调
为师者的责任。
这一点看似简单，但要为师者不错过任何一个符合标准的人，是很难实现的。
    第三方面：因其人而传。
    为师者找到了“其人”，但是每个“其人”的禀赋水平是不一样的，要根据每个人所擅长的方面进
行传授。
《灵枢·官能》中强调：视力好的，教他望诊；昕力好的，教他闻诊；善于言谈的，可以从事医道的
讲解；沉着安静、心细手巧的，可以教他运用针灸方药等等。
这些都是根据所学之人自身的特点来确定传授知识的方向。
这是对“其人”传授技能的一次革新，对后世医学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四方面：非其人不传。
    “非其人”正好与“其人”相对照，就是不适合从事医学学习的人。
这不仅关乎所学之后的成果，若心术不正，极可能有害于人类的生命。
《黄帝内经素问注·序》中提到“惧非其人”，体现出了医家们对传授医理的重视。
    P2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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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金开诚主编的《中国古代的医学教育》内容介绍：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有机融合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的历史沉积。
当今世界，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也越来越重视本民族的文化。
我们只有加强对本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创新，才能更好地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民族要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具有自尊、自信、自强的民族意识
。
文化是维系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强大动力。
一个民族的存在依赖文化，文化的解体就是一个民族的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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