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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医学自人类诞生开始，经历着漫长、曲折的发展过程。
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人类就在这布满荆棘的医学发展道路上，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从而留下了弥
足珍贵的足迹。
本书即向我们讲述这些前行者所经历的艰辛以及他们为后人留下的丰功伟绩。
医学发展经受着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状况的制约，更与当时的科学技术及其所折射出来的思维
方式和哲学世界观密切相关。
因此，人们思维方式和世界观演变的艰难过程，也在包括医学在内的整个科学发展曲折中得以反映。
回望来路，尽管在道路上荆棘密布、代价沉重、但对医学发展做出贡献的前行者们不断战胜各种威胁
人类的病魔，在我们后代面前呈现出了与自然、疾病抗争的坚强精神。
所以，岁月能改变山河，却无法改变人的精神；时间会冲淡记忆，而那些与病魔抗争的无畏战士，则
会被人们永远铭记。
人们近来越来越重视对医学史的研究，这对于我国医学发展，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但不少涉及医学史的书籍，多偏重编年式记述，对事件中主人公的动机、态度、意志、情感等精神层
面的挖掘似嫌不足。
这可能会使医学探索的前行者在人物、事件方面缺少血脉支撑而弱化了他们在与病魔搏斗中所展现出
的壮烈与豪情。
事实上，人们在与疾病抗争中并非都是成功与喜悦，有的多是苦闷与彷徨、挫折与痛苦，甚至还要以
个人的名誉、地位乃至生命为代价。
因此，只有人的精神，即一种思想、一种观念和敢于坚持这种思想或观念的勇气、决心和态度，才能
够支撑他们义无反顾、前仆后继地坚持下去，最终到达成功的彼岸。
也就是说，他们的心理、气质和人格决定着这一斗争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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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耕耘在医学教育领域的学者，奉献给广大读者的一部全面反映医学发展脉络的高品位的普及性
读物，为读者全方位展示了人类与疾病抗争的生动画卷，讲述了前行者在探索发现过程中所经历的种
种艰辛，以及他们为后人留下的弥足珍贵的医学成果。
　　本书内容丰富，立意新颖，文笔流畅，图文并茂。
让人在享受视觉盛宴的同时，更能领悟到前行者与病魔殊死抵抗的一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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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大萍，北京人，九三学社社员。
出生于医学世家，自幼受家庭熏陶，对仁爱救人的“大医”感佩不已。
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获学士和硕士学位，长期从事医学人文素质教育和中外医学史的教学
与研究工作。
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时时感受着职业和专业带来的幸福与快乐。
现任首都医科大学医学人文系副主任、副教授，发表论文几十篇，主编、参编专著和教材多部。

杜长林，1965年生于北京，北京大学硕士，现任首都医科大学副教授。
长期从事研究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工作。
在教学与研究过程中，深切感悟到现代医学技术这柄“双刃剑”给人类带来的复杂情境，以及医学人
文教育的紧迫性，而哲学能够引导医学在对历史与现实的反思中回归自身。
目前主要研究方向为医学与哲学，发表论文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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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解剖学，作为医学特有的一门学科，其主要的研究对象，就是人体的结构和功能。
探究人体解剖学的源头，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时期。
据医史学家考证，历史上最早的求知性解剖，见于公元前5世纪的阿尔克马翁所著的《有关大自然》
。
虽然这部著作早已失传，但其片段，仍可散见于较晚期的希腊学者（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作品当中
。
阿尔克马翁主张，对于人体不应该仅仅停留于哲学性的思考，更要进行解剖和探究。
他对解剖学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发现了感觉器官与脑部的关联，清晰地描述了视神经进入颅内形成视
交叉的路径，进而指出：“脑”是心灵的器官，不只负责解析感知，还承担着思考和记忆的功能。
由于阿尔克马翁对于人体的研究，综合了直接观察和实验性的测试，使他得以在同时期的学者中脱颖
而出。
继阿尔克马翁之后，推动解剖学向前进一步发展的，当属“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
）。
在保存至今的《希波克拉底文集》中，记载着大量的有关人体解剖学的知识。
他指出：人的膀胱、头颅和子宫都是“空而膨大的，能接受周围的体液，但不能吸收之”，而脾、肺
、乳房则是松软的，“尤能吸收周围的液态成分”。
现在看来，虽然这些描述并不完全正确，但是，通过对于这些器官形态的观察，后人仍然可以看出，
希波克拉底确实对人体进行过系统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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