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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医学史不仅关注医学理论和医学技术的发展演化，而且也关注社会经济、文化传统、哲学思想、宗教
信仰等对医学的影响。
以历史的眼光审视医学，并不只限于考察过去的人物和事件，更重要的是促使人们从历史中获得启迪
和教益。
医学史是我国医学院校中最早开设的医学人文学课程。
1946年，北京大学医学院成立了医史学科。
1957年，卫生部委托北京医学院和中医研究院举办了医史师资班，此后全国部分高等医学院校陆续开
设了医学史课程。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医学教育改革的深入，医学史作为一门融合医学科学和人文社会学科的交叉
学科，在医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成为医学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的核心课程之
一。
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医学史教育仍存在着许多问题，制约着自身的发展和其功能的发挥，其中之一
就是尚未列入国家规划的医学教材系列之中。
有鉴于此，由北京大学医学部牵头，联合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三军医大学、湖
南中医学院、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等在医学史教学和科研第一线工作的专家学者共同编写一部供全国
高等学校通用的医学史教材，以推动我国的医学史教学与教材建设。
本教材突破了以往将中西医学史分别撰写的体例，全景式地审视人类医学的发展历程，强调了医学模
式的演化规律，通过比较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的不同发展态势，使学生更全面、深刻地了解医学发展
的轨迹、理解医学的本质和价值。
毋庸讳言，作为编写一部医学通史性教材的尝试，必然会出现一些疏漏和不当之处，我们期待读者的
指正和批评，以便今后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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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医学史是我国医学院校中最早开设的医学人文学课程，在医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
重视。
但是至今还没有一本国家规划的医学史教材。
鉴于此，由北京大学医学部（主编：张大庆）牵头，联合兄弟院校的医学史教学和科研第一线工作的
专家学者共同编写了这本书。
    本书突破了以往将中西医学史分别撰写的体例，通过比较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的不同发展态势，使
学生更全面、深刻地了解医学发展的轨迹，理解医学的本质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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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  人类医药文明的曙光自从地质新生代第四纪出现了最早的人类，原始医药卫生的萌芽便开始从史
前文化中起根发苗。
原始社会的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根据石器制作的情况又可分为以打制石器为主的旧石器时代和以磨
制石器为标志的新石器时代。
大约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以前为原始群阶段，之后逐渐进入原始公社——母系氏族公社、父系氏族公社
。
古猿成为“完全形成的人”，即最早的人类——猿人。
猿人经过早期猿人、晚期猿人（又称直立人）、早期智人（又称古人）、晚期智人（称新人或现代人
），其体质特征与现代人无大的差别，至此，人类已经遍布亚、非、欧、美各洲。
1.1.1  医药卫生的萌芽在古猿向人类的进化过程中，从被动地适应自然界，逐渐发展到使用、制造工具
，有目的地自觉地改造自然界。
在旧石器遗址中，有用火的痕迹。
学会用火，使用火来照明取暖除湿，驱赶虫兽，烧烤食物，提供熟食，这对于扩大食物范围，促进人
脑和体质的发展，减少疾病、保持健康等，均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甚至使火疗、热熨也有了可能。
热带的杆栏式住所是人们告别构木为巢之后的一大创造。
原来穴居山洞的先民则开始用石料叠砌住房，在一些房舍中已有了通风排烟设施。
在土木合筑的房屋中往往有灶坑，以保存火种，取暖，为饮食卫生提供了物质条件。
先民还以兽皮为衣，御严寒，挡风雨，护肤遮羞，有其防治和保健作用。
人类早就认识到一些食物的治疗作用，美洲印第安人拥有多种治病的草药，墨西哥的印第安人将荨麻
的汁液与盐分和牛奶混合，滴人鼻孔治鼻出血。
大约在公元前7000～前6000年，中国仰韶先民以及西亚地区的居民，都已经掌握了制陶技术，使煮饭
和煎炙药物有了可能。
甚至陶器还成了有关医药卫生文化的载体，出土的史前文物中还有新石器时代人体陶像、盥洗用具等
。
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阶段，由于当时以妇女为中心，妇女在家庭中为尊长，有保护亲属平安健康的职
责，所以她们往往是熟悉草药的能手，在埃及和希腊罗马的史诗中，都有对这些古代女医生的歌颂。
中国自古称药物书为“本草”。
欧洲自古称药物为“drug”（即干燥的草木）说明药是从植物开始的。
有关生殖文化的岩画石刻，寄托着先民们渴求种族繁衍的希望，折射出先民们对生命的重视和浓重的
生存意识。
在族内婚俗盛行时，先民们大概逐渐意识到近亲婚配所生的子女，有的发育不良、畸形，有的夭折。
中华民族的先祖很早就意识到“血族婚配，子女疾天，同族婚配，其生不繁”的道理。
纹身习俗在婚姻制度上有重要意义，由于不同氏族有不同的图腾和纹身，就可以有效地防止血亲通婚
。
在原始宗教活动中的萨满治病具有心理暗示作用，萨满也珍藏着一些祖传验方，讲究采药、制药，因
而萨满也往往成为该部族民间医药知识的传承人。
在墨西哥发现有史前萨满诊疗的形象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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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院校医学教材·医学史》由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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