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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看的我无比痛苦⋯⋯
2、比较简单，适合入门介绍读读。可能作者原书写得就比较通俗，比较好懂。其实这个医学史还是
以欧美为主
3、还行，可读。不知道今天我们以为的科学疗法在后世看来会不会跟我们看当年的医生动不动放血
一样的感觉。
4、外行看热闹挺不错，爽利易读
5、这本书是以主题而非时间为主线讲述医学的发展的，最快速地把医学各方面的机制描绘了一遍。
中译版文字简明清晰，读起来感觉一气呵成。最后一张跳出医学自身，从政治经济的角度回望了医学
在今日的现状。
6、外科医学 技术进步
7、16.08.09
02B算是有趣的历史科普文，就是翻译的有点不太灵光。走马观花，点到即止，不痛不痒，看的还是
不过瘾。
8、果然是极简
9、精简。。。需要一些医学和生理的基础知识，不然会觉得泛泛
10、只是快速翻了一下。这部书可能比较适合学医人士阅读。因为说老实话，外行人看了，其实不知
道所以然。译后记也轻轻点出了，以前医者的一些冒失和教条的行为。学史的用意就是避免以前的偏
见和教条再度发生吧。
11、只能说，翻译有病
12、简单地梳理了医学史，但写作脉络不够清晰，读起来比较吃力。
13、特么译者还是编辑太蛋疼了，还我国
14、大家小书。从八个方面梳理医学发展史，或者说人类与疾病、苦难和恐惧对抗的历历史。简明清
晰。但是，有一个愤怒的但是，翻译太烂，严重阻碍阅读。
15、翻译得不流畅，推荐看原文
16、今天花了3个小时读完这本书。本书以家畜和定居导致疾病滋生、扩散及进化为开篇，提出了一个
重要的观点：疾病一向是社会的产物，人类文明不仅滋生精神感官症，也也滋生疾病，紧接着简单阐
述了医师、身体、实验室、治理、外科医学及医院的历史演变，最终以医学与现代社会一章结尾，探
讨了医学在现代社会中的角色：行善的力量、神奇的科技还是失控的怪兽。
在现在这个史上医学最发达的医学时代，颇为讽刺的是”看病难“、看病贵、医患关系恶化让大众对
医疗的不满达到顶峰，第三世界国家仍然饱受疟疾、肺结核、艾滋病的蹂躏，让我们不禁重新审视现
代医学对人类的健康贡献，正如作者所说21世纪的医学似乎必然会改变，无论角色与眼界焦点不再是
对抗疾病，而是让人有选择生活形态的余裕，强化身体，进一步延长寿命。
17、大概了解，翻译的确是。。。有些时候看不懂。。。
18、涨姿势
19、一天时间读完了这本书，想法是：中国医学史和西方医学史大有不同，但又在最初的时候极其相
似。西方的医学在近100年里迅猛发展，而祖国医学确一直未再度崛起，真的应该有本中国医学简史，
横向比对两种医学。此书尽言西方，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都很难全部记住，但却感到西医的发展是必
然趋势
20、翻译的看起来怪怪的，有点太本土化了，还有一些小错误，p25阿斯克勒庇俄斯的杖是单蛇的，双
蛇加翅是墨丘利的。
21、一般般，作者翻译的有点搞不懂，可以当作一本涨常识的书
22、很多的进步与很多的弯路。
23、在招摇撞骗的神棍中，淌出了一条血路啊。现代医学真正成体系，不过200年历史。
24、果壳的书质量一般般
25、这个译作水平比较高，不过看评论似乎读者并不人人买账，比较纳闷。
26、浅显易懂
27、一般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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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满分，翻译的好，内容也有意思
29、内容挺贴近书名的 真的极简 每次说到一个新的东西 觉得挺有意思 然后就没了 不过毕竟书名就是
这样的
30、有一本台湾版，叫医学简史，大陆引进之后改叫极简医学史，越是介绍性的小书越不好写，罗伊
波特大牛人
31、医学史应该作为医学生入门级必读书目之一。对医学发展的历史有了了解，才能更好的将医学的
各个分支学科的关系和发展进行融会贯通。
32、断续看完，没看得清晰。
33、家畜和定居导致疾病得以规模化，新大陆原住民完全抵御不了移民带来的全新的病毒。梳理疾病
、医生、身体、外科、医院等在西方的发展过程。译笔一般。
34、一本有高中知识即可读的科普书，虽小但精，粗略了解或是当作导读都非常不错。作者博学且功
力深厚；译者偶尔出现的病句不至于妨碍阅读，整体通顺达意。
35、具體年份後面能不能不要自作聰明地加上對應的中國朝代？還有那些非要扯上中國和中醫的腳註
。真不知道是譯者的鍋還是編輯的鍋，但我知道「我國華南地區」這種表述肯定是編輯有病。｜每一
章前面的引文都莫名其妙，毫無用處。｜一本維基百科的檢索表。
36、实在太干的货了，对于外行科普不太合适，列举了海量的历史点但是没有展开也没有脉络，一开
始的早期历史还有些脉络，到后面章节就几乎是单纯历史时间和事件，还有人名的列举了，外国人名
啊，一个名字占半行⋯⋯除了专业医生，普通人真的很难读下去。
37、⋯⋯作为外行，这本书进一步坚定了我用笨办法去啃大部头的决心。
38、医学生读
39、还算是一个不错的入门级读物吧
40、波特有一种特殊的天赋，能够用令人愉悦的写法梳理庞杂的知识，并加入自己的独到见解。
41、原来有个专业叫医学史 
42、真的很薄一本书，但是作者功底很高，虽然内容不多但是作为科普绰绰有余。减一星给翻译。
43、“诉说的是疾病与医学的故事，字里行间却是患者与濒死者的苦难”。主题由小至大，视野以小
见大，简洁的文字中是无数惊心动魄的历史。翻译神烦编辑智障，假装文字古雅却多处词不达意，还
有无数自作聪明地篡改原文，在脚注里写译注会死么？
44、入门够了
45、很好的书，对医学尤其西方医学的发展有了大致了解。翻译的不错。
46、小书大视野，读起来并不费力，却跨过了漫漫历史与思考。尤其是现代医学那章，心有戚戚焉。
47、基本上就是一门大学通识教育课的内容。作者本人是社会学者，因此用社会历史的眼光梳理医学
史、医患关系史、医疗组织和国家政策的历史演变，视角比较全面。让人充分理解医疗本身不仅是自
然科学问题，更是社会学问题。每一个人都可以读读，以此明白现代社会中我们在健康保障方面的处
境。
48、篇幅短，脉络清晰，科普读物。ps.看过不多的外国人写的历史书，都是在时间轴上面加了个主题
线索，主题之间有交叉和发展，确实跟国内义务教育教的思维形式不一样。
49、西方医学近两百年发展飞速；看这本书感觉到医学发展过程有时时间跨度很大，不是想象中一蹴
而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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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1. 译者似乎是要给读者制造自己文化水准很高的感觉，使用了大量的成语、并不常见的词语和短句
。像是“俱往矣”这种虽然违和但也不算错，“疡医“这种词的大量使用就会使读者产生理解障碍了
，而更严重的问题是成语的乱用，除了词不达意以外也有名词性、动词性和形容词性成语混淆不清的
问题。2. 自作主张地篡改原文，在正文中增加了对应中国的朝代年份、地域特征等内容。译者在后记
里面也提到了他的想法。我无意去评判他的想法是好是坏，毕竟千人千面；但是你要增加这些文字，
能不能放在脚注或者尾注里面作为译注加以补充？让文字就这样呈现给读者，就算不是对版权的不尊
重，也是对已故作者的不尊重。就算我不对译者的这种行为表示神烦，也要骂一句编辑你智障吗。
2、Chapter 1 疾病1.旧石器时代，人们很少受大疫的侵扰。因为在密集的人群中，病原才能找到足够的
感染对象。2.农业社会开始，人类开始与家畜、家禽共患病；蠕虫开始寄居人体；永久性的人类小区
为蟑螂、鼠类等创造了绝佳的生存机会；定居社群制造大量废物与垃圾。3.文明的不断扩张，贸易、
战争、旅行都是引爆大疫的导火线。在一个地区，已经被居民驯化的病原（微生物毒性太强，轻易就
能杀死宿主，反而对自己的繁殖前途不利。），到了另一个地区，会在从未遭遇过它的人群中造成大
疫。哥伦布发现美洲后陆续被带去的大疫：猪流感，天花，麻疹，伤寒。征服者不得不从非洲引进黑
奴，但奴隶贸易又引进了疟疾、黄热病。哥伦布可能从美洲带回的疾病：梅毒。1495年，欧洲第一次
爆发梅毒疫情。4.工业社会也带来了新的疾病：环境污染、职业病、都市病。Chapter 2 医师1.史前时
代，巫师、卜人。2.定居社会：草药师、助产师、正骨师、巫医。（1）埃及：医疗系统：医师、祭司
、巫师（2）希腊：阿斯克勒庇俄斯，蛇杖成为医学的标志。其女阿克索蛇碗成为药学标志。3.世俗医
生：源自希波克拉底学派（1）希波克拉底学派：体液说、希波克拉底誓词。缺乏解剖学、生理学知
识（因为解剖人体与古希腊人本精神不相容）。（2）盖伦：解剖学、骨学。盖伦自视甚高”希波克
拉底已经指出了这条道路，，，他有铺路之功，但是，开通这条大道的，是我。4.中世纪，教会神职
人员独占医疗行业。5.12世纪时，西方的医学恢复生机，因为大学出现了。新时代的职业医师最先出
现在意大利南方的萨勒诺。 意大利的城市最早出现医学行会，建立学徒制度。在南欧，疡医与医师之
间没有什么鸿沟；在北欧，外科学与理发业联系在一起，医师都瞧不起这门技艺。基层医疗网在19世
纪逐渐形成，但仍拿不出有效的治疗手段。19世纪制药公司推出镇痛剂等，1853年皮下注射器问世
。1816年听诊器发明，1960s开始使用小巧的温度计。6.进入20世纪。各国发展不同，英国基层医疗网
仍掌握在全科医生手上；但美国的专业化趋势明显，全科医生很难生存。Chapter 3 身体1.医学界普遍
不接受解剖。2.解剖死人，在希腊化的亚历山大首先发展出来。西罗非勒斯、伊拉西斯特拉斯。3.西方
史载第一次公开人体解剖，由意大利德鲁西。此时受过教育的医师开始认为解剖学是医学重要基础。
解剖人体的做法散布到意大利各地，艺术家如达芬奇也开始解剖人体。但很多学生没有亲自动刀的机
会，甚至不能看见实物。4.维萨里《人体构造与机能》出版，图文并茂。5.哈维：血液循环论6.柏夏《
论组织》，奠定了19世纪临床医学的基础。Chapter 4 实验室1.雷奈克，柏夏的学生，听诊器的发明者
。路易《临床医学论》2.李比希在吉森大学创立的化学研究所，为实验室科学立下了典范，定量化学
分析。3.缪勒《人类生理学手册》；缪勒的学生施旺，开创现代细胞学，证明癌症源自细胞内不正常
的变化。4.巴斯德，巴斯德灭菌法，炭疽疫苗，狂犬疫苗；细菌学成为一门科学。5.科赫《严重感染病
的病因学》，科赫法则。6.微生物学：万巴德，丝虫；美西战争，黄热病，埃及伊蚊。7.营养学：艾克
曼，脚气病8.内分泌学：9.实验神经生理学：戴尔，乙酰胆碱；勒维，胆碱酯酶10.遗传学：达尔文《
物种起源》；布里克、沃森DNA双螺旋结构，为分子生物学奠定基础。基因工程，基因筛检技术，基
因疗法。Chapter 5 治疗1.植物类药物：希腊泰奥弗拉斯托斯为植物学奠定基础。2.欧洲人发现美洲后
，又吸收了其他药物，最有名的就是金鸡纳树皮，含生物碱——奎宁。16世纪，草药还是主流药物
。3.19世纪，化学合成药问世。巴斯德细菌学；弗莱明青霉素，瓦克斯曼链霉素。对付病毒的疫苗开
始出现。Chapter 6 外科医学1.古代外科医学：公元前5000年开颅手术。印度传统医学阿输吠陀，整形
手术先河。希腊不重视外科医学。伊斯兰医学重视。在北欧，实行外科手术的是理发师。2.助产技术
的进步：产婆被产科医生取代，产钳。3.麻醉：克拉克乙醚；莫顿氯仿4.消毒：碘酒，石碳酸；科赫蒸
汽灭菌；霍尔斯特德橡胶手套。5.透视与监控技术：伦琴X射线；爱因托芬心电仪；超声波扫描仪；内
窥镜6.整形与重建手术：7.器官移植：1963年，第一例肾脏移植手术。8.生殖技术：试管婴儿路易
斯Chapter 7 医院1.古希腊：神庙2.罗马帝国时代，医院出现。3.基督教兴起后，为一般民众设立的医院
才开始出现。4.1800年左右，医院不再是济贫扶病、休养生息的地方，二开始转变成医学发展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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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专科医院兴起。4.1836年，日耳曼路德会木事弗利德纳创立女执事学校，是护理史上的里程
碑。克里米亚战争将南丁格尔塑造成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6.1980s开始，医院开始建设设备完善的无
菌手术房。7.医院经费：两次大战之间，洛克菲勒基金会捐了几百万美元给大学与医院。北京协和医
学院。Chapter 8 医学与现代社会21世纪的医学，焦点不再是对抗疾病，二十让人有选择生活形态的余
裕，强化身体，进一步延长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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