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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史》

内容概要

将数千年的医学发展历史浓缩在一个前后连贯且富有趣味的描绘之中，不仅涵盖了西方医学的全貌，
还对丰富多彩、互有差异的东方医学传统作了生动的介绍。
序言
第一章 古病理学和原始医学
第二章 古代文明中的医学：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
第三章 印度和中国的医学传统
第四章 希腊-罗马医学
第五章 中世纪
第六章 文艺复兴与科学革命
第七章 美洲土著文明与文化
第八章 欧洲医学的美国化
第九章 临床医学与预防医学
第十章 医学非主流文化：非正统医学与选择医院
第十一章 妇女和医学
第十二章 外科的艺术和科学
第十三章 医学微生物学和公共卫生
第十四章 诊断与治疗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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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洛伊斯·N.玛格纳是印第安纳州拉斐埃特市普渡大学的荣誉退休教授。她是诸多报刊、图书评论和书
籍的作者和合著者，这其中包括《生命科学史》。她的研究兴趣包括了从女权主义者对达尔文学说的
看法到对当下中、日、韩医学理论的比较研究在内的广泛领域。玛格纳教授是美国医学史协会、科学
社会只和沾亲带故曾史协会的会员，她于1936年在纽约布鲁克林学院获得理学学士学位，1968年在威
斯康里-麦迪逊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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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古病理学和原始医学　　引言　　最吸引人、最永恒的神话之一是“黄金时代”，那是一
个未发现善恶、未认识到疾病与死亡的时代。但是，科学的证据表明，疾病比人类更古老，而且在其
他物种中是常见的，尽管这些证据常常是不充分的、零碎的和难以捉摸的。的确，对博物院中古代残
遗化石的研究以及对动物园动物及野生动物的研究证明，关节炎在大量的中型与大型哺乳动物中是普
遍存在的，包括土豚、食蚁动物、熊和瞪羚。在史前动物的骨头和木乃伊的软组织中已发现有被感染
的证据。现代影像诊断技术已揭示出化石遗骸中有肿瘤存在的证据。例如，研究者在对7 200万年前的
惧龙属的动物化石遗骸脑部进行CT扫描肘发现，其脑部肿瘤可能损害了它的平衡功能和运动灵活性。
在标本中其他的异常显示，它曾遭遇过大腿、小腿和肩膀的骨折。　　因此，要了解那些曾经折磨过
我们祖先的疾病和伤痛的类型，就需要从古病理学家的观点出发。古病理学奠基人之一马克·阿曼德
·鲁弗（Marc Ar—mand Ruffer，1859—1917）将古病理学定义为，能被远古人类和动物化石证实的疾
病科学。古病理学提供了关于古代群落的健康、疾病、死亡、环境及文化的信息。　　为了探究早期
人类的疾病问题，我们需要从生物学和文化等方面研究人类的进化。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rwin
）在《人类的由来和性选择》（1871）一书中认为，人类像其他任何一个物种一样，以自然选择的方
式，从先前的生命形式进化而来。按照达尔文的观点，所有可利用的证据显示：“人类起源于多毛、
有尾巴、四只脚的，可能习惯于树栖的物种。”尽管证据并不充分，达尔文认为现代人类的祖先与大
猩猩和黑猩猩有关。而且他预言，人类最早可能起源于非洲。来自化石、地层学和分子生物学的证据
表明，大约在500万～800万年前的非洲，人类与猿分离。　　人类祖先的残留化石为史前研究提供了
有价值的线索，但此类化石不仅罕见，而且通常是不完整的。在20世纪20年代，南非解剖学者雷蒙德
。达特（Raymond Dart）对人类的非洲祖先有了第一个实质性的发现，当时他鉴定了著名的南非猿人
化石。随之而来的20世纪最激动人心的关于人类祖先的发现与路易斯·利基（Louis Leakey）、马丽·
利基（Mary Leakey）以及唐纳德。约翰逊（I）onald Johanson）的工作密不可分。最初的工作由坦桑
尼亚的奥都万·乔治（olduvai Gorge）和拉托里（Laetoli）进行，马丽·利基和路易斯·利基鉴定了许
多原始人类化石，包括南方古猿波塞（boisei）和智人哈比利斯（habilis）。正如露西（Lucy）常说的
，约翰逊最重要的发现是原始的南方更新纪灵长动物阿法仑（afarensis）罕见的完整骨骼。21世纪初，
新的原始人类遗迹的发现，进一步激发了人类对最早的原始人类祖先与黑猩猩之间关系的争论。　　
在古人类学领域中，新发现必然导致对过去结论的重新审视，即使是对细小的骨头和牙齿碎片的鉴定
、分类都会引起巨大的争议。进一步的发现无疑会扩展人们对人类进化史的认识，并且在古人类学家
中产生新的辩论。科学家们也承认，由于伪古病理学的环境极像疾病损害，因而会导致误解与误译，
他们主要依靠验尸的结果。例如，由于骨头中主要的化学盐分是极易溶于水的，有利于滤除钙的土壤
环境能够引起骨骼发生与骨质疏松相似的变化。尽管与古代遗留物有关的问题存在含糊性，但许多导
致创伤的事件及疾病可借助古病理学的方法得到揭示。　　从众多不同学科的视角，如考古学、历史
地理学、形态学、比较解剖学、分类学、遗传学及分子生物学，可以丰富我们对于人类进化的理解
。DNA的变化、人类遗传学系谱的记录已用于建构试验性的家谱、家系及早期迁移的可能形式。一些
基因可能揭示出人类与其他灵长类动物的关键性差异，诸如口语的能力。　　从解剖学上看，现代人
最早出现在大约13万年前，但是具备复杂活动能力，如制造复杂工具、艺术品，进行长途贸易的完全
的现代人，从考古学记录看来似乎出现在5万年前。然而，现代人与绝迹的原始人类之间的关系仍然
存有争议。　　文化演进中最重要的一步发生于旧石器时代，也就是地质学上称之为更新世或冰川时
代。这一时代随着最后一次冰川的退去而在1万年前结束了。早期人类既是狩猎者、又是采摘者，也
就是机会主义性的杂食者，他们已学会制造工具、建造居所、运送和分享食物，并且创造了独特的人
类社会结构。尽管旧石器时代的技术以用骨和碎石制成的粗劣工具为特征，也没有陶器和金属器具，
但这个时期的人们在现今法国拉斯考克斯（Lascaux）和现今西班牙阿尔塔米拉（Altamira）地区创造
了生动的壁画。他们也许还创造了许多有用的发明，却因为完全的生物降解作用而没有在化石中遗留
下任何痕迹。实际上，在20世纪60年代，一些女性主义科学家对早先关于在狩猎采摘者生活中狩猎是
重要的食物来源这一假说提出了挑战。由妇女收集的野生谷物、水果、坚果、蔬菜和小动物也许是旧
石器时代人们所食用的更可靠的食物。而且，由于妇女常为弱小的婴儿所拖累，她们可能发明了方便
使用的用于挖掘的棍棒和用于运送、贮存食物的袋子。　　通过农耕和畜牧来生产食物的新形式转变
，被称为新石器革命。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发展了手工艺，如制作篮子、陶器、纺织。尽管这一时期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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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像旧石器时代法国和西班牙的壁画那样令人惊奇的艺术作品，但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制造了有趣的雕
刻、小雕像和陶器。　　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曾经最关心的是何时、何地出现了农业生活方式，而现
在他们最关心的是如何、为何出现了这种生活方式。19世纪的人类学家趋向于根据制造工具的方式和
获取食物的方式把人类文明分为一系列上升的进步的阶段。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的分析技术使得人
们有可能验证关于环境和气候的变化以及它们对可提供的食物来源所产生的影响的假说。当人类对进
步的观点加以批判性分析而不是当作必然性来接受的时候，新石器革命的起因就不像原先假设的那样
清晰了。假定狩猎者和采摘者可以比史前时代的农业生产者享有更好的食物和更多的悠闲，定居生活
方式的优越性就明显地是对那些已经幸福定居和吃得饱的人而言了。与农民生产的单调的产品有所不
同，狩猎者和采摘者可得到的食物供给可能是完全不确定的。　　关于农业起源的最新研究表明，
在1万至2000年前农业被普遍接受，主要是人口增长所产生的压力的结果。古病理学家将狩猎者与定居
农夫的健康状态进行比较发现，依赖特定作物的定居者的营养状况劣于狩猎采摘者，表现在身高、强
壮程度、牙齿状况等方面。在农业社会中，只依赖几种甚至是一种单一作物，使食物基础变得很狭窄
。这样，食品在热量供给方面是充足、连续的，但是缺乏维生素和矿物质。然而，动物的驯养似乎提
高了古代人口的营养状况。虽然人口数量在采取农耕方式之前增长十分缓慢，而在这之后，却呈现快
速的增长。在许多游牧社会中发现，延长哺乳时间并且禁止产后性交，可以维持妇女较长的生育间歇
期。村落生活导致妇女较早断奶，生育间歇也随之变短。　　从一小群流动的狩猎者到大量相对稠密
的定居者，生活方式的转变对人的生理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而使疾病的类型也发
生了主要的变化。老式住宅、花园、田地为寄生虫、昆虫、啮齿类动物提供了适宜的环境。贮存的食
物易于腐烂、吸引害虫并被啮齿类动物的排泄物、昆虫、细菌、霉菌和毒素所污染。农业生产增加了
每单位土地所提供的热量，但过分偏重谷类食物可能导致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贫乏。　　缺乏
像狩猎者和采摘者那样的流动性和食物多样性，定居人群可能因食物欠收、饥饿和营养不良而遭殃。
迁移、邻族入侵或当地饥荒引起的远距离定居可能会把寄生虫和病原体带到新的地域和人群中。具有
讽刺意味的是，由于盛行对非自然的和现代人工饮食的担心，以至于最富裕国家的人们持有采用古代
人甚至是野生灵长目动物的饮食方式的幻想。实际上，史前人们可利用的食物供给更加不充足、单调
、粗糙与不洁。　　古病理学：方法和问题　　由于关于远古人类疾病的直接线索非常有限，我们不
得不探求各种不同的间接方法来对史前世界作一番起码的尝试性的了解。例如，对我们最亲近的亲戚
——猿和猴的研究已经显示出，在自然状态下生活并不意味着可以免受疾病之苦。野生灵长类遭受着
多种疾病之苦，包括关节炎、疟疾、疝气、寄生虫病和牙病。我们的祖先（第一个“裸猿”）也许经
历了与这些发现于现代灵长目中的疾病相类似的疾病，其平均生命期是“龌龊、残忍与短暂”的。然
而，史前时期人类逐渐学会适应严酷的环境，这与神秘的伊甸园是不同的。最终，人类以前所未有的
方式通过文明的进步改变了环境，他们甚至已适应了环境的要求。随着动物的驯养、农业生产实践技
术的掌握以及高密度人口定居区的产生，人类也产生了新的疾病类型。　　为了获得对有关史前时代
疾病类型的推论，古病理学家必须把一手资料和二手资料相结合。一手资料包括从偶然的或有目的的
人类埋葬处发现的尸体、骨骼、牙齿、灰烬和烧焦、干的遗骸。二手资料包括工艺品、手工制品、史
前人类的埋葬品和古代文件，它们描述或提示了古病理情况的存在。这些研究材料是不完全的，机体
的坚硬部分如骨骼、牙齿的某些异常表现，无疑会使我们对过去情况产生曲解。　　的确，通过对古
代遗物的研究而得出一个明确结论的可能性是如此之小，因此许多学者坚持认为现代疾病的名称不应
当赋予古代的生物。其他的专家从先天畸形、外伤、感染、退化、癌症、营养素缺乏，以及其他许多
种类的、病因未明的疾病方面将旧石器时代进行了系统的疾病分类。　　但是通过把各种经典的和现
代的技术相结合的方法，科学家们能利用这些支离破碎的材料获得对古代人类生活方式的更深入的认
识。从考古学的角度研究人类也可以被称作生物考古学，这是一个包含着人类生理学和考古学的领域
。　　丧葬习俗、埋葬程序及环境条件，如热量、湿度、土壤成分，能够决定人类遗体的保存状态。
特别是火葬可造成尸体严重的破碎。死后短期尸体被埋葬在地下，覆盖上一堆石块（圆锥型石堆葬）
，或放上一个支架，暴露于风雨中。如果死亡发生在地面冰冻之时，游牧人和定居人都可能将尸体安
放于临时搭建的支架中，作为暂时的方法。以后，尸骨可以在适当的仪式上埋葬。在一些墓地中，死
者可能放到旧坟墓中，引起尸骨的混合。尸体的残缺、某些可能包括动物尸体或哀悼祭品的墓地商品
及随葬品的混合以及由于天然或人工的木乃伊导致的变形，都可造成额外的困惑。打地洞的动物和掠
夺者可能也会扰乱墓地，改变骨头分布状态。另外诸如洪水、地震、塌方、大规模屠杀等灾祸，可以
提供在某一时期一大群个体的信息。　　尽管在古病理学中运用了新的分析技术以及越来越先进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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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许多不确定性仍然存在着，所有现象和结论仍然要以谨慎态度来进行解释。自从20世纪最后几十
年以来，为解释古人类的健康、生活方式和文化，科学家已经开发出新的方法，如DNA扩增和排序、
碳和氮的稳定同位素分析、电子显微镜扫描。电子显微镜扫描已用于检测由应激和生长受限造成的各
种牙齿表面和牙釉质的损伤，以及劳动负荷对骨干的影响。通过对从古代骨头和头发中提取的示踪元
素的化学调查，我们可能获得对古代饮食形式和生活的质量的深入认识。头发中可以鉴定出铅、砷、
汞、镉、铜和锶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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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还是Castiglioni的好读些。。。
2、住院期间读完的书
3、书的印刷纸张看起来比较舒服，眼睛不累。
4、这个不太好打星：中国医学方面，挂一漏万，而且突出的还是愚昧的那些方面，其他地区我就不
看了，免得失去对他们那些先贤的尊敬。
但此书的意图是好的，只不过要了解一个文化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首先不要戴上有色眼镜来选择角
度和材料好吧？
5、以前看过，早就想买了，书还行
6、这本书还不错。希望能看到英文原版。
7、可以列入必读书目了。
8、经不起细读的检验。
9、不错的一本书，阅读中
10、拿到书之后翻了翻，还是有点小失望，插图是黑白的。

对于每个学医的来说，都应该知道点医学史，这本书可以作为一本入门级读物，相对于卡斯蒂廖尼（
意）的《医学史》上下册而言，内容稍显单薄和学术。

本书虽然翻译得很到位，专业术语也很精准，可是读起来却一股学术气，不是很顺畅，对非学医者来
说读起来可能会感到吃力和枯燥。
11、现在看什么都是科普书籍，前几天在看法国人的特性 那书结合这书来看，貌似都是一个老师教出
来的，先学一门武艺，再在各自的领域纵横
12、介绍西方医学史的小书，科普性质
13、易读，具可读性。
14、相当重口味
15、细致地展现了医学从古到今的方方面面，选取医学史上的著名案例进行了深入考察和探讨，观点
中肯，材料丰富，对于我们今日有关医学的狭隘印象有很好的纠正作用。
16、虽然充满了复杂的医学名词，但故事还算吸引人。是了解西医历史的好读物。
17、一帮执着，幸运同时想当然的人的重口味故事
18、写得很不错，
19、没有封膜，而且书很脏很脏，全是土，一摸一手，估计是太久没人买过了~~
20、面向大众的《医学史》不多见，此书以学术见长，但语言简洁晓畅，持论公允，很可一读。
21、开拓思路
22、该书是帮朋友代买的，我只粗略的浏览了一下，感觉很不错。装订质量很精良，内容也很不错，
不仅仅是一部医学技术史，更重要的是他更是一本医学文化史。
23、花了很长的时间看完，内容太零碎，既不值得花那么多时间去看，也不值得花那么多钱
24、真的是本很好看的书，不枯燥，不空洞。
25、相对来说更适合当教材，年代近，而且更精简。
26、内容很值得细细研究，我挺喜欢，特别是关于我的专业的部分。推荐。
27、欧洲部分可读，中国部分浅易
28、我们需要去阅读有关医学的发展的历史，我们才能知道如何更好的去发展
29、实在太体贴我这种好奇心旺盛的死文科生了！把剑桥医学史扔了吧，那本书对非专业者的人性化
是负数。
30、多少让我对自己专业的历史有所了解吧
31、医学生真的应该读一读，尤其是对医学感兴趣的人。
32、一会儿讲病，一会儿讲人，却又在时空两个方面存在不足。
但文学趣味不错。
33、还可以,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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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不好看
35、还不错
36、可以作为写什么东西的参考资料，当做一般读物不太适合。
37、翻译人名不按常规来
38、希望后几章也这么不错.
39、医学属于自然科学，但与其他自然科学有一个重要不同之处，就在于它研究的对象是人。人除了
具有生物属性外，同时还具有社会属性。医学生除了需要掌握医学本身的知识以外，还需要掌握与医
学相关的社会学知识，医学院校的人文素质教育就显得十分重要和必要。在医学领域，对医生人文素
质的要求无论是从健康或疾病的概念，到临床决策过程，还是从人类基因组研究的伦理问题，到对患
者的关怀，都蕴涵着对人类价值的终极思考，无不体现出医学的人文精神传统。因此，如何促进人文
教育与医学教育的融合，使人文素质教育渗透于医学教育之中，是医学院校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重要
问题。医学史是通过社会、经济、哲学和文化等的关系，来研究医学发展过程和规律的科学，它是介
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一门学科。医学史作为一门融合医学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交叉学科，在医
学院校的人文素质教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医学史教育对于医学生全面理解医学的内涵，领悟医
学与社会、经济、文化的互动关系，正确认识医学的目的，把握医学发展的趋势，意义极其重大。
40、书的内容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当当网的物流真的很厉害，好几次我买的书，过来以后（特别是成都仓，包装如此简陋，我买的
三本书就用塑料带裹着，胶带也只是将塑料带封上），居然书背上有横向的裂痕，很明显是严重的撞
击才出现的结果，我不敢想象我的书是怎么来的，能在书背上，这本书是500页，造成这么样的裂痕我
觉得凭我自己的“缚鸡之力”都有点困难。
书是自己看，好在我不是完美分子，不影响阅读就行了。
不过当当你也得多多注意一下客户体验了，你不仅仅背着你们员工，还有那么多股民呢。

国内一些关于医学历史的书实在不敢恭维，可能是我的阅读少，这里有冒犯先道歉。内容就像是百度
百科一样一块一块的复制上去的。给中小学生当科普读物还行，真是不应该冠名医学史，还图解，是
不是内容太少了？自从我读了一部分《科学史》后，就渐渐不喜欢那种没有逻辑的人文书了，这本书
还没有看，不知道如何。这里也不妄自评论。此外我还买了《疾病的文化史》，当当网有预读，看过
一部分，觉得很好，虽然不是很新，不过这种才能算是人文读物。
41、经常上网的同学大概都听过“常凯申”的笑话，这本医学史也不遑多让。请看这中西兼并的翻译
：“针次术的秘诀据说是由女神Scarlet和White传授给黄帝的”（我猜是指玄女和素女，不过这两不是
教房中术的么？）再看这句话“...判断胎儿的性别，这种做法的正确率好歹总有55%”，原文
是fifty-fifty，默...
抛开翻译不提，书本身还是蛮有意思的，从原始医学到最新的基因组都有简明介绍。和各种科学一样
，医学的发展也充满了歧路，多少现在看来已经是常识的东西，当初被认为是奇谈怪论；而当时的常
识，现在又被认为是荒诞不经的。
之所以给2星，实在是翻译太坑爹了，我毫无把握看到的文字是否是作者想表达的。
42、粗度
43、很全，挺大的工程
44、个别章节和翻译很成问题，个人意见
45、医学典范 经典书籍 学医的不可不读

Page 9



《医学史》

章节试读

1、《医学史》的笔记-第70页

        原因好雷人啊~中国的卫生保健体系主要承担常见病和复发病的处理、公共卫生工作和主要流行性
疾病的根治。中国医疗系统的口号是：”消灭四害！“官方公布的四害是指老鼠、苍蝇、蚊子和臭虫
。蟑螂、跳蚤、虱子、蜗牛等害虫也是根除对象。只是口号不能包含所有的根除对象，那样会破坏口
号的美感。

2、《医学史》的笔记-第407页

        这页的图，真是雷到我了。。。

法医图谱、刑事现场不过是浮云。。。

3、《医学史》的笔记-第54页

        修补鼻、嘴唇和耳朵利用的是“敏感耳瓣”的技术。例如，为了创造一个新鼻子，外科医生用一
片叶子作为模板，从病人的颊部或前额切下一块“活肉”（现称蒂瓣），然后划破皮瓣，迅速把它贴
在鼻子损伤的部位，并以审美的角度，将绷带恰到好处地覆盖在创面上。由于作为移植物的蒂瓣必须
依附于原有部位，它的游离段只能被缝在容易到达的部位。当蒂瓣在新的部位生长以后，它的底部将
被切开。如果外科医生技术精湛，双手稳健，刀片锋利，整个手术可以在两个小时内完成。

4、《医学史》的笔记-第16页

        神的“信号说”是民间医药的另一指导原则。根据这一概念，神灵在世界上设置了疾病和药物并
教导我们，任何事物都不会无目的地存在。因此我们可以假定，神灵对潜在药物做了某种标记，暗示
着它们的治疗功效。比如，一种治疗黄疸有效的植物可能开出黄色的花，治疗心脏病有效的药物可能
取自带有心型叶子的植物。

5、《医学史》的笔记-第38页

        “古代埃及人在判断一个女性怀孕之后
会利用她们的尿来浇灌小麦和大麦，通过作物的长势
来判断胎儿的性别
这种做法的正确率好歹总有55%”

坑爹呢？以为读者都不会算数还是都没学过统计学？

去Amazon一翻，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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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是fifty-fifty⋯⋯

笑得整整十分钟干不了活。

嗯笔记真的是吐槽翻译的好地方。口亚，轰杀你们这帮废柴！

6、《医学史》的笔记-第13页

        即使广播、通讯卫星和电视等传媒已使这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全球村”，但仍然有可能发现那些
与世隔绝的人们，他们还保持着那种与旧石器时代相比变化甚少的生活方式。时至今日，人类学家和
历史学家通常把这类人称为“当代原始人”。

7、《医学史》的笔记-第220页

        19世纪，欧洲用水蛭替代放血疗法，整个西欧的水蛭都捕捉殆尽。

甚至有MM，用50条水蛭试图自杀。

另外，给一个躁狂患者注射了大量的小牛血，哦，躁狂治愈了。。。

　　　同样的方子对于有8年精神病史的患者，哦，病情也缓解了。。。

　　　当然，之后他们都玩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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