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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大众的目光和专业的视角考察了2000多年来人类社会中疾病、健康与医学的历史及其相互关系
，回溯了从古至今医学史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和重大事件，同时它也关注医学史上的发现和争论以及
困扰医学进步的问题。
与一般医学史著作不同的是，本书对于疾病与治疗、医学科学与社会、病人与医生给予了同等重要的
叙述，体现了医学史研究内史与外史相结合的现代风格。
本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作者对过去150年——现代医学发展的关键时期，提供了丰富的广泛的论述
。
全书贯穿着对医学履行的复杂社会功能的强调，关注正在转变中的病患的意义。
它将从希波克拉底誓词到今天的医学伦理学、从水蛭到激光外科等医学的发展，以及医患关系、基础
和临床医学进步的性质、卫生保健是如何管理的等现代问题，放在历史的境遇中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
考察。
本书对相关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权威的参考文献。
此外，本书附有医学史大事年表、人类主要疾病表和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年表，为读者查阅提供了
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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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伊·波特（Roy Porter）是伦敦维尔康医史研究所的医学社会史教授，曾在剑桥大学和洛杉矾加州大
学任教。
他在医学史领域著述丰富，最近出版的著作包括：《社会的医生：托马斯·比多斯与启蒙时代晚期英
格兰的医疗业》（1991）、《伦敦：社会史》（1994）、《人类最大的福利：人文医学史》（1997）
等。
不久还将出版一部关于启蒙时期英国的历史著作。
波特教授的主要研究兴趣是18世纪的医学、精神病史和江湖医生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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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奠定解剖学基础：　　中世纪时，无论在信奉伊斯兰教的东方还是在信奉基督教的西方，受过教
育的医生们都是在古希腊教育的基础上进行他们的医疗实践的。
而到了中世纪晚期，人们越来越不能满足于僵化的教条，再加上受到新思潮——文艺复兴——一场新
的修正旧教条和发现新真理的思想革命——的影响，激励人们寻求一种全新的生物医学。
在文艺复兴时期，尤其是在科学革命给机械科学、物理学和化学带来了巨大成功之后，医学也迈出了
更坚定的步伐。
　　人体系统解剖学研究对巩固医学的地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古代雅典的医生认为人体是神圣的，并通过避免解剖死尸以示尊敬。
因此，尽管希波克拉底学派和其后的盖仑学派对医学曾做出过许多贡献，他们在解剖学方面的认识却
很肤浅。
类似身体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认为身体是属于上帝而非自己的）随后导致了罗马教廷宣布反对解剖
死者。
平民百姓也对尸体解剖深感疑虑。
直至1832年解剖行为获得许可，在英国对解剖还是存在根深蒂固的敌意。
如果我们看一看威廉·伯克、威廉·海尔以及其他“掘尸人”臭名昭著的行为，就可以知道这种敌意
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
上面提到的两个人在爱丁堡通过谋杀获得尸体，再卖给医学院供研究之用。
　　我们知道，坚实的解剖学和生理学基础对科学的医学至关重要，而它只有通过系统解剖才能得到
发展。
在中世纪时期，教会对解剖的禁锢渐渐放松了。
14世纪中叶，在黑死病流行期间，教皇批准验尸以寻找瘟疫的根源；但直到1537年教皇克莱门特七世
（Pope Clement VII）才最终允许将实体解剖用于教学。
无论如何，从14世纪开始，解剖变得愈来愈普遍，尤其是在当时的科学研究中心意大利（见原书75页
）。
早期的解剖演示是在公共场合进行的，几乎成为一种景观，其目的不是为了研究而是为了示教——以
便教授炫耀他的解剖技能。
由一名解剖者持刀操作，教授则身着长袍，坐在高高的椅子上，从盖仑的著作中朗读相关章节，同时
他的助手指向所提到的器官。
16世纪初期，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画了约750幅解剖图。
这些完全是在私人的范围内完成的，也许是保密的，因而对医学的进步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医学上真正的突破是由维萨里的工作带来的。
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于1514年出生在布鲁塞尔一个药剂师的家庭，曾在巴黎、卢万和帕多瓦求
学，1537年在帕多瓦取得医学学位后即成为那里的一名教授。
后来，他成为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及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宫廷御医。
1543年，维萨里出版了他的名著《人体的构造》（DeHumani Corporis Fabrica）。
在巴塞尔印刷的这本图例精美的著作中，维萨里推崇观察，对盖仑学说中的许多方面提出挑战，认为
盖仑的观点建立在对动物而非人的认识上。
他批评了那些描绘“迷网”的医生，因为这些医生只是在盖仑的著作中看到，但却从未真正在人体中
见到那样的结构。
他也自责曾一度轻信了盖仑和其他解剖学家的说法。
　　维萨里的伟大贡献在于他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研究氛围，并把解剖学研究建立在观察到的事实这一
稳定基础之上。
尽管他的著作没有惊人的发现，但却引发了一场思维策略的转换。
维萨里之后，对古老学说的盲目信奉已丧失了它们无可置疑的权威性，后来的研究者决定把研究重点
放在精确性、亲自直接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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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萨里的工作很快得到了承认：当时的首席外科医生巴累（Ambroise Pare）1564年出版他的经典外科
学著作时，在关于解剖学的章节中就采用了维萨里的学说（见原书206页）。
　　维萨里的著作中有关于骨骼、肌肉、神经系统、内脏及血管的确切描述和图例。
而他的后继者在更深、更细致的层次上发展了他的技术。
1561年，维萨里的学生，帕多瓦的解剖学教授法罗比斯（Fallopius，即Gabrielle Falloppio）出版了一部
解剖学著作，阐明和修正了维萨里学说的部分内容。
洛比斯的研究发现包括人的颅骨、耳朵以及女性生殖器的结构。
他创用了“阴道”一词，并描述了阴蒂，首先画出了从卵巢到子宫的管道。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未能指出被后人称为法洛比斯管（即输卵管）的功能，直到两个世纪以后，
人们才认识到卵子是由卵巢产生的，并经由这些管道到达子宫。
这足以说明早期的解剖学发展已经超过了生理学。
　　到16世纪末叶，维萨里解剖学已经成为解剖学研究的最佳方法。
另一位意大利的先锋人物欧斯塔修斯（Bartolommeo Eustachio）发现了咽鼓管（从喉到中耳）以及心
脏的欧氏瓣，还仔细探查了肾脏及牙齿的解剖结构。
1603年，法洛比斯在帕多瓦学说的继承人法布里修斯（Fabriciusab Fabrizio）出版了一本关于静脉研究
的著作，其中首次描述了静脉瓣，这在不久后给英国医生哈维（William Harvey）以很大启发。
稍后不久，帕多瓦的阿塞利（Gasparo Aselli）开始集中研究肠系膜乳糜管，并证实其功能为运输来源
于食物的乳糜。
这使关于胃的研究更多地开展起来；后来莱顿大学的希尔维厄斯（Franciscus Sylvius）归纳出关于消化
过程的化学原理。
肾脏结构方面的工作也取得了进展。
1670年，荷兰医生格拉夫（Regnier de Graaf）对人体的生殖系统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并发现了女性卵巢
的格拉夫氏卵泡（Graafian vesicles）。
　　就这样，维萨里的工作给人体器官的探索注入了原动力，当然我们必须承认，文艺复兴时期的研
究从总体来说对于结构的理解比对功能的理解更透彻。
无论如何，当时的观念和社会风气促使解剖学成为医学科学的基础。
　　附图（略）的说明：　　15世纪中叶，在印刷术发明和推广之前，解剖图谱相对较少且缺乏能重
新制作的精确和标准，当然，也缺乏随着文艺复兴而出现的解剖学专门知识。
此图是一裸露的女体。
明显可见的不成熟及与中世纪后期相似的解剖图像不是由于艺术家缺乏描绘现实的技法，而是因为在
中世纪晚期，图谱的功能不是描绘呈现在画家眼前的景象，而是代表视觉形式上的一般真理。
蹲坐的人，描绘前额和叉开的双腿，被用来显示疾病、创伤和黄道十二宫对部分身体的影响，与现实
主义是不相关的：目的是加强言语信息，指出学术上的药物疗法的标准结论。
这些图谱因保存到印刷时代的到来而得以流传，并被16世纪的外科学教科书用作为辅助教学的材料。
躯体上的文字标注了人体器官及其与大宇宙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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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正如西方认为已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战胜了极权主义一样，西方医学在医学领域也获得了同样的成
就。
《剑桥医学史》就是以突飞猛进的当代医学为背景，回溯了西方医学从古至今的演化历程，分析了当
今医学面临的困境及未来医学的发展趋向。
它由英国维尔康医史研究所罗伊·波特教授等西方医史学界的著名专家共同撰写，其深邃的洞见、生
动的语言、丰富的信息与图片，不仅使本书具有权威性，也具有可读性和收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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