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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今天我们所熟悉的生理学方面的知识，基本上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这个移植过程，毫无疑问是中国
近代史上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个部分，也是我国近代生理学史、医学史，乃至科学史的一个重要部分。
而一直以来，这一段历史很少有人问津，至今还没有人进行过深入、系统的研究。
本书力图还原生理学早期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探讨国人对生理学的接受过程。
    本书所关注的是医学的基础学科——生理学早期在我国的传播历史。
1851年，来华医学传教士合信在行医之余，编撰了《全体新论》一书，向中国人首次介绍了西方的近
代生理学。
自此，生理学在我国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发展过程。
经过各方人士多年的努力，1926年，在协和医科大学内，成立了中国生理学会。
这也标志着西方的近代生理学在我国正式建立了起来。
这一段历史，既包含了当时西方的医学传教土们在行医之余进行基础学科传播的努力，也包含了国人
从初识西洋生理到彻底接受的过程，更特别的是，它反映了近代中西医在学理上的争论与冲突，耐人
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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