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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高唏博士的《德贞传：一个英国传教士与晚清医学近代化》，写了现代医学在中国的早期历史进
程。
　　医药学的出发点和归宿，在于治病救人。
这是全世界的共识，任何地域和民族概莫能外，堪称一种基本的普世价值。
　　在中国，治病救人的实践到认知，有悠远的传统。
神农尝百草的古老传说，表明远在史前时代，我们的先民已在探索如何对症下药。
至迟在公元前五世纪，古典中国便已构成独特的医药学体系。
假托黄帝君臣对话的《内经》，固然是中医学公认的奠基文献，但由马王堆汉墓发现的古医书，证明
经络学说形成体系可能时在战国或更早。
正因为医学已形成各诸侯国普遍重视的“道”，所以还在秦帝国实现所谓大一统之前很久，中夏便出
现“上医医国”的说法，将治病救人的原理拓广到医治“国病”。
直到十九世纪初叶吁求满清“自改革”即主动由上而下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龚自珍，仍吟诗道：“何
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
”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德贞传>>

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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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迟在公元前五世纪，古典中国便已构成独特的医药学体系。
假托黄帝君臣对话的《内经》，固然是中医学公认的奠基文献，但由马王堆汉墓发现的古医书，证明
经络学说形成体系可能时在战国或更早。
正因为医学已形成各诸侯国普遍重视的“道”，所以还在秦帝国实现所谓大一统之前很久，中夏便出
现“上医医国”的说法，将治病救人的原理拓广到医治“国病”。
直到十九世纪初叶吁求满清“自改革”即主动由上而下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龚自珍，仍吟诗道：“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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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显微镜是19世纪的重大发明，如果说望远镜拓展人类对外部字宙探索，那么显微镜为人类打开一
扇通向生命宇宙的大门，它延伸人类的视觉观察能力，生命研究从此进入微观而动态的世界。
在显微镜下，19世纪医学科学家发现毛细血管，完善了哈维在17世纪创建的血液循环理论，创造新生
理学；科学家们发现并创造细胞名称，深．不可测的微观生命世界终于展现出来了。
在数值方法的指导下，营养学研究在蛋白质含量、脂肪、胃酸和食物的分类和比例等基础上建立，对
生命功能的探索进入人体能量产生和制造的试验领域。
以生命和身体知识为研究对象的生理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实验性学科。
　　“细菌学”和“病菌理论”是19世纪疾病研究的重要成果，主要在法国巴斯德实验室和德国科赫
实验室完成的。
巴斯德通过实验证实是微生物引起某些疾病，他制定具体治疗和预防措施对付致病细菌，如对付炭疽
的疫苗。
科赫实验室发现结核病、霍乱、白喉，论证结核病的传染性，19世纪最后几十年德国的实验室每隔几
个月就宣布发现一个新的病原微生物，并且确定有传染性特征的疾病如：鼠疫、痢疾、淋病和破伤风
。
这些发现经过媒体的大肆渲染而成为公众事件，每一次发现都会激起世界民众的兴奋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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