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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秦汉医学在中国传统医学发展过程中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自1973年湖南马王堆出土大量汉代医学著作以来。
一系列重要的考古发现，使得“重构秦汉医学史”成为可能。
但由于学者不自觉的“遵古心态”以及戴着科学的“
有色眼镜”，有关这一时期的医学史的研究并未出现重构迹象。
廖育群所著的《重构秦汉医学图像》通过对今本《黄帝内经》等中国传统医学经典以及马王堆出土医
学著作的研究，重新刻画了秦汉医学史的概貌，指出东汉时期医学在理论方面的很多发展变化——更
接近于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中医。
同时也指出：要想真正全面地“重构秦汉医学史”，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重构秦汉医学图像》适于医学史研究者以及对中医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感兴趣的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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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廖育群    1953年生，B型血、处女座，祖籍湖北兴山。
从小喜欢养鱼种花，最讨厌的课就是历史！
文革时期做工务农，恢复高考时就读于北京第二医学院中医系，毕业后入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纯属
意外步入科学史研究。
从未受过任何史学训练，也不尊奉权威之言、书本之训，随心所欲写文章，同道谓之“另类”。
1996年晋升研究员，主要从事医学史研究，著有《岐黄医道》、《医者意也》、《阿输吠陀一一印度
传统医学》、《远眺皇汉医学》等。
所论多出炒菜做饭时，或躺在地板上想想某事的来龙去脉应该如何——没有最基本科学知识的古人会
怎样思考问题、认识自然、构建理论？
有所“顿悟”后再去查阅文献、理解文字的“本意”。
后因兼任行政职务，视角始从知识“内史”转向关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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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廖育群所著的《重构秦汉医学图像》一方面包括深入医学“知识史”内部的专题研究；另一方面则是
在此基础上，重构了一个整体“图像”。
各个专题研究说了些什么，需要读者耐下心来阅读本书的下半部分“专题篇”。
本书适于医学史研究者以及对中医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感兴趣的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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