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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类为了生存，与大自然斗争，由适应自然到改造自然，期间的很多活动都与卫生保健有关，因
此由无意识的自由身防护发展为有意识的医疗活动，这一过程可以上溯至数十万年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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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魏子孝(1945～)，天津市人现任北京西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
擅长中医内科疾病，对糖尿病、甲状腺病、肾脏病、风湿病等难治性疾病的诊治有一定的疗效。
。
“电子计算机模拟钱伯煊妇科经验”研制，曾获中国中医研究成果奖二篆奖；“愈三消胶囊”临床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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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国医药学的发展，也像其他学科一样，与各历史阶段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变革有着密切的关系
。
虽然它在不断地进步，但也并非是一帆风顺的。
这要从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夏王朝说起。
　　夏、商两代是我国奴隶制度产生与发展的时代，在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生产都有着突出的成
就。
特别是起于夏末、盛于商周的青铜文化，以及殷商业已成熟的甲骨文字，标志着我国高度的古代文明
。
自然在医药方面也会有一些进步。
从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发现当时人们对疾病已有明确的分类，所涉及的范围已包括今天的内、妇
、儿、外、五官等科疾病，疾病名称有20多种。
有些病名的发明在医学史上是很有意义的。
如对龋（qu）齿的记载就是有关该病的世界最早记录。
当时有“疾年”的说法，指多病之年，是有关流行病的最早记录。
在治疗疾病的药物和方法上，也有一些经验积累。
但夏、商医药学发展比较缓慢，与生产、文化的突出成就极不相称。
其直接原因是夏、商时代的医疗活动是控制在巫师手中的。
巫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至商已成鼎盛之势。
他们被认为是神与人之间的媒介，可以参与包括国家大事在内的一切社会事务，有着举足轻重的社会
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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