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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随着历史车轮的运转，时代的变迁，科学技术也在发生着日新

月异的变化。在２１世纪这样一个充满竞争与压力的年代里，不仅

需要我们有完整的知识结构体系，还要有良好的心态！只有我们

具备了这样的素质，才有能力为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建设做出自己

的贡献。

在新课程改革的春风之下，我们开发了这套既顺应历史发展

的潮流，又适合青少年朋友口味的科普读物，它从学生的思维角度

出发，以他们的视角为基点，内容丰富而翔实，涉及面广，语言轻松

幽默，叙述清晰而有条理，是一套不可多得的科普丛书。

本丛书在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重点在培养中学生学习

科学文化知识的兴趣和科学的学习态度以及实事求是、不畏艰难、

锲而不舍、开拓创新的精神。这全面而系统地反映了时代的发展

对青少年在科学文化素质方面的要求。对鼓励学生在探究性学习

过程中，养成独立思考、积极探索的学习习惯，发展他们的创新意

识，特别是对学生的终生发展和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都具有

重要的意义。



在本丛书的编著过程当中，由于编者的水平有限以及时间仓

促，书中难免有一些错误与疏漏之处，希望广大读者给予批评与指

正，我们将不胜感激！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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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史话

医学的三体液说

古代印度作为文明古国，它的医学起源是很早的，有据可考的

就可以追溯到公元前２０００年的吠陀时代。梵语“吠陀”（Ｖｅｄａ）就

是知识的意思，是当时人的诗集，其中就有关于药用植物的记载。

文中还描述了一些疾病，很像现在的结核和麻风。

在古印度，医生最早是僧侣们兼职的，那时正处于神医学的医

学时期，人们认为只有僧侣与神最接近，所以只有他们有资格为众

生解除病痛。后来，随着医学的发展，渐渐地出现了一批专门从医

的人，他们的工作经验和实际操作技术都比僧侣们要强。久而久

之，医生就独立出来了，但医生的地位也就从最高层婆罗门级降到

了吠舍级，仅强于奴隶。

尽管古印度医学发展缓慢而曲折，但人们在长期实践中还是

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整套的完整理论。在《阿输吠陀》中就有关于健

康与疾病的三体液学说。这三体液是气、胆及痰，又称三大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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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印度人认为三者必须均衡才能保持人体的健康，一旦紊乱，人就

会患各种疾病。后来，人们又加入了７种成分，即血、肉、骨、精、

脂、骨髓和乳糜（消化的食物），认为这７种成分均来源于食物。还

有人并入了排泄物：尿、粪、汁、粘液、发爪和皮屑。这样就形成了

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疾病来源于体液、身体成分和排泄物的

紊乱。

古印度的医生们根据以上理论来分析和使用各种药剂，他们

认为各种药剂都有独特的维尔耶、毗婆迦、拘那之性（即物理性质、

化学成分和生理活动），三者共同作用，调节机体的紊乱。

古印度医学理论代代相传，不断发展、延续了近４０００年，直到

后来外族不断入侵，才使得古印度医学融入了世界医学之中。

蛇缠杖

古希腊医学起源于公元前１２世纪，由于希腊人一直是一个开

放的民族，所以随着向海外移民和发展贸易，古希腊医学汇集了许

多民族和地区的医药知识和经验。

毕达哥拉斯是古希腊的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医学家，他提出

生命由四元素———土、气、水、火组成，这些元素的平衡就是健康。

四元素论是古希腊医学发展的理论基础。

同古印度一样，古希腊人也受宗教的影响，历经了一段神医学

的时期，僧侣们利用被尊为医神的阿斯克雷庇亚在寺院中进行医

２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杏
林
春
秋

疗活动。阿斯克雷庇亚神像的形象是手持一根长杖，上面盘绕着

一条蛇，这是由于当时把蛇当作智慧的象征。由于古希腊医学在

世界医学发展中产生的深远影响，迄今，西医的标记仍然是蛇杖。

古希腊医学发展的顶峰，是以著名的医学家希波克拉底的出

现为标志的。从希波克拉底开始，人们抛弃了宗教迷信思想，逐渐

地用唯物主义的眼光来观察世界，将医学奠定在临床的基础上。

希波克拉底是当代医学公认的鼻祖，他对医学的伟大贡献，使得西

方医学终于摆脱了种种束缚，开始走入了正轨。

总之，印度的三体液学说，希腊的四要素，中国的五行，这都是

人类对医学世界的最初的朴素认识。正是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

现代意义的医学才逐渐发展起来了。

内科的发展

古代医学是不分科的，一个医生往往是多面手；如今，医学已

经发展成为如此庞大的知识体系，任何人也无法全面掌握，所以逐

渐分为了许许多多的小科目，每一个科目都是一个各有特色的

天地。

内科学是起源最古老的医学，通俗地讲，它就是指不用开刀给

病人治病，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妇产科、儿科等逐渐地分离出去。

内科学的发展是建立在多种学科发展的基础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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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

现代意义的医学是从摆脱了远古的宗教与魔术的阴影之后才

真正起步的，这一历史性的转变，归功于一位希腊名医———希波克

拉底。

希波克拉底出生于大约公元前４６０年的科斯岛。传说他是阿

斯克雷庇亚医族的后代。年轻时他曾漫游整个希腊，并随父学医，

也曾拜师于哲学家德谟克里特学过哲学。他生活的年代正是古希

腊最兴盛的年代，古希腊发达的科学技术和哲学思想为他的成熟

创造了条件。他和他的门徒们建立了当时最有名气的医学派。他

们的著作被汇集成《希波克拉底全集》，该书是西方古代医学史上

最有影响的著作。

在《希波克拉底全集》中，希氏总结了前人的经验，在四元素论

的基础上，提出疾病发生的四体液学说，即人体内有血液、黏液、黄

胆汁、黑胆汁四体液，它们冷、热、干、湿程度各不相同，并随着季节

变化，其组成适当即可保持健康。

这一理论对现代人来说已经很陌生了，人们读起来已觉得有

些可笑，可谁又能想到，这一理论被后人稍作修改竟沿用到了１８

世纪，在医学界统治了２０００多年。它在医学发展史中的地位就可

想而知了。希氏行医很注意医学道德。《希波克拉底誓言》集中反

映了他所倡导的道德准则。迄今，这一誓言仍被西方许多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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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结业仪式上所采用，成为西方医生职业道德的一个典范。

希氏最重要的成绩是使医学与宗教迷信思想相脱离，并使医

学从僧侣手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科学技术。

希波克拉底为医学的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

医学基础—解剖学的发展

在西方，由于长期的宗教迷信的束缚，谁也不敢有将人体切开

看看的“非分之举”，医生们只好对人体内部结构做各种各样的推

测。这严重限制了医学的发展。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了解剖学

的发展。

盖仑是早期最有影响的人物。他是古罗马帝国皇帝奥勒略的

侍医。他认为解剖学是医学的基础，解剖学对医生犹如设计图纸

对建筑师一样。但是，当时解剖人体是禁止的，所以他解剖的大多

是动物，如猪、猿的尸体，偶尔也能找到人体的残骸，作骨骼系统研

究。由于他的工作，人们知道了许多前所未知的解剖知识（尽管其

中有许多错误）。他的学说统治西方医学长达１４００多年。

随着科学的进步，人们已经不能满足于从解剖动物而得来的

知识。１３１５年，意大利波伦亚大学的蒙迪诺公开解剖了一具女

尸，从此正式开始了人体解剖的历史。

文艺复兴的开始冲破了宗教思想的禁锢。首先开始真实描记

人体的不是医学家，而是一些画家，达·芬奇是一个代表人物，不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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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他未能写出人体解剖学的著作，而完成这一事业的是在他逝世

时才４岁的维萨里。

维萨里出生于比利时，他１９岁就来到了巴黎学医，他对巴黎

大学的解剖课操持在仆人之手的教学方法十分不满，千方百计地

自己寻找来尸体进行解剖。自己动手解剖了几年以后，２０多岁的

维萨里无视崇拜权威的社会风气，毅然出版了《解剖实录》一书，书

中指出了盖仑解剖学的２００多处错误，成为人体解剖学的真正

开始。

最后，维萨里被反动势力迫害而死。

１７世纪西方医学的三大学派

由于解剖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医学家们开始用已知的科学

知识来研究和解释人体现象和有关的医学问题。１７世纪的医学

状况是人类医学认识从无知到有知，从少知到多知的过程中较为

特殊的一个阶段，它很典型地体现了医学进步与自然科学进步的

关系。这时期，医学领域中逐渐出现了３个学派：

物理医学派　由于伽利略在力学和机械学中取得的伟大成

就，人们认为一切自然现象和生命活动均可以应用物理的机械学

原理加以解释，笛卡尔是这一学派的代表。他们将全身看作是一

部大机器：牙齿像剪刀，胃是碾磨机，心脏是哪筒，胸廓为风箱等；

发热是由于血球摩擦，炎症是血球停滞所造成的腐败……无疑，他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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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落入了机械唯物主义的怪圈。

化学医学派　另有一些学者受化学进展的启发，企图用化学

观点来解释人体的生理、病理现象。海尔蒙特就认为生命活动完

全是发酵的作用；威廉斯则说生命活动的根源是一种“灵气”，“灵

气”是一种经过蒸馏作用而生成的体液……其实，当时的化学刚刚

脱离了炼丹术，尚未成为一门系统的科学，因此，以当时的化学知

识来解释生命现象显然是不会成功的。

物理、化学医学派，虽然都是错误的，但他们采用观察实验与

定量分析的方法，对后来医学的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

活力论学派　由于物理、化学知识尚不足以解释生命现象，又

有人提出人体中存在某种特殊的非物质的力或超自然的活力，正

是这种活力支配了人体的一切活动，身体只不过是活力的工具而

已。这种观点无疑是十分荒谬的。

体温计、血压计等医疗工具的发明

用肉眼观察世界，人们对许多事物都感动神秘莫测：“干干净

净”的水为什么喝了有时就会生病？人体血管里流动的液体到底

是什么？人们渴望着能够将自己的眼睛延伸到微观世界中去。１６

世纪末人类第一台显微镜的诞生，满足了人类的要求。跟着，人们

又不断地制成各种各样的医疗工具。

体温计是用来测量人体温度的温度计，它起源于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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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９２年，意大利学者伽利略制成了世界上第一根气温温度计。那

是一根有刻度的直形细管，封闭的一端是球形，未封闭的一端插入

水中，可以从管内水柱的高低测出气温。１６１６年～１６３６年间，意

大利医学教授圣托里奥首先使用温度计测量病人的体温，协助诊

断疾病。１６５４年，伽利略的学生伏迪南用酒精代替水柱，并把另

一端也封闭起来。１６５７年。意大利人阿克得米亚又用水银代替

了酒精。小巧玲珑的体温计就这样诞生了。

血压计的发明，前后经历了近２００年。血压就是血液在血管

中流动时对侧壁产生的压力，它有很重要的临床意义，是现在体检

的必查项目之一。不过，那时的人们可不知道这么多，他们测量血

压的念头的产生还要归功于１７世纪医学三大派别之一———物理

医学派。由于物理医学派认为身体就是机器，血管就是输水管，那

么测一下这根“管子”里的压力自然是很必要的。

最初，人们测量血压是在马身上施行的。约在１８世纪初，英

国人哈尔斯用一根长达９英尺的玻璃管一头连上很尖的铜管，插

入了马腿的动脉内，血液在垂直的玻璃管内升到８．３英尺的高度，

测得了马的血压。１８９６年，意大利人里瓦·罗克西发明了不损伤

血管的血压测定计，它包括橡皮球、橡皮囊臂带以及装有水银的玻

璃管三部分。测量时将橡皮囊臂带绕在手臂上，捏压橡皮球，观察

玻璃管内水银柱跳动的高度，以推测血压的数值。不过，这套装置

只能测动脉的收缩压而且不准。１９０５年，俄国人尼古拉·科洛特

科夫改进了血压计结构，并加入了听诊器。测量时将橡皮囊带缚

于上臂，将听诊器放在肘部，然后向囊带中打足气，再缓慢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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