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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中医系列教材》

日

中医教育学，是一门古老而崭新的科学。中医教育的历史，

往从师徒授受制医籍编寨算起巳有两千余年。近代史上的申医教

育，首推一八八五浙江陈虫L创立的来IJ济医学堂.新中国诞生不

久，创办了北京、上海、广州和成都四所中医学院，从而揭开了

当代巾院教育的序幕，~现在，全国已发展到二十三所。但是，

如果把我国中医教育的实践经验加以分析、研究、总结和提炼，

升华，揭示它的规律，使之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一→-巾医教育学的

话，那么，它还处在再创阶段。这就是说. r!" 院教育及其规律存

在的历史是悠久的，但论述中医教育及其规律的学科却是崭新

的。因此，中医教育工作需要进行探索和研究。

在探索和l创建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医教育的时候，我们必然植

恨于我们民族文化的肥沃土壤之中，充分重视中医典籍在培养和

造就历代医家中的伟大作用J 事实上，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逐

渐形成了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中医药理论体系，它既有丰富临床

经验，又有高深的理论基础。历代医学家就是把这些医学道理传

授给他们的弟子，其中部分人经过刻苦自学和临床实践，成为医术

高超的医学家，这是我国历代医学家成才之路，亦是中医教育史 i二

培养人才的宝贵经验.这就是我们民族中医教育事业的光辉历史。
在新的历史时期，作为中医教育工作来说，既要给学生打好

传统医学的基本功，又要使他们掌握一些新兴的科学知识.使继

承与发展得到统一.根据这种认识，我们十分认真地研究手11设计了

光明中医函授大学的教学计划、教材内容、教学方快与教学手段。

归结起米即与:注重打好中医基本功，注意提高中医基本理论水

平 11 1 培养临床诊泊技能，着 :JJ培养辨 ìíEi仑泊的思维方法，竭诚发挥

导



中医在昂病治i前中的特长 e 并在这个基础上，扩大学员知识商，

我们把这些要求与里想，全面如现在本校的教材建设中.其目的

是使中医人才梅知识结持更加合理，以便能捏负起继承和发扬祖

昌医药学历病治病的光荣任务。

在国顿中华民族医学教育历史，展望现代医学教育的发展趋

势以及总结三十多年正反南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我幻认为，要培

养出适合困化需要的合格中医人才，对中医教育的课程设置和教

材内容，就要进行必要的改革，建立起为新形势下所需要的中医

教材.我们正在朝这一方向努力.在认真研究高等中医院校教材

和f泛征询中医专家、学者和医务人员意见的基础上，新编了达

套较为完整的中运教材，定名为《新辑中在系列教材>) (包括了

二十八门课程) ，教材的编写人员，由本校选聘知名教授、学者

和学有专长者担任，编写时，我的力京各;丁教材要有鲜堤的针对

性，在内容上富有实用娃，在文字表达上深入浅出、简号月易懂，

以便利于启学浅在i授.此外，我们还将根据需要，选编一些辅导

材料，以帮助学员(读者)理解教材内容，更好地学取中医知

识，

由于教材摇写rH 1'1国仓促，又竭力于继承与创新，不足之处在

所难免，歌希学员和1广大读者惠蹭宝贵意晃，以便在再版时惨

订.

-:一

先明中医函援大学教育研究室

一九八五年八月十五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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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中国医学史是研究中国军药学的起源、形成和发展规律的一

门学科，

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勤劳勇敢的中国各族

人离经过漫长的岁月，在生活和劳动实践中，创造并发展了祖嚣

的军药学，给我们留下了一传宝贵丽又丰富的文化遗产.追过对

中罢医学史的学习和研究，使我们可以比较系统、全面地对中嚣

医药学的支生、发展概况及其主要成就和特点有所了解，有助于

继承;:=0 交最祖国医药字，为当前的临床服务，为祖国医学未来的

键康发展提供信鉴 z 同时，又可以加强我们对祖理医学的羔爱，激

发我幻为祖国军学的发最高献身.

《中医医学发展史概要>> I!P根据上述吕的市辑写。全书第一

至第八章对从远吉至新中国建立后中医学的发生和发展均历史吱

混进仔祖略的叙述，介绍了各个历史时期的时代背景，有代表性

的学术，臣悲、医家、医者布学术成辈辈，以及军事制度、医学教育

少数民族医药学和中外医学交挠等。由于本教材是专为学习中医

的读者市辑写址，因此内容以中'医药学为主，其撞员11一摄占人路.

军九章通过对中、西医发展史及其特点á~ l::七较.ì:寸论了中医学在

世弄吕学史上的地位。并将 ν古代运家的知识结持和道程修养·

一文、 "中国医寺史大事年表'附后，以资参阂，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商j草9市专中国科技史研究室吕竭琛同志

协rJJ起草了部分章节，海潭!lilî专此校领导以及中吕科技史研究室

给予了大力支持.谨此一并致谢。

由于主运者水平有珉，归之编写 a、;今民知捷，宅中件革运之处在二哥

在免，敬请专家学者和读者批评指数 a

编者

一九八五年五足于南潭挥专中国科技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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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原始社会的医学

〈远古~公元前21世纪〉

我们伟大前提国是世界上文费发达最早的雷家之一，也是人

类起挥董二发展剪摇篮主….中华民族的祖先及远古起，就世世代

代在这块广袤雪饶的土地上劳动、生息和繁衍着.

在我国云南有的妻子远、禄丰等地，多次发现有拉玛古猿门》

f七右，最近还发现了比较完整的头骨化右，这是距今约八骂万年

以前正在形成中的人.夫约到距今三百多万年前，人类进也为军

黯E古人。到距今约工百万年或一百五十万年韵，又发震为晚陪猿

人，斗了就是建营所称的"直立人'.晚期猿人已经能够制作一些

需勤、主E宙的石制工具，他们生活的时代，被称为!日石器时代-

1961 车到1962年间.在山西芮域县南近的西侯度发现了一处距今

至3、有一百八十万年前的自石器时代的导期人类遗址。 1965年，

又在云高元谋县发现了距今约一苦七十万年前窍于直立人类型的

.无读气"住右。经考古发现黑子旧石器时代的原始人类还有á!ê

守约六十五7J年到八十万年之闰的"兰回人" (陕茜)、1m今约

六十九万年前的"北京人"、距今约五万年前的"河套人.. (内

蒙古人距今一万年前的"资部人，，(西JIl)等.在距今约七、八千

年前豆豆元元前二十一i圭纪，人类已经能够制作许多比较精细的石

钳工真;rDft-l'~器，又文明了陶器，从而进入了薪右器时代。墨子达:

个忘记的古人类文位有"半坡人.. (陕西〉、 "马厂文化"等-

r.:主持桂会是人类历史上f击民的-个历史时期，通过A:Ì古人类

文化遗址均考牵.可以看到，这个历史时期已经产生了黑格酌保

能卫些苦O j!Jf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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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原始社会的生活状况

一、原始社会的生活状况

关于远古人类旱期的生活状况，有许多古籍作过生动形象恃

撞述。如《易·系辞》说<<上古穴居币野处" <<庄子 -52茹第￥

说 u古者禽兽多市人民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墨捂操栗，

薯韬木上，故名之日有巢之民."〈礼记·礼运》说"营者

…..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快其血，茹其毛 z 未

有麻茬，衣其羽皮."这就是传说中过着茹毛铁血生活段"右巢

~"击古代.在这个时期，原始人类的生产水平极为提下，或转木

结巢子抖，或穴居于自然形成的源中，靠果集各种植物和猎取鸟

薯为生.可以想象，在严嚣的大自然面前，原始人类的生?37毫极

为混苦的.

火的发现，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 z主要转好点.患格斯对此

作过高度的评价，抱说"因为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

种自然力，从市最终把人司动物界分开。.. (2) "火部使用……

更如缩短了消化过程，因为它为口提供了可说毫已经半消记了的

合物。'是人类社会"有决定意义的进步"之一，这一进步军

"直接或为人的新的解放手段" (的.

人类最初发现和使用的j(，是从因雷击或火 tÜ喷发等南京远

的天然火引来火种.后来，又在制fF石器等劳动工具时及在疆和?木

§寸长时自摩擦生熟，发现了人工取火。在"元谋人"的地层申，

发现有大量均炭屑，含主运层达三米左右。在山茵茵侵度遗址发现

有一些颜色呈黑、灰、灰绿的暗乳动物肪膏、鹿角和马牙.灰绿

色的马牙还有结裂的碎纹，经化验，证明是被火燃烧过的.在

"兰团人"的遗址中，也发理有黑色炭质。"北京人"遗址前词

穴里，有厚达六来的灰黑堆积层，中间有许多被火烧过的普雪和

石块，还有一些被烧过的扑救i树籽在紫荆树木炭块.这些充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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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我匡境内的猿人时代，懂得使用火的琶围梧当广泛，历史非

常悠久 e

原始人类主要使用火来娃烤食物，照明取暖，防辞野善.经

过捷湾的食物，更有莉于人休的消化吸收，西部使身体的营养状

况有研改善。《韩非子·五蠢》中记载"有圣人作，钻锺取

火.lU住腥艇，而民提之。"高温肆婷，又可;二i杀灭许多病富和

寄生虫，可以或少疾窍的发生。晴朗取壤，也可以使人们减少园

风寒珩致的疾病。这些，都直接对人类由饮食卫生和保健严生重

要作用，使人类的体5竟有所增强。

京始人类使用火以后，在捷肆食物的过程中，逐渐发明了制

悔的方法.在许多原始人类的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悔制炊兵，

如唱、高、霞、釜等 2 陶韶饮食器，如钵、萌、盆、盘、杯等。

理器的东明和使用，又更进一步改善了人类的饮食卫生，琦少了'

在窍揭发生。、

二、原始人类的寿命和疾病

根据对"北京人"遗址发摇击来在i 四十多具按人骨韶化石个

体的研究，可以看出，当时人类的平均寿命很短，死于 14岁以下

的近40份，死于50至60岁的只占2.6 缆。

原始人类有些什么疾病呢?由于人体的内娃、软组织没有保

存T来，因此，又才原始人类究竟有些轩么腥黯疾病已无法确知，

提《韩非子·五嚣》说上古之世……民食果藤(Iuò音裸，甩

类〉蚌蛤，程院恶臭商伤害跋胃罗民多疾病."就是指上古之人

研患的路胃实窍。 f亘在骨关节外{JJ住疾病方面，可据考古资料得

知.剖丸，距今约一万八千年前前"山顶商人" (北京)的遗骸

上，多克到{结束，经过对其中一个女性头骨研究，可见这个人生

前摆骨曾遭受外伤破提商后又愈合的夜逛p 抱抱左额营和顶营之

间还有一个穿主L. 在距今约六千年前的江苏~县大墩子遗址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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