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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你介绍了中外医学史的基本情况，内容包括人类早期的医药文明、中西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
中西医学的成长与变迁、中医学的繁荣与西医学的建制化、中医学的总结与西医学的革命、生物医学
体系的建立与中西医学的冲突、现代医学的重大成就、当代中国的医药卫生事业等内容，构建了一个
完整的中西医史学理论体系。
     本教材通过对中西医结合医学发展史及各门中西医结合学科研究知识的咀嚼和消化，力图从整体上
反映中西医结合医学研究进展、最新成就及其特点和规律，记录人们对中西医结合医学研究及其未来
发展的思考，展现我国首创的发展中的中西医结合医学面貌等，使人们能从整个中西医结合医学发展
中理解中西医结合及中西医结合医学的来龙去脉，科学地认识中西医结合医学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
来发展趋势，理解中西医结合医学的优势及其对人类医学发展的意义，从而激发对中西医结合医学研
究的热爱、向往和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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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中西医汇通思想的产生，到“中西汇通”的提出，从“中西医结合”的提出，到中西医结合的
实践，已经历了上百年的时间。
这期间人们所要做的，实际上是将中医与西医两个医学体系统一二起来，最终创立新医学。
尽管目前这一新的医学体系尚未形成，但中西医结合医学的产生表明中西医统一将是必然的。
因为，中西医虽是两个不同的医学体系，但研究对象是同一的，研究对象的同一性决定了医学理论的
统一性，这是科学发展的一条客观规律。
也就是说，无论需要多长时间，无论需要多少努力，中西医结合统一是一定会产生的。
但在实现中西医统一、：创立中西医结合新医药学的过程中，应该遵循科学及医学发展的基本规律。
　　首先，正确认识中、西医的差异，是中西医结合的基础。
尽管中、西医的研究对象是同一的，而且在医学起源阶段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但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
，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思路和方法，受到了不同社会经济、生产力水平、科技水平，以及政治、文化、
、地域等方面的影响，所以今天的中、西医之间具有众多差异，并各有短长。
正是由于有差异，中、西医才有结合的可能和必要。
因此，应从历史的角度，客观地认识和分析中、西医两种医学体系的发展历史，正确分析中、西医的
差异及造成差异的原因，分别总结各自的发展规律，然后寻求中西医结合的正确道路。
单凭主观愿望和热情，或者是简单地将中、西医“相加”的做法都是行不通的。
同时，还应该对中西医结合已经走过的道路及发展规律加以研究，为中西医结合医学理论体系的创立
提供有益的借鉴。
　　其次，充分认识社会因素、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科学技术等因素对医学发展的影响。
医学的发展绝不仅是医学自身的事，而是同人类社会的诸多方面有着密切关系。
中西医结合研究之所以首先在中国出现，与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背景是分不开
的。
因此，在今后的中西医结合研究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各种因素产生的影响。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兴起，特别是人类生态学、环境科学、系统科学、心理学、人文社会学与辩
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对于人的系统整体性、人与自然和社会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制
约的内在联系认识进一步加深，医学与人文学科的渗透、交叉与融合更加紧密，中西医结合研究必须
充分借鉴和利用这些知识成果。
如果切断医学的各种联系而孤立发展，中西医结合便不会有理想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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