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及医学，人们首先想到的多是冰

冷高效的医院、迭代频繁的高精度检测

设备、令人眼花缭乱的药片胶囊……

它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已如此平常，以

致几乎所有人都默认医学自创始之

初便是这等枯燥、无情、理性、机械、

“唯科学论”的模样，既缺乏对自然的

敬畏，又少有对人性的尊重。

但若置身医学史发展的全程，我

们会惊讶地发现，人类医学远非仅仅

聚焦在药物史、诊疗史这等单调严肃

的领域，在大部分时间里，它都是作

为一门容括自然科学、天文学、哲学、

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

的内涵极为丰富的文化而存在、发

展。如中国以《黄帝内经》为核心的诸

多医学著作、印度的阿育吠陀医学，

以及西方希波克拉底的体液说、托勒

密的星占医疗学以及盖伦医学思想等

均体现出这样的特点。

医学与健康充满矛盾

按照大的阶段划分，世界医学的

发展在 17 世纪前均经历了神灵主义

（医巫相通）、元素说以及体系化传统

医学时期。而如今我们所熟识的现代

医学，实际上从 17 世纪科学革命开始

才渐具雏形。在当时“机械论”大行其

道的主流氛围下，医学也未能逃脱这

场革命，而逐步发展成以“还原论”生

物模式为主导的现代医学体系。虽然

之后伴随诊疗设备和技术的接续革新

以及医学教育的扩大与规范化，现代

医学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可以说，

医学还从未攻克过如此多的疾病、挽

救过如此多的生命，但亦因其自身之

傲慢与偏见引发出更多问题：对患者

心灵需求的忽视、对身心健康的错误

定义、医者人文情怀的缺失，以及对

人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漠视等。正

如英国著名医学史学家罗伊·波特所

说，“在西方世界，人们从来没有活得

这么久、活得这么健康，医学也从来

没有这么成就斐然。然而矛盾的是，

医学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招致人们

强烈的怀疑和不满”。

正是在这样的矛盾下，医学界开

始涌动着回归人、回归社会、回归人

文的思潮，之前居主导地位的“还原

论”生物模式也开始转向“生物 - 心

理 - 社会”医学模式。20 世纪中期开

始兴起医学人文学这一学科。该学科

迄今未有明确定义，但规定了研究范

围是除医学技术领域之外的所有相关

内容，涉及哲学、宗教、医学、社会学、

人类学、心理学、伦理学等诸学科，是

多维度、多层面探讨当代社会文化中

健康与疾病、生殖与死亡、病痛与治

疗等的学科群。因此，其研究者的构

成既有医学专业人员，又包括诸多社

会科学学者，从而使这一交叉学科兼

具科学之理性与人文之关怀。

多角度讲述医学人文

从我国来讲，医学人文及相关学

科如医学社会学、医学人类学的研

究，基本都开始于上世纪八九十年

代，如其他社会科学一样，也都经历

了从译介国外经典著作到发展出独具

中国特色、能够适应和指导中国现实

社会的阶段。《医学与文明》（第一辑）

便是以医学相关事物为研究对象的专

业学术刊物，由陕西师范大学医学与

文明研究院主办，宗旨为“着眼社会

发展，注重人文关怀，打通学科壁垒，

加强医学社会史的研究，推动健康中

国的建设”，并且坚持“求真务实、创

新发展、中国情怀和世界视野”。

该书涵盖广阔，体现为地域分布

广、时间跨度大、视角新颖以及写作

形式的多样。地域上，既有以西方国

家为对象的研究，如李新宽《近代早

期英国消费与健康关系的多重矛

盾》、谷操和闵凡祥《中世纪西欧对麻

风病的双重态度》等，又有以我国为

对象者如马得汶《“三原并两重”：关

于藏医当前发展的若干思考》以及中

西比较研究如张茜《真实与虚化：论

1894 年香港鼠疫期间中英报道之歧

异》。时间跨度方面，上至托勒密（约

90 年—168 年）的《星占四书》，又经过

中世纪的西欧、18 世纪的美国（张琪

《1793 年费城黄热病期间的种族歧视

与非裔美国人群体身份的形成》）、19

世纪的英国（王广坤《试论 19 世纪英

国医学教育的转型》），直至对现状的

探讨。研究视角上，既有医学社会史

（郝树豪《亨利·西格里斯的医学社会

史思想探析》）、医学人类学（李如东

《医学人类学研究的经验与感悟———

王建新教授访谈录》）、医学教育（聂

文《近代早期英国的健康教育》）等常

规领域，又有从经济学（马泽民《黑死

病对中世纪英国农业经济的影响》）、

法学（高建红《我们对自己的身体具

有所有权吗———评〈手的失窃案：肉体

的法制史〉》）、医疗占星学（高阳译

《星占四书·第一书》）等的新颖视角

切入。

思考医学与生命的意义

2019 年，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

学史系成立，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

德担任首任系主任。如韩启德所说，

科技（医学）与人文要相向而行，“医

学是人学，医道重温度”。《医学与文

明》亦贯穿这样的态度，不论是社会

学视角、人类学视角、历史学视角甚

至传播学视角，均以人为本、突出人

文关怀。

尤其可贵的是，《医学与文明》认

识到医学作为一门实践性学科，归根

结底还是要为现实中的大健康事业

提供历史经验与理论依据，而不能纸

上空谈。我国目前正处于人口超老龄

化的前夕，经济结构也面临重大转

型。在如此严峻的形式下，健康相关

产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医学与

文明》（第一辑）中的一些讨论颇具现

实指导意义。一是医学教育。党的十

九大着重强调“要完善国民健康政

策，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

康服务……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

体系和全科医生队伍建设”，这势必

需要更多的医学专业人员。本书中

《试论 19 世纪英国医学教育的转型》

《近代早期英国的健康教育》就为我

们带来了英国医学教育、健康教育的

他山之石。

二是民族医药的发展与我国边

缘人群的医疗保障问题。前者如马得

汶《“三原并两重”：关于藏医当前发

展的若干思考》以医学人类学的方法

深入民族医院进行实地考察，深度访

谈一线医生和医院管理人员，并以此

为基础跨学科地将文化、地理环境、

民族和心理因素等纳入健康的考量

范畴，真正从现实入手来有效推动民

族医学的发展。后者如《医学人类学

研究的经验与感悟———王建新教授

访谈录》是对著名民族及人类学学者

王建新的访谈，对加强对边缘人群的

医疗保障颇具启发意义。

学科命运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像

个人命运，兴衰皆有其因缘，或者说

深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新冠疫情的

暴发让人们停止对于无止尽之欲望与

享乐的追求，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

医学的意义、人与自然的关系，医学

史、医学人文思想的相关研究亦在这

样的情况下逐渐走向主流舞台并发展

壮大。《医学与文明》可谓应运而生，

必将在今后大放光彩并启发更多研究

者参与到这个探索生命真相、为众生

身心健康而奉献的伟大事业中。如该

刊主编李化成所说，“我们希望在这

个稚嫩的平台上，看到富有时代气

息、充满社会关切的研究。我们更希

望，如存在主义哲学家所主张的那

样，本刊文章传播的不仅仅是医学与

文明相关的知识本身，更是智慧与良

善，以及面对疾病及更多困难时的勇

气与希望”。

（选自《中华读书报》，略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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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医学回归人，让医学有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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