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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中国科学技术史:医学卷》站在科技史与社会文化史并重的立场，在详细论述中国古代
医学构成、发展演变的同时，注重医学思想、治疗技术与哲学、宗教、政治等社会背景
的内在联系。全书基本按时间顺序安排；分为先秦、秦汉两晋、南北朝隋唐、宋金元、
明清及中外医学交流六部分共二十六章，书中以确凿的史料为基础，深刻论述了医学的
起源及发展，全面评价了历代的医学流派及典籍，生动记载了著名医学家的业绩和学术
思想。这是我国医学史方面的一部总结性著作。作者发掘了不少新材料，提出了一些新
观点，形成具有特色的完整体系。可供医学界、科技史界和教育界人士参考。凡对中国
传统医学感兴趣的读者，都将从中受到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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