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

+,-./ !"#$

!

0123 %$

!

41

!

%

"!""##"

作者单位#青海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外科$西 宁
5#"""#

%

)62

#

"#"

"

$7#77#%!

!

8

#

9,:2

#

;/,<=>:#?!@A#5%3.19

BC(

#

#"

!

@55#D&'(+

!

!"#$

!

"%

!

"!@@

!医学史!

古代东西方解剖学剖析和比较

王$台

$$在古埃及已经开始进行尸体解剖!制作木乃伊&

亚历山大的'解剖学之父(赫罗菲卢斯$

E6-1F/:2GH

!

公元前
%%$ I!7"

%进行过
5""

多次人体解剖!获得许

多正确的解剖学信息& 古希腊和罗马禁止人体解剖!

而许多学者通过解剖猿猴等动物同样掌握了丰富的解

剖学知识& 盖仑$

&2,GJ:GH K,26<

!公元
#!? I!""

年

前后%汇集了这些知识!著有两本极富现代解剖学内

涵的经典著作& 而且!他首先把解剖学引入医学临床

实践!开启了西方医学现代化的大门& 然而!古代中国

没有进行人体解剖的环境和条件!依靠模糊解剖学

'藏象学说(指导临床实践& 因此!中医走上现代化的

科学发展道路难度较大&

#

$解剖学的启蒙$在生命科学范畴内!解剖学是

最早得到研究的一门科学& 凭借人类的感官就能直接

获取大量人体表面的形态和构造的信息)古代人通过

屠宰动物或偶然的机会暴露和观察人体的内部!也能

获得一些体内脏器的知识&

在中国!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公元前
##

世纪以

前%中已经有首*面*目*鼻*耳*口*舌和齿等文字+

#

,

)

成书于汉代$公元纪元前后%的-黄帝内经"灵枢"经

水篇.有 '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

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

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气之多少//皆有大数(

的记载!说明中国古代确实进行过人体解剖&

这些零星的古代资料!只能说明世界各地的古人

已经开始对于自己的身体构造感到好奇!因而进行探

索!并且获得一些可以直接观察到的零散解剖知识&

然而!只靠对人体表浅部分的肉眼观察!以及通过偶然

的机会对人体内部进行粗略观察!无法收集到大量详

实的资料!不可能建立起系统的解剖科学& 因此!人们

必须对人体或动物进行解剖!并且是大量的!系统的!

目的明确的和持之以恒的实地解剖&

在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古埃及出现了解剖尸体

的社会环境和实际需要& 为了制作'木乃伊(!至尊至

贵的法老在死后也要接受尸体解剖!取出脑和内脏才

能保存他们的遗体!制成'木乃伊(!万古永存& 因此!

公元前
$ IL

世纪的托勒密王室公开支持人体解剖的

研究和教学!从而出现了亚历山大学派的两位伟大的

解剖学家&

一位是被尊称为'解剖学之父(的赫罗菲卢斯!而

另一位是他的年轻的助手和学生埃拉希斯特拉图斯

$

8-,H:HM-,MGH

!公元前
%"L I!$"

%& 他们先后进行了

5""

多次人体解剖& 赫罗菲卢斯写的-论解剖学.$

C<

N<,M19O

%已经遗失& 书中描述了脑室内的脉络膜*

乳糜管*眼的各层包膜*肝*子宫*附睾和其他许多构

造!还区分了感觉神经和运动神经!说明神经系统损伤

后产生瘫痪!而'十二指肠(的名称也是由他命名的!

沿用至今+

!

,

& 埃拉希斯特拉图斯描写了心脏的心房*

心脏瓣膜*主动脉*肺动脉和静脉*上下腔静脉和奇静

脉!并且区分了大脑和小脑!叙述了脑回*脑室和脑膜&

由于他首先提出'灵气学说(而被尊称为'生理学之

父(

+

%

,

& 他们制作了完整的人体骨骼标本!进行系统

的解剖学教学!而使当时的亚历山大城成为欧洲和地

中海地区的医学中心& 所以!人体解剖学作为一门科

学是由他们二人开创的&

由于古希腊和后来的罗马帝国都禁止人体解剖!

所以!公元
L7

年埃及被罗马帝国占领后!人体解剖的

实践就突然终止了& 然而!学者们对于探索人体构造

的愿望和热忱并未能被封杀!一些医生*自然哲学家!

以及专门从事解剖学研究和教学的学者们继续从事动

物解剖!并且取得很多进展& 这种坚持完全出于人类

探索人体的热情和执着& 因此!

$""

年后!出现了一位

杰出的解剖学和实验生理学家000希腊著名医生

盖仑&

!

$盖仑对解剖学的贡献$人体解剖学在古埃及

的鼎盛时期结束的
$""

年后!在罗马帝国占领下的小

亚细亚的派伽蒙诞生了西方古代的'医圣(000盖仑&

盖仑像现代的医学生们一样从学习解剖学开始!走上

学习医学的道路& 他在
#7

岁时开始跟随亚历山大学

派传人萨提如斯$

P,MO-GH

%学习解剖学!

L

年后!他先

后到达包括亚历山大城在内的几个城市!向当时著名

的解剖学家努米希阿努斯$

4G9:H:,<GH

%等人学习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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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学!同时开始了对医学和药物学的学习&

公元
#5!

年!盖仑第一次访问罗马帝国的首都罗

马城& 由于他的良好的医术和雄辩的口才!很快结识

了一些王公贵族和社会名流!得到他们的推崇!并且荣

任奥勒留和康茂德两位皇帝的御医& 他在医疗工作之

余从事大量动物解剖和生理实验!主要是在与人类最

接近的猿猴身上进行的!最常用的动物是恒河猴

$

Q/6HGH 91<R6O

%& 此外!他还解剖过其他多种动

物!'我使用狗脸狒狒*猪*牛*马*熊*狮等不同动物进

行解剖!甚至解剖过一只大象//我还多次解剖爬行

动物!如猫和小鼠!和匍匐行走的动物!如蛇!以及许多

鸟类和鱼类&(

+

L

,所以!盖仑还是一位比较解剖学家&

盖仑也是一位多产作家& 相传他一生共写了
%""

$或
$""

%多本$篇%著作& 一部分著作毁于'和平神

庙(大火!只有大约
#$"

部 $篇% 留传下来& 公元

#7!#

0

#7%%

年!德国人库恩$

S,-2 K1MM21T S

%

/<

%在

-医学和相关科学史杂志.上相继发表了
#?

册!共

#%L

本$篇%盖仑著作的拉丁文译本!共有
#? "7?

页!

流传至今&

盖仑著作的英文出版物中包括两本解剖学著作!

即-盖仑论解剖学操作步骤. $

K,26< 1< ,<,M19:.,2

F-1.6JG-6H

%和-盖仑论身体各部分的功用. $

K,26<

1< M/6 GH6UG2<6HH 1U M/6 F,-MH 1U M/6 T1JO

%& 前

者是一本解剖实习教材!堪与现代的教材相媲美& 全

书共
!%@

页!分
?

章!前
$

章为运动系统!包括四肢和

躯干的骨骼*肌肉*神经和血管)后
L

章为内脏器官!包

括消化*呼吸*循环器官和脑部&

该书中的骨骼学以及周围神经和血管与现代解剖

学教科书的内容几乎近似雷同!而从肌肉学的论述也

可以看出其详尽程度& 人民卫生出版社的全国高等医

药院校教材-人体解剖学.中一共包括大约
#L"

个肌

肉名称!而在该书中准确而详细地叙述了其中大约

##"

个&

其实!盖仑明确说明由他自己新发现的肌肉只有

面部颈阔肌$

F,-H U,.:,2:H F2,MOH9,M:H

%*头颈间的

头后小直肌$

-6.MGH .,F:M:H F1HM6-:1- 9:<1-

%*上睑

提肌$

26V,M1- FG2F6T-,6 HGF6-:1-:H

%*肌$

F1F2:M6

#

GH

%!以及手和脚的骨间肌$

:<M6-1HH6:

%等少数几种肌

肉!而其他一百多个肌肉都是从前辈和老师处学习到

的& 足以说明在公元
!

世纪以前!古希腊罗马已经产

生了相当科学而详尽的解剖学& 然而!只有盖仑的这

本总结前人成就的书得以流传下来&

盖仑的另外一本巨著-盖仑论身体各部分的功

用.的英文译本多达
@%5

页!这是他在解剖知识的基

础上详细地论述'身体各个部分的功用(的宏伟著作&

诚如该书的英文译者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玛格丽特"

梅$

+,-=,-6M )3 +,O

%所说#'任何读完-论身体各部

分的功用.或-论解剖学操作步骤.的人都会发现!它

们是由一位不知疲倦地反复观察和研究他所叙述的事

物的人写的!对他那个时代的解剖学知识做出的清楚

而详尽的!有时是光辉的叙述!他本人对他所写的许多

内容都做出了许多贡献!把它们集中起来构成一个有

条理的整体&

+

@

,

(

这本著作中的解剖学内容基本上都是现代化的论

述!然而!其大部分生理学论述则是盖仑所传承的一些

传统观念& 它们的哲学基础与中医学的'阴阳五行学

说(相似!'四元素( $水*火*土和空气%学说*'四特

质($热*冷*干和湿%学说和'四体液( $血液*黄胆汁*

黑胆汁和黏液%学说!而其核心理论之一是埃拉希斯

特拉图斯的'灵气学说(& 外界的空气由气管送入心脏

后制成'生命灵气($

V:M,2 F<6G9,

%!通过动脉输送到

全身各处!而肝脏制造的血液则通过静脉输送到各处!

同为全身各种活动和功能的物质基础& 由动脉输送到

脑部的'生命灵气(在其基底部的'异网( $

-6M6 9:

#

-,T:26

%内制成'精神灵气( $

HF:-:MG,2 F<6G9,

%贮藏

在脑室内!由周围神经输送到全身各处!支配它们的运

动和感觉!从而建立了神经系统的'脑室中心学说(&

如果说盖仑把继承以及自己发展的解剖学写成

书!流传后世是他在解剖学历史上的一大贡献!那么!

他所进行的动物生理实验则是另一重大贡献!开启了

生理学现代化的先河& 他在罗马城逗留期间热衷于当

众进行公开的动物解剖和生理实验表演&

埃拉希斯特拉图斯认为动脉中只含气体$灵气%!

然而!盖仑通过从两端结扎一段表浅的动脉$腹股沟

动脉%!然后切开它的中间部分!可以看到血液从中流

出!从而否定了埃拉希斯特拉图斯的错误主张+

L

,

&

过去!医生们认为在人体内!水的代谢存在一种汽

化过程!中医学也有同样的理论& 饮入体内的水首先

进行汽化!然后!在膀胱内凝结为液体!再排出体外&

盖仑则通过结扎两侧的输尿管!使肾脏所产生的尿无

法进入膀胱!然后!解除对输尿管的结扎!膀胱立即充

满尿液!从而否定了这种汽化学说&

盖仑的最精彩的生理实验是对呼吸和发声机制的

演示& 他说#'你们最好用猪进行解剖!因为这种叫声

响亮的动物最容易进行损坏发声的解剖学实验& 你们

能够显示动物受到手术打击时!高声嘶叫!当$喉返%

神经一旦被结扎后!它突然变得安静了& 参观者们都

会感到惊奇(

+

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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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惊人的演示则是切断脊髓的生理实验&

他通过在不同的水平切断脊髓!观察对于动物的运动

和感觉的影响& 他说#'如果是在第
!

和第
#

椎体以

上!或者在脊髓的起点进行切断!这个动物立即死亡&

如果你们在第
%

和第
L

椎体之间完全切断它!动物立

即停止呼吸& 不仅在胸部!而且在横断部位以下的整

个身体都停止运动&(

+

L

,通过这些实验!他证实了埃拉

希斯特拉图斯的脑中心说!人体的运动*感觉以及精神

活动都是由脑管理!从而否定了亚里士多德的心脏中

心说& 所以!盖仑在医学史上的另一重要贡献就是他

的生理实验!因此!他被称为'实验生理学先驱(&

盖仑的第三个杰出贡献是把解剖学知识直接用于

临床实践& 他反复强调医生学习解剖学的重要性& 他

说#'一个真正优秀的医生必须首先学习解剖学!其次

是内脏的作用$即生理学%!对于疾病的诊断是重要

的(

+

L

,

& '对于医生而言!当治疗战伤!拔出刺入物!切

除骨骼!治疗脱臼!以及骨折合并溃疡等疾病时!有什

么能够比准确地了解臂部和腿部//以及肩部和背

部!胸部和肋骨!颈部和头部的外部构造更有用的知识

呢(

+

L

,

& 他还以一个医生的医疗事故为例说明医生们

学习解剖学的重要性!由于他不知道肘部的解剖!而在

切开静脉放血时切断了动脉!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他

在讨论眼睑的运动时曾经写道#'在进行治疗溃疡的

手术时!不仅切除这整个区域!甚至需要进行烧灼!有

时还需要切除下面的骨骼的骨板!并不损坏眼睑的运

动&(说明他能够进行面部大范围的清创手术+

5

,

&

他在自己的家乡担任过格斗士学校的外科医生!

负责治疗格斗创伤!使他们恢复健康后!重新进行格斗

表演& 他写道#'在格斗士学校!有一个格斗士的胸骨

受到打击!却被忽略了//四个月后!受伤的部位开始

化脓& 大家都同意问题在于胸骨化脓!但是!在它的左

侧可以清楚地看到心脏的跳动!所以谁都不敢切除受

伤的骨骼//(于是!盖仑对大家说道#'我想切除这

个骨骼//当受伤的骨骼被切除后!不久他完全康复!

如果不敢于切除受伤的骨骼!情况不能如此好!如果没

有以往的解剖学经验!没有人敢于做这件事&(

+

L

,所

以!盖仑把解剖学引入医学的临床实践!大力提倡医生

们应该积极地学习和运用解剖学是他在医学史上的一

大贡献&

盖仑是把自然科学中的解剖学和实验生理学引入

医学临床实践的开阔者!开启了医学现代化的大门&

西方文艺复兴时代以来!随着化学*物理学和生物学等

其他自然科学相继参与医学的现代化!才使医学完全

实现了现代化的使命&

文艺复兴时代!维萨留斯 $

N<J-6,H 06H,2:GH

!

#$#L I#$5L

%继续研究盖仑的脑室解剖和'灵气学

说(& 他发现各种动物脑室的形态和与脑部的体积比

例并没有差别!而是它们的大脑体积的增加与其智力

的提升呈正比!因而用'大脑中心说(取代了盖仑的

'脑室中心说(& 威廉"哈维$

*:22:,9 E,-V6O

!

#$@7

I#5$@

%发现了血液循环!从而否定和取代了盖仑的

血液在静脉里往返流动的观点!因而被尊称为'现代

医学之父(& 但是!他们都是在学习和继承盖仑所取

得的成就的基础上做出的修正和取代& -论身体各部

分的功用.的英文译者指出#'如果文艺复兴时代的生

理学家们所继承的传统中不包括$盖仑的%这些成就!

将为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任务增添巨大的数量和难

度&(

+

5

,所以!哈维如果是'现代医学之父(!那么!盖仑

应该是'现代医学之祖父(&

%

$中医学对于人体形态和功能的论述$那么!在

中医理论体系中!对于人体的形态和功能的论述又是

如何形成的1

如果不了解人体的正常结构和功能!就无法了解

患病后人体结构和功能的变异!也就很难进行诊断和

治疗& 所以!一切已经形成理论体系的医学都无法回

避对于人体结构和功能的论述和应用!中医学同样如

此& 在-黄帝内经.的
#5!

篇文章中!至少有
#@

篇的

内容涉及与人体的内脏*经脉*五官和气血等有关的问

题& 但是!中医学有关人体结构和功能的理论和学说

基本上并不涉及人体诸多脏器的形态*大小*构造*质

地!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 所以!严格说!中医的

这个理论体系并不是'人体解剖学(!至少不是一门符

合科学标准的'解剖学(& 因此!中医学并不称自己的

这种理论为 '解剖学(!而称为 '藏象学说(!就是

'2器3藏于内!而2象3示于外(的学说& 然而!这种

'器(与'象(的内在联系并不是通过实际的解剖和生

理实验获得的!而是根据一些生活常识和'阴阳五行

学说(的推导!把各种生理现象推断为体内的五脏六

腑显示于外的 '表象(!人们可以自觉或他觉地感

受到&

所以!在-黄帝内经"素问"六节藏象论篇.中!

黄帝问曰#'藏象何如1(歧伯答曰#'心者!生之本!神

之变!其华在面!其充在血脉!为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

//脾*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者!仓廪之本!营之

居也!名曰器!能化糟粕!转味!而出入者也!其华在唇

四白!其充在肌!其味甘!此至阴之类!通于土气&(不

难看出!这段论述既有生活常识!又有阴阳五行学说的

推导& 然而!这种属于揣测性的推导对于'器(与'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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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内在联系缺乏客观依据!其必然性和可靠性!以

及说服力都是不强的&

中医的'藏象学说(还有一种'相合(的理论& -灵

枢"本输篇.说明#'肺合大肠!大肠者!传道之府& 心

合小肠!小肠者!受盛之府& 肝合胆!胆者!中精之府&

脾合胃!胃者!五谷之府//(!所以!用于治疗肺的药

物有时可以治疗便秘& 还有一种'开窍(的理论& -灵

枢"脉度篇.说明#'故肺气通于鼻!肺和则鼻能知臭

香矣)心气通于舌!心和则能知五味)肝气通于目!肝和

则能辨五色矣)//(所以!治肝可以明目&

'藏象学说(的'归经(理论表明脏腑损伤是一切

疾病的根源和治疗的对象& -素问"至真要大论.指

出#'诸风掉眩!皆属于肝& 诸寒收引!皆属于肾& 诸

气贲郁!皆属于肺& 诸湿肿满!皆属于脾&( -素问"宣

明五气篇.说明#'五味所入!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

咸入肾!甘入脾!是谓五入(&

'藏象学说(的这些理论虽然与解剖学毫不相关!

然而!在日常的临床实践中却具有一种不可替代的重

要作用!一切诊断都要首先确认受到损伤的脏腑!对任

何药物和针灸穴位的选择都要达到'归经(的目的!就

是作用于特定的脏腑和经络& 如果从中医学的理论体

系中取缔'藏象学说(!医师们就无所适从!不知所措!

无法进行医疗工作!这是一个明显的客观事实&

总之!中医的'藏象学说(并不是解剖科学& 应用

'藏象学说(指导医学实践采用的方法论是以'阴阳五

行学说(为依据的'类比法($

,<,21=:.,2 96M/1J

%!也

叫'比较类推法(!是指由一类事物$如五行的木*火*

土*金*水%所具有的某种属性!可以推测与其类似的

事物$如五脏的肝*心*脾*肺*肾%也应具有这种属性

的推理方法& 其结论可真可假!必须由实验来检验!问

题在于中医缺乏科学有效的辨真辨假的验证方法!仅

凭个人的临床经验积累!写成-医案.加以传承!而这

些-医案.中的'经验(也难以作为定论& 不同中医师

诊治同一病人时往往意见相左!甚至相反!就可证明这

种方法论的不足之处&

所以!由于缺乏先进的哲学和自然科学!首先是包

括解剖学和生理学的生命科学的介入和支撑!中医学

从古代起就难以走上科学发展的康庄大道!难以实现

现代化的目标&

L

$结语$在古代!东西方的经验医学非常相近!

水平相当!各有千秋& 然而!以盖仑为代表的古希腊罗

马医学在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即形而上学及其逻辑

学的方法论的指导下!继承和发展了当时已经相当现

代化的解剖学!并把这种解剖学用于指导临床实践!从

而开启了西方经验医学现代化的历程& 在中国!中医

学对于人体的构造和功能的论述称为'藏象学说(!属

于一种在'阴阳五行学说(影响下的'模糊解剖学(&

然而!中医学有其完整的理论体系!它在这种体系下进

行运作!历时两千年!取得比较丰富的医疗经验& 所

以!现在不可能用现代解剖学和生理学取代其'藏象

学说(指导其临床实践& 中医学的现代化只能自辟蹊

径!继续在其理论体系的指导下!采用现代先进的科学

技术确认其治疗效果后!再进一步用科学手段剖析其

理论!以便用现代的科学语言加以阐明& 具体措施和

步骤不在此赘述!请参阅拙作-中医需要接受科学洗

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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