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32024 年第 6 卷第 13 期 教师专业发展与现代教育技术

人类文明进程中文化对医学发展影响的初探
谭茗心

（珠海科技学院，广东 珠海 519041）

摘要：从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看中医学与西方医学发展，中国、西方与其他地区的医学都深受相关文化影响，从不同的领域与方向

发展进步。本文旨在探讨人类文明进程中文化对医学发展的影响。通过分析早期中医药在中国文明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中国文化对中医

学的影响、早期西方医学在文明的发展中逐渐形成、西方文化对西方医学的影响以及其他文化对其医学发展的影响，揭示了文化与医学

之间的紧密联系，并指出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医学特点和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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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文化密切相关。

不同的文化背景会形成不同的医学理念、医疗实践和医学教育模

式。因此，研究文化对医学发展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围

绕早期中医药在中国文明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中国文化对中医学

的影响、早期西方医学在文明的发展中逐渐形成、西方文化对西

方医学的影响以及其他文化对其医学发展的影响展开讨论，以期

为促进医学的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

一、早期中医药在中国文明的发展中逐渐形成

中国是发源于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大河文明，早期原始社

会时以植物果实等作物主要食物来源，后来，文明发展到一定阶

段后，主要食物依旧以植物为主——水稻和粟，中国是世界上最

早种植水稻的国家。

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早期还没有足够

的武力捕猎野兽与充分的粮食圈养牲畜时，人们以植物为主要食

物摄入，即使后来有了聚落与部族，祖先们团结起来，有了足够

的力量进行狩猎，植物也是人类食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相当

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采集植物、观察植物、研究植物、烹饪植物、

食用植物，一点点地熟悉植物，掌握植物的特性，发现植物除了

饱腹之外的各种功能与作用，尤其是植物的药用价值。这，就是

中国中草药学的早期起源之一。

在中国文明演化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期间，在社会结

构从母系社会逐渐变成父系社会的过程中，中国的医学也由散落

的、不系统的逐渐演变成比较全面的、有一定规模的、但依旧有

很大进步空间的医学。

从分散的、不系统的、充满自然色彩的中国原始医学开始，

我们必须提及那些专门研究星相和草药治疗的人。在人们眼中，

他们具有驱走疾病、祈求健康的作用，可以说是最早期的医生。

这些人，在《说文》中被定义为“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

者也。” 在《中药药理实验》中则被描述为“人类社会专事以祈祷、

感应等行为为人驱灾、治病、表达心愿，并为自己谋生存的人”。

于此，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伟大人物，我们中华民族的奠基人

之——炎帝，神农氏。他怜悯众生所受病痛之苦，走遍山河不辞

劳苦地采集药草，不惧生命危险与毒药之痛遍尝百草，最终为此

付出了生命。

从神话传说中，我们可以了解的早期中医药的发展与其代表

性人物。在《史记扁鹤仓公列传》中，扁鹊是战国名医秦越人行

医时用的名号；同时亦有其他人考证，有许多医生被称为“扁鹤”，

黄帝时期也有个“扁鹤”，医术高明，声名远扬，据此我们可以

推断出，这可能不是一个人的姓名，而是一种人的职位。“扁鹤”

的代代延续，是由医药神话到名医传说的过渡，也是巫与医的分离。

经历了无数以神农氏为代表人物的祖先们汗水与付出，中草

药的雏形逐渐形成。

与此同时，随着人类为了方便劳动陆续发明工具、创造简易

武器，拥有了一定的捕猎能力，加大了对动物的猎杀力度，对动

物的摄入变大，认识到了动物的营养价值与药用价值，也有人开

始使用动物药。

医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被人们发现，集合了人们生产生活

的经验，是人类文明最璀璨的明珠之一。然而早期的医学奠定了

后世医学的基础的同时，还是需要系统化地完善。

二、中国文化对中医学的影响

中医学在中华文化的大环境中发展壮大，与延绵千载的中华

文明息息相关，中华文化对中医学影响深远。

自春秋以降，儒学始创，“仁”和“礼”传承下来，渗入中

华民族的血脉。其中，“仁”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

丰富的内涵，它的基本含义包括忠诚、宽恕、宽容、诚信、爱人、

孝悌等内容，主要强调治病救人的人的道德品行和引导他们积极

弘扬医学人道主义。

同时，文化对医学产生影响的另一个例子是“天人合一”这

一哲学思想在中医学中演变成了“以形补形”的思想。

大自然的一部分由人组成，所以，庄子曾经说过，人类的出现，

是由于自然；自然的出现，也是由于自然，大自然和人本来就是

浑然一体的。由于法律、规章和道德标准的制定，人们失去了自

然本性，不再与自然和谐相处。人类实践的目的是解放人类的自然，

重新回到自然，实现“与我同在的一切”的精神世界。

在道教的内丹学说中，谈及天人一气相通达，就是不仅能够

留存一身的精气，还可以接通天地的灵气。

中华民族结合实践经验和百家文化，探讨了“以形补形”的

食疗方法。在中国的传统医学中，认为这有助于理解药物特性。

如核桃似大脑，有助于思维清晰；芹菜像骨头，因此吃后骨骼更

强壮；胡萝卜横截面像眼睛，故对眼有益。这些如果都是巧合，

那么中医学中的巧合未免太多了。

当然，现代科学证明，上述食物的药用价值与其外观无关，

但与食物中的营养成分有关。

猪心炖柏子仁有利于治疗心悸等症；猪肚煲白胡椒有利于对

胃痛的治疗；可以吃猪肺来清补肺经；猪肝蒸合欢花能够减轻肝

郁肋痛；想要温胃可以吃猪肚……典籍中记载了许多类似的食疗

方法，古典中医论著《黄帝内经·五常政大论篇》曾记载，虚的

用补法，或用水渍法调和其内外，便可使病痊愈。

《黄帝内经》提到食疗，但“以形补形”原理存疑。要理解

其科学性，需从生物进化看起。人类与动物作为地球生物，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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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和能量交换保持生态平衡，这导致我们的内部器官在组成和

功能上高度相似，比如心脏负责血液循环，肺负责呼吸，这种共

性可能是“形为补”现象的基础。

而且它们内部所含的元素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根据数百万年来人类发展的科学发现，保持平衡协调的身体

保健理论认为，保持人体内几十个元素的平衡是人类健康和寿命

最重要的因素。因此，“以形补形”不仅是人们集中经验所得出

的结论，还具有一定的科学依据。

中国文化对中医学的影响案例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三、早期西方医学在文明的发展中逐渐形成

古代西方的医学形成体系的有许多，这里我提一个有代表性

的例子——古希腊医学。

谈到西方历史，古希腊是躲不开的，同样，说起西方医学史，

古希腊医学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从公元前 7 世纪到公元前 6 世纪，希腊从原始部落社会进入

了奴隶社会，当时的物质哲学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一群无神

论者，他们敢于向神灵医学发出挑战。其中，希波克拉底是一个

代表性人物，有一本与他同名的著作《希波克拉底文集》包括许

多与当时的时代相比十分进步的知识，现在它是古希腊医学研究

中最重要的一本书。

他以一生贯彻到底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作为医生道德规范，

沿用了两千多年——值此就医生职业之际，我庄严宣誓为服务于

人类的事业而身，我对教导我的老师友人发自内心地感激敬佩，

我在行医中时刻保持端庄和良心，我一定把病人的健康和生命放

在第一位，病人吐露的一切秘密，我一定严格保守，决不泄露……

对于人的生命，从孕育的开始，保持至高无上的尊重，即使被威胁，

我也决不用我的知识做违反人道法规的事情，我保证，我将真诚

地履行上述承诺。

古希腊临海，地理位置天然优越。先进的国内商业、工业和

贸易为古希腊的文化发展、数学、哲学、地理、医学和其他学科

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古希腊的文化思想是人类发展历史上

重要的精神财富，价值十分重要，是古希腊发达灿烂的文明孕育

了其先进的医学。

四、西方文化对西方医学的影响

在 14 到 16 世纪，西欧发生了一场思想解放文化运动，其名

为——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时期，随着怀疑权威之风兴起，医学工作者也产生

了以帕拉切尔苏斯为代表的医疗革命。

在科学史上的这一时期，西班牙医生塞尔维特发现了血液小

循环系统，比利时医生维萨留斯发表《人体结构》反驳旧理论，

而英国解剖学家哈维通过动物实验提出《心血运动论》，揭示了

心脏和血液循环的机理，奠定了现代生理学基础。

文艺复兴运动先进开明、科学进步的文化氛围冲破了封建专

制统治和相关思想的束缚，推动人们思想解放，促进了西方医学

的又一重大进步。

以上是文化对医学的反向影响，至于正向影响则体现在慈善

事业的发展以及对患者精神层面的关怀，教会医院和修道院是当

时医疗活动的重要场所。

五、其他文化对其医学发展的影响

阿拉伯医学的发展与其文化和宗教背景紧密相关。在 9 世纪

前后的翻译运动中，古希腊 - 罗马医学和印度医学等著作被译为

阿拉伯语，为阿拉伯医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此外，伊斯兰教经

典如《古兰经》也提到了卫生健康的重要性。随着时间的推移，

阿拉伯医学逐渐成熟并对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如改善公共卫生

环境、发展慈善医院等。

马来西亚传统医学则体现了多元文化的融合。马来医学作为

主导者，深受其他医学和本地及外来文化的影响。在治疗中，马

来医学多应用本地产的植物药，并保留了自然的特点。 早期马来

医学受外来文化哲学的影响，认为自然的一部分通过草药影响人

类健康。此外，马来医学还涉及精神方面的内容，通过各种方法

或者安慰剂以达到治病效果。 

总的来说，阿拉伯医学和马来西亚传统医学都是在特定的文

化和历史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它们不仅反映了当地人民的智慧和

经验，也为世界医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随着文化交流的加深，

这些传统医学仍在当地医疗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为人们的

健康服务。

六、结论

综上所述，早期中医药在中国文明的发展中逐渐形成，随着

社会与文化逐渐发展进步，中医学也由经验医学，借助自然的医

疗活动经历了漫长时光逐渐演变成现在富有人道主义与一定科学

依据的近现代中医学。

同理，早期西方医学在西方文明的发展中逐渐形成，随着从

原始部落社会进入奴隶社会，敢于挑战权威文化者促进医学科学

化、系统化；随着先进开明、科学进步的文化氛围形成，医学革

命拥有了产生的条件，西方医学真正能够向现代先进的医学前进。

文化对医学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早期中医药在中国文

明的发展中逐渐形成，并受到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早期西方医

学在文明的发展中逐渐形成，并受到西方文化的塑造和推动；同时，

其他文化也对其医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了解和借鉴不同文化

背景下的医学发展经验，有助于促进医学的进步和发展，实现全

球医疗卫生的共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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