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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了中国各民族文化和谐发展的现状。 

蔡景峰先生从事中国医学史尤其是中国民族医 

学史研究至今已经50余年。从 1976年开始进入民 

族医学史研究领域以来，他的研究道路依次经过了 

自发、主动和深入 3个阶段，最终促成民族医学史的 

研究形成了一门分支学科，不但建立了一支专业的 

研究队伍，而且还有了自己研究和交流的平台。在 

这一过程中，求真求实的科学探索精神、对各种医学 

体系包容的态度，以及笔耕不倦的勤奋工作，支撑他 

取得了卓越的成绩，成为后辈学者敬仰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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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曼医学教育史：昨日、今日和明日学识传承》中译本出版 

英国学者肯尼思 ·卡尔曼著，管远志、潘慧主译 ，李立明、陈杰主审的《卡尔 

曼医学教育史 ：昨13、今13和明日学识传承》中译本 ，于2014年 10月由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过去的数千年中，威胁人类健康的因素有哪些?同时，不同的认识，使得 

医学的目标在发生变化，也界定了医生的行业角色和从业范围。如何认识这些 

因素，并对其进行处理，对医生的能力提出了要求，也是医学生应当学习的知识， 

也决定了医学课程的设置。《卡尔曼医学教育史：昨13、今13和明日学识传承》正 

是对数千年来医学教育的历史进行回顾。 

全书分为3篇，依次为“昨日”、“今 日”、“明日”，计 16章。其中“昨13”篇 9 

章，依次为概述；古代医学：医术的起源；阿拉伯医学及其大学；文艺复兴与宗教 

． 出版消息 ． 

改革：书籍；人体、血液和烙铁；知识之舟起航：18世纪；19世纪的保守与改革；世纪之交，美国领航；20世纪 

的教育革命；改变纷至沓来 ：1990--2006年的最近 15年。“今 13”篇6章，依次为：主题 ；医学的目标：行业的 

角色和范围；实现能力：对“专业人士”的定义；医学生的筛选；医学中的教与学；超越式学习。“明 日”篇 1 

章，也是全书的“结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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