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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膛史》

内容概要

外科医生的祖师爷竟是理发师？
从前人们手术输的是羊血？
达芬奇和外科手术有什么渊源？
手术缝合线是荤的还是素的？
求医问药是自古以来人人不可回避的话题，但是我们仍然对医疗中的一些流程抱有强烈的神秘感和好
奇心，特别是外科医生的工作：外科医生外科手术之父是谁？解剖学之父又是谁？是谁首先在手术中
使用麻醉药品？又是谁制定了手术前消毒与清洁的程序？这些关于外科手术的种种史料，苏上豪医生
通过轻松的故事，将外科医学的始末娓娓道来，让读者重回医学启蒙的年代。
外科大夫讲述的趣味小历史
台湾科普新秀作家、《亚洲周刊》十大华文小说得主苏上豪最新作品
科学松鼠会成员、《心外传奇》作者李清晨作序
马偕医护管理专科学校校长 陈汉湘推荐
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翁佳音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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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苏上豪，台湾高雄人。1985年进入国防医学院医学系就读，在繁忙的课业之余从事文艺创作，曾连续
获得“源远文学奖”1988年、1989年小说奖第一名。2010年起，受邀于网络“散文专栏作家交流平台
”，透过简短的故事，发表有关医学的科普散文迄今。现为台北市博仁综合医院心脏血管外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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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比《心外传奇》差了一个凳次。
2、不怎么严谨的科普读物
3、外科的传奇⋯⋯
4、太散了⋯和心外传奇又重复的
5、医疗科普。书名是噱头。
6、买的是繁体字，竖版台湾出的原版，如果不是排版加繁体字的阻碍，三十分钟就可以看完。后来
多看上又买了电子版。在同类书里，排版精美，内容一般，一种小国小民的自卑与自傲跃然纸上，带
有太多的主观，就像喝一杯自来水，有味道，但是味道并不好。
7、一本普通的科普随笔0 0
8、医学
9、科普医学野史。
10、普及性科普书籍。。。。
11、小故事，有趣。
12、外科医生随笔集，历史发展、行业轶事、个人体悟，随便看看
13、虎头蛇尾，开始几张挺开眼界，后面变味了
14、一般，有几个故事不错

15、谁会想到在中世纪的欧洲，是由理发师来给病人动手术，而人工血管的原材料和不粘锅
、Gore-Tex有关。书中有很多类似的小故事，像一本随笔集。以前看过《心外传奇》在心脏外科方面
写的更系统全面
16、一小时翻完有点意思
17、这是一本和外科历史发展有些关联的专栏合集，对于外科学重大技术革命的主要事件均有涉及，
加上作者生动有趣的点评，尤为适合我这种医学白痴却忍不住好奇的人。比如知道了外科医生的祖师
爷竟是理发师，也认识到上古开颅术的残忍，拓宽对整形的狭隘认知，了解到解剖学背后的尸体买卖
产业链。对于实操性的外科来说，文章提到的“死亡及并发症讨论会”是个非常好的存在。“这种会
议讲好听一点，是希望外科医生能记取前车之鉴，看到别人的缺失之后能吸取教训；但说难听一点，
是要外科医生在众多同事面前，诚实说出自己的无能为力或是犯下的错误”。这种自我反省的养成教
育在习惯性推脱责任及浮躁的当下，尤为重要。
18、一本书常常是当你熬过了前面的序 后面就顺利多了⋯
19、神侃，编排次序有点问题，感觉不那么紧凑。
20、没有想象的好看了，看封面还以为起码会介绍介绍手术的各种器械了，然后并没有
21、外科发展史上发生过的一些事件，科普入门
22、文笔一般 
23、苏上豪，是这本书的作者。刚刚看完，还记得它的作者，或许等两天之后，作者的名字我就记不
得啦！但是还是很喜欢这个一手执笔一手执刀的医生，原来外科大夫，也可以这么絮絮叨叨地讲故事
，他们也许不干脆不利落，但是和手术室中完全相反的一个性格，才是吸引人的。
看完了这本书发现了一些，以前根本没有想过的问题，比如说植入身体的人造血管将和防粘锅的材料
是一样的，化学真的伟大！
不过与其说化学真的伟大不如说人类真的伟大，他们发现了一系列的问题，但是，也有一系列的解决
问题的思路，慢慢的这些思路变成切实可行的办法，或者这里用办法并不契合，应该用变革才对。而
正是这些变革，或许造就新的问题，也或许，改变了人类将要走的路。
24、每篇文章都短小精悍。更明白医学进步之不易，医者父母之苦心。不过，本书个文发表月刊杂志
读来有趣，整理出书未免索然平淡，不够深刻。
25、看到有人写了我想写的书，而且还写的特别好的时候，这种心情真是难以言表啊，第一章追溯医
学发展史特别棒
26、好玩的有趣的科普的书，没有很专业的知识介绍相反是些历史上的渊源和轶闻。看完我更想重看
一遍《怪医秦博士》的漫画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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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浅显了点，就是讲故事而已
28、赞
29、非常浅显的医疗史 未涉及任何病理学 一天可读完
30、文笔一般，但比较有趣。本来以为是酷刑史，结果读完发现是外科医学发展史。
31、赞封面~医生写的一些趣事，内容和文笔都挺散漫的，适合闲翻书。
32、文不对题的杂谈
33、书名是全书最具文采的地方
34、标题党。外科发展小故事集，有点意思。不过人家一个台湾的大夫写的杂文集，动不动就引经据
典，文化之底蕴，可见一斑。
35、对门外汉来说是不错的科普文。
36、外科医疗科普文
37、二星有點不近人情，但這個三星肯定是水分很大的三星
38、文化散文曾经在高考中风靡一时，后来遭到打压。
本书也是写给外行人看看的文化故事集锦，当作闲时读物尚可。
看完之后最大的感想就是：医疗实践也是建立在血泪之上的。
39、虽然和想象中的开膛破肚完全不一样，但也是很有趣味性的科普。
40、台湾大叔喝着茶翘着腿侃大山，随性，点到即止。
41、蛮有趣的一本小书，算作医疗科普读物吧
42、全麦饼干最早是为了降低男性手淫次数发明的。
43、十分有趣的书，让人对医生这个行当心向神往
44、很好看很诙谐的科普小历史
45、生动的解剖学历史  知道了一些专业课知识之外的东西
46、外科老师推荐的。医学人文类的书没怎么关注过，但是比较起来更喜欢《只有医生知道》。
47、还蛮有意思
48、P.223 新台币对应的人民币数额写错了。
49、科普读物
50、先看李清晨的序，觉得有点毒舌。看到该书内容时，觉得评价还是挺中肯的。谈不上医疗史或者
医学史，看着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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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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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开膛史》的笔记-第47页

        
麦斯默在1779年发表了一篇题为《天象的影响》的论文:提出行星运行如何对人的健康产生影响。他把
这样的作用归因于他称为“动物磁力”(animal magnetism)的神秘流体,他利用这种观念把病人导入恍惚
的状态而解除病人的疼痛,也因为这样的方法让他大受欢迎,而且在巴黎捞了不少钱,甚至连法王路易十
六也曾接受治疗,付给他一笔两万法郎的报酬。说穿了,这其实只是一种催眠治疗,所以你查英文字典的
时候,会发现和麦斯默有关的单词意思就是催眠术 ( mesmerism )

mesmerize这个词的出处

2、《开膛史》的笔记-第68页

        又见JEHOVAH'S WITNESSES！！

3、《开膛史》的笔记-第495页

        我治疗他，而上帝治愈了他

4、《开膛史》的笔记-第112页

        所以,和其他的学问一样,面临问题并思考解决是普世不变的定律,套句圣贤的名言,可以说是“做然
后知困”,有了困难就是进步的动力。水电工如是,外科医生亦如是。

5、《开膛史》的笔记-第58页

        
整形外科（plastic and reconstruction surgery）中的“plastic”是从希腊字“plastike”演变而来，是“模
铸”或“铸造”的意思， plastic surgery ,虽然是19世纪的德国外科医生格拉斐(Kal Ferdinand von Graefe)
所创的字眼,但在希腊罗马时代,以“整形,形”为概念的外科处置早已风靡一时。
整形外科叫做plastic surgery的由来。

6、《开膛史》的笔记-第2217页

        尊重并不是惧怕和畏惧，它是指一种能力：他人是什么样子，我就照他的样子来认识他，认知他
独特的个性。尊重的意义是我关怀另一个人，让他依照他自己的本然去生长、去发展。因此，尊重意
味着我对他人没有侵占剥夺的欲望。

7、《开膛史》的笔记-第59页

           另一种有关包皮的手术就更有趣了。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包皮是男性高贵的象征,是不可以轻易
割掉的。据说在那个时代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不论是观众或比赛者,都必须裸体参加，女性是不被
允许入场观赏的。当时男人出场时,如果龟头露了出来,那将是不神圣的行为,所以所有男人都必须有包
皮,如果包艺过短,则会将包皮往前拉,并且用线绑起来。
   如果有人包皮过短,抑或是包皮在小时候被割了,外科医生就要想办法帮求助者“长”出来。这件事在
罗马帝国时代早期的百科全书作者塞苏斯(Celsus)的笔下记录了下来,只可惜没有把方法流传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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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哈，想起friends里joey的那一集了！！

8、《开膛史》的笔记-第160页

        在中世纪的欧洲,放血疗法变得更加流行,成了几乎所有疾病的标准疗法。不过,医生虽然建议患者放
血却不屑于自己操刀,具体的操作交由理发师来做,理发师遂成了最早的外科医生。有人说,从当时起沿
用至今的理发标志“红白条纹柱子”,其实就是放血疗法的广告一―红色代表血,白色代表止血带,柱子
代表放血时病人握着的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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