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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时时处处追求进步的时代背景和无不高唱创新的学术氛围中，在某些词汇之前加上一个“新”字似
乎理所当然地就拥有了合理性和正当性，不过实际上，真正的进步和创新并不是轻松可以取得的，若
非有些“感觉”并肯下苦功而轻言所谓的“新”，终不免让人感觉只是附庸时髦而已，故而以“新”
相标榜，又往往容易自陷于被视为非主流甚至“异端”的困境。
尽管如此，在21世纪初，还是有一批年轻的史学研究者再一次义无反顾地高举起了“新史学”的大旗
。
⋯究竟何谓“新史学”？
似乎并没有让人感觉清晰的说法，而且即使在主要倡导者的认识里，大概也没有特别明确而固定的边
界。
他们以此相标榜，显然也不是要标示其他的研究是“旧史学”，而毋宁说，他们是希望以此来表达自
己一种自认为合乎现代国际学术发展趋向的学术理念和学术追求，并借此形成一个没有组织甚或有些
模糊的学术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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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清以来的疾病、医疗和卫生:以社会文化史为视角的探索》是国内第一部医疗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论文
集，共邀集了来自中、美、日等国的18位历史与医史学界的专家学者，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来共同探
讨清代以来的疾病、医疗和卫生问题。
其中既有享誉海内外著名学者，也有崭露头角的年轻学人。
内容涵盖了医疗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方法、清以来的疫病及其社会应对、中西交汇下的医生与医学
、近代境遇中的“卫生”等方面。
编纂这样一部论文集.首先是希望藉此来展现中国医疗社会文化史这一新兴前沿领域的最新进展以及未
来动向.进而推动国内这一研究的发展。
其次.也有意将其放在本世纪初一些学人所倡导的“新史学”构架中，从一个具体的专题领域入手，来
践行和展示“新史学”的学术理念，特别是社会文化史的取向和对“现代性“的省思。
最后也期待通过展示海内外和内外史之间的研究的各自特色，以促进相互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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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医疗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　医疗史与中国“现代性”问题　作为历史指标的传染病　如何从
“医疗史”的视角理解现代政治？
　药物、医学知识与消费文化：清代人参史研究的新取向疾病及其社会应对　清代江南的民俗医疗行
为探析　疾病谱与治疗观——早期教会医院的案例分析　清末政府应对疾病的新举措　战时上海的霍
乱预防运动中西交汇下的医生与医疗　“血症”与中国医学史　论争前的和谐——近代中西医知识中
的“热病”论述初探　中医存废问题第一次大论争——清末天津中医与《大公报》笔战事件考察　从
宣统年间社团档案看清末广东善堂的　社会医疗救济活动　民国时期医生之甄训与评核近代境遇中的
“卫生”　沐浴与卫生——清人对沐浴认识的发展和转变　清末北京卫生行政的创立　近代上海医疗
卫生史的另类考察——以医疗卫生广告为中心的分析（1927－1937）　民国时期的卫生运动初探——
以天津为例　农复会与1950年代台湾的乡村卫生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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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然而当年以“中西汇通”的方式把中医“现代化”或“科学化”的做法，并不止于“改良”中
医知识体系或治疗方式。
捍卫中医更重要、更实际的考虑是让中医师能够成为现代医疗体系中重要的成员，包括使他们能参与
检疫、疾病预防与医疗法规的修订等重要公共政策。
即借此保护、巩固中医师在现代政体里的发言权。
［2］换言之，民国时期中医界深刻体会到的危机不单来自医学知识本身所面临的困境，更致命的是
传统医学知识的传授机制、职业的管理与现代政权、体制脱节。
例如：传统中医的行医资格并非由官方的学校或考试认定，使得中医师无法经有效渠道进入官僚系统
，或参与公共政策的讨论与制定，传统中医师的专业与政治前途因而受到极大的限制。
清末民初中医师在困境中的挣扎催生了20世纪初中国医疗体系的深刻变化，使之成为近代中国政体重
要的构成部分。
这是中国面对当时世变所必须做出的改革。
虽然这个新体制大体上建立在西方近代医学知识与政治意义形态上，但是中医界的参与，使之成为与
西方不尽相同、深具在地文化特色的体制。
中国医疗卫生体系在建立过程中所透露的“现代性”，是史学工作者比较感兴趣的问题。
这个问题在语言的层面，即显示其复杂性与文化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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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6年8月11－14日，由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办的“社会文化视野下的中国疾病医疗史国际
学术研讨会”在天津武清的天鹅湖宾馆召开，聚集国内外历史学和医学界多方面的研究者来共同研讨
历史上的疾病、医疗和卫生，这在国内还是首次。
当时，国内的医疗社会史研究应该说还只是刚刚起步，在筹办会议之初，多少有些担心人气不够，故
在差不多一年之前，就广为发布了会议通告。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随着会期的临近，来自国内各地的与会申请纷至沓来，颇有些叫人应接不暇。
尽管我不得不遗憾地婉拒了相当多的申请，但在安排会议议程时，还是特别深刻地感受到了时间的捉
襟见肘。
这次会议汇聚了来自美国、日本、韩国、中国的50余位学者，提交论文近50篇。
虽然会议规模不小，但直到会议召开，我仍对是否编辑会议论文集态度保留，会议论文集普遍存在的
议题分散、论文品质参差不齐的通病，让我对编辑这类论文集的学术意义抱有疑虑，不过，当在会后
阅读会议论文，发现了不少与自己的研究兴趣接近又很有意思的论文后，我开始不忍让这些有意思的
篇章散落各处，而决定将其结集出版。
显然，这次会议是本书问世最直接而重要的动因，故此，这里要首先感谢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及其中
心主任常建华教授对这次会议以及新兴的中国医疗社会文化史研究鼎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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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清以来的疾病、医疗和卫生:以社会文化史为视角的探索》四大主题：医疗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
疾病及其社会应对中西交汇下的医生与医疗近代境遇中的“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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