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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疾病、社会与国家:20世纪长江中游地区的血吸虫病灾害与应对》通过对20世纪长江中游地区血
吸虫病及其防治历史的考察，探讨疾病、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具体而言，《疾病、社会与国家:20世纪长江中游地区的血吸虫病灾害与应对》探讨了民国时期的血吸
虫病的概况，社会对血吸虫病的认识以及中央政府对血吸虫病的应对，并总结为民国中央政府在血吸
虫病防治方面鲜有作为。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高度重视，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取得较大成绩，在社会、国
家、民众的多层互动中，血防事业日益朝制度化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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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小军，1976年生.江西省万安县人，先后就读于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
研究所，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华东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师。
研究兴趣主要为医疗社会史、公共管理学及农村社会学。
目前已经主持或参与国家及省部级课题多项，出版专著、编著多部，发表论文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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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当时大部分疾病史的研究还是被涵盖在整体医学史的研究当中，如我国第一部系统的
中国医学通史《中国医学史》就十分重视疾病史的研究，里面不仅专门设有疾病史章节，而且特别强
调疾病史研究的重要性，认为“医学史是一种专门史，研究必须分三类：第一类关于医家地位的历史
；第二类关于医学知识的历史；第三类关于疾病的历史”。
1936年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正式成立后，中国的医史学界对于疾病史的研究更为活跃，如当时李涛对
结核病史、宋大仁对消化器病史、于景枚对痘疮史都进行过探讨。
②此后，随着医史学界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几乎各种疾病的历史都有研究者涉及，形成了一个比较繁
荣的景象。
然而，这种繁荣的背后却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那就是医史学界对疾病史研究的内容和途径都相对狭
窄，在主要内容方面，多为研究人类认识疾病的历史过程与规律，常涉及病名、病因、病理、病候、
诊断、治疗、流行学等诸多方面，而在研究途径方面，一般也就遵循两条：一是以现代病名界定，可
为世界医学、中西医结合提供史据，为祖国医家对人类贡献正名；二是以传统病证名界定，可为发展
中医学术、实现中医现代化提供经验。
⑧这种研究并没有触及疾病背后的社会，如疾病来临时，其带来了什么样的危害，国家和社会又是怎
样应对的，而民众在面对疾病时又是怎样的一个心态，等等。
要解释这些问题，显然需要历史学科的参与。
但是，在历史学的领域里，疾病史研究却在相当一段时期里根本就没有占据它应有的位置，成了历史
学的一条“漏网之鱼”。
③疾病史研究虽然是历史学的“漏网之鱼”，但并不是说从来就没有历史学者涉足过疾病史的研究，
只不过是研究的成果非常零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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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疾病、社会与国家:20世纪长江中游地区的血吸虫病灾害与应对》编辑推荐：千村薛荔人遗矢，万户
萧疏鬼唱歌，这是瘟神笼罩下的世界的真实写照。
民众、医生、卫生官员、地方官员、国家领袖，各个阶层，都与这让“华佗无奈”的小虫发生了关系
。
其后，呈现出的是疾病与社会、疾病与政治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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