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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红十字会与联合国、奥委会并称三大国际性组织，后两者妇孺皆知，然红十字会“知晓率”却不
高，这与研究状况的相对滞后不无关系。
事实上，对红十字运动的研究，无论海内外都不尽如人意，成果寥寥，这与红十字会在人道主义领域
的辉煌成就颇不相称.有鉴于此，在上级红十字会的鼓励下，苏州大学社会学院与苏州市红十字会联手
，于2005年岁末成立了全国第一家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以期推动研究工作的开展。
　　作为以红十字运动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学术机构，中心在前期研究成果——出版《百年红十字》和
《红十字与近代中国》的基础上，整合人力、智力、史料资源，组织编写了第一部检索中国红十字会
百年史事的大型工具书《中国红十字历史编年，1904－2004》，开通了红十字运动研究网站创办了学
术性电子期刊，出版了国内第一份专门研究红十字运动的学术理论刊物（年刊），以此构筑学术交流
平台。
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的工作成绩，得到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彭珮云会长的认可和肯定，并寄予厚望①。
　　历史和现实，呼唤对红十字运动的研究。
2005年12月20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在《关于加强和改进宣传工作的意见》中特别强调：“确定一批
研究课题，组织专家学者开展对国际红十字运动及中国红十字运动的深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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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红十字运动史散论》是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导师池子华教授的一部有关红十字运动研
究的论文选集，也是全国第一部专门以红十字运动为研究对象的论文集，其中有的论文业已发表，有
的是首次发表，凝结了作者多年来研究红十字运动的心血。
《散论》分为《红会人物》、《历史事件》、《史实考订》、《学术评论》几个专题，再现了红十字
运动的几个侧影。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红十字运动史散论>>

作者简介

　　池子华，男，1961年8月生，安徽涡阳人。
1985年本科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
1991年以同等学力考入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师从著名历史学家茅家琦教授、方之光教授治
中国近现代史。
1994年毕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
1995年12月任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1996年7月任河北大学历史系教授。
现任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苏州大学中国农村城镇化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
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上海师范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兼职教授，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出版专著有：《中国近代流民》、《曾国藩传》、《幻灭与觉醒》、《张乐行评传》、《晚清枭雄苗
沛霖》、《中国流民史：近代卷》、《流民问题与社会控制》、《中国历代流民生活掠影》（合著）
、《农民工与近代社会变迁》、《红十字与近代中国》、《百年红十字》（合著）、《中国红十字历
史编年（1904-2004）》（主编）、《近代江苏红十字运动》（主编）、《苏州红十字会志》（主编）
等，在海内外发表学术论文近300篇。
主要业绩录入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传记中心主编的《世界名人辞典》和《中华优秀人物大典》等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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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红会人物孙淦与中国红十字的启蒙施则敬与中国红十字会的创始略论孙中山对中国红十字运动的贡献
张竹君与中国赤十字会慈善人生——庞京周医师的生平与事业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的“林可胜时
期”历史事件从中国救济善会到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辛亥革命中红十字会江苏战场救护述论中国红十字
会救援1923年日本震灾行动述略近代苏州红十字运动研究史实考关于中国红十字会首任会长的考证《
中国红十字会二十年大事纲目》订误《红十字会第一届分会职员一览表》跋一份弥足珍贵的红会历史
资料——《中国红十字会常熟分会民国廿一年纪念册》述评学术评论关于中国红会史研究的资料问题
是行路者，也是道路的红十字会——《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百年会史，1904－2003》述评一部中国红会
史研究的“问题”之作——评《中国红十字会初期发展之研究》近年来中国红十字运动研究综述附录
红十字志愿服务的“别样”选择——我的志愿服务之路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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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清廷命在上海主持商约谈判的钦差大臣吕海寰、盛宣怀、吴重熹就近经理、掌控，吕、盛、吴三
大臣“钦遵电旨”，不仅促成了上海万国红会的组建，而且被推举为“领袖”，①有关事宜，中西办
事董事得“就近秉承中国钦差吕（海寰）、盛（宣怀）、吴（重熹）三大臣，随时随事，电牍咨商中
国外务部、商部、南北洋大臣、各省大府，钦遵中国皇太后、皇上旨意，与中国出使日俄大臣、日俄
驻京大臣商酌维持，有劝捐办事之全权”②。
慈禧太后还“颁发内帑银十万两，以资经费”③，表示鼎力支持。
清政府显然成为“五国合办”的主角。
　　1907年，日俄战争救护及战后赈济等宣告结束，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使命完成，理应解散。
“永有红十字会主权”的中国何去何从，自然提上议事日程。
这年7月21日，也就是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十二日，吕海寰、盛宣怀联衔上奏朝廷，缕陈上海万国红十字
会办理情形及善后持久事宜。
这份奏折向我们传递一个重要信息，即中国红十字会开始“脱胎换骨”走上独立发展之路。
奏折中说：“各国红十字会各有佩章，重以国家之命，由会制备。
今中国红十字会成立，西董亦愿得中国红十字会佩章以永纪念等语。
臣等因饬总董仿照各国红十字会佩章式样，酌拟中国红十字会佩章。
派员测绘各地设会办事情形，拟具图说，俟石印成册，咨送外务部核议呈进，并分送京外中西捐助之
官绅士商，表明此次办法，即为中国红十字会商订专章之据。
”④这里应特别注意的是“今中国红十字会成立”的表白，显而易见，“今”即意味着折上之时中国
红十字会已正式“成立”，至于“成立”的具体时间，我们不得而知，“极有可能没有举行相关仪式
，否则，《申报》、《大公报》等媒体会有消息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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