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繁盛之阴>>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繁盛之阴>>

13位ISBN编号：9787214043221

10位ISBN编号：721404322X

出版时间：2006-7

出版时间：江苏人民出版社

作者：(美)费侠莉(Charl

页数：355

字数：325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繁盛之阴>>

前言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
令人嗟呀的是，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
成果的发展。
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
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
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
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决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
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
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
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
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
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
献给大家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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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名闻国际医学史界、人类学界和汉学界的医学人类学名著。
作者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以极为严谨的学术态度，通过披辨大量的中医典籍、医案、秘方和手册式
文献，完成了这部连一般中国学者都难以企及的中医妇科学著作。
作者虽然选择的是由宋及明的700年历史，但由于把握的角度新颖，以“黄帝的身体”为研究的开始，
论及到身体的阴阳和性别，发现宋朝的中医妇科所关注的是“妇女以血为统帅”，重视调经的治疗原
则和单独处方的艺术，怀孕和分娩成为家庭中产科活动的核心；到明代以后，妇科关注的重点转向养
阴为主，治疗的重点从外转向内，强调补充分娩后造成的气血双虛。
本书不是仅仅从一般技术史的角度考察中医妇科学的内容和历史，而是从社会与文化等角度，着力探
讨中国古代女性作为一种特殊性别，在中医学中所承当的文化角色。
所以本书不是传统的医学史著作，而是把与医学史相关的话题置于社会、家庭、性别中加以探讨，从
而形成一种熔医学史、疾病史、身体史于一炉的新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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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费侠莉(Charlotte Furth)，曾先后就读于北卡罗来纳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现任美国南加州大学历史学教
授。
上世纪80年代初来华，在北京大学讲授美国史，由此对中国产生了感情，尤其关注革命浪漫主义与妇
女解放运动相融合的问题，遂选择了研究中国女性的道路，并主要从事中国女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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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诸如媒妁婚姻、儿子特权、缠足、娶二房以及性别隔离等试图把女性排除在公共事物之外的体
制，生动地印证了女性主义关于中国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的看法。
而且，这种亚洲妇女受害论的西方建构学说，在中国自己的民族主义现代派的判断中得到微妙的补充
一这些6热衷革命变革的现代派确信传统的女性地位是封建主义落后的表现。
抛开这些政治观点，女性主义历史学家如伊沛霞、高彦颐和曼素恩等所追求的在特定的历史境遇中，
把社会对女性的普遍看法与女性参与社会实践的证据和她们的自我认知进行比较。
她们没有为儒家的性别制度进行辩护，而是试图理解其内在差异和总体持久性。
她们没有通过反抗或适应的政治棱镜来观察女性的生活，而是试图揭示影响女性生活的各种因素。
在她们阐述的诸多问题中，一些观点与我的研究十分接近。
社会中家庭的地位和性别差异的规范是儒学道德家通过内外二分法构筑的，“内与外”——这个词语
既划分了界限，同时也阐明了二者相互补充的关系。
既然作为“内在”的家庭可以用“外在”的国家的微观形式来理解，家庭就要对自己的社会秩序负责
，现今已被认同为公共的功能，当时则是家庭生活的一部分。
多数经济生产和教育活动、祭祀和各种仪式都发‘生在家庭或者家族里。
在这种语境中，帝国政府不仅承认家庭是构成社会秩序的基础，而且也把基本的法律权利连同社会权
利同时赋予家庭。
这里以及其他方面，男女有另Ⅱ的信条并没有在家庭中把女性与她们的男性亲属分离开，只要情况所
需，女性可以走出家庭的高墙之外成为劳动者、旅行家和旅居者。
诚如高彦颐和白馥兰（FrancescaBray）所主张的，最好把内与外想象成相互重叠的筑巢，它们的界限
可以随着情况而变化，国家规定的家庭模式对家庭生活的影响远远比个人的影响重要得多。
把妻子称作“内人”，通过身体地位而不是生物学来建构她的女性特征，是一种以社会复杂领域的家
庭生活的语言来告诫女性的空间特性。
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主要发生在家庭的疾病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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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繁盛之阴》是美国南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费侠莉（CharlotteFurth）的作品，作者从20世纪80年代初
开始阅读大量的中医经典著作、医案、秘方和手册式的文献材料，历经20年的时间完成了用英文表述
的研究有关女性与中医学相关问题的著作。
其工作之艰辛可以借用康正果先生的一段话来形容：“提起古代中医的那一整套用语及其所表达的医
疗观念，不要说西方读者理解起来十分困难，就是讲给今日大多数已经习惯了西医治疗的中国人听，
他们也未必能完全明白或给予足够的重视。
”（《中国学术》，2001年第2期，第278页）理解中医难，解读中医更难，用一种全新的思路配合非
汉语解释中医就是难上加难了。
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每一位译者都深刻感受到其中的困难，有来自英语语言的困难，有来自医学语
言的困难，更有一种把握医学问题新视角的困难。
在遭遇困难的同时，这本书也为中国学者带来一股新气息，这就是站在中医语境的边缘，从社会和性
别的角度去认识传统中医学。
中国的学者大多关注传统中医学本身的演变过程，所以中国学者从事中国妇产科史及中国妇产科疾病
史的研究成果较多，而像费侠莉这样从社会和性别的角度考察中医妇产科的变化，类似的研究在中国
是比较罕见的，这也许正是翻译此书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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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繁盛之阴(中国医学史中的性960-1665)》为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之一。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繁盛之阴>>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