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面对疾病>>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面对疾病>>

13位ISBN编号：9787300148199

10位ISBN编号：7300148190

出版时间：2012-1

出版时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作者：梁其姿

页数：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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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疾病>>

内容概要

　　本书凝结了著者近二十年来近世医疗社会史研究的心得，侧重考察医学知识的建构与传播、医疗
制度与资源的发展、疾病观念的变化与社会的关系。
著者跳出传统的医史研究，试图发掘医疗史与近世中国社会和文化息息相关的历史。
由于医学知识的传播，不同社会阶层所获得的医疗资源也相当丰富，其中女性作为医疗者的角色不容
忽视。
此外，明清以来国人对各类疾病与疗法的观念也随着上述的变化而改变。
近世中国医疗史所呈现的社会理性，与近代西方所呈现者并不相同，中西医的相遇与融合.激荡出色彩
纷呈的社会文化意涵。
这一融合的过程，至今依然在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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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其姿，香港大学历史系学士，法国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历史学博士。
1982至2008年任职台北中研院.曾先后任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台湾大学
历史系兼任教授。
2008至2010年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2
011年起任香港大学人文社会研究所所长兼讲座教授。
2010年被选为中研院人文组院士。
早年研究明清慈善组织，著有《施善与教化》(1997)一书。
近年专注于医疗史，著有《中国麻风病史》(英文，2009)一书，并主编《女性与医疗》(英文，2006)、
《东亚华人社会近代健康与卫生史》(英文，2010)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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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医学在近代西方历史中的意义
　　四、从中国医疗制史重新思考中国近代性问题
　　五、结论
第二编 医疗制度与资源的发展
　第六章 宋元明的地方医疗资源初探
　　一、有关地方医生之政策
　　二、药物资源
　　三、地方医疗组织
　　四、结论
　第七章 明清时期的医药组织：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官立和私立医药机构
　　一、国家卫生政策
　　二、晚明和清时期的民间医学慈善团体
　　三、医生、国家和社会
　　四、结语
　第八章 明代社会中的医药
　　一、前言
　　二、明代的医学传统
　　三、医者的训练
　第九章 前近代中国的女性医疗从业者
第三编 疾病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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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章 疾病与方土之关系：元至清间医界的看法
　第十一章 中国麻风病概念演变的历史
　第十二章 麻风隔离与近代中国
　第十三章 从癞病史看中国史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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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而13世纪人俞文豹对地方医学教育的失败、地方医生的不负责任有一番生动的描写：
“所谓太医局生者⋯⋯皆市井盘药、合药、货生药之徒，捐数百缗赂判局，即得之。
其就试者，亦是赂判局指授。
考官临去取，不看文字，惟寻暗号，钱到则虽臭乳小子，庸鄙粗材，不识方脉，不识医书，姓名亦皆
上榜⋯⋯为生员者，志不在食，惟欲侥幸，省试一得，便可授驻泊，坐享俸给矣。
愚谓惠民局，莫若依嘉、熙间太府陈请，罢去此局。
太医局则照太史局，委朝士提督，每日行食，每旬堂课，每月私试。
其公试、省试，考官则临时委朝士及监司太守举儒医。
取朝旨点差。
庶几人知习学，不至以庸医杀人。
”由此可见，虽然宋朝一直努力将医学训练作某种的标准化，但地方医疗人才质量并没有因此得到更
好的保障。
由此，在医学教育方面，两宋都曾试图推动，一度甚至将之划入儒学制度中，但是无论在北宋时期，
或南宋时期，对这个制度不满的声音到处呵闻。
这些批评可能偏激，但是从其制度上的不稳定，以及所谓地方“医学博士”及其他医官选拔的不明确
看来，这些地方医官的社会地位不会太高，专业性亦有可疑之处。
我们对中央政策提高地方医疗水平的程度也就不敢高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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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道不远人，以病者之身为宗师。
名不苟请，以疗者之口为依据。
　　——章太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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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面对疾病:传统中国社会的医疗观念与组织》编辑推荐：如果年轻的学者能掌握更多有利的分析工具
、史料，坚持地走下去，未来的医疗史研究就可建立在更深厚的描写与分析上，逐步向更高的层次、
更广的范围发展。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一天找到医疗史的真正活力所在，也才能更全面地了解古近代的中国文明。
那时，研究其他文明医疗史的学者，也不得不参考中国医疗史的著作。
相信有一天，中国医疗史会真正从“过去的另类”成为“未来的主流”。
——中研院院士香港大学人文社会研究所所长兼讲座教授梁其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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