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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区域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远不够充分，本书希望能够有所弥补。
不过，本书所能展示的也只是区域研究的几个侧面而已。
　　本书是集体劳动的结晶，各章的撰写人如下：　　导　论：池子华、傅亮；　　第一章：池子华
：　　第二章：李慧；　　第三章：傅亮；　　第四章：张智清；　　第五章：呙盼盼；　　第六章
：沈燕燕；　　第七章：王慧敏。
　　全书最后由池子华审稿、定稿。
　　要说明的是，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区域研究刚刚起步，我们的研究还比较稚嫩，期待更多的研究者
来参与，贡献更多的优秀作品；也期望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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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区域研究》共七章，近40万言，再现了民国至新世纪中国红十字会在长三角
地区、华东地区的战争救护、疫病防治以及江西、安徽、山东、江苏、苏州等地红十字会活动的风采
。
《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区域研究》的出版无疑有助于红十字运动区域研究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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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中国红十字运动区域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一、中国红十字运动区域研究的意义二、中国红十字运动
区域研究的对象与结构三、中国红十字运动区域研究的方法四、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区域研究需注意的
几个问题第一章 北洋政府时期长三角地区社会救助的民间参与——以中国红十字会为中心第一节 对
战争难民的人道关怀第二节 水旱灾害的慈善救助第三节 其他灾患的博爱懿行第二章 民国前期中国红
十字会在华东的疫疠防治第一节 民国时期华东疫疠概况一、疫疠流行特点及后果二、疫疠成因分析第
二节 中国红十字会的疫疠预防举措一、宣传疫疠危害及其防治方法二、研制防治药物三、注射防疫疫
苗四、做好卫生清洁第三节 中国红十字会的疫疠救治一、筹集救治资金二、主要救治机构：时疫医院
三、作为补充的救治机构：巡回医疗队第四节 防治成效及作用分析一、显著的防治成果二、疫疠救治
的社会意义第三章 江西红十字会的起源、组织演变及战地救护(1911—1949)第一节 江西红十字会的起
源一、时代背景二、九江、南昌分会的成立第二节 江西红十字会的组织演变一、在统一大会中融入总
会二、分会组织的变化第三节 江西红十字会的战地救护活动一、辛亥革命战争救护二、北洋军阀时期
的战争救护三、抗日战争救护第四章 民国前期的安徽红十字运动(1911—1930)第一节 安徽红十字运动
的兴起一、安徽红十字运动兴起的背景二、辛亥革命与安徽红十字运动的兴起三、安徽红十字运动兴
起的意义第二节 民国前期安徽红十字运动的发展历程一、分会组织建设二、经费来源问题三、战地救
护四、救灾防疫第三节 安徽红十字运动评析一、安徽红十字运动的特点二、与政府、军队的关系问题
第五章 近代山东红十字运动研究(1904-1949)第六章 江苏红十字青少年运动(1949-2005)第七章 苏州红十
字会的“生命工程”(1982-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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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20年是大旱之年，但水灾亦有发生。
8月，浙江台州地区因“洪潮泛滥，巨浪奔腾，致旧台属之临海、黄岩、温岭、宁海等县一带，遍地
尽成泽国，冲决塘堤数千丈，淹毁田地数万顷，庐墓人畜多有漂流溺毙”。
中国红十字会与上海各慈善团体登报劝募捐款，量力救济。
　　1921年夏、秋，“豫、苏、皖、浙、陕、鲁、鄂、冀大水，以淮河区域罹灾最重，灾区达二七〇
〇〇方里”。
8省水灾，以江浙皖被灾最重，“沿江沿海百余县尽成泽国，遍地哀鸿”。
中国红十字会有求必应，量力接济。
8月间，除向江苏建阳分会提供现洋500元外，还寄空白章照50份，以便分会劝募会费赈济灾民；8月30
日，筹洋500元助赈浙江宁波水灾；10月12日，寄江苏阜宁分会空白章照30份；11月，续拨江苏常州水
灾药品；12月，筹拨洋500元、棉衣200件助赈；12月2日，汇江苏盐城分会洋500元。
　　1922年浙江水灾，其中温州所属缙云、丽水“水灾甚重”，兼之“疠疫丛生，死亡相继”。
水灾发生后，浙江瓯海道尹林致函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总办事处，　“以缙云、丽水两县水灾甚重，疠
疫丛生，情极可惨，请贵会酌派救疫队，携带药品即日驰往，依法施治”。
总办事处即于9月20日派出以潘佩声为首的救护队，乘“飞鲸”轮赶赴温州，医赈灾民。
　　北洋政府时期，中国红十字会对水灾的救济，几乎年年相续，虽然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历年
有所不同，所提供的救助可能是杯水车薪，但对灾民的慈善关怀，却是令人难忘的。
人道主义甘霖滋润心田，鼓起灾民生活的风帆，其效应并不比赈粮、饼干逊色。
　　旱灾“莅临”之常，虽然没有水灾频繁，而其为祸之烈，有时较水灾犹过之。
如果说水灾具有“突发性”特点，那么旱灾则是。
“渐进式”的，持续时间相对较长。
尽管旱灾救济显得不若水灾救济紧迫，但一旦成灾，仍然刻不容缓。
　　中国地域辽阔，气候多样，此淹彼旱，极为常见。
骄阳似火，烈日如焚，大地龟裂，赤地千里，为大旱之年惯见而又令人生畏的惨相。
旱魃肆虐之下，饥馑随之，蚕食生灵，饿殍满地，不堪言状。
人道攸关，中国红十字会对旱灾的救济亦尽力为之。
　　1913年徐州利国驿等处，兵燹之后，继以旱荒，十室九空，哀鸿无告。
中国红十字会常议员施则敬“戚焉悯之，爰垫巨款，征募棉衣”，派员驰赴灾区“核实散放，全活灾
民甚众”。
这是北洋政府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救济旱灾之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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