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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经济史学，又称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是中国历史科学的基础领域，它伴随着中国近现代学术
的探索之路，走过了百年历程。
在这百年沧桑的历程中，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既迎来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史观的光辉洗礼，也经受了时
代政治变迁的无端磨炼。
随着新时期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又不经意地给甘为基石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界蒙上了一层&ldquo;低
处不胜寒&rdquo;的失落景象。
　　站立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回顾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所走过的艰辛而曲折的道路，不能不对我们的
前辈们及同仁们的不懈探索与努力坚持致以崇高的敬意。
正是有了这么一代又一代人的薪火相传，中国的社会经济史学才能冲破艰难困境，逐渐步入了一个比
较繁荣的时期。
时至今日，中国的社会经济史学已经形成了两大居于主流地位的学术流派，这就是以严中平、李文治
、吴承明教授等为代表人物的&ldquo;国民经济史学派&rdquo;和&ldquo;新经济史学派&rdquo;，以及以
傅衣凌教授为奠基人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也称为&ldquo;新社会史学派&rdquo;。
前者注重于经济学理论的探索，并且将其运用于中国经济历史发展规律的考察，通过宏观、中观、微
观多层面及其相互结合转变的研究，从中寻求中国传统社会自身蕴藏着众多的向近代化转型的能动的
积极因素；而后者则特别注重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经济史，在复杂的历史网络中研究二者的互动关系
，注重深化地域性的细部考察和比较研究，从特殊的社会经济生活现象中寻找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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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医疗、慈善与明清福建社会》搜集史料，用力甚勤，征引的史料包括《明史》、《清史稿》、
明代历朝实录、清代历朝实录，各类政书以及省志、府县志、乡镇志，还有大量闽人或在闽任职的外
省籍著名人物的文集、笔记、小说及海关报告等。
本书的意义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医学大量进入中国，从而产生多元化的医药
观，这对中国医学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透过近代福建观察中国，观察西方文明在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方面所起的正面作用是很有意义的。
其二，乡土历史、地域社会是当前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明清福建的医疗慈善事业相对发达，由此可见中医药文化史和社会经济史的交融，可见医疗、慈善在
体恤民众、诊治疾病、医疗保健和社会稳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医疗、慈善与明清福建社会》出版将有裨益于后之学者，有助于增加我们对于明清中国社会经济史
和中医药文化史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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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何朝晖则根据嘉靖《太平县志》的记载将明代设立养济院的时间确定为洪武二年（1369）。
第三，从明代全国其他地方看，明代洪武二年（1369）、三年（1370）设立养济院的记载比比皆是，
如浙江省《象山县志》载：&ldquo;洪武二年令天下置养济院以处孤贫残疾无依者，是院宋日居养院，
元日孤老院，国朝改今名。
&rdquo;浙江省永康县养济院在&ldquo;县东二里地名东库，其制正屋三间、东西屋各五间，洪武三年
知县吴弘道建&rdquo;。
另外在正德《德安府志》、嘉靖《尉氏县志》、隆庆《海州志》中也有洪武二年（1369）各地设立养
济院的描述。
由此可见，洪武五年（1372）之前设立养济院系全国性行为，此前应当有一个全国性政令的颁布。
第四，张萱本人的说法也有自相矛盾之处。
无论是史料记载还是学界的研究均表明，&ldquo;孤老院&rdquo;一词的称谓系元代使用，明代未见颁
布设立孤老院的相关法令，因此，张萱&ldquo;洪武五年诏天下郡县置孤老院&rdquo;的记载可能存在
错误。
当然，洪武五年（1372）各地设立养济院的记载也随处可见，不过这与该政令何时颁布没有必然的联
系。
　  据笔者推断，明代颁布在全国推行养济院事业的时间应为洪武元年（1368）。
尽管目前还没有&ldquo;是年下令设立养济院&rdquo;等类似记载的确切史料，但我们仍可略寻其蛛丝
马迹。
洪武元年（1368）八月，朱元璋诏以金陵为南京定为国都，随即颁大赦天下诏书，涉及军事、经济、
流民、灾荒、礼仪、教育、司法和地方官职责等诸多方面，为更有效地加强对国家的治理，朱氏特别
强调&ldquo;民间有不便事宜，与利所当兴害所当除诏书所不载者，有司明白具闻。
于戏民堕涂炭十有七年，今天下甫定，光岳之气于焉始复继，今宜各修尔业厚尔生，共享太平之福，
以臻雍熙之治&rdquo;。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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