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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民国教育史（1912年～1949年）的研究自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不仅
在多卷本的中国教育通史著作中有专门阐述，而且还先后出版了若干部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中华民国教
育史专著。
然而，对于民国时期的西医高等教育，迄今仍缺乏系统深人的研究。
慕景强博士经过数年潜心研究，辛勤耕耘，终于撰成了《西医往事：民国西医教育的本土化之路》一
书。
这不仅填补了国内学术界民国西医高等教育史研究的空白，而且也拓展和丰富了民国教育史研究，有
助于推进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研究。
　　中华民国时期，由于政权更迭频仍，战乱不断，社会长期处于动荡不安之中。
因此，在大部分时间内，统治者无暇顾及医学教育，造成医学教育几乎处于自发状态。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统治者的少有作为或者不作为也给西医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相对自由和宽松的
空间。
特别是在1927年至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的10年问，政局相对稳定，社会相对安宁，民国西医
高等教育获得了一个难得的大发展时期。
在这个阶段，西医高等学校的数量、规模，教育的质量，西医教育理论的发展，教育法规的建设，以
及西医高等教育本土化的探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
可见，民国西医高等教育有其特殊性，在中国西医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其在发展进程中所
积累的经验教训对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我国西医高等教育的发展有重要的历史借鉴和现实启示。
因而，民国时期的西医高等教育，值得深入探索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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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和西医教育本土化发展为背景，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深入考察了西医及
其医学教育的导人，具体分析了民国西医高等教育本土化发展历程，认真探讨了民国西医高等教育所
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不足，并结合我国当今医学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实际，深刻阐述了民国西医高
等教育历史经验的现实启示：一是办学模式多元，流派纷呈，在竞争的环境下，促进医学教育的发展
；二是医学教育要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要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在地区之间、院校之间建立教育资源
合作互补机制；三是应建立生物一心理．社会的医学教育模式；四是处在科技革命时代，在重视知识
技术的同时，要增强医学教育的人文精神培养。
作者的这些见解，涉及西医高等教育的一些核心问题，既有历史感，又有现实性，值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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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景强，男，出生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依安县富饶乡，高中毕业后离开家乡，先后就读于黑龙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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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教育史，喜欢电影，专心于网球及自行车运动，闲时为《健康报》写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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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　　第一章　滥　　觞　　第一节　西医来袭的幕后　　1　夕阳下的大清国　　可以毫不
夸张地说，1840年之后的大清国，就像一个中风后行动不能自理的老人：曾经的雄心壮志，在日复一
日、几次三番的多方尝试都碰壁而归之后，虽心有余而力已不足，剩下的只有的失望、沮丧、绝望，
后来，渐渐地，连失望、沮丧、绝望也都没有了。
任凭身边孩童吵闹、路人喧嚣，皇城根儿下，落日余晖中，老人沧桑的脸上反而更多的是满足和安详
，一种无所欲求、洞悉人生的满足和安详。
　　但按照正史中的惯用说法应该是：十九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发展，他们为了掠夺资
源，寻找市场，相继侵入中国。
1840年对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进而于1842年签订了《南京条约》，开放了五大通商口岸。
1844年又强迫中国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
帝国主义列强都把中国视为肥肉，纷纷赶来争夺。
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国内封建统治阶级相互勾结，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加强了对中国的扩张，激
化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加深了社会危机。
从此，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随着帝国主义的大规模入侵，中国社会经济也发生了急剧变化，封建经济逐渐解体。
帝国主义者和买办资产阶级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官僚地主阶级加紧了对农民的剥削，使我国农村
经济陷于破产。
　　不但控制了你的经济，我还要控制你的精神、你的肉体。
于是，一队洋人带着柳叶刀也．悄悄地讲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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