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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常生活史视野下中国的生命与健康" 

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 

许三春 

2012年7月24日至 27日，南开大学中国社会 

史研究中心主办的“日常生活史视野下中国的生命 

与健康”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市召开。出席本次 

会议的正式代表有50余人，其中国外及港台地区代 

表 17人，国内代表30余人。会议收到学术论文40 

余篇，以7个专题分场讨论。下面按专题分场对这 

次会议的内容进行简要介绍。 

1． 医疗史的日常生活视野 

本场的3篇论文主要是从理论方面对日常生活 

视野下的医疗史研究进行探讨与阐释。冯尔康(南 

开大学)“生命尊严与医疗观念三题”讨论了3个医 

疗观念问题，即无条件的治病救人是医疗机构的基 

本准则；医疗中需要杜绝金钱至上的过度检查和过 

度治疗；在治疗中让病人活得尊严，安乐死是人类社 

会发展的必然选择。蒋竹山(台湾东华大学)“日常 

生活史视野下的中国医疗史研究再探”梳理了西方 

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发展背景、研究现状，从史料考掘 

与方法创新的角度对如何开展日常生活史视野下的 

医疗史研究进行实证说明。与前者不同，余新忠 

(南开大学)“回到人间聚集健康：中国医疗社会文 

化史和日常生活史研究的融通刍议”主要立足国 

内，指出国内医疗史研究的不足，希望更多地引入和 

把握西方成熟的研究理念和方法，更自觉地从社会 

文化史和日常生活史的角度开展对中国疾病医疗史 

的研究，这为医疗史研究的推进指明了切入的方向 

与途径 

2． 日常生活中的疾病及其认知与体验 

该场共有 7篇论文，均涉及到疾病的认知与体 

验，时间范围从古代到当代。金仕起(台湾国立政 

治大学)“晚周秦汉的癃”一文由癃这种疾病或残疾 

的考查，到对患者群体的研究，再延伸到这一群体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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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即社会制度的研究，较好地体现了医疗史与日常 

生活史研究的有机融合。郑洪(广州中医药大学) 

“瘴地难为老：“瘴气”观念下的岭南古代生活”一文 

分析了岭南“瘴气”形成的诸多原因与民众在 Et常 

生活中对它的认识与应对。陈韵如(University of 

Oxford，U．K．)“熏、蒸：宋代官员对都市疾疫成因的 

理解”一文提出，宋代士人以熏与蒸的概念，解释沟 

渠不通或灾害时涌人都市附近的流民将导致疾疫流 

行城中。李玉尚(上海交通大学)“太平天国战后苏 

浙皖交界地区的移民与血吸虫病：以长兴、宜兴和广 

德为中心”一文认为血吸虫的发展与太平天国战争 

后移民聚集对当地的开发密切相关，而其大规模流 

行则是长江流域的大水灾促成的。佳宏伟(厦门大 

学)“19世纪后期厦门港埠的疾病与医疗社会：基于 

《海关医报》的分析”一文指出在港埠城市全球化与 

殖民化过程中，疾病也起着重要作用。张淑卿(台 

湾长庚大学)“复健、辅具与台湾d,JL麻痹病患生活 

经验(1950s_70s)”与王胜(河北省社科院)“疫情 

也跃进：1958--1965年伤寒流行视阈下的国家与乡 

村社会”讨论了当代社会的疾病流行与体验。张淑 

卿探讨了台湾d,JL麻痹症的诸多问题，并拓展至医 

疗、技术与社会等面向的反省。王胜则着重论述了 

乡村社会对疫病流行的应对。 

3． 防疫实践中的卫生、政治与日常生活 

本专题共有6篇文章，研究对象不同，但皆是研 

究中国近代卫生发展与 日常生活的变迁。许光秋 

(Friends University，USA)“近代广州的健康与卫生 

运动(1835--1935)”一文研究了广东精英是怎样在 

西方预防医学的影响下提倡卫生现代化、发动了公 

共卫生与健康运动的，并对广州在中国现代医学发 

展中的地位予以充分肯定。胡勇(西北大学)“‘卫 

生’的教化、启蒙与营销：民国时期的卫生展览会与 

日常生活”一文论述了卫生展览会对于国家、主办 

者与参观民众不同的含义与影响，认为卫生日益渗 

透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但展览会主要集中在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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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有限。路彩霞(湖北省社科院)“溽暑下的卫生 

寻求：以近代汉 口清凉饮料管理和消费为主的考 

察”一文就汉口市民对清凉饮料的需求与卫生管理 

之间的内在冲突展开了论述。刘±永(台湾中央研 

究院)“战争与卫生：林可胜的战时卫生勤务事业及 

其战后冲击”一文对医界人士林可胜充满争议的战 

时卫生工作及其战后影响进行了详细的剖析，肯定 

了他为战时卫生事业所做出的贡献以及他在生理学 

界的地位。辛圭焕(韩国延世大学)“日据时期北京 

的卫生改革与粪夫的日常生活(1937—1945)”一文 

关注的是日据时期北京城的卫生改革与粪夫的日常 

生活变化。丁芮(天津社科院)“穿警服的防疫者： 

北洋政府时期北京警察对传染病的防治”一文论述 

了北洋政府时期北京警察对防疫的介入，并对其成 

效进行了客观的评价。 

4． 知识世界中的医疗认知与日常生活 

郑金生(中国中医科学院)“谈民间旧抄本医书 

中的‘打胎”’认为民间医药抄本“打胎”内容与正统 

中医的印本医书在记载“打胎”方的数量频率及“打 

胎”一词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体现了不同医者 

对打胎的态度。张海鹏(中国中医科学院)“宋代士 

人对医方的认识”、艾娓捷(Hinrichs，TJ，Cornell Uni— 

versity，USA)“宋代探访病友之习俗”都从宋代士人 

的医疗认知开展研究。张海鹏认为宋代士人获得医 

方的的途径主是依靠与医者和士人之间的交流，文 

本阅读的作用反而不大，这与通常的看法不同。艾 

娓捷以南宋文人林洪《山家清供》为中心，通过他们 

饮食、健康观念与医疗知识的交流模式，来探讨宋代 

文人日常生活中是如何探访病友的。陈昊(中国人 

民大学)“书写的权力与生活的世界：唐代士人笔下 

医者之诸面相”一文展现了唐代书写权力关系与士 

人笔下医者诸面相的复杂关系。在不同的场合与书 

写权力关系下，被创造出来的医者的面相是有很大 

差异的。肖荣(深圳大学)“《内经》的数理系统及其 

医史前景”一文有别于传统医史的研究理路，提出 

研究《内经》的新概念“数理系统”，从而开辟一条医 

学史研究的新路径。杜丽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 

国时期花柳病知识的传播路径初探”一文分析了花 

柳病知识的传播与医疗技术发展、社会思潮变迁之 

间的复杂关系。 

5． 日常生活中的生命养护与生命意识 

本场共有 6篇论文，均涉及古今人们是如何养 

护生命的。王利华(南开大学)“竹林与古代文人栖 

居养生环境之营造”一文以古代文人诗词为材料分 

析其种竹养竹与养生疗疾之关系。朱建平(中国中 

医科学院)“中国历史上日常生活中的养生法：以明 

代《遵生八笺》为例”一文主要探讨了古人2大类养 

生方法：专门的养生却病方法和El常生活调摄方法。 

陈秀芬(台湾政治大学)“明清时期民间疗法与保健 

手册：关于按摩与推拿”一文分析了明清时期传统 

医术按摩与推拿被边缘化的原因，一方面是儒医讲 

究医理、好用汤药、外科治疗内科化；另一方面与明 

清时期男女有别的伦理关系有关。张笑JiI(苏州科 

技学院)“《慎宜轩 日记》所见清末民初士人的心性 

修养与健康维护”一文以姚永概 日记为中心讨论了 

其13常患病情况以及治疗行为。朱小 田(苏州大 

学)“生物属性与女性角色：以陈望道的女权观为中 

心”依托陈望道的女权观阐释了理解生物属性与女 

性角色扮演关系的3个层面。张齐、甄橙(北京大 

学)“从 ‘王贝事件’看医学学会组织在维护生命与 

健康中的作用”剖析了医学学会组织在维护人们生 

命与健康中应起到的作用，以及存在的诸多问题。 

6． 中外医学交流中的社会心态、认知和生 

活 

中外医学交流是医疗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 

本场 6篇论文主要涉及到中外医学的交流与冲突。 

陈明(北京大学)“‘医药反求之于东夷’：朝天使与 

燕行使旅程中的医事交往”一文认为明清士民对朝 

鲜医疗知识与药物的渴求使朝鲜使臣觉得中国医学 

的优势地位已不复存在。中西医之争向来是医疗史 

研究的重点问题，皮国立(台湾中原大学)“菌在气 

中：民国时期中医对西方细菌论的吸收、排拒与汇 

通”、林政宪(台湾中国医药大学)“从病名到病理： 

论恽铁樵的中西医汇通之路”、马金生(民政部一零 
一 研究所)“中西医之争与民国时期的西医诉讼案” 

的研究各有侧重，但均涉及到这一主题。皮国立认 

为中医虽然在表面上对细菌学产生诸多质疑和抨 

击，但实质上也针对细菌学创造了自己的话语体系 

来加以应对。林政宪的文章从统一病名等6个方面 

来探讨恽铁樵的中西医汇通学说，并肯定了他在中 

医学术发展史上的贡献和地位。马金生指出由于西 

医在诉讼案的表现非常强势，导致中医也积极介入 

并对西医提出抨击与质疑，从而使西医诉讼案不易 

息结。罗婉娴(香港浸会大学)“西药在中国的传 

播：以《良友画报》(1926--1945年)的医药广告作 

研究个案”一文呈现了民国时期西药借助广告宣传 

的诸多特征。户部健(日本静冈大学)“近代中国鼠 

疫流行与中医界：二十世纪初期天津鼠疫骚乱的背 

景”一文论述了20世纪以来中医应对鼠疫策略的 



变化。 

7． 医患关系与近代医疗方式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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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赓哲(陕西师范大学)“‘复原’与‘回答’：中 

国中古医患关系衍论”一文还原了中古时期医患关 

系的全貌，指出病人择医、试医，医者以病人为中心 

的医患关系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多数人并没有资 

本去择医而治。同是对古代医患关系的研究，张瑞 

(南开大学)“晚清 日记中的病患体验与医患互动： 

以病患为中心的研究”则是从患者的疾病体验出 

发，认为病患在治疗过程中拥有相当的主动权。张 

华(中国人民大学)“清末民初的体格检查论的兴起 

及其实践”一文指出来华外国人运用西方人的标准 

来论证中国人体质的差异，影响了中国人对 自身体 

格的检查和建立了自己的体格检查标准。赵婧(上 

海社会科学院)“近代上海的分娩卫生：以分娩医疗 

化为中心”一文展现近代上海分娩卫生的推展状 

况，以及分娩医疗行为、观念和制度的演变。俞莲实 

(韩国全南大学)“20世纪 30年代北平妇婴保健会 

与其避孕医疗服务”一文交待了北平妇婴保 

其属下的节育指导所的节育活动情况，指出 

优生学理论与“保种救国”思想的影响，节育 

渐成为公共卫生事业之一。方小平(Univ~ 

Technology，Sydney，Australia)“从家到医陟 

医生时代的乡村求医行为与医疗体系演变 

春(南开大学)“一根针、一把草：赤脚医生的 

式考察”分别探讨了赤脚医生时代乡村医疗 

医疗方式的演变。纪征瀚(北京中医药大学： 

来大陆刮痧热探源”一文对吕季儒掀起的刮 

方法的适应病症、作用机理、用具、理念的演 

题进行了探讨。 

在本届研讨会上，海内外学界集中展示 

医疗史领域内最新的研究进展和研究成果， 

圆满成功。相信随着此次会议的顺利召开， 

的研究会向纵深方向进一步推进。 

(收稿 日期：2012~8· 

(本文责任编辑 张海f 

《痛史——古典中医的生命论述》出版 

林伯欣先生《痛史——古典中医的生命论述》一书于2012年 5月由 

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出版。 

“疼痛”，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一种不愉快的感觉。《素问 ·举痛 

论》是目前可见最早对疼痛进行论述的专篇。作者以《素问》的这篇专论 

为出发点，就先秦两汉时期对“疼痛”的认识进行了探讨。“疼痛”，只是 
一 个常见的临床症状，或是患者的一种体会，但要描绘时人对“疼痛”的 

认识，却又必须涉及到当时对人体，乃至生命的认识。因此，正如此书的 

书名《痛史——古典中医的生命论述》一样，作者在书中关注的是“疼 

痛”，但古典中医对生命的认识，也是其旁及之处。 

全书共分5章。作者先在“导论”部分交待了研究课题的缘起，以及 

研究的思路；其次，作者分 3章，从“医学源流与痛的诠释”、“‘痛’的解 

析——兼论系统化之后的中医学内涵”、“疗愈之道”3个方面，对先秦两 

汉时期古典中医对“疼痛”的认识进行了剖析。古典中医对“疼痛”认识 

的历史描述已经结束，但由此却引发的其他问题，例如中西医学之间的 

差别、中医学在未来的发展方向等，作者在全书的最后一章“结论——他 

山之石与反思”中对此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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