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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卫生与世界之中国（1820-》

内容概要

19世纪以来，随着西方列强的扩张和海通时代的到来，中国日益成为世界的一个部分，也就是梁启超
所说的“世界之中国”.然而，不同于以往研究凡涉及此议题的研究，作者较多关注国家意义上的外交
、政治、军事等宏大主题，聚焦也多是高层政治精英或思想界、学界的领袖人物。
本书希望从医疗、卫生史的层面，通过诸如中国地方社会、医疗传教士、华人医药、华人“肮脏”、
烈性传染病、战地救援、公共卫生事业、防疫、检疫，以及上海、南京的禁娼运动等一系列具体案例
的研究，更多关注日常生活史意义上的底层社会、普通民众在近代中国走向世界进程中的角色和作用
，以及与之相关的外来/本土、东方/西方、帝国/殖民、侵略/反抗、国家/社会、民众/精英、男性/女性
之间的缠绕和互动，并重点讲述权力在身体层面上的现代性布控和运作，以及普通民众面对不断加强
的控制，为争取、捍卫生命权利和生命尊严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总之，这是在跨国史及跨文化史的视
野之下，一些关于近代中国社会如何面对健康与疾病、生与死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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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成，1954年生，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多年来致力于中国近代史研究，重点
关注跨国及跨文化视野之下的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历史变迁。
自2000年以来，胡成曾先后到韩国、日本、美国、英国、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一流大
学和科研机构进行学术交流，并承担过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已出版的专著有《困窘的年代：近代中国的政治变革和道德重建》、《近代社会转型与史学反思》，
并曾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读书》和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新史学》等刊物上发表专题学术论文和思想评论等七十余篇。

Page 3



《医疗、卫生与世界之中国（1820-》

书籍目录

Page 4



《医疗、卫生与世界之中国（1820-》

精彩短评

1、学习中
2、启发很大。
3、初读胡成文还是在明清史课上。本书可分三部分：中西医文化的碰撞（1-3）；卫生和检疫（4-9）
；禁娼问题（10-11）。这些文章多是置于”遭遇“环境中去细化文化互动的细节与多元，呈现不同人
群在差异中竞逐权力、表达话语的过程。这种差异有中西方的异质性，带来后者优越感的体现，但在
文化遭遇之际，双方之间发生的除了误解，作者也展示出彼此间常被忽视的包容与适应（第1-3章）；
同时，近代科学与市政管理对于传统社会的渗透，初入的近代性无法完全取代更适用的本土性，现代
转换过程中需要本土精英的中介，也会使得部分更有地气的传统得以保留，但在近代转型中，现代卫
生体系的建立仍成为主权争夺的重要前提。胡成的研究特点在于大量史料引证的细密感，中英文材料
下的”世界之中国“视角，且结论能较好提升总结，但写作时似乎长句偏多。
4、案例分析颇翔实，能在分析里看到人，可见作者为史之旨。论及西医东渐，疫病观念，公共卫生
，殖民地政治，传染病背景下的国际关系，以及中国的现代化。十章论说上海租界禁娼，十一章论国
民政府的南京废娼。值当东莞扫黄之际，不由感叹此事古今无不同。
5、史料很丰富讨论缺深度
6、这是胡师的近年来有关医疗卫生史的论文集,共十一章，其中九章已发表在大陆和台湾的主要期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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