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图书基本信息

Page 1



《》

内容概要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以中华民国为历史标志的20世纪上半叶，虽然只不过是极其短暂的一
瞬，但无疑是其中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动荡和变化最为剧烈、最动人心魄的一幕。其间，新制与旧统共
存，建设与破坏同行，革命与反动互激，内忧与外患交迫，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无论是政治制度，
还是经济基础，是科学技术，还是意识形态及文化风习，无不酝酿着、爆发着重大的变化与改造，并
最终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时代的推移，尤其是21世纪的到来，“中华民国史”逐渐突破了以往覆盖于其上的中国革命
史的框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华民国已经作为一个与此前中国历史上的26个朝代相并列的重要历
史时期而被人们所认识和接受。在国内外学术界，特别是在国内学术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从
断代史的角度来研究这一时期的各方面问题。而且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为
适应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人们对民国史的研究兴趣，也逐渐从那些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动人
心弦的政治事件以及茶余饭后的奇闻逸事，逐渐扩散到了或者准确地说是深入到了经济生活、社会生
活的层面，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从政治形式的外表进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从而使有关民国
史的研究更紧密地与以经济发展为主题的当代社会联系在一起。于是，中华民国史不仅已经以其原有
的完整的风貌独立地展示在当代国人面前，成为中国历史研究乃至整个学术研究的新的热点和生长点
，而且也必然会对当代中国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发挥越来越大的历史借鉴作用，并因此而得到社会
各界越来越广泛的重视。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有关民国历史资料的整理出版尽管包罗广泛，涉及档案、方志、报
纸杂志、官方文献、私人著述以及共和国时期的回忆录等等，而且这些资料也都是极其宝贵的，但人
们却很少注意到另一种为民国时期所独有的资料宝库，即由当时国内外各主要政治力量和政治派别、
各地政府、各学术团体和学校以及学者个人所进行的大量的社会调查，特别是农村社会调查。与业已
整理出的其他资料相比，这些调查具有其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和收藏价值。这不仅仅是因为调
查的涉及面极其广泛，覆盖着全国绝大部分省区的包括城镇乡村在内的自然环境及社会生活等各个方
面，更主要的原因还是这些调查大都是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如现代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等方法和
手段调查完成的，而且均以调查报告甚至学术论文作为最终的成果形式，这样既保存了大量的调查数
据和原始资料，又凝聚了代表当时比较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对各种自然、社会及政治、经济等问题的
分析、透视以及为解决这些问题所提出的对策和建议，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借鉴价值，是深入研究和
了解旧中国城乡社会问题的极可珍视的第一手的原始资料，也是当今社会经济建设资以借鉴的极其难
得的思想库。民国时期的调查资料实际上也已经走出了历史学界的圈子而受到其他学科学者的关注。 
　　源自福建教育出版社的远见卓识和鼎力支持，使我们终于有条件能够共同担当这一历史的重任。
不过，由于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种类繁多，数量庞大，而且所藏散漫，有不少甚至散佚海外，如果一
味求全，势必不能，亦且难以满足当前学界的急迫需求，故此我们决定采取“丛编”的形式，按步骤
分阶段地予以整理出版。第一批收录的文献共计193种，按其调查内容大致分为10卷，包括婚姻家庭、
社会保障、社会组织、宗教民俗、底边社会、城市劳工生活、乡村社会、人口、文教事业及少数民族
等。其中既有当时印行的书籍，亦有散藏于各类报刊的论文，另有部分迄今尚未公开出版的手稿和油
印本。凡解放后重印且流行颇广的调查报告，如《定县社会调查》等，暂不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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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言  第一节 调查的动机  第二节 救济的意义与调查的范围  第三节 调查的方法与经过  第四节 
昆明市救济机关一览表第二章  贫穷救济机关  第一节 昆明市慈善会  第二节 昆明市养济院第三章  儿童
救济机关  第一节 昆明市立保育院  第二节 保罗孤儿院  第三节 难童收容所  第四节 育婴堂第四章  妇女
救济机关  第一节 幼女救济所  第二节 敬节堂  第三节 养老院第五章  犯罪救济机关  第一节 男子感化院  
第二节 女子感化院  第三节 第一陆军监狱第六章  残废救济机关  第一节 振聩瞽目学校  第二节 麻疯院
第七章  失业救济机关  第一节 中华职业介绍所  第二节 难民职业介绍所第八章  其他  第一节 佛教会  第
二节 赈济委员会  第三节 中华红十字会总会昆明办事处  第四节 万国缔盟中国红十字会昆明分会  第五
节 男女青年会第九章  结论附录一 美国依州春田慈善事业调查附录二 法国遗族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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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 赈济委员会　　昆明赈济委员会成立于民国28年3月8日，成立最大之目的专负空袭时之救
济之责。自去年9月28日敌机狂炸昆市大西门外，此后之相继轰炸蒙自等地，该处皆派有视察人员前往
巡视灾况、损失情形、死亡人数，然后按情施救。如灾情太重，如该处之力有限，乃呈请省政府及中
央协力办理，至若其他慈善事业，除一部水灾外，皆由市政府办理。　　赈济委员会设主任委员一人
，由龙主席兼任，下设处长负责总揽一切事宜，其最高权利机关为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3人，由民
政、财政、建设三厅之厅长兼任，常委会之下设有4组，总务、救济、纠察、财务。　　此外另设有
职业介绍委员会，由赈济委员会分设总干事及其他负责人员。赈济委员会现有工作人员24人（内救济
处16人，职业介绍所8人），工作人员，或由考选或由各机关保送来，不论男女及籍贯，职员薪金与民
政厅职员一样等级，分三级领薪，中级职员约70元，各组之正组长皆系兼职，并不来处办公，其工作
完全由副组长担任，甚至副组长亦非正式负责，完全委之组员办理。　　该处经费救济处每月由省府
发给2730元（新滇币），职业介绍所经费约须1020元（国币），由省府发给520元，中央发给500元。
该处成立已l周年，其工作报告，现奉上方命令暂不宣布。其工作报告正在编辑中，对于将来工作亦有
计划，拟建立省立救济院，正在计划中，有临时水灾空袭之救济，各市县成立赈济分会，各县成立空
袭赈济联合办事处（现已成立）。　　赈济委员会在别处成立以来，有相当成绩，而昆明市之赈委会
初成立，尚无具体成绩表现，且困难尚多。据云，该会之工作因与其他各机关牵连，致行动不灵活，
不能独断独行，又经费缺乏，致使工作展开困难。同时各教会亦多办赈济事业，而不能贯通彼此合作
，如有一统一之机关协助各慈善机关办理救济事业，则能使工作收很大之效，此种责任委之赈委会最
佳。　　第三节 中华红十字会总会昆明办事处　　中华红十字会昆明办事处设在文庙街，于去年（28
年）5月1日方成立，乃总会设于上海，现为沦陷区域，而昆明为国防重心之一，故设立办事处，俾与
总会取得联络，以利工作之进行。办事处现负责处理广东、广西、贵州、云南、湖南五省红十字分会
事务与国外医药进口并分配事宜。　　昆明办事处组织甚简单，仅主任、文书、会计等六名，而工作
则颇多。处中经费系由总会发给，每月除经常事务费外，事业费不定，或多或少，视事务之发生为定
，如一旦运到大批药品时则运费开销便甚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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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一批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开拓者，以社会调查之科学方法，通过艰苦的田野调查，汇聚了大量的实
测数据，展现了一个时代——民国时期的社会生存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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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批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开拓者，以社会调查之科学方法，通过艰苦的田野调查，汇聚了大量的实测数
据，展现了一个时代——民国时期的社会生存图景。    本书为社会保障卷，包括：《昆明市救济事业
调查》、《昆明市健康及卫生之调查》、《中国惠工事业》、《成都市慈善机关调查》、《成都五大
学基督徒学生暑期乡村服务团之研究》、《上海育婴事业统计》、《中国育婴所现状之一斑》、《北
平的公共卫生》、《北平协医社会事业部个案底分析》、《乡村医药现况之调查》等。本书由李文海
等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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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内容很经典，就是包装太一般
2、真的不错，希望继续有的新内容
3、记载了一些民国时期的报告，水平很不错
4、很好的资料，有些正是需要的
5、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社会保障vvv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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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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