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公共卫生与上海都市文明>>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公共卫生与上海都市文明>>

13位ISBN编号：9787208069862

10位ISBN编号：7208069867

出版时间：2007-12

出版时间：上海人民

作者：彭善民

页数：312

字数：25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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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公共卫生与上海都市文明>>

前言

　　公共卫生史的发掘与研究，尚是近数年的事情，它的兴起，是中国史学变革的一个方面，是中国
史学紧跟国际学术前沿的一种进步，也是中国社会史研究深入的一个标志。
同样，人们对公共卫生史的情有独钟，也正是注意到了加速城市化和转型期所带来的问题。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公共卫生意识的萌芽不能说不早。
但作为一种预防疾病、促进市民健康的有组织、有系统的公共卫生制度，还是近代西风冲击、西学东
渐的产物。
近代上海作为西学东渐的桥头堡，其公共卫生制度的生成可谓中国城市近代化的一个缩影。
1843年上海开埠后，开始步入都市化的征程。
经济发展，人口积聚，都市环境生态变迁，在有限的都市空间内，公共卫生日益上升为有碍公众健康
、损害城市形象、危及城市安全的公共问题。
在上海都市化进程中，租界行政当局基于公共健康、安全的需要，率先在租界区域实现了公共卫生管
理的常规化，渐次将西方的公共卫生制度移入至上海，对华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租界公共卫生意识与实践，对华界产生了示范效应，但其殖民色彩却刺激了华界政府与民众的民族意
识，客观上推动了华界公共卫生的起步和整个上海公共卫生的发展。
遗憾的是，抗日战争爆发后，近代上海公共卫生陷入困顿。
近代上海公共卫生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管理，更是少不了社会力量的参与。
近代上海社会力量活跃，各类社团竞相参与政府发起的抗疫斗争、卫生运动，且独立组织广泛的公共
卫生宣传和时疫救治，弥补了政府管理的不足。
公共卫生引发了国家与社会的深层互动：卫生规则有力地规范了市民的日常生活行为，培养了市民的
卫生、文明意识；而市民卫生意识的觉醒又促使其广泛地参与到公共卫生领域的各项实践中去。
这种较为良性的互动，促进了上海早期市民社会的形成，推动了上海都市文明的进程。
　　彭善民博士的这本力作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首次对上海近代的公共卫生进行了条分缕析地梳理。
涉及诸多方面，如西医东渐、公共卫生制度的萌芽、传染病的预防和治疗、卫生观念的变迁、慈善与
时疫救治等。
作者考察了公共卫生问题引发的社会互动，重点考察了民间社团组织在近代上海城市公共卫生事业建
设中的重要作用，并且进一步指出了民间社团组织与政府当局在公共卫生事业上的合作关系。
这对近代上海市民社会的深入讨论提供了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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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首次对上海近代的公共卫生进行了条分缕析地梳理。
涉及诸多方面，如西医东渐、公共卫生制度的萌芽、传染病的预防和治疗、卫生观念的变迁、慈善与
时疫救治等。
作者视角新颖，单列章节专门考察了近代上海公共卫生事业中的市场化实践，对主流史学视界之外的
公厕管理、垃圾处理等领域进行了初步研究，不失新意。
这对当代的公共事业建设不无启示，史料扎实，论据充足。
如何进一步完善城市的公共卫生体系，我们能够从本书中获取前人的智慧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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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彭善民，1977年生，湖南永州人，湖南师范大学学士，江西师范大学硕士，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
。
现任教于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社会学系。
主要从事中国社会史与都市社会学研究，发表《公厕变迁与都市文明：以近代上海为例》、《都市社
会工作资源整合模式探索》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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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近代上海公共卫生的缘起　　公共卫生，“为具有社会性之事业”，是指“一种科学的
技术，用以预防疾病，延长寿命，增进健康与工作效率；由社会共同之努力，改良环境卫生，制止传
染病，灌输个人卫生知识，及促进医事与护士团体之组织，藉得作早期诊断及预防，进而发展社会事
业，使人人有适当之生活，以维持其个体健康”。
与个人卫生相对，公共卫生是有组织的、系统的、满足公共健康需求的社会性事业。
　　我国历代虽不乏医药官制，如周官有医师、上士、下士掌管医药之政令；秦及两汉均有太医令丞
主医药；后汉有医丞、医工长；宋元之后，并有太医局、太医院之设。
然而，考其职务，虽亦有涉民众健康之事，而重点“则在帝室也”。
传统城市社会的医疗机构主要是为皇室服务，并不具有公共性。
　　环境卫生方面，尽管早在战国时期，秦国即规定：对“弃灰于道者”须判处一定刑罚。
不允许随便抛撒垃圾于街道路面。
在考古发掘中，秦汉隋唐大中小型城市遗址内普遍发现有供排泄污水之用的下水道遗迹。
宋时东京对于排水和清洁卫生亦是格外重视。
东京新旧城内有沟253条，密布各处。
杭州皇城内设司囿，负责皇城内清洁卫生事顽。
每13街衢巷尾有专职清洁工打扫，有搬运垃圾到城外的环卫工人，有专门收集各户粪秽为业的倾脚头
，有倒泔脚（搜集各家各户的剩饭菜）的专职人员等。
客观而言，宋代皇城环境卫生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其他城市则未能推广，并且随着人口的激增，城
市环卫设施必将受到巨大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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