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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人将文化比作一条来自老祖宗而又流向未来的河，这是说文化的传统，通过纵向传承和横向传
递，生生不息地影响和引领着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有人说文化是人类的思想、智慧、信仰、情感和生
活的载体、方式和方法，这是将文化作为人们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的整体。
我们说，文化为群体生活提供规范、方式与环境，文化通过传承为社会进步发挥基础作用，文化会促
进或制约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
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在人类文化演化的进程中，各种文化都在其内部生成众多的元素、层次与类型，由此决定了文化
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来源于其内部生成的多姿多彩；中国文化的历久弥新，取决于其变迁过程中各
种元素、层次、类型在内容和结构上通过碰撞、解构、融合而产生的革故鼎新的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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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国时期浙江医药史》是2005年浙江省政府“浙江文化研究工程”的系列研究项目。
书中详细介绍了民国时期浙江省医药卫生行政机构和医疗机构，医学家及医著，医学教育状况，药学
发展等内容。
丰富的资料、宝贵的文献、深入的研究。
全面展现了浙江医药文化的历史成就和优良传统，必将提升浙江医药文化的影响力，也对指导浙江卫
生事业和民族医学的发展有重大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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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德明，1957年4月4日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教授，现任教于杭州师范大学，兼任文化部全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库专家、中华医学会医史学分会常务委员（全国），主要从事哲学、历史学、
医史文献学研究。
近年，出版了个人学术专著《浙江医药史》、《杭州医药史》、《南宋时期浙江医药的发展》和《元
明清时期浙江医药的变迁》；撰写了《人口学原理》、《浙江历代医药著作》、《浙江中医药文化》
、《钱塘医派》等著作的部分章节。
在《中华医史杂志》、《西班牙塞维利亚国立大学医学院学报》、《德国国际医学专家学术论文集（
东方医学分册）》、《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学术杂志上发表80多篇学术论文，
代表论文有《古代中国与非洲的医药交流》、《近代上海租界卫生史略》、《略论清末官制改革的实
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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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医药卫生行政管理机构及其医疗机构第一节 浙江省卫生处、杭州市卫生局、热带病研究所的
建立一、浙江省卫生处二、浙西卫生院三、各市县医药卫生行政管理机构四、杭州市卫生局五、杭州
热带病研究所六、卫生律令第二节 防疫组织机构第三节 西医医院和诊所的建立第四节 中医医院和诊
所的发展第二章 医药学家及其医著第一节 清朝后期医药学家第二节 民国时期医药学家第三节 近代浙
江主要医著参考文献第三章 医学教育、学术团体及其医学期刊第一节 医学教育一、中医教育二、西
医教育第二节 学术团体及其医刊一、中医药学术团体及其医刊二、西医药学术团体及其医刊参考文献
第四章 妇幼保健及其慈善医药事业第一节 妇幼保健一、儿科二、妇产科三、儿童保健第二节 育婴堂
一、国立慈幼局等二、教会孤儿院等第三节 养济院参考文献第五章 药学的发展第一节 中医药业行会
及其药行一、药王庙二、中医药公会（工会）三、药行第二节 药材第三节 中药厂店一、主要中药店
二、员工管理第四节 中药生产一、药材选购二、中成药配制三、中药材保管四、中成药营第五节 人
参、制胶行业一、参燕行业二、制胶行业第六节 西药行会及其西药店一、西药业行会二、西药店第七
节 西药及其医疗器械生产一、西药生产业二、两医医疗器械制造业参考文献第六章 卫生治理及其疫
疠流行第一节 卫生治理一、环境卫生二、食品卫生三、饮水卫生四、学校卫生五、劳动卫生六、健康
教育第二节 疫疠的流行一、各地流行的状况二、流行的原因三、医家治疫附录 1840年迄1949年浙江医
药大事记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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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医药卫生行政管理机构及其医疗机构　　第一节　浙江省卫生处、杭州市卫生局、热带
病研究所的建立　　通常来看，清末浙江各级卫生行政管理机构没有建置，有关管理人员附设在警政
机构内。
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廷颁布《商会简明章程》。
同年，清廷在警察机构中设卫生警察掌管医药卫生行政，并将浙江巡抚翁曾桂的常备亲军营改为警察
军。
宣统二年（1910），裁并警务处，改警务长公所为巡警道衙门，内设四科掌管医药、卫生、保健和防
疫等事项。
辛亥革命后，浙江督军署成立军医课，任留日医科毕业生蒋可宗为课长，负责部队军医管理。
民国伊始，警政和卫生归辖于民政部门管理。
1933年7月，中央国医馆浙江省国医分馆正式成立，协同政府管理全省中医事业。
抗日战争时期，各地纷纷成立了县卫生院，兼管卫生工作，当然其中不乏特例。
现从省级卫生行政管理机构切人，窥探浙江这一方面管理机构的概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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