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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壶济乱世》

内容概要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人饱受疾病的折磨，各类流行病夺走了数千万人的生命，干旱、洪涝和饥荒
等自然灾害更是有过之而不及，分娩卫生条件的缺乏导致妇婴高死亡率，国共内战和全国抗日战争
（1937-1945）为人民的疾苦雪上加霜。如此深重的苦难促使一小群医疗改革者着力拯救成千上万人的
生命，提倡卫生，并且使战场伤亡、传染病和妇婴死亡率得到控制。《悬壶济乱世：医疗改革者如何
于战乱与疫情中建立起中国现代医疗卫生体系（1928--1945）》展示了生物医学医生与公共卫生人员
如何携手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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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照片、图表、地图和表格列表
中文版序言
前言
序
致谢辞
简称名单

引言 在疾病、贫穷和战乱的环境里拯救生命
传染病
迷信
父权压迫
战争
无视农民阶层
立论

第一章 中华民国的疫病、战乱及对公共医疗卫生的倡导（1911—1928）
1928年之前的疫病和公共医疗卫生
缺乏科学严谨
政府的冷漠
将科学思维注入中国的教育与公共政策
国弱民衰
国家医疗与公医制度

第二章 中国国民政府在公共卫生管理方面的成败（1928—1937）
卫生部的兴衰，1928—1931
卫生署管理下卫生事业的发展，1931—1937
将预防保健服务引入城乡卫生机构
国民政府在江西农村的卫生工作
护理、助产术与公共卫生
卫生署对南京时期（1928—1937）公共卫生事业的总结
结论：卫生署在南京时期（1928—1937）如何有所建树

第三章 红军在江西和长征中的卫生工作（1927—1936）
在内战的阴影中创建医疗卫生事业（1927—1930）
第一、第二次反“围剿”期间的医疗卫生事业（1930—1931）
第三次反“围剿”期间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1931年7—9月）
医疗卫生工作的扩展：红军的军医学校和卫生材料厂
反疫病运动
第四、第五次“围剿”（1932年6月—1934年10月）
从江西到西北的长征中的医疗卫生工作
红军到达陕北以及统一战线的形成
小结

第四章 日本入侵、军队医疗及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1937—1942）
第一部分：创建现代军医体系
1937年之前的军队医疗服务
战时的军医组织： 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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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壶济乱世》

中国红十字会和战争救济
林可胜与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
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的组建
救护总队工作的发展（1938—1940）
第二部分：政治斗争压倒医疗卫生
中国红会总部重组与林可胜降级
林可胜为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及救护总队设计的宏远蓝图
军医管理中的问题
林可胜将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与救护总队改建为现代医疗中心
林可胜遭受政治非难
资产之争、林可胜的缅印之行以及从救护总队的引退
结论：权衡后的结果

第五章 僵化思维、疾病和饥荒如何架空国民中国的军医改革者
林可胜与救护总队的陨落
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X部队以及美国医疗供给服务：林可胜的机构如何继

承和发扬他的事业
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Y部队和美国医药援华会血库
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在华中的工作
一号作战（豫湘桂会战），难民危机和疾病
Z部队和美国的医疗援助
“阿尔法行动” 计划引发军医政策变革林可胜东山再起
“阿尔法行动”计划对国民党军医野战指挥的影响
食品： 军队健康与战斗力的关键
林可胜改进中国医疗供给服务
征兵的遗留问题
1945年：军医署重组
结论：遗留问题

第六章 战乱中的公共卫生（1938—1949）
抗战初期的挫折与恢复
华西南农村卫生事业的发展
卫生署再起波澜
战时紧急需求：疫情预防与医疗救助
重建公共卫生：公共卫生体系
抗战后期的恶性通货膨胀与生存问题
四川农村卫生工作的沉浮
战后的艰难
后记

第七章 毛泽东领导下的延安卫生工作（1937—1945）
与饥荒和疾病作斗争
医疗卫生在毛泽东心目中的意义
建立中央医疗服务，加强中共医疗政策
军医服务：以有限的医疗能力“救死扶伤”
日军在华北的攻势及其对军民医疗的影响
民用医疗：与迷信、妇婴死亡率及传染病作斗争
农村卫生：应对西北妇幼卫生的严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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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疫病作斗争
细菌战对华北公共卫生的影响
结论：毛泽东的卫生观念造成的影响

第八章 在战时中国救死扶伤：为何事关重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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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悬壶济乱世》的笔记-第1页

        开篇第一句就是当头棒喝：

包好！小栓，你不要这么咳。包好！

开篇里陈述了中国的五难：传染病、迷信、父权压迫、战争、对农民的压榨和漠视。
在国民政府内，卫生的优先级本来就很靠后了，还沦为现代医学和中医之间的残杀（以及现代医学中
德日派和英美派的争斗），远远落后于同时期的印度。反而是势单力薄的共产党看准了卫生工作的关
键作用。

要在农民中革除拜瘟神拜神仙鬼怪，普及卫生知识，投入足够的政治重视和人员、经费建立公共卫生
队伍，中国需要的是：

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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