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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将从观察当下日常生活中卫生的意象和梳理中国卫生防疫的历史入手，来探究中国近代卫生机制的性

格。通过对传统卫生防疫观念和行为的梳理，来观察近代以降，中国卫生防疫从避疫到防疫、从个人到公共

的历史演变。并进一步通过近代卫生性格的梳理，观察卫生的另一面。源于西方的现代“卫生”机制，不仅

有着令人艳羡的代表着文明进步的“现代”的靓丽外表，同时也犹如一种无处不在的权力，时刻影响到民众

的日常生活。除了作为文明进步的“现代”，除了秩序、整洁、更舒适的生活环境和更小的疫病感染几率，

“卫生”带给我们的还有政治和文化上霸权和权力、某种程度上的不公平和不正义和对身体自由的监控和

拘束。做这样的批评和省思，不仅是希望藉此打破目前国内卫生史研究中普遍的现代化叙事模式，同时也想

通过这些的省思对中国当下和未来卫生建设的补偏救弊提供可以可资借镜的历史资源。进而亦希望表明，

过于强调发展和强盛，而忽视民众权利的保障，长远来看，可能未必是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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