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凊芾民拙睃＿的符号修辞与叙事＿制 ： 以广

东三份画报为例

彭 佳 徐欣 桐

摘 要 ：

“

疫 病
”

自 古 以 来 多 发 于 潮 湿 、 瘴 气较重之地 ，
历 史上 广 东 作 为

疫病 多 发 区
， 有 丰 富 的 有 关

“

疫 病
”

的 叙 事 、 文 化 风俗 和 治 疗

措施 。 笔 者将 目 光 聚 焦 于 清 末 民初 广 东 三 份 画 报 ： 《 时 事 画 报 》

《 平 民 画 报 》 《 赏 奇 画 报 》 ， 运 用 符 号 修辞 和 叙 事 学 理 论 ， 探讨

“

疫病
”

内 容所 运 用 的 修辞框 架 与 背 后 的 叙事机制 。

关键词 ： 疫病 广 东 叙事 修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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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弓 Ｉ 言

近两年 ，

一场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 ， 人们 对疫病 的 关注度提升 至前所

未有 的 高度 。 受此影 响 ， 学界也产生 了 一股疫病研究热 。

“

疫病
”

大多发于潮

湿 、 瘴气较重之地 ， 清末 民初 的 广东 作 为疫病 多发 区 ， 留 下 了 不 少有关疫病

的叙事 、 文化风俗和 治疗措施等 ， 具有一定 的 参考价值 。 笔 者希望通 过对 清

末 民初广东疫病话语 的分析 ， 从微观上 展 现传统文化影 响 下疫病 防 治 的 地方

话语与 治理之术 ， 挖掘地 区性疫病 防 治 观念 的 建构 以 及其所蕴含 的 地方性文

化逻辑 ， 同 时为 区域媒介对疫病 观念 的 构建提供修辞叙事 的 参考 。 笔者把 目

光聚焦 于广东 三份画报 ， 运用符号修辞 和叙事 学理论 ， 探讨历 史 上 《 时事 画

报 》 《平 民 画报 》 和 《 赏奇画报 》 中 疫病报道所运用 的修辞框架与 背后 的 叙事

模式 ， 分析清末 民初 区域性卫生事业 的
“

地方性
”“

民族性
”

和
“

现代性
”

的

叙事机制 ， 从而呈现地 区性疫病近代化观念形成与发展 的 内 在逻辑 。

二
、 疫病概念界定

“

疫
”

是 中 国 对疾病 的古老称呼 ， 在商代便有记载 。 在 出 土 的殷墟 甲 骨文

上 ， 便标刻着
“

疟
”“

疥
”“

蛊
”

等字样 ， 这些都是
“

疫
”

所囊括 的 意涵 。 （ 张

剑光 ，
１ ９ ９ ８ ， ｐ ． ｌ ） 除此 之外 ， 在 岭南地 区 ，

“

疫
”

还 包 括 了
“

瘴
”

的 含 义 。

《魏 书 ？ 僭晋 司 马 敖传 》 描述岭南地 区 为
“

地 既暑湿 ， 多有肿泄之病 ， 瘴气毒

雾 ， 射工 、 沙虱 、 蛇虺之害 ， 无所不有
”

（魏收 ，
１ ９ ７ ４ ，ｐ ． ２ （） ９ ３ ）

。 《后汉 书 ＊

马援传 》 写道
“

出 征交阯 ， 士多瘴气
”

（ 范晔 ，
１ ９ ６ ５

，ｐ ．８ ４ ６ ）
， 同 时 ， 还 写 到

“

军吏经瘴疫死者十 四 五
”

， 其 中
“

瘴疫
”

可 以 理解 为 一种 传染性疾病 。

“

瘴
”

的含义涵盖很广 。 《广韵 》 称
“

瘴 ， 热病
”

（周 祖谟 ，
１ ９ ６ ０ ， ｐ ．４ ２ ７ ）

。 《 玉 篇 》

阐述道
“

瘴 ， 之亮切 ， 瘴疟也
”

（顾野王 ， 陈 彭年 ，
１ ９ ８ ３

， ｐ ．２ ２ １ ）
。 《 岭南 医

学与文化 》 梳理关于
“

瘴
”

的典故 与 用语 ， 认为
“

瘴
”

有 两个含 义 ， 其 中
一

为
“

闭 塞潮湿 、 致人疾病 的 自 然环境
”

，
二 为

“

与这些 自 然 环境相 关 的疾病 ，

通 常表达为瘴病 ， 若表现为瘟疫则称为瘴疠
”

（郑洪 ，
２ ０ ０ ９

， ｐ ．１ ８ 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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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西医渐人 ，

“

疫
”

有 了 更加具体 的含 义 。 在 《 中 医 大辞典 》 中 ，

“

疫
”

被定义 为
“

具有剧烈 流行性 、 传染性 的 一类疾 病 ， 多 因 时行疠气从 口 鼻 传人

所致
”

（李经 纬等 ，
１ ９ ９ ５ ，ｐ ． １ １ ４ ４ ）

。 《 疫情 旬 报 》 进一 步 明 确
“

疫
”

的 定义 ，

把 １ １ 种 传 染 性 疾 病 霍 乱 、 伤 寒 、 赤 痢 、 斑疹 伤 寒 、 回 归 热 、 疟 疾 、 天

花 、 白 喉 、 猩红热 、 流行性脑脊髓炎 和 鼠 疫 ， 归 人
“

疫
”

的 定 义 中 。 （ 张 大

庆 ， 陈琉 ，
２ ０ １ ９ ， ｐ ｐ ． １ ０ ５   １ ０ ６ ）

本文研究 的 是疫病 防 治 的 修辞 与叙事 ， 需要尽 可 能地挖掘 与
“

疫
”

相 关

的话语概念与叙事 框架 ， 因 此 将把 上 述疫 病 的 相 关词并 人讨论 范 围 。 同 时 ，

本文研究 的疫病是人 际传播 的 疾病 ， 因 此剔 除猪瘟 、 牛 瘟 、 鸡瘟等 动 物类传

染病 的报道 。 综上所述 ，

“

疫病
”

在 本文 的 研究 中 指 具有 剧 烈 流行性 、 传染

性 ， 在人类 中 传染 的一类疾病 ， 即瘴 、 瘟疫 、 霍乱 、 伤寒 、 赤痢 、 斑疹伤寒 、

回 归热 、 疟疾 、 天花 、 白 喉 、 猩红热 、 流行性脑脊髓炎和 鼠疫等 。

三
、 疫病卫生史综述

早期对疫病 的相关研究 ， 主要集 中 于 医 学史领域 ， 特点 是
“

以 病论病
”

。

学者主要按专题与地域分布对疫病 的 史 料进行整理与考证 ， 以 医 学史尤其是

中 医 医学史为本体论视 角 来进行梳理 ， 其 中 包括对 我 国 古代瘟疫病症 的 名 实

考证 、 古代病名 对应研究 、 现代各种 流行病 的 历史 追溯 、 疫病 流行 的地方分

布等 内 容进行深人考察与论证分析 。 余 云 岫 《 流行性霍乱 与 中 国 旧 医学 》 对

中 国古 医籍记载 的
“

霍乱病
”

与 弓 形菌 流行性霍乱进行分析考证 ， 对 弓 形菌

流行性霍乱 的传人原 因 和 蔓延地域进行研究 （余 云 岫 ，
１ ９ ４ １ ）

。 此外 ， 他还对

猩红热这一病状做 了 系 统性 的论述 ， 其 中记载 了猩红热 的 名 称 、 病史 、 病 因 、

病症 以 及疗法 。 对于 鼠疫 的记载 ， 伍连德做 了 大量 贡献 ， 其 《 中 国 之 鼠疫病

史 》 囊括 了对近代 中 国 的 云 南 、 广西 、 广东 、 香港 、 福建 、 海南等南方地 区

鼠疫流行情况 的记载与考察 （伍连德 ，
１ ９ ３ ６ ）

。

“

以 病论病
”

阶段 的 医学史研

究在曹树基后 开始转 型 ， 他在 《 鼠疫流行与 华北社会 的 变 迁 （ １ ５ ８ ０ １ ６ ４ ４ ） 》

中 运用 的研究方法是把 自 然史 （包括瘟疫史 ） 、 社会史 、 人文史相结合 ， 在 自

然 灾害 的 大环境 中考察和诠释 中 国 社会变 迁 ， 引 领 医 学史 走 向
“

多视 角 跨学

科论病
”

阶段 （ 曹树基 ，
１ ９ ９ ７ ）

。

随着疫病研究 的 发展 ， 多 视 角 跨学 科论 病成 为 近 现 代 疫病 史 的 研究特

点 。 疫病史 的 研 究 逐 渐从 医 学 领 域 走 出 来 ， 延 伸 至 人 口 学 、 社会关 系 学 、

统计学等 ， 学者们 着 力 研究 疫 病 与 自 然 、 社会 、 民 俗 的 互 动 关 系 ， 并 涉 足

疫病 的 防 治 与 现代性 的 讨论 ， 从横 向 划 分 ， 大致 可 以 分成 宏 观 性研 究 和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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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性研究 。

在宏 观性研究 中 ， 学者们把疫病相关概念 ， 如
“

卫生
” “

洁净
”

等 ， 与 中

观层面 的城市概况 、 社会文化 、 市 民 心态 以 及宏 观层 面 的 国 家性 、 民族性等

概念进行结合分析 ， 从而对疫病文化做更深层 的 考察 。 在人 口 与 自 然 和 社会

关系 角 度 ， 李玉 尚 和 曹树基深人调 查 了 近 ５ ０ ０ 年 的 鼠疫情况 ， 呈 现 鼠疫对 中

国 社会演变 的影 响 （李玉 尚 ， 曹树基 ，
２ ０ ０ ３ ）

。 在疫病 的应对措施上 ， 余新 忠

发现历代封建王朝多 以 仁政和德 治 作 为 出 发点 对 百 姓进行救治 ， 因 而并 没有

对疫病 防治形成系 统性 的 认识 ， 且 在 切 断疫 病传 播 方 面贡 献较 少 （余新 忠 ，

２ ０ ２ ０ ）
。 在疫病概念 的演变 角 度上 ， 何小莲发现 ， 历史上西学卫生概念 的

“

出

场
”

与传教士有关 ， 他们 不断 向 中 国 政府提 出 改善公共卫生 的 建议 ， 通 过 医

院 、 报刊传播有关接种 牛 疸 ， 预 防霍乱 、 天花 、 鼠疫等传染病 的 知识 ， 多方

呼 吁 中 国 注意公共卫生 问 题 （何小莲 ，
２ ０ ０ ３ ）

。 在西学传播 上 ， 陈小 卡 指 出 ，

１ ９ 世纪初 ， 中 国 接种 牛 疸 的 开 展 ， 是 我 国 接 受 西 式 防 疫 抗 疫 的 开 端 （ 陈 小

卡 ，
２ ０ ２ ０ ，ｐ ．５ １ １ ）

。 伴 随着西学概念
“

合法化
”

过程 的 推进 ， 中 国 传统 的 医

学概念受到 了 严重 的 冲击 。 台 湾学者梁其姿在 《 医 疗史 与 中 国
“

现代性
”

问

题 》 中 ， 描述 了 近代 中 医学知识体系 在西学 冲 击 下所 受 的 挤压 ， 其 中
一些 著

名 的 中 医学者 ， 例如 丁福保 和 陈邦 贤等 ，

一方 面极 力 维 护 中 医 的 精粹 ， 另
一

方面主动 引 人西方科学 中 的 卫生 体 制 和 医 疗方法 ， 以 推 动 中 医 的
“

现 代化
”

（ 梁其姿 ，
２ ０ １ １ ）

。 西学概念
“

合法化
”

的 背后 ， 是对 中 国 传统文化 的话语融

合 。 外 国 学者 罗 果斯基 （ Ｒ ｕ ｔ ｈＲ ｏ ｇ ａ ｓ ｋ ｉ ） 通 过解析 中 国
“

卫 生
”

含 义 翻译 的

扩展 ， 发现
“

卫生
”

在清末之前指 的 是 中 医 的
“

保健之道
”

， 但在帝 国 主 义人

侵后 ， 卫生 的 意义外延扩展 至科学进 步 、 清 洁 、 健康等 意 义 ， 换言之 ， 中 国

传统 的
“

卫生
”

概念 由 原来 的
“

保健观
”

向
“

清 洁观
”

延伸 ， 意 义 领 域也从

私人 向 社 区转型 （ Ｒ ｕ ｔ ｈ Ｒ ｏ ｇ ａ ｓｋ ｉ
，

２ 〇 ０ ４ ） 。

在 区域性研究上 ， 西学渐人 的次序也影 响着学者们对疫病研究地 的 选择 。

西方医学概念主要从东南沿海 口 岸 ， 如 珠 江 口 的 澳 门 、 广州 一线 传人 ， 再经

各个 口 岸 向 全 国传播 （ 陈小卡 ，
２ ０ ２ ０

，ｐ ．２ ）
。 因 此在 区 域研究 中 ， 学 者 主要

集 中 于对港 口 城市如 广州 、 澳 门 、 香港 、 天 津 、 上 海 的 研究 ， 同 时也 针对疫

病多发地域 ， 如 岭 南地 区 、 江南地 区 等 进行考察 。 李 玉 尚 利 用 福 建 、 云 南 、

广东地方史料和地方卫生部 门 报告 中 的 细致描 写 ， 在 中 医 疗法 以 及 民 国 期 间

民众与 官方 的 防御举措方面深化 了对 鼠疫 的研究 （李 玉 尚 ，
２ ０ ０ ２ ） 。 余新 忠从

近代市 民社会研究切人古代疫病史研究 ， 对 清代江南地 区 疫情做 了 较深人 全

面 的资料调查 、 流行个案分析和 整体规律研究 ， 尤其是说 明 了 瘟疫 流行 的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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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和社会对它 的控制 （余新 忠 ，
２ ０ ０ ３ ）

。 在 广 州 地 域研究 上 ， 《 岭 南 瘟疫 史 》

是综合研究 的代表作之一 。 此 书 结合 医 学史 和 相 关社会 因 素 ， 从岭南瘟疫 资

料 的整理 ， 到社会应对瘟疫 的措施 与 瘟疫对社会 的 冲击都进行 了 研究与 总 结

（赖文 ， 李永宸等 ，
２ ０ ０ ４ ）

。 对广州 地 区 疫病进行研究 的 文章数量并 不 多 ， 多

数学者从
“

卫生
”

概念人手 ， 探讨广州 公共卫生 的 现代 性 。 如潘 淑华从
“

秽

处
”

着手 ， 考察广州 ２ ０ 年 的厕所和粪秽管理改革 ， 发现改革虽没有 给广州 城

市环境卫生带来质 的变化 ， 却使广州 市 民建立起近代公共卫生 观念 、 文化 与

生活追求 （潘 淑华 ，
２ ０ ０ ８ ）

。 赵文青着 眼于 ２ ０ 世纪 ２ ０ 年代 的广州 ， 通过机构

的设置 、 制度 的厘定 、 人员 的 配 备 、 经 费 的 筹拨 以 及具体 的 治理等 多个纬 度

对广州 城市卫生进行考察 ， 分析政府所取得 的 成就 以 及 工作 中 的 不 足 （ 赵文

青 ，
２ ０ ０ ７ ）

。 周 瑞坤则从政权与卫生关系切人讨论 ， 发现广州 卫生局 的卫生政

策 实施对广州 当 地 、 广州 市 民有 着 现代性 的 推 动 ， 同 时也对政权 的 塑造 有 重

要 的影 响 （周 瑞坤 ，
２ ０ ０ ２ ） 。

通 过对疫病史 研究 的 梳理 ， 我 们 发 现 ， 疫病 史 研 究从 一般 的 材 料 收 集

与 材料考证 ， 到 结合各类学 科 ， 从人 口
、 地 域 、 自 然 等 维 度 ， 对 社会价值

与 文化层 面进行深人 的 挖 掘 分析 。 研究 多数 以 中 国 公 共卫 生 事 业 近 代 化 作

为 主题 ， 勾 连有关地 区 的 社会状况 以 及文 化 逻辑 ， 分 析地 方性 近 代 知 识生

产 。 广东 属 于这类 区 域研究 中 的 热 门 地 点 ， 但 多 数文 章都 是从 现 代 卫 生 的

角 度 出 发 ， 因 此从
“

疫病
”

这 一 角 度 研究 近 代广 东 社会 ， 有 一 定 的 延 展 意

义 。 此外 ， 既有研究 多 聚 焦 于 政府 层 面 ， 多 数 以 县 志 、 法 律规 定等 官 方材

料作 为研究对象 ， 涉及 民 间 以 及社会材料 如报刊 、 日 志 、 小说 的 研究较 少 ，

因 而研究结论多 以 呈 现政府 认 知 为 主 ， 而 关 于 民 间 对 疫病 的 直 观认 知 的 呈

现则 较 为 缺乏 。 实 际上 由 社会各 阶层 如 民 族 企业 家 、 普通 百 姓 等所 构 成 的

民 间 疫病认知具有 较 大 的研究 空 间 。

四 、 传统认知局 限下 的
“

病恶相连
”

观

通 过深人分析历史上广东 有关 画报 内 容 ， 我 们发现 ， 清末 民 初 对疫病 的

态度 的构建 主要体 现在 对 疫病 的 修辞 和 叙事上 。 在 清 末 民 初 的 画报 内 容 中 ，

受传统 民 间 知识及观念 的局 限 ，

“

病
”

与
“

恶
”

构成 隐喻 ， 产生负 面价值 的感

情色彩 。

在具体 的叙事上 ， 当 时 的报道 内 容 多 以 对疾 病 进行
“

驱 赶
” “

消 除
”

为

主 ， 如 《 时事 画报 》 １ ９ ０ ６ 年 第 １ ２ 期 《 岑督 实 行 防 疫 政 策 》 和 《 时 事 画 报 》

］ ９ ０ ６ 年第 ４ 期 《卫生适 以 伤生 》 等 ， 对 疫病均持一种 远 离 和 驱赶态度 。

“

疫

１ ５３



□摞索与批评 （第六辑 ）

病
”

作 为一个符号 ， 虽然 能 被 科 学 剖 析 与 拆解 ， 在 医 学领 域 呈 现 中 性 意 义 ，

但在我 国 传统 民 间认知 中 ，

“

疫病
”

却 是一个具有 负 面价值倾 向 的词语 。 清末

民初 民 间 对疫病负 面态度 的建构 ， 既受外来疫病观念 的影 响 ， 表现 出 对
“

罚
”

观念 的 吸收 ， 同 时也受 自 身传统文化 的 影 响 ， 表 现 出 对传 统
“

病文化
”

思 想

的 承接 。

在西方传统文化语境下 ，

“

疫病
”

概念常与道德和宗教相结合 。 鼠疫第一

次暴发 的 时候 ， 西方人无法找到有效 的 治疗方法 ， 便把瘟疫视为上帝 的 愤怒 ，

认为瘟疫 是 由 人 类 自 身 的 过错与 罪 孽 导 致 的 。 （ 张 大庆 ， 陈 琦 ，
２ ０ １ ９

，Ｐ Ｐ ．

１ ０ ５ １ ０ ６ ） 这种 观念也较 多地反 映在 了
“

瘟疫 文学
”

作 品 中 ， 丹尼 尔 ？ 笛福

在 《瘟疫年纪事 》 中 写道 ：

“

我要提醒世人 ， 碰上瘟疫 时仍要对上帝保持敬畏

之心 。

”

（笛福 ，
２ ０ １ ３ ， ｐ ．２ ８ ９ ） 书 中 把瘟疫 的暴发归 因 为 上帝对人类 的 惩罚 ，

以 一种
“

神意卫生
”

观 （迪 克 森 怀 ，
２ ０ １ ２ ） 构 建

“

瘟 疫
”

概 念 ， 使
“

瘟 疫
”

与
“

神 罚
” “

罪
”

等负 面 的意涵相连 ， 使
“

上帝对世界罪行 的判罚 与救赎
”

成

为
“

疫病
”

的所指对象 。

在东方传统文化语境下 ，

“

病
”一 般与

“

恶
”“

坏
”

等带有 负 面价值判 断

的词语勾连 ，

“

病
”

概 念 的 构建 ， 常 与 人情伦理 、 命运 轮 回 、 社会征 兆等结

合 ， 多被赋予超 自 然 色彩 ， 带有 神话意 味 和 迷信色 彩 。 如 《 搜 神记 》 第九卷

写道 ：

“

昔 苏 峻事公 ， 于 白 石祠 中 祈福 ， 许赛其牛 。 从来 未解 。 故 为 此 鬼 所

考 ， 不可救也 。

” ？ 小说把庾亮 的病归 咎 于鬼 神 。 基 于对传统
“

病文化
”

思 想

价值 的 承接 ，

“

疫病
”

观念 同 样受
“

神 意卫生
”

观 的影 响 。 在传统社会 中 ， 小

孩若患 天花 ， 人们会认为 是天神对小孩 的 惩罚 ， 便会去拜 祭
“

麻姑娘 娘
”

或

“

花姑娘娘
”

， 以望消 除病 痛 。 （何小莲 ，
２ ０ ０ ６

， ｐ ．１ ６ ７ ） 正 是 受 自 身传统
“

病

文化
”

价值观念 的 影 响 与 对 西方文 化 的 选 择性融合 ， 清 末 民 初 针对
“

疫病
”

形成 了
“

病恶相连
”

的 观念 。

“

病恶相连
”

观及
“

神意卫生
”

观显然 不是一种科学 的卫生观 ， 其本质是

封建统治 者企 图 对 民众身体进行借用 ， 使 民 众 身体政治 化 ， 目 的 是 巩 固 其封

建统治 。 因 而 随着现代文 明 的发展 ，

“

病恶相连
”

观及
“

神 意卫生
”

观受 到 了

质疑与 否弃 。 如 《 时事 画报 》 １ ９ ０ ６ 年第 ６ 期 《何不讲求卫生 》
一文叙述 了 佛

山 地 区 的
“

迎 神 舞狮
”

祛 除疫 病 的 热 闹 场 景 ， 同 时 也 告 知 仪式 过 后 依 旧 有

“

疫病患 者暴毙
”

的现状 。 叙事运用对 比 的修辞方式 ， 烘托 出 了 清末 民初 百姓

的无知 和
“

靠神祛病
”

的无效 。

① 详 见 《 搜神记 》 第 九卷 ． ｈ ｔ ｔ ｐ
ｓ

：／ ／ ｃ ｔ ｅｘ ｔ ．ｏ ｒ
ｇ ／ ｗ ｉ ｋ ｉ ．ｐ ｉ ？ ｉ ｆ ｇｂ

＆ ｃ ｈ ａ
ｐ ｔ ｅ ｒ ５ ８ Ｌ ９ ０ ０ ＆ ｒ ｅｍａ

ｐ ｇ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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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Ｉ 时 事 画 报 ？ 何 不 讲 求 卫 生ｓ

然而 ， 清末民初尽管知识阶孱在叙事 中 已 透露 出对西方传 入 的 现 代
ｔｔ

：Ｅ

概念的接受 ？ 把封建迷信活动视 为标 出顼 ． 但甘姓对
“

卫生
”

概念 ，反 响

较小 ？ 超 自然意义解释下 的
“

疫病
＾

观很长一段 时 间 依 旧存在 ，

一些封建迷

信 的去疫病活动依 旧 盛行 ， 如
“

迎 神舞狮
” ＂

瘟神 游行
“

破除风水之害房

崖鄉 等 ６ 纵使 民 间百姓对 《卫生 ＆

概念弁不接纳 ？ 但政府仍 把
“

僅生 概

念置于 Ｓ 常管理 的政策之下 ， 从行动上给予其合理性与合法性 。 ｔ时箏画 报 》

］ ９ 〇ｇ 年第 １ ２ 期 《岑督实行防疫政策 Ｓ－文写道 ｓ
“

凡有死
＇

丧之家 ， 无论
．是否

疫症 ， 均不得糌死砉衣物在街巷及宅 内 焚 化 ， 以 免秽气传播 由 Ｍ— 体 出

観 ， 仍将城厢 内 外各处毙命之人 ， 如何病 由 ，
逐 ： 查 明呈报 ． 并 ＊ 县谕 饰善

逢绅竃 ， 赶 紧多 催人夫 ， 随时 收死者农 物送往石房焚烧 ， 将灰 埋藏地 下 ＃
以

免传染妄／
’

可见 ？生 这一概念在极力 运 作 下被民众接受 ＊ 其合理 化 的

过程亦是人 们 受到规训 的过程８ 疫病 防治 中 的
“

Ｘ生
”

概念 ？ 其卖是媒体 导

政府儀詞构建的 ， 霉人们 内 心光声地
＇

＿＿着 ＊＿时叉以 身体运 动 的 形式在人

们 日 常生活 中 有形地渗透着 ｃｒ

①详见 《 时事 画报 ？ 澳 门 怪状 》 ， １ ９ ０ ９ 年第 ９ 期 。

② 详见 《 时事 画报 ？ 风水之 害 》 ， １ ９ ０ ７ 年第 ２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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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 时 事 画 报 ？ 岑 督 实 行 防疫 政 策 Ｉ

综上所述 ？ 在猜末 民初 的 画报 内容上 ，

“

疫病 观 因 传统认知 的 局 限 ， 髮

现 出
“

痨恶相连
”

的 叙事特色 。 作为封建迷信 的
“

病恶相 连
”

观与
“

神意卫

生？
＊ 观相互 勾 连 ， 其实是对 中菌 传统 的

“

疾病
”

迷信思 想 的 延续 ｓ 以 及对西

方传统
“

瘟疫
”

隐喻思想 的选择性融合 ５ 随着现代文 明 的发展 、 民智 的 开启 ，

它们都 已 逐渐被世人抛弃 ， 这个过程正伴随着疫病 防 治 的科学化和 现代 化 ３

五
、 中 医话语框架下 的

“

西药 中 论
”

来 禽 西方的
“

疫病 防治
”

概念 ， 除了涵兼
＊＊

卫生
” “

检疫
”

等预 防 和治理

措施 ， 背后还有一套 以 细 菌学为 中 心 的西医病理 解 释体 系 。 清未 民初 以 后 ？

在公共卫生领域 ． 不仅西方
４４

疫病 防治
”

概 念在政府 的治速措施上 逐渐找 到

了合法 化途径 ， 而且西 医病理解释体系 还通 过
‘ ‘

药 品
”

这一媒介逐渐渗透进

Ｗ姓生活 中 》

据统计 ， １ Ｓ １ １＿ 以前 ， 岭 南地 Ｋｆｔ发生鼠疫超 过 ５Ｗ 次 ， 从 １ ９Ｗ 年靈

１ ９ １ １ 年这 ６ 年时 间 ， 每年甚本都有发生鼠疫 的记录 ？ （ 中 山 大学历史 系 中 属

近代现 代史教研组 、 研究室 ：ｆ１ ９ ６ ５ ，ｐ ．５ ７幻 应市场需求 ， 大釐西药被 引 进或

制造 》 为与 中 Ｍ争夺市场 ， 犬量西药在报刊上登广告 ， 提高曝光度与知名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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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 出 名 的疫病治疗药有
“

三蛇 胆药 油
” ？“

万 应保济 丸
” ？“

去火 午 时丹
” ？

“

核症护 心散
” ？“

时症药水
” ？“

朱 中 兴普济药水
” ？ 等 。 过去岭南经常被冠 以

“

瘴乡
”

的称谓 ， 文学作 品 中 ， 以 《 全宋诗 》 为例 ， 涉及岭南
“

瘴
”

意象 的词

汇共 出 现 ３ ４ ３ 次 （侯艳 ，
２ ０ １ ４ ） 。 同 时 《 外 台 秘要 》 又 引 《 备 急 》 写道 ：

“

夫

瘴与疟分作两名 ， 其实一致 ， 或先寒后 热 ， 或先热后 寒 ， 岭南率称为 瘴 ， 江

北总号为疟 ， 此 由 方言不 同 ， 非 是别有异病 。

”

（李佳琪 ，
２ ０ ２ ０ ）

。 因 此 ， 清末

民初广东 画报上药 品 广告多表 明 具有 治
“

瘟疫
” “

瘴气
” “

疟疾
”

的 疗效 。 虽

然这些药 品 大多是西药 ， 但是在命名 和 描述其功效 的 时候 ， 却 往往借助 中 医

的话语框架来完成传播任务 ， 以 减少传播 隔 阂 。

不 同 于今天市面上售卖 的 西药直截 了 当 使用 化学成分命名 ， 如
“

头 孢丙

烯片
”

， 清末 民初 时西药 的 出 场与劝服借助 的 是 中 医 的话语框架 以 及地方 的语

言 习 惯 。 如
“

去火午 时丹
”

的命名 借用 的 是 中 医 的
“

火
”

概 念 。 在 中 医 理论

体系 中 ，

“

火
”

的概念被广泛运用 ，

“

少火
”“

君火
” “

命 门 之火
”

用 于 陈述人

体生理功 能 ，

“

壮火
” “

火证
”“

火邪
”

则用 于说 明 人体病 因 病机 （刘 惠金 ， 贾

春华 ，
２ ０ １ ２ ）

。 实 际上 ， 中 医
“

火
”

的概念是把现实生活 中 具象 的
“

火
”

通 过

隐喻映射为生理上抽象 的
“

病痛
”

， 但经过 时 间 的沉淀 ， 该隐喻 已 成为 中 医 里

的
一个规约符 ， 意涵 为

“

身体存在病状
”

。

“

去火 午 时丹
”

的
“

去火
”

是
“

去

除身体病痛
”

的 隐喻 ， 进而转喻该药 的祛病功效 ；

“

保济
”“

普济
” “

护 心
”

等

概念也 皆 是 中 医话语 。

药 品 功效 的 宣传既处于 中 医 话语框架 下 ， 同 时还 结合地方语言特点 进行

表达 。 例 如 ，

“

梁培基发冷丸
”

在广东建厂 ， 年销 量达到 １ ０ ０ 万瓶 ， 且远 销 美

国 和东南亚地 区 。 （ 陈小卡 ，
２ ０ ２ ０

，ｐ ．２ ４ ０ ） 其广告写道 ：

“
一服 即 全愈 ， 包你

冇再制
”“

冇件系 等驶
”

（ 没有 见效 的 ）
， 运 用顺 口 溜 和 粵讴进行文 案 的 写作 。

梁培基认为
“

宣传要通俗 ， 才容易 深人人 心 ， 同 时要 避免流 于 那种 江 湖 卖 药

的庸俗 口 吻
”

（ 陈小 卡 ，
２ ０ ２ ０

， Ｐ Ｐ ．２ ４ ０ ２ ４ １ ） 。 相 似 功效 的 药 品 还 有安泰大

药房 的
“

专制发冷驱魔 丸
”

， 其广告 以 短句 为 主 ， 四 字对仗 ， 朗 朗上 口
， 运用

白 话
“

平安
” “

断尾
”

等词语 ， 带有浓厚 的地方气息 ：

？详 见 《 时事 画 报 （ 第 九册 ） １ ９ ０ ５ （ ０ １ ） １ ９ １ ３ （ １ ２ ） 》 ， 第 ３ １ ６ 页 。

② 详 见 《 时事 画 报 （ 第 九册 ） １ ９ ０ ５ （ ０ １ ） １ ９ １ ３ （ １ ２ ） 》 ， 第 ２ ９ ２ 页 。

③ 详 见 《 时事 画 报 （ 第 九册 ） １ ９ ０ ５ （ ０ １ ） １ ９ １ ３ （ １ ２ ） 》 ， 第 ５ ５ ８ 页 。

① 详 见 《 时事 画 报 （ 第 九册 ） １ ９ ０ ５ （ ０ １ ） １ ９ １ ３ （ １ ２ ） 》 ， 第 ８ ５ 页 。

⑤ 详 见 《 时事 画 报 （ 第 九册 ） １ ９ ０ ５ （ ０ １ ） １ ９ １ ３ （ １ ２ ） 》 ， 第 １ ２ ８ 页 。

⑥ 详 见 《 时事 画 报 （ 第 九册 ） １ ９ ０ ５ （ ０ １ ） １ ９ １ ３ （ １ ２ ） 》 ， 第 １ ２ ８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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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索与批评 （ 第六辑 Ｉ

图 ３Ｉ 时 事 画 报 Ｉ 泰 安 大药房 厂告 图

除此之外 ？ 隐喻 、 夸张等修辞手法被 广泛运甩 ， 且
？

行文带有玄幻 和 传奇

色彩
，
如 以

“

奇药
” “

功盖人 寰
”

来描述药品 的性质 ， 尤其是
？ ？

专 制发冷驱魔

丸
”

广告词写道
ｅ

立能止病 ， 再不重番 ，

一服断尾 ， 永保平安＇ 以 夸张 的语

气给该药附上 神奇 的 色彩 。 这些 广告 的共 同特点是并不说 明 用Ｓ ． 只是单方

面夸赞药品 的 功 效广 、 疗效嚴。

总之 ， 通 过梳理疫病治疗药 品广告 ， 我 们发现 ， 清末 民 初时西药大多 是

借用 中 医 的话语体系 出 场 ， 以
“

中医话语
”

表达
“

西医配方
”

的 内 核 ， 这一

方 面是利于吸 明 易 于接 受西药的 知识分乎 ， 另
一方 面是利于劝服认为

“

外 謹

之药 ， 其 名 既异 ， 其性 复殊 ， 而且研磨 炼水 ？ 更无 从而知 其形
”

（ 杨米人 ，

〇 ！ 诤Ｍ甘害鐘银 集九册 Ｓ ｉｔｌ ｓ仕Ｓ３ 、 ＊ 丄獻 質、

疟症 为 患 ， 不 外积 痰 ， 感 冒 风热 ， 触动 邪寒 ， 乍 冷 乍 热 ， 应 期 回 还 ，

曰 久 不愈 ，
血 气难担 。 泰安此 药 ， 功盖入 拿 ，

立 能 止病 ， 再 不 重 番 ，

一

服 断尾 ， 永保半 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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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学ｎ研究

１ ９ ８ ２
，Ｐ ， １ ２？ 的保守群体 ， 目 的是让更多 的 国人尝１式以 西药治病ｗ．由予ｇ时

姓大多仍持
４ ？

知其药之 良 ， 而不敢服 ， 诚恐服之有误而无术 以 救正之 杨

米人 ， １ 卵 ￡
， Ｐ ． １ ２？ 的保守心态 ， Ｍ而西药在广隹词 ，上脱离不Ｔ 以

“

中药之

理
”

论
“

西药之效
”

的 言说方式 ， 同时还常辅 以
一种 夸 张 的叙事方式 以 凸显

药物功效 ＾ 这神費铕方法 ？ 侧 面反 映 出清未 民初中菌民 闻 传播西方瘴病 防 治

概念的巧妙之处

六 、 总结 ：

“

疫病
”

概念 出 场 的 多重语义

何小莲表承
“

西 医东渐 ， 取 自 下而上 的路径
”

（何小莲 ， ２０ ０ Ｓ ．ｐ ，
７ ）

ｓ 清

末民初 以 盾对西方疫病 防治概念的 引 人 与接受 ， 这一过程 的 轨迹脉络可从 民

间报刊 中？？ 从 ：菌 时 的 画报 内 容可见 ， 民 间 话语注《：对疫病 的
“

治
ｗ

与

５平＇关注丧病的洽疗方法与治理手段 ， 其
《 ？

痘病
”

观念 的 构建 ， 在杯号 修

辞与叙事机制上有两个特点 ： 传统认知局 限下的
“

病恶相连
”

观 的形成 ；

“

西

药 中 论
”

， 即 有关疫病
＇

治疗 的药品Ｔ告常借助 中每话语概念 。

１ ９ 世纪本 ２ ０ 世纪初 ， 在 中西文化碰撺 的语境Ｔ ，
“

疫病
”

符号．传统思

想 、 西Ｍｉｌ论 、 中 医观念勾 连 ， 形成 了诸如
“

天神 发怒 ， 降下灾难
” “

不讲卫

生导致 的病
’ ’“

上火 、 触动邪寒
”

＃叙述形式 《 当时
“

疫病
〃

概念的构 成 ， 多

薆 ：本士 ｆｆ统文化 的影响 ｓ＿西方的 观念也逐渐融人社翁 》 筹多 以报刊 肉 容 的

形式 出 场 ．

，

以 中医话语为框架 ， 以 西
：药为形式进人 民 间 生 活 ， 同时通过 ：官方

的 防疫措施获得了合法 化 。

那个时期 ， 虽然官府给Ｔ西方
‘ ＊

疫病
■

＂

概念出 场 的 合法 化路轾 ， 但是 总

体来说该概念 的建 构 与理解是 自 而 上 的 ， 其 中 民 间 的 报 人与商人是西方

第一种 ： 传统迷信思想

第二种 ： 西方医学观念

第三种 ： 中医学观念

第一种 ： 天神发怒 ， 降下灾难

第二种 ： 不讲卫生导致的病

第三种 ：

“

上火
”“

触动邪寒
”

代表

图 １
“

疫 病 防 治
”

概 念本 土 化 语 义 分 析 图

１ ５９



□摞索与批评 （第六辑 ）

“

疫病
”

概念 出 场 的有力 推动 者 。 民 间 的报人利用直观 的 图 画 以及风趣 的 文字

呈现
“

卫生
”

行为 的合理性与有效性 ， 有利 于让 民众逐渐接受
“

卫 生
”

概念 。

同 时 ， 广东 的 实业家销 售 、 生产西药 ， 以 中 医 理论进行宣 传 与 劝服 ， 让西药

进人 民众 的生活 中 ， 通 过治疗效果使 民 众逐渐理解融合 了 西 医 理念 的疫病 防

治方式 。

总之 ， 清末 民初 随着
一

系 列 近代化运 动 的 开展 ， 西方
“

疫病
”

概 念逐渐

融人 中 国 文化语境 ， 作 为 愚 昧和迷信产 物 的 所谓
“

病 恶相 连
”

观及
“

神 意卫

生
”

观逐渐成为标 出 项 ， 新 的
“

卫生
”

概 念逐渐融人 中 国
“

疾 病
”

防 治 的 话

语体系 。

引 用 文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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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１ 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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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州 ： 广 东人 民 出 版 社 ．

李佳琪 （ ２ ０ ２ ０ ） ． 市 井 与 医疗 ： 《 时事 画 报 》 医药广告研究 ． 博 士 学位 论 文 ． 广 州 ： 广 州 中

医药 大学 ．

李经纬 ， 余瀛鳌 ， 欧 永欣等 （  １ ９ ９ ５ ） ． 中 医 大辞典 ［Ｍ ］ ． 北 京 ： 人 民 卫生 出 版社 ．

李 玉 尚 ， 曹 树基 （ ２ ０ ０ ３ ） ． 清 代 云 南 昆 明 的 鼠疫 流行 ． 中 华 医史 杂 志 ，
３ ３（ ２ ）

，
５ ．

李 玉 尚 （ ２ ０ ０ ２ ） ． 近 代 民众 和 医 生 对 鼠疫 的观察与命名 ． 中 华 医史 杂 志 ，
３ ２（ ３ ）

，
６ ．

梁其姿 （ ２ ０ １ １ ） ． 面 对 疾病传统 中 国社会 的 医疗观念 与组 织 ． 北京 ： 中 国人 民 大学 出 版 社 ．

刘 惠金 ， 贾 春华 （ ２ ０ １ ２ ） ． 从 隐 喻认知 角 度探究 中 医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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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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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医药现代化 ，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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