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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池子华、郝如一教授主编的《中国红十字会百年往事》一书已由合肥工业
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书33万字，由87篇文章构成，所选历史事件及历史人物，颇具有典型性、代表性、重要性。

　　《中国红十字会百年往事》在写作过程中，强调纪实性，通过生动的文笔，展现中国红十字会百
年来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读后使人如身临其境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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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孙淦：一个不该被遗忘的先驱者　　池子华 马红英　　1863年红十字在西方诞生后不久，即“东
渐”登陆中国，1875年《申报》、《字林西报》就曾撰文介绍红十字会战地救护规则，只是没有点出
“红十字”之名。
1888年，英国医师梅威令召集台湾、福建“聪慧子弟数十人”，进行救护培训，组织起红十字医疗队
，在上海演习后航海至天津，表示“愿赴军营效力”，没有得到允许。
梅氏红十字医疗队是在国人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冒”出来的，太过新奇骤难接纳，昙花
一现，自在情理之中。
显然，没有舆论准备，没有启蒙宣传，红十字运动不可能“夕发朝至”，一朝兴起。
补上启蒙宣传这一课，对志士仁人而言，是绝对不可缺省的。
有识之士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并于甲午战争后掀起红十字启蒙运动的高潮。
孙淦就是启蒙运动的强力推动者。
　　孙淦，字实甫，上海商人，长期在日本经商，曾出任浙江留日学生监督，也是中国人留学日本史
上首任监督，是一位爱国侨胞。
　　孙淦不但是一位成功的商人，而且热心慈善公益事业。
他在日本加人了赤十字社，看到“日人于陷阵冲锋时深获红十字会之益”，萌生了在中国创兴红十字
会的理想。
但要在中国创兴红十字会，如上所述，需要一个启蒙运动加以推动。
而要“启蒙”，不仅要启“官（朝）蒙”，而且要启“民（野）蒙”，双管齐下，才易收功。
在这两方面，孙淦都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启“官蒙”，号呼奔走　　在启“官蒙”方面，1897年冬，孙淦在东京向驻日公使裕庚呈递了《
大阪华商孙淦呈请裕钦使转咨总署奏设红十字会禀》（附有汉译日本赤十字社章程），恳请裕庚咨明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称总署、总理衙门），代为上奏。
禀文称，红十字会救灾恤兵，一视同仁，博施济众，意美法良，实为近世“至善之大政”，环视全球
，除“野蛮”之邦外，莫不设有此会。
中国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与国际接轨，非创设红十字会不可。
况且，创兴红十字会，益处甚多：“疾伤有恃，军士气壮，鼓行而前，图功自易，一利也；万邦善政
，是则是效，结盟诸国，人不敢轻，二利也；国有病疫，大凶大札，会众疗治，保全必多，三利也；
我国医学，讲求未精，此会若成，研究益易，四利也。
”有利无害，何乐而不为？
　　孙淦的“一片婆心”，深深打动了裕庚。
裕庚阅禀，当即批示，表示支持。
孙淦的上书，通过裕庚传递给清政府。
这是清政府第一次听到在中国创兴红十字会的呼声。
　　孙淦只是一位普通的商人，人微言轻，上书之后，不免担心。
1898年1月3日他在给汪康年的信中说，《奏设红十字会禀》“虽经裕星使咨总署，恐亦难望其成。
”我们也无从得知清朝中央阅禀后的第一反应，但从随后清政府对中国加入红会组织表现出的异乎寻
常的热情，可以断定孙禀在朝中产生了反响。
1899年5月，世界和平会议（清代外交文件称“减兵保和大会”）在荷兰海牙召开，清政府态度积极，
派遣原驻俄公使杨儒赴会。
大会于7月29日通过《推广日来弗原议行之于水战条约》（即《关于日内瓦公约原则推行于海战的海牙
公约》），不少国家先后签约。
12月7日，清廷特命杨儒前往海牙签署。
12月27日，杨儒抵达荷兰，遵旨在《推广日来弗原议行之于水战条约》上“画押”。
清政府这一系列举动令孙淦兴奋不已，孙淦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他要继续为在中国创兴红十字会奔走
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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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民蒙”，艰苦备尝　　在启“官蒙”的同时，启“民蒙”的工作也在推进之中。
孙淦希望广大民众认识红十字，了解红十字，为红十字会在中国的创兴奠定厚实的社会基础。
　　要启“民蒙”，大众传媒的作用不可小视。
在此过程中，有两位报人推波助澜，给予了孙淦难能可贵的支持，一位是鲰生，另一位即汪康年。
　　鲰生为孙淦好友，是《申报》编辑和主要撰稿人。
他以《申报》为阵地，抬出“我友孙君实甫”，传播红十字知识，并愿“为之执鞭”效力，而孙淦也
正是借助好友之力，在《申报》桴鼓相应。
孙淦《呈请裕钦使转咨总署奏设红十字会禀》在1898年3月26日《申报》全文刊出，引起强烈反响。
接着他又于同年11月16日、17日在《申报》上发表《红十字会说》，详细介绍红十字会的发轫、继起
、定帜等情。
文中还对日本红会组织——赤十字社的历史、现状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当时向日本学习成为一股时代潮流，孙淦对日本赤十字社的介绍，更易激发国人对创建红十字会的热
情。
　　鲰生及《申报》为孙淦提供“启蒙”宣传平台，当然希望孙淦“竭忠尽智，以底于成”，这对孙
淦也是一种激励。
　　另一位好友汪康年同样是孙淦“启蒙”活动的有力支持者。
　　汪康年（1860—1911），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字穰卿，光绪进士，曾人张之洞幕。
1895年参加上海强学会，1896年在上海参与创办《时务报》，并担任该报总理。
《时务报》“讲求时务”，力倡变法维新，传播西学，颇受时人瞩目，创办当年发行量即达7000份，
次年更增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
这样一份在朝野上下具有广泛影响的媒介，自然引起孙淦的关注，而好友汪康年出任总理，可谓“近
水楼台”。
孙淦所译《日本赤十字社社则》在《时务报》连载。
孙淦《呈请裕钦使转咨总署奏设红十字会禀》呈递裕庚后，即将文稿寄发汪康年，并请“从速登报”
。
汪康年照办，禀文发在1898年3月22日出版的《时务报》上。
同年孙淦还寄上“《赤十字社各国缔盟表》贰纸，请与前《红十字会说》附登报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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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红十字运动的百年历程，曲折坎坷，纷繁复杂，虽然《中国红十字会百年往事》难能概其全
貌，但却能让人领略“百年艰辛，博爱情怀，无私奉献，人道大爱”之真谛。
《中国红十字会百年往事》——“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十字会！
”　　《中国红十字会百年往事》通俗易懂、图文并茂，它的出版，无论对传播红十字运动的基本知
识，还是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都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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