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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传教是基督教(新教)传教的重要途径。鸦片战争以前，由

f中国政府的禁令和澳门天主教势力的拦阻，基督教(新教)传教士

在广州、澳门两地难以容身，只能在南洋各地向华人传教，间或在澳

门、广州有些活动。1 8 4 2年《南京条约》签订以后，香港割让，广

州、福州、厦rJ、宁波、上海被开辟为通商口岸，传教士顺势将活

动据点迁移到这些口岸城市。l 8 6 o年以后，随着《天津条约》、《北

京条约》的签订，传教士活动扩大到沿海、沿江和广大内地，医学

传教进入新的阶段。本文主要叙述1 8 6 o年以前的时期。

一、马礼逊时期：医药传教事业的开拓

1807年，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 son， l 782

1 8 3 4)来到澳门。

马札逊在东印度公司做翻译的同时，兼任西人中国语文教师，其

学生中有一个名叫皮尔逊(Alexander Pear son)，是当时西医东传方

面的重要人物之一，与李文斯顿(J。h n Li vi ng st o n e)、郭雷枢

(Tho口as Richardson c。1ledge)齐名。

在马礼逊来华期间，爱丁堡大学副校长贝尔德(Dr． Bai rd)请

马礼逊代为调查中国贫民、病人、孤独、疯狂者等方面的情况。马

札逊转请东印度公司的医生李温斯顿代为调查。李医生就此写出专题报

告，寄给贝尔德，同时登载于l 8 l 7年在马六甲英华书院f{{版的《印支

搜矧》(Indo chinese cleaner)季刊上。这项工作，激起了李文斯

顿致力于中国医药研究之竽}趣。据李调查，其时中国之穷人丰要病患

概可分为两等：一为洁净(c 1 e a n)类，即以盲、跛、聋哑三项为

主：二为不洁净(u n cl e a n)类，即麻风等。诸病之中，眼疾最为

普遍。或许是这个原因，传教士在初来之时多开办眼科医院。

l 8 2 0年，马礼逊与李文斯顿在澳门开设一诊所，主治眼病，兼治

内外科疫病。他们不仅为穷人治病，还注意研究和考察中医的治疗方

法。他们在诊所建了一个小型中文医学书籍陶书馆．拥有中文医学图

书达8 o o册。他们还专门聘请了一位擅长中医中药之华人来诊所服务。

诊所开办不及数月，已逾三百病者求诊。此为基督教行医施药之始。

皮尔逊有时也来帮忙。这所医院并没有维持多久，园马礼逊l 8 2 3年回

国休假直到1 82 6年，李文斯顿1 8 2 5年后也离开澳门。马礼逊与李文斯

顿的尝试，在中国医学史上有重要意义，他们开设了华南也是整个中

国第一家西医诊所，还努力寻求与中国本土医学(即日后列称为中医)

的合作。

马、李开创的医疗事业，因郭雷枢的到来而有新的起色。

郭雷枢与码、李关系密切，对医药传教事业颇多助益。他于1 8 2 7

年以东印度公司医生身份来到澳门。经他努力，东印度公司予咀有力

赞助，使得马礼逊及李文斯敦之原有诊所进一步扩展。郭雷枢共诊治

患者达4 0 00人之多。除澳门之外．亦有各地乡邑人员前来求治。郭雷

枢丰持的跟科医院，因皮尔逊的离开而在1 8 3 2年底关闭。郭雷枢本人

在5 2年之后同顾自己的一生时还认为这所医院，特别是十年以后他建立

的医药传道会，是他一生中的一件真正有意义的事情。l 8 2 8年，他还

在广州开设了 家诊所。有人认为他所开办的医院是中国第一家眼科医

院，也是西医事业在中国的开创之举，将他视作医学传教事业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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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札逊之后，还有一些西人医生和传教士存传播

西医方面进行过努力。1 8 2 8年，白拉福医生在广卅l开

办了一家免费医院，后来柯克司医牛加盟其中。这所

医院规模不大，没有住院病房，但他们治愈了大量的

患者。这所医院直到鸦片战争逼近才撒退到澳门。来

自德国的郭士立(又译郭实腊，R e v． C h a r1 e s

Gutzlaff)与来自美国的雅裨理(Davi d Abeel)两

位牧师，在南洋一带及中国沿海活动时，也曾藉施医

赠药为传播福音媒介。尤其是郭士立，他是一位多姿

多彩的人物，一身兼为．学者、医生、探险家，是初

期传教士中著名人物之 。他在中国沿海航{J：传教期

间，就向天津和江南一带的贫困阶层行医发药，以赢

得人们的好感和信任。他在《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

中，就表达了中国人对行医送药的渴求，并表示希望

在一个水陆交通便利的地方建立一所医院。

马、李、郭等人在澳门、广州所设眼科医院及诊

所，并不是教会主持开办的，他们也并非普通意义上

的医药传教士。综观1807年至1 834年在澳门、广州等

地基督教人士所做之医药工作，虽然并不专业化也不是

严格意义的医药传道工作，基本上是依附于东印度公司

的基督徒医生之服务，至多可以称为牲中国的平信徒传

教医生，但这些医药先驱却为在民众中产生的影响而深

受鼓舞。他们到中国创办医院的行动，对于那些想到

中国发展传教事业的英美教会组织无疑是个很大的启

发。郭雷枢还向英美教会组织发出呼吁，请求继续向

中国派遣医生，以满足中国方面缺乏医疗的需要，通

过治病感动百姓，最终实现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

二、伯驾眼科医院的开设及中华医务传道会
成立

伯驾(Peter Parker，1804—1889)是近代中国基督

教从事医药传教之第一个牧师。他于1834年在美国耶鲁

大学获医学和神学博士，取得医生文凭，受美部会遣

派，于同年6月4日东来，历时l 4 3日始抵澳门，l o

月6日到广州，后折返澳门，并于l 2月l 2日南下新加

坡习华文。在新加坡期间．他设一诊所，争为华人疗

病，从18 3 5年1月到l O月共治疗了一千多病人。

伯驾于l 8 3 5年ll，月开办了东方第一所教会医

院一一广州眼科医局(即广州博济医院的前身)。

他选择眼科，因为它最普遍并且中医对此束手无

策。当时教会医生在中国最能产生影响的主要靠白

内障手术，所以这个医局实际也是眼科医院。据

伯驾给美国传教总部的第一份季度报告说，他的医

院租用当地商人的楼房，可以接纳2 O 0个病人候

诊，收留4 0个患者住院。外科手术特别引起人们

的关注，成功治疗的消息常常不胫而走，在士绅

阶层中产生影响。在广州医院开办的头两个月内，

麻醉还没有使用，他切除了一个巨大而危险的肿

瘤。这是一个令人注目的病例。一年后，他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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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病人做了第一例截肢术。l 8 3 8年，有一个病人下

颊生出肿瘤，伯驾医生为他成功地加以切除。l 844年，

伯驾第一次为一位病人作了膀胱结石截除术，在当时这

类疾病极为常见的情况下，第一次成功所具有的示范意

义是很大的。l 8 4 7年，伯驾将麻醉术介绍到中国。麻

醉的使用更使他在短短几个月内赢得了巨人的声誉。这

就无怪乎有人评价伯驾用手术刀打开了中国的大¨。

伯驾很重视病案记录和管理，每一位病人的情况都

有详尽的记载。自l835年11月4日医院开设，至1836

年11月4日，医院就诊病人选2l 52人次，一年之中诊

治的眼病有4 7类，其他病例2 3类，女性癌症病不治者

有5宗。冈为每个民族都有特定的病症，普遍性的病

症存不同的地区也有程度不同的筹别，中国也不例外。

在伯驾之后，“中华医务传道会”的每个医院都对重

要的病例进行记录并报告，咀为医学研究提供宝贵的文

献。l 8 3 7年，经他挑选，一些中国青年开始跟他学习

医药学和英文，并在医院里帮助做配药以及手术助手方

面的事情，这就是伯驾在他的报告中提到的第一个

“医疗班”。

广州医院在短时问里获得了飞速的发展。伯驾的大

获成功，得到了各阶层人上的信任与尊敬。病者日

增，每日平均赴诊者约二百至三百不等，亦有多至六

百人，院务日趋繁忙。伯驾l 8 4 4年的报告表明，教

会医院成立6年共为12000多名患者解除痛苦。该院在

伯驾医生主理期间，亦聘用华人以为传译及配药之助

理。此外，郭雷枢、安德逊两位医生也常来帮忙。广

州的伯驾医院和澳门的眼科诊疗所是外国人最早在中国

建立的医院，这是西方医药在鸦片战争后向中国大规

模输入的前奏，它使中国医学从此开始经历医学史上

前所未有的变革。

伯驾的医院1 8 4 0年6月因鸦片战争爆发而关

闭。1 8 4 2年1 1月伯驾【旦I到广州重新恢复业务。

l 8 5 5年囡伯驾兼有外交事务，医院由传教士嘉约

翰(John Glasgow Kerr，1824 1901)接替。l 856

年，医院在第_二次鸦片战争中被焚毁。l 8 5 9年1

月嘉约翰样广州南郊建新院，更名为博济医院。

伯驾曾存l 840年6月到l 84 2年10月间，先后到美

国、英国和法国的一些城市游说，向商界和医学

界发表演说，宣传在中国从事的医药传教事业。

这使他得到大批捐款，为其在中围长期从事传教活

动提供r物质上的保证。

郭雷枢和伯驾从一开始就认为医学传教如果要根好

地开展下去，就必须有一个统一的组织。在这一方面

最早进行努力的是原东日J度公司医生郭雷枢。1 8 38年2

月21日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医务传道会(The Me di cal

Mi 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的正式成立大会。郭

雷枢任主席，伯驾等4人任副主席。在英美两国与会

人士中，除裨治文牧师、伯驾医生为美部会遣派之教

士，其余旨为商人或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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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叫期是医学传教的准备和开创阶段。由于清政

府的禁教政策，传教上活动最初只能局限于澳门和广州

以J受华人聚居的南洋等地，他们也不敢以传教士的身份

公肝活动。但当别的传教士只能寄居在美国商人的公刊

里，从事《圣经》的翻译等传教准备工作时，他们

毕竟可以进行医疗活动，和中国基层社会有所接触。

这·阶段是传教运动最艰难的时期，布道工作进展缓

慢。医学方面，除r传播牛痘术，最高成就是在澳门

开设了两个诊所，在广州开设了一个眼科医局。到此

时为止，砥方医学所取得的那些新成就，还没有真正

传到中国来。但传教医师经过数十年的经营毕竟建立了

一批教会医院，同其他如教育、出版活动样，医疗

活动初具规模，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三、新开口岸城市的医学传教

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新教)的医药传教事

业，向其他嬗商口岸扩敞开来。l 8 42年前东来专向华

人传教的6 3个传教士中，除了去世或因病归国不能来

华的人咀外，能继续在华工作者共2 8人，均先后撤离

其南洋或澳门之工作所在地，继而分往香港、广州、

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口岸工作，自始在中国

乃获立足之地。西洋医学传播于广东一隅的情势也随之

改变，医学传教中心由此北移。五个通商口岸中，上

海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日渐显露的政治经济地

位，成为传教士注目的中心。

上海』F埠后，首先在上海建立教会医院的是伦敦会

的医师雒魏林(Dr w“1iam Lockhart，1811一1896，

又译为洛克哈特)。他曾担任伦敦医学会会睦，热衷

于医药传教。l 8 3 9年1月抵达广州，并曾到澳门从事

盥童

医学传教工作。1 8 4 0年赴舟山、定海一带。l 84 3年，

经伦敦会同意，他关闭了在舟山开办了半年的诊所，

于】844年2月抵达上海，随即开办上海最早一家西式医

院——仁济医院的前身——雒氏诊所，地址在南市附近

的一所中国民居里。诊所虽然条件简砸，但因免费

义诊，前来求治者络绎不绝。因业务拓展的需

要，这所医院经多次搬迁扩建，一度称为山东路

医院，最后中文名定为“仁济医馆”(I g 3 2年正

式定笤为仁济医院)。其建设费用主要由英国商

人、侨民捐赠和香港医学会募捐。医院开办极为

成功，在很短的时间里赢得了巨大的声誉，越来

越多的人前来求诊。雒魏林在1 844年5月到1 8 4 5

年6月的报告中说，有1 O 9 7 8人光顾医院。1 8 4 9

年上海医院开始用氯仿进行外科手术。同时，也

有大量的瘾君子来到医院戒烟，雒魏林为一些人成

功地戒除毒瘾。伦敦会除这所医院外，在城内教

堂里出开设小诊所，每周二、五开诊服务。在

l 8 5 7年雒魏林离开上海后，伦敦会委派合信任仁

济医院院长。以后又有柯林斯(R e v

c01 l i n s)、韩德森(Jame s H e nd er s o n)等人

相继主持该院工作。仁济医院在开办的最初l 3年

中，即从l 8 4 4年至1 8 56年，医治病人l 3万人次，

l 8 7 5年达56 6 2 4人次。仁济医院在施医之外影响最

巨者为儿童种牛痘的工作。西方种痘之术最初施行于广

东，其传入上海，是由仁济开其先河，经雒魏林亲自

培训助手后，影响及于附近江浙城镇。l 9 2 6年，英国

富商、德和洋行老板亨利·雷士德(Henry Le st er)

去世，遵其遗嘱，医院获得了2 0 0万两白银的赠款，

医院的英文名称也因此改成雷士德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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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还有一些新教医师也来到上海。美国

浸信会的伯顿(G．w．Burton)于1852年到上海从事医

务工作。l 8 4 8年，美南监理会传教士泰勒(c h a s

Ta y l o r)到上海开设诊所，他是美南监理会存华传教

的开创者，五年后回国。l 8 5 4年由凯利(R e v．

Kell e y)医生接替他的工作。185 5年，美国圣公会的

菲什(M．w．Fi sh)医师到卜海，牲圣公会教堂附

近设诊所行医传教，1 8 s 8年弃医从政。另外，大名鼎

鼎的内地会创建人戴德生(Hudson Taylor)曾于1854

年到达上海，也做了一+些医务工作。

在教会医院的影响之下，在上海出现了施医公局一

类免费的医药机构，这主要由上海一些慈善人士所开

办。施医公局延请，许多中医专家坐堂．凡是眼科和

外科方面的医药都免费提供。旌医公局还为本市不同的

药店轮流发放中药设立了一笔资金。这吸引了大量的患

者，在每个门诊日都有300—500人前来就诊，特别是

在夏天的几个月时间，人满为患。

在宁波，捷足先登的是美国浸礼会医生玛高温

(Daniel J．Macgowan，1814 1893)。他既是来宁波的

第位传教医生．也是美国浸礼会在中国开辟传教事业

的第一人。他于1843年11月到达刚刚开放通商的宁波，

在城内办起诊所，主要收治眼病患者。l 8 4 5年4月，

他重新建院，此后一再扩建，而且还从国外得到一批

捐赠，有医疗器械、书籍、图片、解剖模型等。l 8 4 8

年，这家医院接受病人4 6 1 7人次。由于多方而原因，

医院几度停办，在此期间他就去巡同施诊。玛高温在

1 846—1 848年度报告中说，他从中国人那里学到一种

可以戒除烟瘾的中药疗法，应用后果真有效。．值得特

别一提的是，玛高温还对宁波的中国医师进行有关人体

解剖和牛理知识的特殊演讲，希望能澈起他们对西方医

药的必趣和认识。l 854年玛高温还发行了一份名为《中

外新报》(chinese and FDreign Gazette)的中文杂

志，初为半月刊，后改月刊，介绍西方科学、医学

和宗教。玛高温试图让中国医生也学习西医、使用西

医。但当地人救治疾病时大部分人还是使用中医药，

信任外科手术者并不多(眼科除外)。实际卜．当遇

上霍乱、伤寒、麻疹等疾病流行时，教会医生也束手

无策，只能给予诸如樟脑酒、芥子药膏和“补力药

洒”之类的简单药方以作安慰。1 8 44年6月，美国长

老会的麦嘉缔夫妇(Davie B Mccartee)到宁波传教，

在自己的家里开了诊所，也经常义务出诊。他们在宁

波收留了一个孤儿，后送到美国纽约学习医学，学成

回国后一直为教会作医疗工作，这就是中国第一个在国

外留学的女医生金韵梅。l 8 5 5年，伦敦会医生派克

(willi am Parker)从上海到宁波．建立了一所医院。

他的工作取得r极大的成功，但不幸的是，与他同行

的妻子于l 8 59年染霍乱而死，他也冈此离开宁波回国。

在厦门，美国传教士雅裨理于l 8 4 1年赴鼓浪屿，

1842年有辨为仁(willi aⅡ1 Dean)、文惠廉(Rev Bo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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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毕烈特(1homas Macbryde)、娄理华(walter Lo盯ie)

赴鼓浪屿及厦门。雅裨理、文惠廉与孔聪(H e n r y

cummi ng，一详高明)医生一道于1842年6月在鼓浪屿

开设一小型诊所，诊所就设在雅裨理的家中。这间诊

所不为医务传道会所认可，因为孔聪医生不属于任何差

会，但他依靠自己的力量和热情为病人治病，同时也

进行布道。这间诊所后迁移至厦门。1 8 4 3年，美国长

老会医师赫伯恩(Ja日es curtis Hepburn)来到厦门，

与孔聪一起工作。诊所旁边的一座房子专门租来供病人

住院，这是第一家开始有床位的教会医院。来求诊的

人越来越多，从l 844年2月1日到来年7月1日，收治

病人1．8 6 2例。后由于健康原因，赫伯思返美。他于

l 8 5 9年重返远东，被派赴日本，成为日本西医传教的

先驱。除此咀外，这一时期先后来厦门的传教医师还

有几位，但都因为健康问题而被迫中断他们的活动。

因此在厦门的医药传教事业，像其他许多地方一样时断

时续。

福州于l 84 4年开始与外国通商，它的教会医院出

现得晚一些。1 8 4 8年2月，美国美以美会的怀特(M．

c whn e)医生首先到福卅I开诊所，1 8 51年威尔纳

(wil ey)来继续这里的工作氲到1854年同国。1850年

英国圣公会的韦尔顿(w elt o n)到福州，在一个佛教

庙宇办诊所。福州医药传教工作是从1870年阻后才开始

稳定、持久的。

总的来说，1 8 6 0年以前，宁波、厦门、福州三

个新辟口岸，其医药传教情形与上海、广州没有根本

区别。只是与上海、，’‘州相比，这三地教会医务工作

规模较小，其影响也相对较小。

四、粤港医学传教的新发展
l 8 4 2——1 8 6 0年问，广州、香港地区的新教医

学传教发展较快，日益成熟。

在广州，由伯驾创办的博济医院，经北睦老会嘉

约翰(J oh n Ke r r)发扬光大，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

绩。嘉约翰是美国传教医师，他早年在费城的杰佛逊

医学院学医，l 8 5 4年受长老会的委派来到广州，在伯

驾的眼科医局当医生，同时为长老会筹设惠济医局。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嘉约翰回到美国，一边继续在

母校进修，一边为在中国医务传教进行游说和募捐，

并陆续购买了一批医疗器材，战争结束后他又重返中

国。广州的眼科医局和惠济医局存战争中都毁于战火。

1 8 5 9年，嘉约翰在广州南郊重新开设了一个医院，这

就足中国著名的教会医院——博济医院。

嘉约翰的工作得到r中国医生的配合和支持，这里

特别要提到的是黄宽(?一l 8 7 9)。黄宽，广东香山

人，中国第一个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的医学硕士。

他于1847年随美国教师布朗到美国留学，两年后转到英

国爱丁堡大学攻读医学，1 8 5 7年学成回国。回国后，

他首先在香港开办诊所，后来迁到广州。黄宽接手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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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伦敦会医生台信主持的金利埠医院，以此为基础继续

开展J．作。黄宽凼医术高明，又足中国人，所以远近

前来求医的人甚多，到1 8 5 8年4月，也即他经营医院

的四个月中就有求诊者达3 3 O 0人。他的医院发展很

快，1 8 59年，床位增加到8 0张，可容纳4 3 0位住院

病人，这时门诊病人已达2 6 O 3 0人次，并且_白四位助

手在培训。可以说，黄宽对西医在』1州的流行起r一

定的推动作用。l 8 5 9年博济医院开张后，黄宽经常到

博济医院挤助嘉约翰工作，在这里，他完成了中国历

史上第一例胚胎切开术。广东向来以患膀胱石为多，嘉

约翰曾以截石术出名，但是在他以前，黄氏早已经割

治过3 3人。从1 8 6 3年起，黄宽还参加了南华医科学

校培养中国学生学习西医的教学工作。在嘉约翰回国休

假时，医院的管理年u医务责任就全部落在黄宽等中国医

生的身上。

在广州，还有其他一些传教医生的活动。由美部会

派来的传教医师波乃耶(Rev Dyer Bal 1，1 796 7)

也是一位早期来华医生，他早丁1 8 3 9年就从新加坡来

到澳门，1 8 4 3年到香港开办诊所，行医传教。l 8 4 5

年到广州，建立教堂、诊所、学校等。由于第二次

鸦片战争的爆发，他不得不退居到澳门，他在广州的

医学事业遭受了损失。另外，由美国长老会派来的哈

巴安德医牛(Happer， 1818 1894)于t851年仵广州

开办惠济医院，哈巴安德毕业于宾西法尼亚大学，获

医学博士学位。他1 8 4 4年来华，先后在澳门、广卅l

两地行医、办学和传教。

香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大部分传教士和侨民

便选择其作为暂栖地，战争后又有大量移民涌入，使

得狭小的港岛变得拥

挤不堪，加之气候炎

热和潮湿，经常流行

疟疾、痢疾和黄瘪

病。病人不仅有原岛

巳的中田居民，还有

英军士兵。第批香

港移民为疫病袭击，

死亡率高返31．5％。

l 843年，为适应病人

大量增加的治疗需

要，英军舰船上的军

医院全部迁至港岛

上。港英当局开始委

派医务官员，同时在

香港成立公共卫生和

清洁委员会。l 84 3年

6月，合信来到香港主

持第一个教会医院。

1844年6月合信的报告

表明，有大量的病员来就诊，远远超过医院的接纳能

力，截至1844年5月大约有病人3924人，其中有566

名住院者。l 8 48年初，伦敦会派赫希伯尔格来香港负

责医院j二作，并新开了两家诊所，其一设在九龙一个

中国基督徒开办的学堂里，另一问则设在伦敦会的一个

教堂里，这里常有一些上流社会的人前来看病。两问

诊所都是一个礼拜开诊一次。赫希伯尔格在香港工作到

1 8 5 3年，后转到厦门。1 845年，在香港的医务官和传

教士组织成立“中国内外科学含”，由英国海军医生

塔克(A T o c k er)任会长，合信任秘书，成员共7

人。该学会主要同标在于加强医药学方面的交流，对

关乎大众健康的诸如流行病等『uJ题展开讨论。学会下设

图书馆以及博物馆。他们和内地教会医生有密切的关

系，定期召开医学讲座会。

从1807乍到1860年新教传教士在华的早期医学活

动，以1 8 4 2年为界标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

段，传教士还、没有受到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一般说来

对中国文化还比较尊重，他们所进行的活动，还属于

常态下的文化传播活动，态度还比较谦和。l 8 4 2年以

后，情况有很人不同，传教士倚恃不平等条约的保

护，有强烈的文化优越感，态度也比较强横和霸道。

两个阶段，中西文化卷势有很大不同，传教士活动存

中困引起的反响也很不一样。但是，在医学领域，这

两个阶段则没有太大变化，社会反应也基本一样．从

总体上说，西医传播比较顺利。

(责任编辑：朱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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