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约翰与早期博医会

郑维江!刘远明

!摘要"!<WWP 年!欧美在华医学传教士发起组建中国近代首个医学社团222博医会!并公推嘉

约翰为首任会长兼会刊/博医会报0首任主编" 嘉约翰时任广州博济医院院长!已在华行医传教 NM

多年!是中国以至世界范围内有影响力的医学传教士之一" 他的巨大声望和远见卓识!对早期博医

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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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8首任博医会会长与#博医会报$主编

<= 世纪 NM 年代!由于马礼逊%郭雷枢%伯驾等

人的实践!行医作为一种有效的传教手段逐渐被欧

美新教海外传教机构认同!医学传教士也成为医生

职业的亚类" <WNW 年 > 月!伯驾'H,',+H$+K,+(%郭

雷枢'J7(6$)U(//,%4,(和裨治文'S/&G$7 8&+%46$#(

等人在广州发起成立全球第 < 个医学传教组织222

中华医务传道会" 它是一个介于宗教与医学之间的

医疗慈善机构!以筹集资金和医药物品为主要功能!

并兼作早期来华医学传教士的中介服务机构"

> 次鸦片战争期间形成的条约制度!为医学传

教空间的扩展创造了条件" 伴随自由传教时代的来

临以及来华医学传教士人数的迅速增加!医学传教

活动逐渐出现了行医与传教的两极分化" 在此背景

下!<WWP 年时任上海同仁医院院长的美国医学传教

士文恒理'A5Y5 (̀(#,(在/教务杂志0倡议成立

#中国教会医学会$ 'J7,U7&#$B,%&3$/B&))&(#$+0

\))(3&$'&(#!中文简称#博医会$(!并推举时任广州

博济医院院长嘉约翰为首任会长和会刊/博医会

报0首任主编" 尽管博医会仍带有明显的宗教色

彩!但其宗旨将促进医学科学在中国的发展置于首

要位置!且强调入会者的医学专业资格或背景&尤其

关键的是它建立了以/博医会报0%年会为核心的学

术研究与交流平台!这充分表明它是一个医学社团

"

嘉约翰'D(7# j,++!<W>T2<=M<( <W>T 年出生于

美国俄亥俄州邓坎斯维尔!<WTO 年毕业于费城杰弗

逊医学院!此后在俄亥俄州南部行医 O 年" <WRN

年!他受美国长老会之任命前往中国!<WRR 年接替

伯驾掌管新豆栏眼科医院" 次年!新豆栏眼科医院

在中英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夷为平地!<WR= 年嘉约

翰择址重建!取名#博济医院$!并一手将其打造为

当时国内以至远东第一流的教会医院-<.

" 博医会

创建时!嘉约翰年过花甲!已在华服务 NM 多载"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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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期间!他以精湛的外科技术诊治了成千上万的中

国病人&创办了中国近代第 < 所西医学校222博济

医科学校&亲手翻译大量的西医书籍&创办中国近代

最早医学杂志222/西医新报0" 这些辉煌业绩!使

嘉约翰成为当时中国以至全球范围内具有极高声望

与影响力的医学会传教士之一" 因此!他当选博医

会首任会长兼会刊首任主编!可谓实至名归" 嘉约

翰任职时间为 <WWO2<WWW 年!此外!他还担任过博

医会名词委员会主席%禁烟委员会主席%华南分会会

长及会刊华南分区编辑" 他的巨大声望和远见卓

识!对早期博医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958探索行医与传教的平衡

#医学传教士$'B,%&3$/B&))&(#$+0( 是#由差会

派遣或雇佣的医生!他们领取差会工资!自愿将医疗

工作和差会利益联系在一起$

->.

" 通俗地说!医学

传教士就是端教会饭碗的医生!他们扮演医生和传

教士双重角色!在医治病人肉体的同时拯救他们的

灵魂" 从产生之日起!医学传教士双重角色的冲突

与错位就一直是个挥之不去的问题" 对此!杨念群

在/西医传教士的双重角色在中国本土的结构性紧

张0一文中进行了详细剖析" 他认为!从宗教社会

学的理念看!医学传教士这一角色是西方理性裂变

的域外表现!是基督教体系服从于西方权力话语对

非欧世界进行边界界定的附生产物" 在异质的中国

文化中!医学传教士在如何使中国人界分#宗教$与

#科学$的功能%分辨医学传教士行医与传教的双重

角色等方面陷入了困境" 中国巨大的医疗需求!使

来华的医学传教士普遍陷入繁忙的医务活动中!从

而悄悄改变了以传播基督福音拯救灵魂为第一使命

的原始动机!把对肉体的治疗视为首要责任-N.

"

博医会成立前后!围绕行医与传教的关系!医学

传教士内部曾展开激烈的论争" 以德贞为代表的激

进派认为!利用医学手段拓展传教通道%消除偏见只

是暂时性的!是被设计出来的亮点!工具性的医学传

教并不具备永恒价值与普世意义" 在自由传教的时

代!没有必要将行医和传教继续捆绑在一起->.

" 以

马根济为代表的正统派!则义无反顾地强调医学传

教士的双重角色!认为减轻身体的痛苦和救助精神

上的贫困都是基督教徒的职责!这 > 大职责对医学

传教士具有同等约束力" 马根济在/医学传教的福

音传播方面0一文中!严厉责斥了一些医学传教士

以没有时间%精力为借口逃避传播福音的责任!并归

纳了医学传教士必须重视福音传播方面工作的 T 大

理由,

!

它可以感染和影响医院的病人&

"

它能够成

为医院其他职员效仿的样板&

#

它是医学传教士这

一职业的内在组成部份&

$

它是医学传教士精神生

活的内在需求-T.

" 温和派的代表人物玛高温%约翰

斯顿等人基于医学传教士是受宗教机构派遣这一现

实!原则上认同医学传教士有传教的责任!但主张其

有限的精力应放在医疗服务方面" 具体到医院或诊

所的工作!医学传教士主要负责治病" 虽然医学传

教士本人应尽可能利用与病人接触的机会传播福

音!但医院内的布道工作最好交给牧师去做" 用现

今流行的话语说!医学传教士通过医疗活动为传播

基督福音搭台!而唱戏的主角则是专门布道的牧师"

嘉约翰作为博医会的首任会长!立足于学会的

生存与发展!努力寻求行医与传教关系的平衡" 在

他看来!把行医作为传教的一种有效手段!或者把医

疗活动视为宗教慈善活动的重要部分!的确是欧美

宗教机构扶持医学的主要动机!但这绝不意味着宗

教外在于医学" 事实上!宗教信仰%理念本身就是医

学的内在需求!即使医学传教士这一职业消失!医学

也依然需要宗教"

<W=M 年!博医会首次大会在上海举行!嘉约翰

向大会作了题为/医学传教士与医生职业之关系0

的主题报告!全面阐述了其观点" 他认为!医乃仁

术!在疾病的治疗过程中!医生不仅需有高超的技

艺!而且需有良好的品德" 他应敬畏生命!给疾病患

者人性的关怀" 正是宗教赋予了医学博爱与仁慈精

神!支撑其人文向度" 基于病因学的视角!嘉约翰将

人类社会的一系列疾病归之于人们道德的堕落或行

为失范!例如紊乱的性关系导致梅毒!酗酒%吸食鸦

片烟等恶习引发神经官能症等等" 类似疾病的控制

不可能单凭技术手段!而需要价值观念的引导" 宗

教作为一种道德力量!有助于人们形成良好%健康的

生活方式-R.

" 嘉约翰生活的时代!生物医学模式已

开始崭露头角!它强调影响疾病的生理因素以及对

疾病的技术控制" 但嘉约翰依然固守灵魂与肉体不

可分割的传统观念!并从医学伦理学%社会医学等视

角论证包括宗教在内的社会因素或手段对疾病治疗

与预防的重要性" 以现今的眼光看!他的观点极具

前瞻性"

嘉约翰将医学传教士归入医生这一行列!甚至

将它视为医生职业群体的一个高贵与特殊的阶层"

他主要是基于医学而非宗教的立场论说行医与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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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把宗教信念与伦理视为医学职业的内在需

求!强调宗教可以约束人们不良行为达到预防疾病

的目的" 它对调和早期博医会内部矛盾%凝聚力量

以及获得欧美宗教机构对博医会的支持!无疑有积

极作用"

:58打造高品质的会刊

中国近代最早的西医期刊!是 <WO< 年 W 月由海

关医官贾米森'\/,E$#%,+D$6&,)(#(主编%以英文出

版的/海关医报0!半年集刊" 它是清末中国海关关

册/海关公报0的一部分!旨在记录中国通商口岸的

疾病种类%数量及其与当地气候%风土%生活习惯的

关系" 该刊一直持续到 <=MT 年 N 月!共计 PO 集"

此外!据医史学家王吉民先生考证! <WWM 年!嘉约翰

曾主编发行/西医新报0!季刊!专为华人而设!报共

W 页!大号杂志格式!有封面和目录!全属中文!仅出

了 W 期" <WWR 年!中国人尹端模主编发行 /医学

报0!月刊!但只出了 > 期-P.

" 因此!<WWO 年创刊发

行的/博医会报0与/海关医报0是当时中国仅存的

> 种医学期刊" 由于早期博医会会员较少%经费短

缺!其主要工作是/博医会报0的出版发行与医学名

词的统一" 因此!博医会负责人对/博医会报0自然

高度重视!前几任会长嘉约翰%文恒理%莱尔%杜思莱

特%阿特伯里等人均曾兼任会刊主编或编辑"

关于/博医会报0的办刊方针!文恒理在 <WWO

年创刊号上发表的/博医会未来的工作0一文作了

大致描述,#/博医会报0是散布中国各地医学传教

士相互联络的一条纽带!是集思广益%交换心得的平

台!它将报道中国各省的地质矿产%动植物%食物供

应以及气象和自然地理等状况&调查探讨主要疾病

及其流行的原因!介绍各地诊所与医院的工作$

-O.

"

作为/博医会报0的首任主编!嘉约翰全权负责 <=WO

年第 < 卷%<=WW 年第 > 卷的编辑发行工作" 此后直

至 <=M< 年去世!他都是会刊的主要编辑之一" 从会

刊目录看!早期/博医会报0开设的主要栏目为,社

论%公告%论著%医院报道%学会报道%福音传播%会员

信息!等等" 受嘉约翰有关行医与传教关系态度的

直接影响!其中行医与传教之关系%在医院或诊所传

教之方法%教会医院的自养等内容占有相当大的篇

幅"

毫无疑问!要创办和维持一种高品质的医学期

刊!不仅需要有充足的经费!而且还需要有高质量的

稿源" 但早期博医会会员较少!而且多为临床医生!

科研能力弱!缺乏给医学期刊撰写论文的经验" 加

之为/博医会报0撰稿纯属义务!无分文报酬!因此!

会员普遍缺乏热情" 为此!嘉约翰%文恒理等人曾多

次呼吁会员把为会刊撰稿作为一种责任!要求会员

每年至少为会刊提供 < 篇文章!但结果并不理想"

为解会刊无米之炊!确保其高品质!主编与编辑人员

不得不亲自撰稿!嘉约翰堪称表率" 据统计!从

<WWO 年创刊至 <W=P 年的前 <M 卷中!嘉约翰本人就

撰写了 <R 篇文章或报告,

从内容看!文章涉及了疾病研究%医学教育%福

音传播%医院自养等方面!与办刊方针高度吻合" 当

然!就一份医学杂志而言!最具价值的无疑是疾病研

究方面的内容" 嘉约翰是一位极具医学研究素质的

临床医生!尤其是位外科圣手!擅长膀胱结石切除与

碎石术!被誉为这一领域的世界一流专家" 其相关

学术论文主要涉及上颌骨切除术%各类结石切除术

与碎石术等方面" 从行文看!他高度关注同期欧美

国家的外科进展!经常阅读/英国医学杂志0 /柳叶

刀0等国际一流医学期刊" 值得一提的是!<W=T 年

夏!穗港鼠疫爆发!嘉约翰不仅积极参与了广州的防

疫工作!而且在同年的/博医会报0对此次鼠疫进行

了研讨!其敏锐的研究意识由此可见一斑" 受嘉约

翰的感染!当时博济医院的谭约瑟%富马利%赖马西

等医学传教士也成为了早期/博医会报0的主要作

者"

;58倡导西医本土化教育

<W=M 年博医会首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医学教

育!时任会长文恒理以/中国的医学教育0为题向大

会致辞" 他高度赞扬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伯驾%合

信%德贞%嘉约翰等医学传教士在医学教育方面开展

的工作和取得的成果!但同时认为!师徒制和分散%

孤立的小规模医学校已不适应西医在中国快速发展

的需要" 因此!各差会应联合起来!实现医学教育资

源的整合!创办正规化的%大型的医学院" 他强调医

学教育的规范化和培养大批本土西医人才是西医能

否在中国生根的关键所在!并呼吁与会代表就联合

办学%学制%教材和教学用语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讨

论-W.

"

嘉约翰是中国近代西医教育由师徒制向学院制

过度的标志性人物!<WPP 年!他创办了中国近代第 <

所西医学校222附属博济医院的#博济医科学校$!

开始对中国学生进行西医系统化教育" <WO= 年!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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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医院正式设立博济医科!规定学制 N 年!同时招收

男女学生!学习期满后需进行临床实习" 因此!嘉约

翰对如何在中国开展西医教育有比一般医学传教士

更为丰富的经验和更为深刻的认知" 早期医学传教

士培训本土学生的直接目的!是为教会医院或诊所

提供药剂师%护士等等助手" 嘉约翰并不否认这种

做法的动机和效果!但他同时认为!要使西方理性医

学在中国全面传播!关键在于培养一大批能自行开

业的本土西医人才" 因此!教会医学院校应可能向

那些有志学习西医且有经济自助能力的普通中国青

年人开放!而不应以他们是否具有基督教信仰作为

入学的前提条件" 本着这一理念!嘉约翰进一步明

确了教会医学教育的 N 大目标,

!

为一般民众造就

才学俱全的中国医生&

"

造就教会医院的医生&

#

造

就医学教师-=.

" 显而易见!嘉约翰把培养大量本土

西医人才以推动西医在中国的全面传播视为医学传

教士的一种使命!认为这并不妨碍教会从中选拔优

秀本土人才为其服务" 这种西医教育的本土化取

向!当然需要与中国政府与社会进行互动式合作!这

成为早期博医会致力追求的一个目标"

对于采用什么样的教材和教学用语问题!当时

医学传教士的主流观点是,应尽可能采用欧美医学

院校使用的规范教材!教学用语自然也应也以英文

为主" 这显然是一种医学精英教育路线!其逻辑在

于有利于与世界医学接轨!确保培养出高质量的学

生" 但嘉约翰对于这一问题!却有独到的认识" 他

认为!培养的大量本土西医人才!主要以普通中国大

众为服务对象!不能想象他们在诊疗过程中!使用英

语的医学名词与概念与病人进行沟通" 因此!最好

是应用中文进行教学!嘉约翰主管的博济医校就是

以中文教学为主!据说他有时甚至用广东方言进行

医学教学"

按照嘉约翰本人多年的教学经验!许多本土年

青人选择学习西医!主要是想把它作为谋生的一种

手段" 由于这些人大多不能花几年的时间去完成正

规的学制课程!因此!对他们的培训应以临床诊疗技

术为主" 如果一昧照搬欧美医学院校的规范教材而

不结合当地的实际!无异于纸上谈兵!这对学生将来

独立开业行医帮助不大" 从 <WR= 年翻译出版西医

著作/论发热与疝0起!嘉约翰在尹端模%林湘东%孔

庆高等本土西医的协助下!共计翻译%编辑出版医书

NT 种!多作为博济医校的教材" 由于广东是亚热带

流行病%眼病%皮肤病的多发地区!嘉约翰特选择编

译了/眼科撮要0/炎症0 /热症0 /皮肤新篇0 /花柳

指迷0等相关书籍作为教材"

与西医书籍翻译和本土化教育相关联的另一个

核心问题是医学名词的统一与标准化" 博医会成立

前!嘉约翰就是翻译西医书籍最多的在华医学传教

士之一!也较早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 <WO<

年!他在翻译出版/药物学0时便附录英汉对照的名

词术语表" 此后!他曾指导博济医院的汤姆逊医生

编译/中英病保词汇0 '<WWO(和/英华医学名词0

'<WW=(

-<M.

" <W=M 年博医会举行首次大会期间成立

了名词委员会全权负责医学名词的统一工作!委员

会由嘉约翰任主席!成员包括高似兰%享特%多斯怀

特%波特等人" 虽然这一工作的实质性进展应归功

于高似兰等人!但嘉约翰无疑是最早%也最积极的倡

导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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