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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与自立：近代在华教会医院中的女护士 

乔会妮（广西师范大学） 

 

摘要：随基督宗教入华，以西医传教的教会医院逐渐在华设立，教会医院中国

人女护士的出现，是西医医疗技术影响下民众对西医及护士职业认知逐渐变化

的结果。在治病救人过程中，教会医院中的女护士发挥自身价值，通过医疗治

愈疾病的同时解构了地方社会对女性的传统认知，并使“护士”一词逐渐与女

性职业连为一体，从而构建出女性新的社会意义。教会医院中的女性群体通过

掌握西医医疗护理技术使地方社会中的女性地位能够走出职业“边缘化”，同

时女性通过掌握西医医疗护理技术不断自立并破除传统观念的桎晧得到了自由

及思想解放，这促进我国近代护士职业及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女护士，教会医院，护理，社会意义 

 

教会医院是近代医药传教的产物，在其发展过程中融入地方社会并呈现出

 
 基金项目：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民众对近代教会医院认知过程的转变及影响”（项目编号：

YCSW2019096）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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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化”现象，而国人护士群体的出现是教会医院“本土化”的具体表现。有关近

代护士的产生和发展，学者刘燕萍的《基督教与护理》一文中通过三个阶段，

对鸦片战争前、鸦片战争、民国时期的基督教与护理的产生、形成及发展进行

分析。同时，从以往学者的研究中不难发现，教会医院中女医生和女护士的出

现离不开教会医院内部对医疗人才的需要，如学者甄橙的文章《美国传教士与

中国早期的西医护理学（1880-1930）》中就探讨了传教士医生对于护士的需

要。学者杨欣《基督教在华妇女医疗事业研究（1840-1949）》硕士毕业论文

中提及基督教对于女护士的培养。除此之外，学者姚莉莎的硕士毕业论文

《1909-1937 年中华护士会在华事业初探》对中华护士会的在华活动进行较为

详细的阐述。学者施康妮在《美国传教士与中国妇女的医学教育:帝国主义、文

化传播及跨国史》一文中认为美国传教士对中国妇女的医学教育源自传教士与

涉入传教事业的中国人之间的互动。 

护士作为教会医院医疗卫生活动运转的环节之一，其承担了辅助医生治病

救人的职能。女性能够进入医院并承担护士一职，是其自身对于西医医疗技术

的认可，更表现出近代社会对护士职业的认可，亦是女性通过自身努力掌握西

医医疗技术参与医院的医疗卫生活动的过程。受当时中国社会传统观念影响，

20 世纪初期人们对于女性从事护士这一职业的认可度并不高，而女性进入护理

行业之前，则多是以男性从事护理工作为主。“男女之大防”的传统观念随着女

性承担起护士辅助医生治病救人职责时发生变化，女护士群体逐渐得到医院与

民众双重认可。随教会医院在华实际医疗活动的开展，女子进而参与医疗活动

之中开始从事护理工作。而地方社会中女性走出边缘化，并担任护士一职，与

医院为女性自立提供的环境密不可分。在教会医院这一场域中，女性能够突破

传统观念限制参与到多元化社会职业分工中，这构建出女性新的社会价值。教

会医院中女护士的发展对我国现代化公共医疗卫生的建设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

用，也促进了近代妇女独立与自主观念的形成；教会医院本土化的过程，是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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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自身通过掌握医疗卫生权获得职业与自立的过程，同样也是民众对于教会医

院认知不断加深的过程。 

 

一、对“护士”一词分析 

 

护士一词未出现前，教会医院中协助医生及助产等此类医疗工作的人被称

为看护。早期从事护理工作的看护们多以男性为主，在“男女大防”社会观念的

影响下，女子想要在外从事工作较为困难。随教会医院在华发展及妇女疾病等

社会医疗需要，传统中国礼俗影响下的男看护们从事诸如产乳及一些妇科疾病

辅助性护理工作并不合适，因而 20 世纪前后教会医院的医护工作中出现国人女

性护士身影。之后，女性通过西医卫生知识的学习掌握西医医疗护理技术并承

担起护士在公共医疗卫生方面的职能，女性逐渐取代男性在护士职业中的地位。 

较早从事护理工作的女性被称为“看护妇”，看护妇有“能助医生之调治”1的

职能。1904 年《女子世界》中的一篇标题为《传记:军阵看护妇南的搿尔传》

的文章，能够确定当时看护妇与护士相比仅仅为名称的差异实则并无不同。在

护士一未被确定前，1909 年江西慈惠医院“看护妇为医生司理器械药品帮助医

生治疗病人”2，同时也在看护妇规则中声明不能将看护妇看做奴仆。1914 年经

过大会讨论之后，Nurses Association of China 便译为“中华护士会”，至 1920

年更名为中华护士协会。虽然 1914 年的中华护士会确定了护士的名称，但看

护妇、看护小姐、看护者、看护生（未毕业或未经过系统训练）等词语的使用

依然在报刊中存在。故护士一词出现后，看护一词依然存在且仍具有辅助医生

医疗工作对病人进行护理的职能，且从近代报刊中来看，护士与看护二词常常

处于混用的状态。 

 
1 梁慎余：《说看护者》，《中西医学报》，1910 年第 7 期，第 4 页。 

2 《附录：江西慈惠医院开院启：附看护妇规则》，《医药学报》，1909 年，第三卷，第 2-3 期，第 12 页。 

http://222.161.207.51:8000/rwt/SHTSG/http/P75YPLUDN3SGX653F3SXP/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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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协和看护妇学校学生与毕业生合影1           三个护士训练生2 

 

关于汉语护士一词较早的使用与来源问题，《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一书

中认为护士一词由中国护士钟茂芳“根据《康熙字典》将 Nurse 译为“护”,又因为

从事这种专职的人,必须具有一定知识,懂得如何保育生命,于是根据中国‘学而优

则士’的古语,把 Nurse 一词完整地译为‘护士’”3这是此书给出“护士”一词最早的来

源。而 1927 年《中华护士季报》第 8 卷第 3 期贝孟雅《中华护士会的历史回

顾》一文中，提到早在 1909 年就将护士大会的名称定为“中国中部护士联合会”。

由于此文发表于 1927 年且作者为外国人，因而并不能将此文中的内容作为中文

护士一词使用的最早来源。 

“护士”一词被社会较大范围正式接纳及认可应在 1918 年及之后。以目前能

够看到较早使用“护士”一词的报刊——《广济医报》为例，1918 年第 3 卷第 4

期的专件一栏中《看护药料学（续）》一文仍将“护士”称为看护，文中认为医

生的工作“必须有良好之看护相助”4。至同年第 3 卷第 5 期的《广济护士学校章

 
1  南京协和看护学校学生与毕业生合影 ， 《兴华》，1917 年，第 14 卷 ，第 28 期 封面 

2  Susan H. Higgins,“The Elizabeth Bunn Memorial Hospital, Wu-Chang, China.”The American Journal of 

Nursing，Lippincott Williams & Wilkins,Vol. 9, No. 6 (Mar 1909), pp. 424-425. 

3 邓铁涛,程芝范：《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 年，第 444 页。 

4 《看护药料学（续）》，《广济医报》，1918 年，第 3 卷，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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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附表）》中出现了“护士”一词，文中提及“必须有护士时时在旁料理方可”1

以保证医事工作的正常运转。同时根据近代报刊中“护士”一词出现数量推断护

士一词的大范围使用在 1918 年后。 

到了 30 年代，“护士”一词在报刊中的使用频率较前十年呈现翻倍增长。从

当时社会环境分析来看，这与报刊业的进步、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政府支持、

战争及社会的需要等多方面因素密切相关，也表明护士职业越来越受到关注。

但对护士及看护两词仍未有清晰的界限，甚至很多时候仍将二者混用。至 1932

年，护士会的入会条件改为“在本会登记之护校毕业者，在外国政府有案之护校

毕业者，在内政部卫生署领有护士证书者”2同年，护士会也正式在国民政府注

册，后得到了社会更为广泛地接受。30 年代政府为公共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一

些省立医院、军医院都逐渐附设护士学校，并颁布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促进了护

士事业的发展。此后，对于护士管理越来越规范化。抗战爆发后，战时的救治

工作需要护士的医护支持，护士也走向战场，组成战地救护队，因而在此期间

护士也被称为救护。 

40 年代，护士与看护的界限逐渐变得清晰。从 1940 年《妇女界》杂志的

一篇文章《护士与看护》中可以看出，其认为“护士是一个名词，而看护是一个

动词”3，表明护士与看护二者的界限变得清晰明了。虽然护士与看护二者皆从

事护理工作，“但是近代的护士都是经过受过中学教育，方能投考，并且入了护

士学校后还得取得三四年严格训练，方能出来在社会上服务。”4护士成为经过

系统西医医疗护理训练的职业代名词，看护仅仅是简单的照看病人。与此同时，

随看护与护士的界限逐渐变得清晰,护士职业得到社会进一步的认可与接纳。 

 
1 《广济护士学校（章程）》，《广济医报》，1918 年，第 3 卷，第 5 期。 

2 《中华护士会章程》，《中华护士报》，1932 年，第 2 期，第 151 页。 

3 《护士与看护》，《妇女界》，1940 年，第 9 卷，第 8 页。 

4 《护士与看护》，《妇女界》，1940 年，第 9 卷，第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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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会医院女护士的构成 

 

教会医院中女护士来源并非仅为外籍传教人员，从医院发展现实角度即传

教、医疗需要来看，从中国本土吸纳医护人员成为教会医院在华发展及医疗人

才培养的重要路径。吸纳中国本土医护人员以满足教会医院对于医疗人才需求

的过程，同样是医院适应中国地方社会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不单单是教会医

院适应中国社会的过程，也呈现出一个双向的互动态势。地方社会中的女性进

入教会医院从事西医医疗活动，侧面表现出民众对于西医的态度。分析教会医

院女护士的构成对了解近代教会医院中的护理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护士协会的秘书和代理主席在考察湖北过程中“他们会见了中国的见习

护士，向其讲述了中国对本土护士的巨大需求及护士协会的迅速发展等”1从当

时社会发展来看，医院及社会对于护士人才的需求量是较大的。通过教会医院

及其附属护士学校对护理人才培养，满足了地方社会对于医疗护理人才的需要，

也促进了医院在地方社会中的发展。教会医院女护士构成包括教会学校、护士

学校、修女、信教徒等多种来源。 

（一）教会学校、护士学校 

传教士入华后创办教会医院，同时也创办了教会学校及护士学校。在教会

学校接受西式教育后进入到教会医院的女性，其较普通民众而言更容易接受西

医医疗卫生体系及救助方式。1914 山东共合医道学堂内设的护士办就曾在教会

中学中招收女学生用作护士储备人才进行培养。“当年招生 12 名，结果各地教

会女子中学有 40 多人自愿报名”2之后从中选取 12 名对其进行考察并择优留

 
1 Gladys E. Stephenson, “The Nurses Association of China”，The American Journal of Nursing,  Vol. 23,  No. 

10 (Jul., 1923), pp. 872. 

2 《山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志》编纂委员会：《山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志 1890-1990》，山东医科大学附属

医院志编纂委员会，1994 年，第 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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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只有经受考验后才能留院成为正式的护士。护士学校的女学生经过一系列

的医疗卫生知识的培养具备了疾病预防、病人护理、医疗保健、孕妇助产、医

疗知识宣传等基本职业能力。  

以道生医院毕业生屈尚清为例，其就读于基督教会所办的零陵培德女子小

学，“小学毕业后，教会送她到广西桂林道生医院(教会主办)学习护士和助产业

务 4 年，毕业后留在该院工作”1，后屈尚清于 1928 年与陈恩赐一起至湖北创办

普济医社并继续开展医疗工作。早期教会医院入华后，由于民众对教会医院治

病救人的功效认识不足，教会医院无法从普通民众中招揽大量的人员作为医疗

卫生事业的培养对象。随着民众对于教会医疗卫生能力认知地不断加深，这一

现象也逐渐得到改善。而教会学校教育影响下的女性，更易吸纳到教会医院的

医疗活动中，以满足教会医院医疗人才的需要。 

随教会医院发展及传教士的努力下，护士学校中的护士培养体系不断完

善，教会医院附设护士学校培养了大量女性护士人才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服

务。从当时社会来看，从 1914 年开始一些教会医院附设的护士学校就逐渐在

中华护士协会立案（注册）。根据《中华护士季报》统计，1926 年护士学校

“全中国已有一百二十三个护士学校，在护士会注册，代表十五个省份。”2中华

护士协会统一给出护士的授课标准亦会给通过课程考核标准的护士发放护士毕

业证书，一些医院在招聘护士时要求应聘者持有经由中华护士协会认定的证

书。 

（二）修女、教徒 

一些教会医院在培养护理人才时，选择中国修女来学习和担任护理工作。

如 1880 年成立的汉口医院“仅对修女授以一般医药知识即从事护理工作。”3来培

 
1 湖南省道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道县志》，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 年，第 760 页。 

2 《护士会消息:报告册与护士季报》，《中华护士季报》， 1927 年，第 8 卷，第 3 期，第 27 页。 

3 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武汉市志  卫生志》，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 年，第 237 页。 

http://www.cnbksy.com/search/detail/31fa2e79b49ae395abfb45a4265c5bde/7/5d91e4c523b099036e57dac2
http://www.cnbksy.com/literature/literature/d7445430e15488d628ae3efdbb18e2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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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医院内部医疗活动需要的女性护士。除修女外，信教徒也成为教会医院女护

士的来源。受基督宗教教义影响而进入教会医院担任护士的教徒也是医院女性

护士群体构成的一部分。桂林一位信教的太太进入教会医院中学习医疗知识，

是因为“尤其在神灵的感召下，她逐步感到过去的生活就像麻风病进入了心脏，

中毒很深。要洗掉这毒素，她必须在医院里认真的为病人效劳。”1，后这位信

教的女太太便通过在道生医院这一慈善机构中为病人服务实现自身价值。修女、

信教徒进入到教会医院中为病人服务，成为医院女性护士群体的一部分。但这

一部分护士的来源随着教会医院在华发展逐渐发生变化，教会医院在地方早期

的发展，解决护士人才需要较多的依仗修女和信教徒。并不能说修女和信教徒

在护士学校出现后这类护士来源就完全消失，只能说在护士学校出现后，尤其

是在中华护士协会的推动下，护士的招生及管理体系逐渐得到完善。修女、信

教徒这部分护士的来源并不能与系统化、职业化的护士学校所培养护士的数量

和质量相比。 

教会医院中女护士人员构成是多样化的，除了教会学校、护士学校、修女

及信教徒外，留学国外的女护士，中学毕业学生，及一些在教会医院中治愈疾

病的病人、或者战时想要在教会医院中寻求庇护的女性、或者因其他原因进入

到教会医院中的这部分人也逐渐成为教会医院护士群体的一部分。而随着女性

自立意识的增强，受护士这一职业吸引，愿为医疗事业之努力的青年女性也进

入到教会医院中担任女护士。虽然这些护士来源不同，但都成为近代中国公共

医疗卫生发展的助力者，为近代社会医疗卫生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及影

响。教会医院吸纳中国本土人才发展了教会医院医疗卫生力量，同样也为女性

提供实现自身价值的场所，促进了近代西医医疗卫生观念的传播也促进了教会

医院的发展。  

 
1（澳）海伦·凯特尔，赵筱玲、周艾译:《柳暗花明——澳大利亚姑娘金指真桂林 28 年纪事》，桂林：桂林

市妇幼保健院内刊，第 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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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女性能够参与教会医院医疗卫生护理活动的原因 

 

女性能够参与教会医院医疗卫生活动与医院对于医疗护理人才的需求密切

相关。最初，教会医院中的外国女护士入华后承担了医院医疗护理活动，并辅

助医生对病人进行医疗救助及传教工作。随着近代西医在华的发展，由于地方

社会的需要，教会医院需要吸纳新鲜的力量来完成医院中的医疗卫生护理工作。

此时，人们意识到女性在实际护理工作过程中较男性更为出色。同时，吸纳中

国女性进入教会医院也可以使更多的女性能够了解和加入基督宗教中以达到医

药传教的现实效果。教会医院中的国人护士群体数量在多方因素影响下逐渐变

大并不断发展。国人女性能够参与到教会医院医疗卫生护理活动包括以下几个

方面。 

其一女子自身观念转变及女性意识解放。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新兴观念进入

到中国，新文化运动、报刊业的兴起、女子学校、女性运动的出现等，使得女

性能够接触新观念的途径和范围越来越广，女性意识也在不断地崛起。女子能

够进入到教会医院中为病人服务，与女性自身观念的转变具有重要作用。1933

年《玲珑》杂志女读者吴雪珍就向编辑提出了自己想要成为一名女护士的愿望，

吴雪珍认为“想想穿着雪白衣服的神情，是何等的尊严，何等的美丽”1可见在当

时社会中，一部分女性愿意成为护士走出家门成为自立自强的女护士。女性意

识得以解放并不断突破传统观念，这都与女性自身的选择密切相关。护士这一

职业身份同样给近代女性更多与外界接触的机会。 

其二教会医院实际医疗活动中的女性担任护士更为适宜。一些妇科疾病的

治疗在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影响下，多为不便。“然因男大夫诊病，而女人多视

为不便，故裹足不前，以致不获医治者大有人在。”2因此山西的潞安鸿恩医院请

 
1 陈珍玲、吴雪珍：《妇女：我要做女看护》，《玲珑》，1932 年，第 2 卷，第 57 期，第 299 页。 

2 《潞安鸿恩医院近闻(山西）》，《通问报：耶稣教家庭新闻》，1935 年，第 1652 期，第 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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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差会派女大夫来医院协同诊病。而女护士同女大夫一样在为妇女治病时有更

多的优势，潞安鸿恩医院在聘请护士时，这些国人护士“都是中华护士学校毕业，

并服务社会有年”1。随护士职业的发展，人们发现在实际医护活动中，女子较

男子更为悉心，故而一些报刊中出现了讨论女性与男性在实际医疗护理活动中

作用的文章。教会医院中并非没有男护士，而随着女性能够获取医疗卫生知识

以及女子自身优势，“女子性情比男子为慈爱，其举止比男子为静细，使以看护

病人能忍耐以看护病人能忍耐无厌用意周到，男子所不能及者皆女子所独长”2

故而女性较之男性更能胜任看护病人的工作。“在近代妇女职业兴起时,女护士

和女医生一样耀人眼目。而且,近代中国的护理事业,也不滞后于西方各国。”3近

代护士职业的出现也使得女性社会地位提高，同样更多的女性参与到教会医院

的医疗活动中实现自身的价值。教会医院的医疗活动过程中需要女性群体辅助

进行，护士通过医疗知识的学习及使用在治病救人方面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其三是费用问题。教会医院中女护士学费来源，在医院或者护士学校有足

够资金的情况下，女性进入到教会医院中能够全免学费，甚至一些还能略给学

生津贴，如“上海虹口同仁医院特开看护学堂，订定约章，以半年为试习期，限

四年为毕业期限，略给津贴不收学费”4；或者一些学校也采用半工半读的方式

招收学生，如苏州地区天赐庄妇孺医院“所收学生护士,半工半读,一切免费。”5这

种免费或半工半读的方式给女性在获取医疗卫生知识的过程减轻了负担，使得

女性有机会能够通过学习医疗知识进入到教会医院中担任护士一职实现自立。 

其四宗教观念的影响。在基督宗教观念的影响下，女性接受宗教教义中所

 
1 《潞安鸿恩医院近闻(山西）》，《通问报：耶稣教家庭新闻》，1935 年，第 1652 期，第 11 页。 

2 梁慎余：《说看护者》，《中西医学报》，1910 年，第 7 期，第 4 页。 

3 何小莲：《西医东渐与文化调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第 231 页。 

4 《记事：省闻：招习看护》，《季报》，1919 年，第 16 期 ，第 27 页。 

5  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苏州市档案局编：《苏州史志资料选辑  第 3 辑》，1984.年，第 73 页。 

http://222.161.207.51:8000/rwt/SHTSG/http/P75YPLUDN3SGX653F3SXP/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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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慈善与博爱思想，进而参与到医疗救助慈善活动中。一些女性受宗教观念

影响愿意在教会医院承担救死扶伤职责而担任护士，这都与基督宗教所宣扬的

慈善救济精神相关。 

其五国外影响。国外医院认为女性较之于男性在护士这一职业活动中能够

做的更为出色。近代报刊对南丁格尔精神的宣传下，以女性为代表的护士形象

更加深入人心。虽然以往从事护理工作多为男子，护士则专指从西方传入由女

性担任的一项新职业。早期入华教会医院中就有护士的存在，这些西方面孔的

护士通过医疗活动治愈疾病获取社会的尊重和信任。在此先例下，国人女性能

够参与到教会医院的医疗卫生活动中，这与国际宣传，前期传教士、西方护士

和医生等在华活动影响密切相关。 

女性能够通过学习和使用医疗知识进入教会医院的医疗活动环节，“到了战

争年代，中国妇女已经在解剖学知识所认可的环境中占据了权利位置，因此采

取了一定的权威措施。”1女性逐渐在护士这一职业中占据了有利位置。护士承

担了救死扶伤的职责亦因此得到社会更多的尊重。女性在掌握医疗卫生能力后，

自身社会地位得到提高、社会价值也得到了实现，因此女性逐渐成为教会医院

医疗卫生护理工作活动中的一部分并参与到公共医疗活动中。 

四、教会医院女护士社会意义的构建 

教会医院在华发展经历一个曲折的过程，其主要目的仍为传播基督宗教教

义。女护士的出现，是教会医院因医药传教需要而吸纳中国人参与到教会医院

的医疗卫生活动，这反映出教会医院“本土化”的进程，也是教会医院与地方社

会双向互动的重要表现。教会医院中女护士社会意义的构建是女性自身及外界

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教会医院这一场域中，对国人女护士发展的思考，既要看

到社会民众对于护士群体认知的变化；也要思考到除医疗卫生活动外，女性自

 
1 Nicole Elizabeth Barnes, Intimate Communities: Wartime Healthcare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a, 1937-

194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8, pp.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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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参与医院医疗卫生活动的这一现象对女性自立及赢得话语权产生何种影响，

从而形成对教会医院女护士社会意义构建的认识。 

（一）民众对女护士认知的转变 

传统迷信观点认为久病不愈的病人是被妖魔缠身，如想治愈疾病便需要青

壮年在病人周围高谈阔论以驱散病魔。此类传统的看护病人的模式及方法于病

人疾病的治愈而言并无益处。19 世纪初期，报刊杂志中出现了要求改良上述传

统看护病人方式的文章，其认为“唯侍疾者常坐病人之侧，时而睡眠；时而发汗；

时而咳嗽；时而排泄，虽不必详记于薄中，然较之匆匆即来之医师，其明了为

何如哉。”1掌握医疗卫生知识的看护们更能掌握病人疾病状况。一些报刊中出

现要求改良传统侍奉病人方法的观念，否则“不改良侍疾法，则我国医界终无起

色。”2，社会上出现了一些需要有专门懂得医疗知识的看护来照看病人的观念。

这一时期，看护亦称为护士的医疗功能逐渐被社会了解，人们对于护士职能认

知随之加深，一些教会医院甚至专门培养男女看护用作照料不同性别的病人。

1910 年看护妇在护理病人时，时人认为“看护妇实一般人之保姆也。”3，这类偏

见并不能给女性看护人员带来较高的尊重。至 1929 年出现了“切勿视同奴仆”4观

点，表现出对待女看护态度转变，也是对于护士职业的尊重。这一变化，一方

面是社会民众对于公共医疗卫生的重视，另一方面与女性担任护士后社会地位

不断提高有关。 

护士社会地位提高，有 1934 年协和医院病室中的小诗5为证： 

 
1 李荣怀：《论说：论中国侍疾者无看护知识之害》，《中西医学报》，1911 年，第 10 期，第 1 页。 

2 李荣怀：《论说：论中国侍疾者无看护知识之害》，《中西医学报》，1911 年，第 10 期，第 1 页。 

3 梁慎余：《说看护者》，《中西医学报》，1910 年，第 7 期，第 5—6 页。 

4 姜振勋：《男看护存废问题》，《 医药评论》，1929(创刊号)，第 51 页。 

5 《白花》，《燕大周刊》，1934 年，第 5 卷，第 19 期，第 7 页。 

http://222.161.207.51:8000/rwt/SHTSG/http/P75YPLUDN3SGX653F3SXP/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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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女护士的态度，从保姆到切勿视同奴仆，再到协和病室中为女护士做

的诗，足以见得女护士的社会是不断提高的。女护士承担了社会分工，男女平

等的观念逐渐被人所接受，女性社会地位得到提升，护士一词的概念也愈加平

等化、职业化。战争期间，教会医院附设护士学校培养大量医护人员参与到战

争中为士兵及民众服务，这其中就有大量女性的身影。教会医院中女护士的医

疗卫生职能不断在实际的医疗卫生活动中得到应用，包括预防传染疾病、关注

青年儿童、宣传医疗卫生、助产等医疗工作，护士群体进一步得到了社会的认

可。 

（二）教会医院中女护士话语权的实现 

女性群体参与到医院医疗卫生护理活动中，并逐渐被时人所接纳。前文已

经提到民众对于教会医院中的护士群体认知变化主要原因是女性更适宜护士这

份工作，护士这一职业使得女性社会价值得以体现并受到社会的尊重，因而护

士群体认知度不断提高。教会医院中女护士社会意义的构建表现在女性能够自

立并享有在经济、政治及文化话语权的实现。 

女护士社会意义构建的第一个方面就是经济话语权，女性参与教会医院医

疗活动必然要面临自身的生存问题。教会医院女性护士群体工作及收入情况是

分析教会医院女护士社会意义构建的重要方面，也是衡量女性自立于社会的重

要表现。通过女护士自身工资收入与同期社会其它职业收入相比，女性是否拥

有足够经济能力以保证自身能够自立及生存下去是女护士经济话语权的重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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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 1935 年广济医刊招聘女护士“月薪暂定十至十五元”1。女护士的工资是否

足以支持其独立生活需要关注当时上海社会收入情况，上海零售店的店员们“至

于工薪多则每月十余元，少则每月两三元”2，民族工厂的小职员“不过一二十元

的薪水”3，而广济医刊招聘告示月薪在十元至十五元且食宿全归医院负责，对

当时担任护士的女性而言工资相对稳定且能够保证其日常生活。 

其次政治话语权。表现为教会医院中的女护士能够参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活

动中，并表达出女性自身的政治意愿。抗日战争期间，教会医院中的护士加入

到抗战救援中去，抵抗外来侵略，通过医疗活动为普通民众及伤兵医治疾病并

进行慈善救济活动。在社会动荡及地方社会在遭到重大损失和挫折之时，女护

士参与到灾民的安置、伤员救治和社会慈善救济中，促进了地方社会医疗卫生

的构建和发展，也使女性医疗行为得到了地方社会的认可，护士群体社会地位

进一步提高。五卅运动之时，女护士也响应沪案积极宣传爱国募捐活动“英教会

医院护士因沪案演剧募捐,英人压迫使该院全体华人罢工离院。”4教会医院中的

护士群体挺身而出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效力。在国家危难之时，教会医院

中护士群体通过参与政治活动表达出女性自身政治话语权，这构建出女护士的

社会意义。 

 
1 《附录：聘请女护士》，《广济医刊》，1935 年，第 12 卷，第 8 期，第 2 页。 

2 朱邦兴：《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704 页。 

3 朱邦兴：《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715 页。 

4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五卅运动史料 第 3 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1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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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女护士为伤兵服务1 

最后是医疗话语权。教会医院中女性通过掌握西医医疗卫生知识逐渐取代

男性在护士职业中的位置，并在促进近代公共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过程中起到了

重要作用。在传统观念影响下，女性想要成为一名护士，会面临如何取代男性

进入教会医院医疗活动中。早期一些医院男病房中只招男护士来看护病人，这

一现象能够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女性通过自身努力掌握西医医疗卫生知识并

被医院及社会认可。1942 年贵州一所教会医院明确表明招收女护士“贵州铜仁

福音医院，征用女护士一人，需正式护士学校毕业，未婚”2教会医院中的女护

士能够通过西医医疗知识的学习拥有话语权，并成为教会医院医疗卫生活动中

的环节。在促进我国近代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方面，使得女性与护士职业活动相

联系，这是护士社会意义构建的另一个方面。 

总而言之，女护士社会意义的构建离不开社会、教会医院和家庭这三者。

女性与医院间，女护士群体能够满足医院医疗活动中对于医事人才的需要，医

院也提供场所使从事护士职业的女性不再依附他人亦能够自立于社会之中。医

院与社会间，医院促进了近代社会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制度化西医护

理体系的形成，同时社会上一部分人逐渐接受教会医院在华活动的宗教理念使

 
1 《后方伤兵医院写真》，《抗战画报》，1937 年，第 6 期，第 5 页。 

2 《读者信箱：求人》，《西南医学杂志》，1942 年，第 2 卷，第 5 期，第 38-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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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能够达到医药传教的目的。女护士与社会间，女护士能够获得职业的平等化

及自身话语权表达，促进了近代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及社会职业的多元化。  

五、结语 

教会医院中女性身影的出现，是民众接纳西医医疗技术并从传统观念转而

接受西医医疗护理；同时表现出近代社会对护士职业认知的转变，亦表现出近

代社会对女性看法的转变。教会医院中女性护士的出现，表现出近代女性职业

出现新的变化，女性职业意识不断增强并愿融入到教会医院护士群体的医疗活

动中。在教会医院中担任护士的女性对自身有了新认识并找到了融入社会的新

途径，女性的自我意识亦不断提高。教会医院女性护士群体的发展促进了我国

公共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之后，随近代我国护理事业的发展，一些中医护士

训练班也逐渐出现，护理制度得到了社会更为广泛接受。 

随教会医院医疗活动逐渐赢得民众的认可，一些女性受到护士职业身份吸

引愿意加入到教会医院中。同时护士制度亦在不断完善，除教会医院的护士学

校外，省级政府也逐渐开办护士学校培养医疗卫生护理人才，国家、地方政府

出台政策使得护士职业的不断发展，这对近代公共医疗卫生事业起到了较大的

促进作用。女护士群体的发展也是护士职业社会地位增强的一个表现，女性自

立开放的一个进程。护士群体发展反映出教会医院本土化的进程，也同样反映

了近代以来中西方文化相接触并不断冲突、融合的过程。这一过程结果的呈现

是双向互动的结果，并非教会医院单方面本土化就能得以实现的。同样也要考

虑普通民众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而护士作为普通民众的一部分，从侧面反映

国人对于西医医疗技术的接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