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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滕县基督教麻疯院述论 

王德龙（淮北师范大学） 

 摘要：滕县麻疯院是美国传教士道德贞创办的宗教慈善机构。其早期经济来

源主要靠国际麻风救济会捐助，抗战时期则依赖中国本土教会人士的募捐。

滕县麻疯院主要以收容病人为主，但是在隔离治疗方面也颇有成就，除了医

药、职业治疗外，其宗教性质的精神疗法也很有价值，它给绝望的麻疯病人

以生活盼望和团体关爱，体现了医疗慈善机构“身心”并重的人道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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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疯病俗称癞病、大风病，是一种由麻疯杆菌引起的慢性传染病。明清

以来中国官方就有隔离、救济麻疯病人的传统，但近代却是来华传教士承担

起麻疯病人的救济责任，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传统救济缺乏慈善精神，另一

方面还因为圣经记载赋予了麻疯病以深刻的宗教寓意，给传教士以内在动力。

美国医师道德贞（Alma Dodds，1881—1978）出于“救身”与“救灵”的宗教目

的，在滕县创办了滕县麻疯院，接受英国麻疯救济会（国际麻疯救济会）的

经济捐助，后来成为中华麻疯救济会成员。滕县麻疯院是当时全国 51 所基

督教麻疯病救助机构之一，在黄淮地区有重要的代表性，对于研究该地区的

医疗史、教会史以及鲁南区域社会文化有重要意义。 

一、滕县麻疯院创建始末 

麻疯病人因为细菌感染，面貌狰狞且有较强的传染性，所以遭到社会歧

视，被遗弃、驱逐甚至屠杀，又因四处流浪而传染，造成严重社会问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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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的基督教传教士为了福音目的着手解决这一社会卫生问题，“麻疯这个社会

的与卫生的问题，在华北从来没有像在华南那么严重，可是山东却是个例外，

虽然没有人真确的统计过，但据当地教会中麻疯医师的估计，说全省麻疯病

人的人数至少有四万人，凡有麻疯院或麻疯诊所之处，麻疯人的数目在该地

的百分率是很可观的，尤其是在东南部一带的山地中。”【1】滕县属于山东南

部，是麻风病的高发区，滕县麻疯病社会调查（1936）显示该地区有麻疯病

人 3000 多名，所以滕县急需隔离治疗麻疯病的机构。1918 年在基督教北长

老会和时任滕县商会会长徐文湧等人的支持下，美国医学传教士道德贞在滕

县北坛村后创办了滕县麻疯院。近代山东共有四所麻疯院和多处诊所，济南

和青州麻疯院属于医院性质的，而滕县与兖州麻疯院则属于收容性质的。滕

县麻疯院在这四所麻疯院中创办最早、收治人数最多。滕县麻风病院占地 50

亩，其中 4.14 亩是徐文湧捐献的。滕县麻疯院分为男院和女院，男病院叫

“华德夫人纪念堂”，女病院则在另一处。当时很少有麻疯院收治女麻疯病人，

滕县麻疯院可谓开风气之先。该院第一位女病人是因为麻疯病的缘故被婆婆

赶出了家门，并且宁愿倾全家财力打官司，也不愿意让儿媳回家，足见社会

对麻疯病人的歧视和恐惧，从中也可以看出道德贞等人付出的爱心。滕县麻

疯院共设治疗床位 150 个，最大收治能力可达 500 人。麻疯院建成以后，道

德贞亲自任董事长、院长并兼任司库职务，被尊称为陶慈或道慈。滕县麻疯

院是在基督教宣教精神和救赎情怀基础上成立的医疗救助机构，其创办人、

支持者以及救治的病人都有共同的人生观和价值判断，都将基督信仰作为生

命的意义，因此滕县麻疯院与一些传教机构关系密切。1923 年后麻风病院的

诊断业务由滕县基督教华北医院兼管，于道荣、何学曾、徐寅亮、刘振东等

医护人员定期到麻风院巡诊，每周打针一次。后来基督教长老会医院的德籍

犹太难民亚历山大医师曾担任该院的医务主任。华北神学院的道雅伯教授和

滕县教会的张崇道牧师等也经常到麻风病院讲道。 

滕县麻风院的住院人数受募捐资金、社会环境、治疗状况等因素的影响。

该院第一位男麻疯病人是在 1919 年 1 月 1 日入住的，1919 年共收治了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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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男麻疯病人，1920 年收治 11 位病人，1921 年收治 21 位病人。在 1923 年

12 月 16 日的时候收治了第一位女麻疯病人。【2】1929 年 12 月份该院共有 62

名男病人，20 名女病人，1937 年的时候有“常住院之男女并入共计一百五十

二名，男病人一百十五名，女病人三十七名，一九三七年十月间，因受了战

事影响，金融不能流通，又加物价提高，顿觉麻疯病院有病人恐慌，遂议决

遣散较轻之男病人三十六名，现住院者男女病人一百零一名。”【3】1939 年“有

男病人九十一，女病人三十八”【4】，到 1942 年的时候，因为战争影响，麻疯

院陷入窘迫之中，人数锐减，“有病人四十八名（男女各半），尚有数十人不

在院中，有归家者，有在外讨饭者，生活非常困难。住院病人每日两餐高粱

糊，有时得外面帮助，可分高粱窝头。”【5】随着经济状况的不断恶化，麻疯

院陷入困境，一度曾经解散。到 1943 年的时候，仅有“男病人二十四名，女

病人二十名，男工人二，女工人一。病人生活每日每人发小麦一斤，以作二

餐糊粥，能作工者临时多添半斤。工作方面如种田、园艺、推车堆炭以及各

种杂务均由病人义务负担。”【6】期间病人进进出出，一些症状较轻或治愈的

患者陆续离开麻疯院。在 1918-1949 年间，滕县麻疯院共收治病人 1000 多

名，为防治麻疯病的传播，救助鲁南地区的病人做出了巨大贡献。 

1941 年美日战争爆发，美籍董事长道德贞被拘禁遣返，华北神学院校长

张学恭接任麻疯院董事长，吴道全接任院长职务，但此时麻疯院陷入财政危

机，吴道全虽然奔赴上海求助，多方募捐，甚至将自己的工资悉数捐献，仍

无法解决经济问题，遂提出辞职，董事会只得另聘林柏玉为院长，张月文为

副院长，李连发为庶务员。据 1941 年 10 月 13 日伪山东公署第 261 次省政

会议显示，伪政府曾经拨款救济滕县麻疯院，但是否实际应用于病人的生活，

亦未可知。麻疯院主要依靠各方募捐、教会救济得以维持，华北神学院的师

生在院长张学恭的带动下，曾多次向广大校友、全国的教会和神学院发起劝

捐活动，以解燃眉之急。靠着多方周济，麻风病院终于坚持了下来。1945 年

12 月滕县首次解放，政府开始救济麻疯院每月粮食 1000 斤，1951 年滕县人

民政府开始拨给每位病人每月生活费等 11.3 元，并给予一些生活物品。滕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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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疯院逐步被政府接管，更名为山东省滕县麻疯病防治院。 

二、滕县麻风病院的经济收支情况 

滕县麻疯院的经济收入绝大部分依赖捐款。成立之初，“经济方面，完全

依赖英国麻风救济会供给，以及美国慈善家捐输，每年约计合法币万余元。”

【3】中华麻疯救济会成立后，滕县麻疯院作为其成员，每年都会接受一部分馈

赠资金和药品等。1941 年因为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加拿大麻风救济会等国际

捐助款项中断。到 1942 年的时候，院中经费奇缺，难以为继，滕县麻疯院

曾计划解散，后经多方募捐，董事会与院长寻求政府和中华基督教会的帮助，

“多赖吴院长道泉、张学恭牧师劝募而来，今年夏间省政府帮助三千，中华基

督教会每月帮助数百元”【7】，在各方同情和努力下，滕县麻疯院得以维持。

困难时期，华北神学院在经济募捐方面给予滕县麻疯院很大支持，不仅学院

师生捐款相助，而且道雅伯牧师等人还经常利用自己的教会关系为麻疯院募

捐。下表是 1941 年募捐汇总情况： 

时间 

（1941 年） 

捐 助 者 款项数额 

（联币/元） 

1 月 9 日 华北神学、弘道两院师生 183.17 

3 月 1 日 上海中华神学院等 183.5 

3 月 13 日 上海焦维真、滕县张学恭 48.5 

4 月 8 日 上海中华神学院等 935 

4 月 10 日 王治心及吴兴地方教会 398.73 

4 月 17 日 福建同安教会等 57 元 

4 月 23 日 滕县道雅伯牧师及上海闽南人会堂 204.5 

5 月 7 日 上海中华神学院及安徽亳州浸信会 104.9 

5 月 30 日 上海闽南人聚会所等 95 

6 月 3 日 山西猗氏、运城、永济福音堂 177.11 

6 月 23 日 上海闽南中华基督教会、真光杂志社等 156.41 

7 月 14 日 真光杂志社、陈家庄教会 29.61 

8 月 4 日 江苏泰州、安徽亳州教会，黄县女神学院，美国 West 44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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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ttsion 教会 

9 月 8-21 日 安徽亳州、河北保定、江苏樊川等地个人捐助 231 

（根据《山东滕县华北神学院麻疯布道组收付救济麻疯捐项报告》整理，

载《真光》1941 年第 40 卷第 11 号，第 32-33 页。） 

从列表中可以看出，1941 年捐助麻疯院的款项近 3300 元，绝大部分来

自各地教会和基督徒，且涉及诸多省份，从中可以感受华北神学院师生募捐

之努力。此外，为了解决经济压力，麻疯院也开展了一些自养活动，如开办

养鸡场等，而且“住院病人又将院内空地开垦种植蔬菜、豆、麦、山芋等略作

添辅”，院长吴道泉还曾打算募捐购买土地二百亩，“使每位病人有地三四亩，

以求达到病人自食其力之目的。”【7】当然这也是麻疯院“职业救治”的重要内容，

但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麻疯院的经济压力。 

滕县麻疯院的开支主要有病人的生活费、医药费以及管理人员、医护人

员、服务人员的工资。1937 年麻疯院的开支情况大体是“病人每月之花费三

元六角，衣服一元，医药一元，杂费六角。共计每月合计法币六元二角。外

有正式职员三位，工友八位，开支一百二十四元。病人作工的月支二十元。

每月按病人一百五十二名计算，共合开支法币一千余元。”【3】1941 年 1-9 月

份，麻疯院付麻疯病生活费联币 808.1 元，住院病人生活费（没人每月 8 元）

联币 563 元，路费联币 24 元，特别费用（全院医药用器、营养食物等）联

币 106.39 元，此外还支付外埠病人生活费联币 730.5 元。【8】麻疯院的开支除

了用于病人的生活、医药等方面外，还偶尔接济病人的家属，主要是丧失劳

动能力病人的孩子。从麻疯院的收支情况来看，病人的生活费是重要的开支，

而医药费相对较少，这与麻疯院属于收容性质有关。经济来源绝大多数来自

民间宗教爱心人士的捐助，政府在麻疯这个社会问题上缺位。由于资金和医

疗技术等限制，滕县麻疯院还只能给予病人一定的人道关怀和宗教慰藉，而

无力解决解决这一社会问题。 

三、滕县麻疯院的救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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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县麻疯院救治的病人主要是一些被家庭遗弃或者是没有经济能力自救

的贫困人员，但是进入麻疯院完全出于患者自愿，并没有强迫隔离。因为收

治的病人多数是流浪乞讨人员或赤贫农民，所以进入麻疯院后，病人在住房

保障、生活水平、团体关怀、精神满足等方面有了较大提高。但是麻疯院收

治能力有限，并不能满足所有病人入院需求。麻疯病人的救治主要分为医药

治疗、职业救治、精神疗法三种。医药治疗就是定期给麻疯病人注射药物，

以抑制溃烂细菌的繁殖等。早期并没有有效的药物治疗，直到 1929 年麻疯

院才开始采用大枫子油肌肉注射治疗，为此麻风病院设有专门大夫一名，“每

天下午到院诊病，每星期一、三、五打注射针，按院内规则病人每星期注射

一次。”【3】为了能够让更多的麻疯病人接受医疗，道德贞女士曾试办若干乡

村诊疗所，让离开麻疯院的病人和不能住院的病人在乡村诊疗所得到治疗，

并定期派一名女护士为病人注射药物。职业救治主要是让病人开展一些自养

生产活动，搞一些力所能及的体力劳动，不仅增加了经济收入，而且能够强

健病人的身体，丰富病人的生活，让他们重拾生活信心。麻疯院的杂务一般

则由病人自助管理，“爱”与“互助”是该院管理所追求的核心理念。另外麻疯院

在医务人员聘用方面，尽量使用一些治愈的病人，一方面是因为这类病人在

接受治疗的过程中有亲身体会，另一方面是社会存在着歧视麻疯病人的风气，

导致他们即使痊愈，也难以谋职。这种职业疗法不仅对于痊愈病人的后续健

康生活有一定帮助，而且能增强在院病人的生活信心。麻疯院虽然竭尽全力

治疗病人，但是由于医护人员的缺乏，以及住院病人大多属于麻疯病后期，

痊愈的几率非常低。麻疯院能够做的就是在药物治疗和职业治疗等“救身”行

为之外，为病人提供更多的精神“救灵”治疗。 

精神疗法在于减少病人的痛苦，培养他们的生活信心。滕县麻疯院是由

基督教差会举办的，“传教士在中国的麻疯救治，从本质上是基于宗教信仰的

慈善事业，从一开始就有两个明确的目标：救人和救灵。”[9]即麻疯院的工作

目标不仅在于救治病人的身体，而且还在于塑造病人的基督信仰，拯救灵魂。

而且中华麻疯救济会的八项事工之一就是“宣传福音提高麻疯病人的精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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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10]，滕县麻疯院作为其成员，贯彻“救灵”目标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滕县

麻疯院精神疗法所依赖的资源就是基督教信仰的“团契之爱”与“天国盼望”。因

为圣经福音书上记载了耶稣亲自救治洁净麻疯病人，所以传教士的宗教信仰

让他们不惧怕感染，并且为了上帝的目的能够有足够耐心和爱心去承担这样

的社会责任。 

为了能够实现对病人精神的宗教关怀，麻疯院经常与滕县华北神学院联

系，定期请华北神学院的牧师到麻疯院传经布道，给病人精神安慰。“住院病

人对于宗教颇具热心，每日有晨更、大礼拜、背经会、晚祷，凡事都向天父

祈求，固虽在困难之中，精神上仍得到安慰。”[7]宗教关怀将病人与医护工作

人员塑造成为温馨的小团体，在这个群体中不仅医护工作人员尽心尽力，而

且病人之间也互相照顾，“他们的面上显露着皎洁的荣光，病人们彼此很温和

客气，并且很温柔的看护较重的病人。”[11]作为上级机构的中华麻疯救济会也

充分肯定并支持滕县麻疯院的精神疗法，中华麻疯救济会在 1930 年就将“劝

导麻疯疗养院之病人，使其生活宗教化”[12]写进了五年计划。同时中华麻疯救

济会简章第四条也规定，“倘无障碍，在麻疯院中授以基督教教育”。为了吸

引和培养麻疯病人的宗教感情，滕县麻疯院每年都大力庆祝圣诞节，1938 年

中华麻风救济会曾馈赠滕县等 9 家麻疯院共 3000 元过节费。这种馈赠每年

都有，数目根据捐款数额不等。滕县麻疯院就利用这笔钱让病人体验宗教节

日的欢悦，提升宗教情感体验。中华麻疯救济会总干事邬志坚在谈到圣诞节

对于麻疯病人的意义时说：“试思他们既缺乏朋友，又无家室，日复一日，年

复一年在麻疯病院中受他们的无期徒刑，其精神的颓废何如？其生活的枯燥

何如？今有一日也，人们忽然记起他们，予他们以热烈的同情，赠他们以优

美实用的礼物，既享乃颐之福，又获援助以御寒，引吭高歌，同庆救主的降

生，其所得到内心的快慰，精神的兴奋及感激的情绪又何如？”[13] 

滕县麻疯院的精神疗法收到很好的效果，通过日常牧养和节日庆祝等形

式，患者精神面貌得到提升，很多人皈信基督。邬志坚在谈到滕县麻疯院的



Journal for Research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中国基督教研究 ISSN: 2325-9914 

No. 9, December 2017   -166- 

 

情况时说：“院内病人几皆病势严重，其管理之目标，在使病人得到物质上之

享受，与精神上之安慰，而治疗方面则属次要。是辈癞众，大半无获愈之望，

徒延残喘而已……该院之最大特点为基督徒之众多，于一百二十九病人中，信

教者占百分之七十六，共计九十九人。”[3]由此可见麻疯院的宗教关怀效果显

著，达到了“救身”与“救灵”的目的。面对必然的死亡和束手无策的医疗技术，

宗教关怀在减少患者心灵痛苦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麻疯病人的细菌感染

并不至于丧命，但是社会的歧视、肉体的折磨、家庭的遗弃等导致病人精神

备受打击，因而抵抗力下降，遂加重病情，日趋死亡。基督教信仰提升了病

人的精神状态，唤起病人对生活的热爱，成为治疗的重要手段。麻疯病人自

己也由于自身生命飘零，很容易受感信教，互相依靠，形成集体的归属和认

同，所以滕县麻疯病院的宗教关怀是很有效的精神疗法。即便如此，滕县麻

疯院还是充分尊重患者的自由意志，并没有将信教作为收容的条件，也没有

规定在院患者必须信仰宗教。 

从总体来看，滕县麻疯院是基督教慈善机构，是近代山东创办最早、收

治人数最多的麻疯病防治机构，为近代鲁南地区的麻疯病防治做出了重要贡

献。滕县麻疯院早期经济来源主要靠国际麻风救济会捐助，在抗战时期则依

赖中国本土教会人士的募捐。滕县麻疯院主要是收容性质，但是在隔离治疗

方面也颇有成就，除了医药、职业治疗外，其宗教关怀式的精神疗法也很有

价值，给绝望的麻疯病人以生活盼望和团体关爱，体现了医疗慈善机构“身心”

并重的人道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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