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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学术研讨会综述 

黄娜娜（上海大学） 

2017 年 10 月 25 日由美国洛杉矶“基督教与中国研究中心”、美国《中国

基督教研究》与上海大学“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基督教与近

代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大学乐乎新楼顺利召开。 

美国普拉茨堡州立大学教授、上海大学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富布莱

特访问学者施康妮博士（Connie Shemo）做主旨发言。施康妮教授在报告中

就基督教与中国妇女医学教育的关系以及对中国现代医学发展的贡献作了系

统阐述，理清了西医与现代医学在概念上的混淆，介绍了中国妇女医学教育

的情况，指出妇女医学教育是应中国信徒和与传教事业相关的中国人的要求，

并不仅仅是美国主动的文化输出，施康妮教授并将视角转向基督教与中国现

代医学的关系上，强调西方现代医学的传入并非医学治疗方法的简单输入和

单向传播，医学传教可以被视为“西方”的医学概念流入中国的一种方式。 

会议共收到 30 多篇论文，分六场进行了分组发言与讨论。论文主要围绕

传教士与西方医师医疗活动、差会医疗事业、教会大学医疗与建筑、基督教

医疗事业区域研究、教会医院、基督教医疗政策与影响等议题，与会者就文

章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一、对传教士与西方医师医疗活动的研究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俞强副研究员，将视角集中于英国伦敦会

派往中国的第一位医疗传教士雒魏林身上，依托新近获得的雒魏林家族的往

来信件，从一位基督徒、传教士属灵生命的独特角度，探讨了其在中国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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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的虔诚、顺服、谦卑、侍奉等属灵情况，给予了我们看待近代以来西方

传教士的全新视角。 

台湾政治大学宗教研究所范俊铭博士，在华人对招魂等巫术仪式迷恋的

考察基础之上，分析了安宁缓和医疗模式与传统招魂习俗，进而对灵魂、灵

与魂之教义对话展开探讨，昭示出传统与宗教在东、西两方的张力对应，最

后指出医疗与宗教之间有着不可化约的微妙关联。 

日本福冈女学院大学徐亦猛副教授，选取了蓝华德传教士作为个案研究，

通过对少年蓝华德的介绍，显示了蓝华德来华传教的坚定信念，在对蓝华德

在华传教经历的阐述中，论及其在中国设立医院、开设传教课程、农村地区

的医病传道等方面的贡献，对于理解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

有着重要意义。 

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赵连珍博士，从卜弥格的生平入手，

深入剖析了卜弥格的中医观，分中医经典和理论、中医诊断、中药介绍、中

西医学比较四个维度展开论述，强调对卜弥格传播中医的考察不能忽视宗教

背景的研读，指出了卜弥格主要利用西方医学的思路重新解释中医，使得欧

洲人能够更好的理解和学习中医。 

安徽淮北师范大学王德龙博士，以山东滕县麻疯院为考察对象，介绍了

近代传教士承担的救济麻风病人的责任，一方面是出于宗教寓意，另一方面

则是受中国现实的影响，对美国医师创建的滕县麻风病院创建始末、经济收

支情况、救治策略作了细致描述，展现了该机构在近代鲁南地区麻风病防治

方面的重要功绩。 

南京理工大学李恒俊博士，通过梳理海关医报资料，探讨十九世纪中后

期在华海关医官对汉口地区地理、气候、卫生环境和疾病状况的观察和认知，

深入的讨论了这些疾病背后隐含的医学知识脉络和医学知识构建，以及近代

西方殖民、热带医学兴起等更为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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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杨尊显，以英国苏格兰教会医学传

教士杜格尔德·克里斯蒂为考察中心，论述其在沈阳创建的盛京施医院和奉天

医科大学，涵盖医疗技术和医学思想的传播等内容，架起了中外文化交流的

桥梁，促进了西方现代医学在中国东北的传播和发展。 

上海师范大学张宝宝，以《华西教会新闻》所载的疾病防治、医学知识

宣传为主题的文章内容为中心，考察分析清末民国时期新教传教士对华西地

区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状况，包含发行刊物、做知识讲座以及开展卫生知识

宣传活动等途径，最后提及的是医学卫生知识的传播。 

二、对差会医疗事业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李期耀博士，从晚清时期美北浸礼

会华南差会等六名医疗传教士的文献入手，在呈现该华南差会医疗传教基本

情况之上，揭示出医疗传教与直接传教方式之间的关系和社会性别的跨越面

向，以期深入的理解近代中国的教会医疗事业。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马光霞博士，围绕监理会兴建的博习医院，从选址原

因谈到医疗服务网络的形成，进而论及基督教医疗服务社区的建立，表明监

理会在加快当地医药现代化的步伐，促进本土现代医学发展上的作用，同时

也论述了传教士医疗机构自行管理制度对其在华发展的局限性。 

内蒙古大学刘青瑜副教授，在对圣母圣心会传教士建立的归绥公教医院

以及其医疗活动爬梳后，探讨了建立公教医院的原因以及医院的概况，汇总

出医院的管理体制和医疗活动，详细讲述了公教医院在减轻病人痛苦、普及

医学知识、遏制疫病、扩展交际网络、培养医护人员以及发展内蒙古医疗事

业的积极影响。 

北京外国语大学左亚楠，选取恩光堂作为切入点，通过对恩光堂由来、

发展的简要叙述以及相关史料的借鉴和实地考察，重点从医疗卫生事业这一

方面来探析该时期加拿大英美会在成都地区的传教活动，以此来肯定该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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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成都地区社会各方面的进步与中西文化交流所作的贡献。 

三、对教会大学医疗与建筑的研究 

上海大学历史系李强，从圣约翰大学与震旦大学医学教育中的医学伦理

学课程的介绍入手，以教会大学医师俞凤宾和宋国宾为重点考察对象，探讨

教会大学医学教学体系所教授的医学理论和中国传统医学道德思想，规范近

代中国西医群体的医德伦理，思考教会大学医学教育与近代中国医学伦理建

设之间的关系。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刘亦师博士，回溯了西方医院建筑思想与方法的演进

及其传入中国后的应用和调整，着重研究 1910 年建成的湘雅医院和雅礼大

学，考察其建筑设计方案的演替与建造过程，对于雅礼会基本方针的确定和

雅礼医院的创出作了重点讲述。 

美国普渡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张瑞胜博士，通过分析教会大学和洛克菲勒

基金会在中国农村综合重建的目标、过程和影响，为研究西方民间组织包括

基督教大学和私立基金会，乃至在重塑非西方社会时的努力和面临的困难时

提供具体范例，给予当前的农村工作者以借鉴。 

四、对基督教医疗事业区域的研究 

西安交通大学李秀珍教授，以基督教与台湾近代医疗卫生事业为考察对

象，依次阐明英国基督长老教会在南台湾的传教情况和在医疗方面所做的尝

试，以及加拿大长老教会和马偕在北台湾的医疗宣教，重点展现了基督教在

主动和被动的现代化历程当中，对台湾社会产生的积极作用。 

济南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征研究员，首先论述了山东基督教医

疗事业的产生、发展和转变，接着对山东教会医院的代表齐鲁医院作了探究，

最后深刻剖析了基督教医疗事业与地方社会发展的互动，介绍有教会医院与

诊所的日常运营和管理、教会医学校和护士学校的运行、教会医院的社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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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活动等方面内容，凸显了基督教医疗事业与山东地方社会的双向互动博弈。 

贵州民族大学贵州民族科学研究院谭厚锋研究员，将基督教与贵州近代

医疗卫生事业作为研究中心，论述近代教会团体在黔的医疗活动和基督教慈

善精神、传教活动以及社会改良的关系，认为治病救人正是效法了耶稣当年

的济世善举，吸引了不少苗族、彝族和汉族信徒，有力推动了贵州近代先进

医疗技术的发展和社会风俗的改良。 

杭州市基督教两会陈丰盛牧师，着眼于传教士与温州医药事业的相互关

联，具体探讨了白累德医院的发展历程，从初期的戒烟所到城西小医院，再

到定理医院，继而建成的白累德医院，最后由政府接办温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的历史流转过程，体现了传教士与温州医药事业发展的密切关系。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刘春子助理研究员，围绕基督新教的发展和各项传教

事业的整理和研究，重点探讨外国传教士在绥远地区的工作情况，从基督教

自身的发展上，客观地反映基督教对绥远地区发展的影响。 

天津博物馆郭辉馆员，经由天津博物馆所藏的有关文物和文献资料的剖

析，考察以马根济为代表的伦敦会医学传教士是如何影响李鸿章等中国社会

上层，以促进天津近代医疗卫生事业的起步和不断发展，对天津博物馆收藏

的“新建养病院碑”的重点探究，也表明了马根济对天津近代医疗和卫生教育

事业的巨大贡献。 

上海大学历史系王子寅，从基督教医疗与中医在近代中国社会无形中既

争夺市场又相互影响的过程为出发点，通过对基督教在沪医疗事业的开展和

与传统中医关系的论述，对近代上海医疗事业做进一步探究，彰显基督教的

西医传入不仅影响了上海民众的就医观，还为构建新的近代医疗体系打下坚

实基础。 

云南大学研究生叶洪平，将目光集中于云南基督教的传播，从医疗角度

入手，强调传教士利用医疗来建构基督教神圣性的重要之处，对基督教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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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一百年的时间内宗教神圣性的构建做了深入剖析。 

五、对教会医院的研究 

中国国家博物馆童萌馆员，根据博济医院年报等原始档案，对 1930 年

前后博济医院转入岭南大学的历史进行了梳理，深入研究其时代背景，并对

此事件前后医院的病患研究、医护队伍、资金来源、宗教活动等方面作对比，

以还原其本色化进程，强调广州博济医院在开启本色化进程的同时，更是走

上了专业化的道路。 

河北大学历史学院崔军锋博士，从中日整个战局的视角出发，由小见大，

通过对近代中国大陆地区第一家西医院广州博济医院在抗战期间的遭遇和表

现，体现和表彰战火燃烧下的医神阿斯克莱庇斯——广大医护工作者对饱受

战争之火的民众的救护活动，以见证世界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结下的深厚

友谊。 

湖州师范学院历史系王淼博士，以孟杰与民国时期湖州福音医院为研究

要点，分段回顾了湖州福音医院的开创和植根过程、医药传教策略以及在战

火下的坚持之道，借由江南地区这一美国教会医院如何与地方社会进行的互

动，探讨教会医院的发展和衰落，以此反观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 

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韩振武，参考苏州博习医院的年报，考察了该院

被政府改造前的状况，从博习医院的公约、医院合影、年报目录、年报专业

数据统计、经济报告以及职工名单六个方面作了论述，为了解博习医院的运

作、人力资源工作和整体状况提供了方便。 

广西师范大学刘美杏，以广西梧州思达医院为个案，探究其发展艰难曲

折的过程，虽然该医院的创办有向民众传播基督教的意图，但是随着历史的

发展，其作用和意义实际超出了宗教的范围，从梧州思达医院的运作和管理，

以窥见对当地社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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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大学武志华，首先阐述了司督阁基于传教动机创立的西医诊所的发

展演变，包括发展成盛京施医院，再到奉天医科大学，在这个过程当中盛京

施医院成为大学的实习医院和附属医院，致使学校和医院关系的逆转，揭示

了医学传教发展模式的转变。 

六、对基督教医疗政策与影响的研究 

独立学者倪立东，沿着圣灵介入救赎史的脉络，关联三次大觉醒运动及

宣教士个人来华动机与使命驱动，探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纪中叶英

美宣教士在华医疗宣教的成败及对当今医疗业的后遗影响，寻找医患关系和

医德倒退之根，理出疏导之策。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牛桂晓博士，对基督教通过卫生教育进行传

教的缘起、五种传道方式及其影响的分析，加深了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关

系的认识。总结出基督教在传播卫生知识，发展与民众关系的作用，也指出

了因宗教的局限在卫生传教活动上面的种种限制。 

南京工业大学生态治理创新研究中心刘亮博士，将德租青岛殖民医学和

英租威海卫殖民医学相对比，完整呈现了两者的整体情况与异同之处，认为

与英租威海卫因陋就简，尽可能维持现状、效率低、变化少的情况相比，德

租青岛殖民医学政策在建设速度和发展规模上优势尽显，使得德租青岛殖民

医学更为引人关注。 

中南神学院刘诗伯研究员，以十九至二十世纪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开创麻

风病医疗和社会救助服务的历史为个案，以文化人类学和历史人类学的视角

研究基督教的心灵关怀伦理在社会医疗服务中产生的作用和社会影响，分析

传教士在华开展社会服务的内在动力以及其灵性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源的过程

和实际效果，从而探讨传教士在华兴办近代公共卫生事业的影响和启示。 

对于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研究，20 世纪前半期主要集中于

宗教界和医学界，史学界研究不多。2000 年以后，教会医疗史的研究逐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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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研究视角聚焦基督教医疗与中国社会发展之上，研究呈现多元化的趋势，

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对于此方面议题的考察有待进一步的探究。本次会议

不仅展现了当前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最新成果，也揭示了基督

教与近代中国医疗研究的新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