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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驾医学传教集

辑!季度报告"

有
关广州 !十三行 "在中
国社会进程中的经济

地位和历史作用 # 梁家彬先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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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所著 $广东十三行
考 %# 基本确立框架 & 尽管后
学新论不断 # !十三行考 "已
成显学 #但是 #论述视野很少
注意这个满清开放窗口 #在促
进西医东渐和外向人才培育
方面的萌芽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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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入驻广州十
三行 '行医

(

年有余的耶鲁大
学医学博士皮特(派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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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清代通事旧译 !伯驾医生 "

者 #以中华外国布道会美籍医
学 传 教 分 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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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义 #致函苏格兰首席
医生约翰(阿伯克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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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介绍入华医学传教业绩 #

同时借机募集善款 #以期拓展
兴医规模&

史学界应该惊讶的是 #伯
驾在报告中 #重点分析了加大
培训清国西医人才 #并将他们
送达欧美医学院深造的计划 &

这份西洋留学提议 #比目前认
为中国最早的容闳版出洋奏
议 )容闳著 #徐凤石与恽铁樵

译 $西学东渐记
!

容纯甫先生

自叙 %# 新世纪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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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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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 # 容闳向江

苏巡抚丁日昌 # 首次和盘托
出的 !教育计划 " # 提前

K(

年还不止&

!基于国王学院已经设立
奖学金 # 专注医学传教培训 &

皇家外科学院业已培训了专
门人才 #伦敦教会将洛柯哈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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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至中国从
事医学传教 #也应该将中国年
轻人送往英国 #接收医学传教
培训++其实培训中国年轻
医学专职人员的工作 #我们已
经实施 #非常有效 & 好些年轻
人正在广州的培训课程中 #他
们与社区关系密切 #可用汉语
和英语同时教习& 有位学生的
父亲 )笔者按 #实为叔父 *支持
儿子放弃科举 #投身西医 & 已
经有纽约医学绅士承诺 #皇家
外科学院接受几位学生 #他就
赞助同样的学生名额& 为何剑
桥 '牛津 '利物浦 '格拉斯哥和
爱丁堡的大学不能启动类似
计划, "

报
告内容翔实 # 将实施
可能 ' 预算估计和尚

存难处 #逐个加以讨论 #目前
国内学界还没引起重视& 自民
国初年舒新城 $近代中国留学
史% 以降# 探索近代中国现代
化人才起源# 学界先后成型幼
童说' 洋务说' 庚款说' 女性
说等& 笔者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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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最早

提议选送俊杰出洋留学# 或直
接在本土造就外向型国际接轨
人才的# 应该包括医源说在内
的可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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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西医关亚杜

现代西方医学充任宗教
侍女 #有规划 '有规模地登陆
华夏 # 已成学界主流共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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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立
新豆栏医局 #无疑可视作传教
士医生入华执业源头& 其首日
诊所工作日志记载 )内容有细
微 不 同 # 参 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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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来了四个求诊者! 一

位双眼全瞎的女性 "另一位双

眼视力几乎丧失 "但不忍告诉

患者 "恢复视力渺茫 "几乎没

有治愈可能 " 声称竭尽努力 !

还有一位
Z(

岁的慢性红眼炎

症 "一位双眼翼状胬肉 "伴右

侧上眼睑内翻患者!

由于伯驾医术领先 # 免
费为穷人治病 # 求医者日益
增多 & 那个时候 # 卫计委官
员还没有编入衙门序列 # 或
者说 # 府台老爷压根儿不相
信 # 不识岐黄的红毛番鬼 #

还有治病救人的能耐 & 可见 #

创新往往发端于政策盲点 #

是机遇的恩赐 & 年轻的花旗
佬伯驾 # 钻了监管的空子 #

凭借西医好手艺 # 逐步赚到
治病救人好名声&

生意兴旺 # 忙煞想干事 '

能干事的伯驾医生& 他开始师
徒式传授医技 #最高记录同时
指导

(

位本地习医者 #从英语
教学 #到临床操作 #规范培养 &

其中 #伯驾最著名的学徒要算
关韬 # 又称关亚杜 )英文名
[S3=E A1<

*#是伯驾研究助理
关乔昌 )林官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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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侄子& 关韬就是伯驾经常向
西方募捐人介绍的父子同心 '

投身西医传教事业的学习标
兵 )伯驾医学传教季度汇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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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通过
科举选拔人才 # 还处于千年
文官制度的兴盛时期 & 年轻

学子普遍以追求功名为首选 #

以期光耀门第 # 继而名利双
收 & 而对关家这个十三行地
区的传统商家 # 伯驾的出现
居然影响了家族规划 & 商二
代后人毅然放弃科举机会 #

拜师红毛夷人习医救人 #以当
下的话语表述 #是属于思想创
新'开拓进取的新一代&

从此 #本土西医第一人关
韬的生平 #与新豆栏医局的发
展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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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从费城
杰弗逊医学院毕业的医学博
士 嘉 约 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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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新豆栏医
局升级为集博济医局 '博济医
学堂一体的医学机构 #关韬以
扎实的汉学与西学复合文化
背景 #凭借本土西医精英的独
特身份 # 继续服务于博济 #成
为西方医学传教士云集行业
中的顶梁角色&

博济系发展期间 #关大夫
一度从军 #称其为我国军医第
一人 #也许不算夸张 & 但他人
微言轻 #在现代科学建军思想
被朝廷全面采纳之前 #仅靠个
别医生的技能 # 无法改善部
队战斗力 # 中日甲午战争的
较量就是实证 )宗泽亚 $日

清战争 % 商务印书馆 # 香港

"#$$

版*&

!!

病理画师关乔昌

伯驾行医十三行 #盛邀同
文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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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绘画作坊的关乔昌
画师与其合作& 从目前流传于
世的大量医学示意图来看 #关
画师对促进西医东渐 #乃至西
医现代化进程所做贡献 #尤为
特殊& 我国医学史界对其成就
的重视程度和研究成果 #远远
不如包括耶鲁大学在内的西
方学界&

十三行边界上的同文街
是个华夷混杂的区域 #特别吸
引小商 '小贩 & 关乔昌原本主
业肖像作品 #他技术好 #销售
一幅可入账

%(

银元 & 但他常
被客户议论 # 不愿为了多挣
钱 #美化肖像本人 #看到多少
细节#就画多少笔墨& 所以#借
用他的画作 # 当作研究史料 #

基本靠谱&

把画坊设在特区旁边 #争
做洋人生意 #通常是画坊的基
本业态& 西洋商人来华定制精

美瓷器 # 常常专门要求烧制
家族族徽 # 或者外来文化特
色的图案 # 以满足特殊用途 &

画坊则按照窑场的工艺流程 #

将外商带来的图案 # 重新绘
制成符合瓷器加工标准的中
国式作品&

为此 # 理解并且讲究解
剖 '比例 '视角 '焦点 '明暗 '

色彩等技巧的西风画室 #在
窑场和外商之间 # 架起了西
画东渐的桥梁 & 从明末利玛
窦传入西画起 # 恐怕泱泱中
华 # 只有苏州桃花坞年画师
傅 # 以及广州十三行瓷画师
傅 # 开始掌握西画的基本概
念和用色笔触 &

掐指算起#关乔昌可算
%"

世纪最早的境外培养国际接
轨人才& 他曾经在葡萄牙人统
治了几百年的澳门 #师从英国
著名画家乔治(欣纳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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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得
油画真传& 读者阅读关乔昌作
品 #其肖像 '场景 '视角和色
彩 # 与欣纳利的大作极其相
似 & 但关乔昌声称比洋师傅
画得更好 # 理由是 # 钦差大
人林则徐也请他画肖像&

在没有照相机等仪器设
备的时代 #伯驾出人意料地聘
请这位懂得西方解剖 '透视原
理的画家 #一起记录了上千个
图文配套的临床手术写实案
例& 这支史上最早的中外合作
医学研究团队 #对广州地区罕
见病#或者因为缺乏西医外科

西医往来才俊出
!!!广东十三行的西学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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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 驾

与关韬在

诊 所 # 关

乔 昌 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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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界应该惊讶的是!伯驾在报告中!重点分析了加大培训清国西医人才!并将他们送达欧美医学
院深造的计划" 这份西洋留学提议!比目前认为中国最早的容闳版出洋奏议!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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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容闳向
江苏巡抚丁日昌!首次和盘托出的#教育计划$!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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