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4 章 守护历史文化的精神殿堂和情感家园：

鲜活讲述北海故事

美国法国韩国学术高层论坛上走来一个“北海妹”

2022 年小雪节气来临前的周日上午，手机上一条短信跃入眼帘，那是北京大学医学部医

学史与医学哲学系副主任、博士生导师甄橙教授发来的第十六届国际东亚科学史会议征文的提

醒，这使笔者回忆起十二年来在北京大学医史学专家团队提携下，三度赴英伦，走进英国伯明

翰大学总图书馆档案史料馆、伦敦市档案馆，寻觅被湮没百年的北海史料，融入“西方医学在

中国 1880－1950 年”国际课题研究项目的情景，一个“北海妹”先后登上美国、法国、韩国

讲坛，讲授家乡的历史文化。一时，在全国医史界传为美谈。

在美国作“北海普仁医院的档案”主旨报告

2012 年春回大地的一天，收到了一封来自美国的信件，这是由世界著名高校——美国印

第安纳波利斯大学医学人文和健康研究中心主任威廉(William H．Schneider)博士 1月 17 日

亲笔签名的邀请函，邀请赴美国参加该校与普林斯顿大学联合举办的“西方医学在中国，

1800-1950 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指定在会上作“北海普仁医院的档案”主旨报告。

收到邀请函激动不已，参加世界名校组织的高规格专业国际会议，并在会议上作报告，这

是每一个研究者梦寐以求的事情。作为一个中国基层医疗机构的员工，竟然能荣幸地名列其中，

不能不说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北海和百年北海普仁医院带给的荣耀！

这时，自己两度赴英国伯明翰大学总图书馆档案史料馆收集中国北海普仁医院史料的艰辛、

自己在孤灯冷影中奋笔直书北海普仁医院先贤事迹的情景一下子跃入脑际。

英国伯明翰大学档案史料馆收藏的档案资料是海量的，里面珍藏着大量的近代文献、档案

资料，其中还有大批历史人物的手稿，最早的距今已 200 多年。仅大英传教会移交到这里的档

案资料，单是《在中国传教的历史档案》这个大分类就有惊人的 200 多万卷，细分类《在华南

地区传教的历史档案》也有 50 多万卷之巨。在这浩瀚的史料海洋里，要找出北海普仁医院的

史料，就如“大海捞针”。

一路走来，是什么支撑苦苦追踪北海普仁医院的“根”？为的是保存家乡历史印记，再续

百年普仁之爱。在英国伯明翰大学档案史料馆，圆满地完成了收集史料的任务。还利用闭馆的

时间，拜访了原北海普仁医院创始人柯达医生的孙子戴维夫妇、孙女莫莉夫妇和代理院长谭信

医生的女儿何爱德医生、外孙约翰等英国友人，获得许多个人珍藏的史料。英国文化遗产保护

与利用的做法，普仁医院英籍院长后人“尊畏历史、感恩先人”的言行，就是生动的文化遗产

保护课。历史是一个民族的根脉，与历史对话，从祖先那里汲取智慧，必须保护文化遗产。颂



扬和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这是社会的文明与进步的体现。

先贤的仁爱之光照亮了探索之路，在这艰辛而又充满荆棘的路途上人们学会了敬畏历史。

回国后，看到这些从异国他乡“抢救性”挖掘出来的珍贵史料，决心让这些沉睡百年的史料醒

过来，让史料还原历史，释放科学、文明的正能量。利用业余时间，开始潜心研究百年北海普

仁医院史。2009 年 11 月《寻根——北海普仁医院百年医史》问世。艰辛与苦楚的付出，换来

了甘甜的收获，不但为北海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添砖加瓦，尽了绵薄之力，而且也被聘任为

文史副研究员。2010 年 10 月，凭借《寻根》，北京大学医学史研究中心负责人、博士生导师

张大庆邀请，参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慈善研究中心与北京大学医学史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西

方医学在中国”课题研究。

如今，迎来了登上美国著名大学讲台的机会。自己作为一个北海人和“北海普仁医院”的

后人，倍感自豪！这不仅是个人的荣耀，更是北海和北海普仁医院的荣耀！

备讲国际学术研讨会议题

由印第安纳大学与普度大学联合举办的“西方医学在中国，1800－1950”国际学术研讨会

议，有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中国 6个国家参加。与会机构有美国哈佛大

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洛克菲勒档案中心、英国全国学生联合会、加拿大联合教会档

案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北京大学、上海复旦大学、中南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协和医

学院、北海市人民医院等 20 多个院校机构，出席会议的专家教授学者 50 多名，大多是当今国

际上这一领域的翘楚。

对于受邀赴美参加学术交流，北海市委、市政府给予了重视，医院、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

和工作人员给大力的支持和帮助，这一切坚定了在这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要讲出历史文化名城

北海的精彩和百年普仁医院的辉煌的信心。在出国前的那段日子，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投入

出国讲学的准备上。

一方面，整理查阅大量的北海及北海普仁历史文献资料，把讲稿的主题定位在中英文化交

流和中美文化交流上，并从历史的高度加以阐述，撰写出题为《英国档案馆提供的史料在中国

北海的应用与传播》的论文。为了达到最佳的讲学效果，还请同事、朋友和北海普仁医院院长

后人们帮助，把论文翻译成英文稿，并制作图文并茂的英文多媒体课件。另一方面，加快梳理、

研究 2011 年 2 月赴英国伦敦市档案馆收集的北海普仁医院和北海普仁麻风医院新史料，还将

访问第二任院长李惠来的儿子麦尔肯先生、谭信医生的女儿何爱德医生、第四任院长屈顺医生

的儿子安格斯教授收集的新史料，撰写出《拾遗——北海普仁百年济世情怀》一书，把它与前

篇《寻根》一起，作为对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献礼。

一步步把功课做足，信心百倍地向着美国名校的讲台迈进。



登上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讲台

印第安纳波利斯大学位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首府印第安纳波利斯。从北海到美国的印第安

纳州，路途遥远，夏季时差与中国相差 12 小时。

2012 年 6 月 13 日从北海出发，次日中午在北京国际机场会合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院

长张大庆教授、副院长郭莉萍教授、学者甄澄教授一行，登上前往美国的飞机，经过 10 多个

小时飞行、经停、转机、入境，于当地时间晚上约 9时抵达目的地，下榻西杰克逊广场塞韦林

奥姆尼酒店。

6 月 15 日 8 时，乘坐会议主办方安排的汽车向会场出发。车窗外，印第安纳波利斯大学

位于印第安纳州的首府波利斯街道两旁的雕像、纪念广场、教堂等建筑不时从眼前掠过，不仅

精美，而且风格各异，足见印第安纳多姿多彩的历史痕迹。

印第安纳大学 Boulevard 校区 Cavanaugh 大厅四楼，是本次国际研讨会的会场。会场极具

国际学术氛围，每位与会者面前都有印制精美的会议会序、会议台标、会议手册、学校地图、

医学博物馆简介等，正面及四周都有音响、投影设备，座次不是按与会者职务大小排列，完全

以学术交流形式安排。就在这样浓郁的学术氛围中开始“西方医学在中国，1800－1950 年”

(New Directions o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Medicine in China)国际学术研讨会议。

这次会议的研讨专题有：《晚清中国疾病的发现：海关医学报告研究》《1900－1940 年中

国东北国医的制度历史》《民国时期北京医学专门知识的创新》《东西方的距离有多远？中国护

士与西方传教士的知识交流》《20 世纪 20 年代到 30 年代中国医药革命中的多种新式医生》《中

国血库：军事医学的当代和全球历史》《医学上的红星：给卫生重新下定义以及中国共产党早

期的医患关系（20 世纪 20 年代－50 年代）》等，历史档案讨论有北美档案报告、湘雅档案报

告、岭南医学院档案报告、北海普仁医院档案报告等。

2012 年 6 月 15 日上午，本书作者参加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在会上作研究报告

（彭建平 摄）

为期两天的学术研讨会共安排30人发言，其中9名中国学者。6月15日上午11:05－12:30

时，这一时段笔者作北海普仁医院的档案报告。当听到主持人宣布发言时，克制紧张的心情，

镇定地走上了讲台，在电脑上打开预先准备的多媒体课件，开始了《英国档案馆提供的史料在

中国北海的应用与传播》的主旨演讲：列举了英国伯明翰大学史料档案馆提供的中国北海普仁



医院的珍贵历史资料，讲述这些史料在北海历史文化研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与会者聚精会神

地听着，当看到屏幕上打出北海普仁医院 100 多年前的珍贵历史照片时，大家目不转睛，有时

爆发出一阵大笑声，一改专家学者平时的优雅。演讲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休会时，中南大学

湘雅医学院档案馆的黄珊琦教授赞许地问：“您以前经常上课吧？！”与会各国专家学者听了报

告，看了带去的大会用书，对北海普仁医院历史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对北海市政府重视

历史文化留下深刻的印象。不错，“北海妹”登上“大雅之堂”蕴含了太多人的心血和汗水。

接过《拾遗——北海普仁百年济世情怀》这本书，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院长张大庆教授说：

“西方医学在中国，1800－1950 年，北海又有了新的研究成果。”上海复旦大学高唏教授连连

称赞北海市领导重视历史文化。北京大学、上海复旦大学、中山大学、中南大学的几位教授和

加拿大籍的留美博士生鲁大伟(David LUESINK)表示，有机会的话，去看看北海普仁医院的历

史档案馆。

研讨之余，主办方还安排了以下几项活动。

会议当天下午，主办方安排 1名中国留学生陪同和中南大学、中山大学的两位档案管理专

家，去参观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医学研究图书馆。图书馆管理人员热情地带领参观图书馆的藏书

库房、展览室。图书馆馆藏图书资源丰富，展览室文化遗产很多，甚至有用古希腊文出版的希

波拉底誓言古籍等珍藏。图书馆优美温馨的环境、高度的自动化管理程度、以人为本的服务理

念显示了他们对人文科学的高度重视。

当晚，会议主办方负责人、“西方医学在中国 1800－1950 年”国际研究项目威廉博士邀请

到他家做客，共进晚餐。威廉博士把他家的地址印成一张精美的地图，标出方位发给了与会者，

美国学者邀请朋友到家做客，也如做学问一样的严谨周到。在市郊风景秀丽的威廉博士家里，

受到了主人夫妇的热情款待。自助餐在温馨的后花园举行，餐后还有联欢活动。在愉快的氛围

中，中外学者增进了解，加深友谊。为感谢主人厚谊，笔者将《寻根——北海普仁百年医史》

《拾遗——北海普仁百年济世情怀》两部医学文史书籍赠给威廉博士。

2021 年 6 月 15 日下午，本书作者（左二）与中山大学彭建平教授（左一）、中南大学黄珊琦教授（右

一）参观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医学研究图书馆留影 （一留美学者 摄）



2012 年 6 月 16 日下午，与会代表参观印第安纳大学医学历史博物馆留影

（一留美学者 摄）

6 月 16 日下午，与会人员在威廉博士的陪同下，又去参观印第安纳大学医学历史博物馆。

这次参观重在看建筑、看该馆历史陈述，看馆藏的实物。该馆是用 1895 年 Davis 和 Edenharter

博士设立的卡森（奥斯特曼）管理委员会的病理学研究室改建而成。那是一栋三层楼的建筑，

进门一边是阶梯教室，教室黑板上书写的“1895 年”字迹醒目，向人们昭示它的悠久历史。

一边是人体解剖实验室，存放着一张百年前使用的解剖台、解剖器械、冷藏遗体的冰柜、捐献

遗体人的照片。二楼是病理室，藏品包括人体器官标本和不同年代生产的显微镜、人体组织切

片机、各种化学药物和器皿。三楼收藏各种庞大笨重的古老照相机。

站在神圣的医学殿堂之下，仔细端详这些医学文化遗产，西方医学革命进程的艰辛与永不

衰竭的医学人文精神，强烈震撼每个参观者的心。

在纽约档案馆“寻根”

印第安纳大学的学术研讨会结束之后，美方特别为与会的中方人员安排了为期 4天的参观

纽约著名档案馆和图书馆、开展寻找“西方医学在中国”之根的活动。

6 月 17 日上午，离开印第安纳波利斯，乘航班前往纽约州。经过 3 个多小时飞行后，到

达美国第一大城市——纽约。无数现代化建筑高耸的“钻石森林”，还有 200 多年历史的大教

堂、蜚声世界的帝国大厦、世界贸易中心、第五大道、中央公园映入眼帘。在哥伦比亚大学附

近一家由古老教堂建筑改造而成的酒店入住，（纽约曼哈顿百老汇大街 304 号哥伦比亚大学协

和神学院附设旅舍）生发出全新的体验。哥伦比亚大学是一所位于纽约市曼哈顿的世界顶尖研

究型大学，是纽约州最古老的大学，也是美国历史最长的 5所大学之一。凭借住地与参观点距

离近的便利，当天下午，我们就置身于哥伦比亚大学这所文化底蕴深厚、人文气息浓郁、景色

如画的校园里，校园的砖瓦、草木、雕塑、图画以至装点校园的器物等无不透射出文化的洋溢，

学风的浓烈。



2012 年 6 月 17 日，本书作者与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史与医学哲学系副主任、博士生导师甄橙教授（左）

在下榻的纽约曼哈顿百老汇大街 304 号哥伦比亚大学协和神学院附设旅舍——承载人类发展史的古老建筑

前留影 （一留美学者 摄）

6 月 18 日，参观联合神学院的 Burke 图书馆。进入这座藏有历史文化宝库的接待室，在

友好祥和的气氛中，听接待员用多媒体介绍情况：哥伦比亚大学附属联合神学院建于 1836 年，

是全国最早的无宗教派别的神学院。作为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系统的一部分，联合神学院的

Burke 图书馆是西半球最大的神学院图书馆，藏书 70 万册。这里拥有来华传教士出版的绝大

多数文件和报告。

管理员把馆藏的美国传教士在中国开办医院、女子学校的原始档案送到现场让我们查阅。

在其中竟然找到了北海普仁医院第二位女医生、香港籍何娴芝就读的岭南医学院建校办学的史

料。这个史料不仅是记录了岭南医学院办学经历，也揭示了该学院在教书育人、普惠后生方面

的真实过程。

2012 年 6 月 18 日，美国鲁斯基金会、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与北京大学医学史研究中心合作的“西方医

学在中国，1800－1950 年”项目研究美方负责人威廉博士（后排左一）陪同中方负责人北京大学医史学研

究中心负责人张大庆（后排左二）和项目组成员参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附属联合神学院图书馆留影

（一留美学者 摄）



6 月 19 日清晨，威廉博士陪同与会人员一行乘地铁、坐火车，前往洛克菲勒庄园和洛克

菲勒档案中心。洛克菲勒这位著名的石油大亨与中国有长久的历史渊源，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

国建立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其他一些医学机构；至今，仍资助北京协和医院、湖南湘雅医院的

学者来美国洛克菲勒档案中心进行为期 3个月时间的历史研究工作，可见这一基金会在倾心倾

力传播文化文明上的不竭努力。

2012 年 6 月 19 日，本书作者与“西方医学在中国，1800－1950 年”项目组成员参观洛克菲勒庄园留影

（彭建平 摄）

我们一行考察了洛克菲勒档案中心。这是该家族 1965 年针对与家族机构相关的以慈善和

教育为核心的各种记录文档资料进行的收藏。收藏有 35000 立方英尺的文件、50 多万张照片、

2000 多部电影和 4500 多卷微缩胶片。这些收藏品对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一些历史研究提供了

独特视角。在档案库房，档案管理人员打开特制的档案柜，展示百年前的北京地图、北京协和

医院的设计图纸……这些珍贵文物、原始史料至今保存完好，从中也可见地球上的人类对文化、

文明的精心呵护。

访问耶鲁大学

访问耶鲁大学的日子是 2012 年 6 月 20 日。那天，中方学者按照约定的时间在酒店大堂集

中，随后在威廉博士带领下，乘坐地铁来到纽约中央火车站，在这个全世界最大最忙碌的火车

站乘火车向耶鲁大学进发。

上午 9时许，我们到达了坐落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的耶鲁大学，耶鲁大学神学院图

书馆负责人、“西方医学在中国 1800－1950 年”国际研究项目美方代表斯茉利女士已经在那里

等侯我们。

耶鲁大学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老牌私立大学之一，创建于 1701 年，和哈佛、普林斯顿大

学齐名，曾经培养出 5位美国总统和 13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绿树环绕的校园中，古老的哥

特式建筑、乔治王朝式建筑与现代建筑交相辉映，既具古典美，又有现代美。

在主人安排下，首先访问了耶鲁大学著名的民间慈善团体雅礼协会，受到了热情友好的接

待。协会工作人员介绍，早在 150 多年前，耶鲁大学就开始与中国建立友善联系，是美国最早



和中国建立联系的大学。耶鲁大学和中国建立友善联系的重要纽带之一就有雅礼协会。20 世

纪初，雅礼协会在中国办学传教，他们认为：湖南有两干多万人口，省会长沙地处中华腹地，

可以影响全国，是办学的理想地点。1906 年 11 月 16 日，雅礼协会在长沙西牌楼创办了“雅

礼大学堂”。同年，雅礼协会美籍医师胡美在长沙创办了雅礼医院。1910 年，耶鲁大学培养的

中国留学生颜福庆归国，来到长沙雅礼医院行医。为提高湖南的医学水平，颜福庆与雅礼医院

的美籍医师胡美一起筹划创建了一所新式的医科大学。1915 年，雅礼医院成为湘雅医学专门

学校的附设医院，更名为湘雅医院。

听了主人的介绍暗自思忖，正是具有爱心与使命感的耶鲁大学师生发起成立了雅礼协会这

个不分国界的慈善社团，才在中国孕育出了湘雅这所百年名校名院。延伸想到，如果北海利用

比湘雅更悠久的历史资源，恢复北海普仁医院的名字，加强与英国爱丁堡大学、利物浦大学、

伯明翰大学的交流与合作，以此来推动北海医学科学的发展与文化交流，那该是一件多么有益

于北海的事情！

2012 年 6 月 20 日上午，美国鲁斯基金会、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与北京大学医学史研究中心合作的“西方医

学在中国，1800－1950 年”项目中方负责人张大庆教授（前排左一）和项目组成员参观美国雅礼协会留影

（一留美学者 摄）

对雅礼协会的访问刚结束，当年同舍好友陈李清一家从哈佛大学赶到了耶鲁大学，久别的

好友在美国重逢，分外高兴。陈李清留下来陪同一起参加活动，后中国留学生小陈也来了，他

领着我们继续参观。

眼前出现了一片茂密的林木，一尊黑色的雕像矗立在如茵的草地上。小陈介绍，这就是最

让耶鲁大学引以为豪的学生，被美国人称为民族英雄的内森·黑尔。他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深

入英军防线搜集情报时被捕，被处以绞刑。就义前，他留下了世代相传的一句豪言壮语：“我

唯一的憾事就是只能为祖国奉献一次生命。”看着烈士的雕像，感但这位具有炽热爱国热情的

内森·黑尔依然活着，他的精神还在陶冶学生与世界各地的游客。

继续前行，眼前出现了一座由高大的玻璃立方体环绕、好像是被不接触的“盒子”罩住的



特别建筑。正在百思不得其解中，小陈说：“猜不到吧，这就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专门收藏古

籍善本的图书馆。这座建筑的墙壁是由产自佛蒙特州的两英尺见方的半透明大理石砌成的。这

种特别的建筑设计，可以使馆内微亮进而防止阳光中的有害射线损坏馆藏图书。”小陈还告诉：

“这里还收藏着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活字印刷本古腾堡版《圣经》呢。”走进图书馆，置身

于一片书的天地之中，目睹那些浩如烟海的书籍，仿佛有阵阵书香扑鼻而来，仿佛有一队队历

史巨人走来。

中午，在耶鲁大学露天小食街用餐。这里可是世界风味小吃一条街，各国的风味小吃应有

尽有。和朋友来到泰国和印度风味小吃摊点，挑选了几样充满诱惑力的泰国和印度风味小吃，

不由得想到，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是共通共融的，就是普通的小吃，也可足见文化的包容性，

共有性，两种文化相处并不拥挤。

下午 2 时许，在斯茉利女士引领下，步行 30 分钟来到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室。斯

茉利女士用多媒体作介绍。特藏室的收藏十分广泛，百年前北京的地图，协和医院的历史照片，

耶鲁大学毕业生、医疗宣教士伯驾 1835 年创办的博济医院的照片……

看过多媒体介绍，斯茉利女士领我们去参观特藏室。特藏室里，巨大的藏书柜几达屋顶，

整齐排列，式样别致，室内控制温度、湿度和防火、防虫、防霉的设施都十分先进，特藏室藏

品在这里拥有至高无上地位，这里珍藏的具有极高史料和档案价值的资料、传教士日记、名人

书信原稿和不同年代不同语言的出版物都是耶鲁大学耗费巨资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珍藏的。这里

还对珍贵的史料和档案进行特殊整理，将史料和档案拍摄成缩微胶卷，用电脑进行数字化处理

后刻录成光碟，或者按原件制作成复制件，提供读者使用，以便更好地保存原件。这里收藏的

史料与档案通常不外借，仅供学者专家在特藏室使用。

一边参观，一边想着如有北海的史料在这里特藏该多好，也正在这时，威廉博士指着身旁

的藏书柜示意，抬头望去，惊喜发现，眼前这个“顶天立地”的大书柜的藏书，竟然全是当年

大英传教会的出版物。一个念头立刻从脑子里冒出：“这里一定能找到有关北海的史料。”参观

结束，返回阅档室时，请管理员调出几本大英传教会的出版物，急不可耐地查阅起来；还请朋

友帮忙，快速查找“PAKHOI”这个英文单词。奇迹出现了，顺利地找到了“PAKHOI”这个百年

前“北海”的英文地名，查找到了大英传教会(Church Missionarg Society)在中国广东北海

和廉州办医、办学、传教的报告。这一新发现令所有人喜出望外，马上翻拍起来。直到有人提

醒“返程的时间已到”，才遗憾地停止了拍摄。

耶鲁大学耗费巨资收藏珍贵的人类历史文化遗产，供后人研究与利用，对耶鲁大学充满敬

仰。相信有一天，会收集和利用到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室收藏的北海近代历史档案资料，

写成一本书与北海人分享这一快乐。



在法国作“北海百年护理史略”主旨报告

2014 年 5 月，新著《中国首家麻风医院：北海普仁医院医史再发现》问世。

就在当月，一天上午快下班的时候，手机铃声响起，北京大学医学史研究中心甄橙教授通

知：“明天下午下班前给我发送一份 400 字的护理史论文摘要，以推荐您参加明年法国巴黎国

际会议的遴选活动。”2015 年在巴黎举行“第 14 届东亚国际科技医学历史会议”，是一个由东

亚科技与医学历史国际协会举办的会议。参会水准要求高，批准与会学者名气大，自然该会议

的信息量也属海量。

2015 年 7 月 6 日，《向东亚传递关怀：中国内地、香港、台湾的护理理念与实践》护理历史研究小组成

员相聚在法国卢森堡公园。（从左到右：香港教育学院教授康大卫、台湾长庚大学教授常淑卿、英国国王大

学英籍安加拉德·弗莱彻、美国加州大学博士美籍华人李胜兰、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史与医学哲学系副主

任、博士生导师甄橙教授、本书作者） （一与会学者 摄）

对这一机会要珍视，第二天，如期提交了护理史论文摘要。接下来是度日如年的等待。6

月终于有了消息，遴选胜出，成为《向东亚传递关怀：中国内地、香港、台湾的护理理念与实

践》护理历史研究小组成员之一。项目负责人台湾长庚大学姜老师给我发来了拟向大会提交的

《报告书》：

“如果说医学是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护理就是现代化的纽带和产物。19 世

纪，医学的进步、传教活动的兴起、殖民统治的扩张结合在一起，促进了西方医学向东亚的传

播。在南丁格尔影响下，结合医学关怀的治疗模式成为西方医学的重要突破。殖民政府利用医

学关怀去统治当地人们的身体，使人们服从他们的统治。在这些过程中，医学关怀以标准化、

制度化、专业化的形式被官方称为“护理”。然而，20 世纪东亚护理的故事比帝国主义、全球

化、国际合作对西方社会的影响更多。与此同时，东亚在科技、医学发展的根源、传统、文化、

国家和区域特点也影响着护理实践。

考虑到上述国际影响和区域因素，这一部分主要从 19 到 20 世纪医学、文化和女性视角讲

述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的护理发展。同时与会的甄橙教授的论文提出了护理如何引进到中国



内地，阐述了中国妇女如何接受护理这种女性职业和这种新的医疗技术。笔者的论文通过北海

普仁医院的事例讲述了护理在中国南部的发展；在这些背景下，与会代表美国加州大学博士美

籍华人李胜兰的论文主要讲述中国战争时期的护理，分析了护理如何在社会和性别准则的进程

中转变：接着英国国王大学英籍安加拉德·弗莱彻的论文通过调查 19 世纪香港早期殖民时期

鼠疫流行时的护理，把关注点转移到了香港。香港教育学院教授康大卫则讲述 19 世纪 30 年代

和 40 年代香港殖民时期的故事。之后，与会代表台湾大学教授常树青分享了一个重要视觉，

后殖民地区台湾的护理史，同时还阐述了二战后的“现代”护理理念和实践是如何在全球化和

国际合作的影响下形成的。”

这个小组由香港教育学院、台湾长庚大学、北京大学医学史研究中心、英国国王大学、美

国加州大学的博士、教授组成，如此多的高手汇聚，使这个研讨会学术氛围浓郁。学术观点异

彩纷呈。

2015 年 7 月 6 日，“第 14 届东亚国际科技医学历史会议”会务组安排出席会议专家、学者在会场附近

的法国巴黎卢森堡公园就午餐，赏美景。本书作者与北京大学医学史研究中心教授甄橙（左二）、台湾长庚

大学教授常淑卿（右二）、美国 LMACOLLEGE（阿尔玛学院）历史系主席兼教授卜丽萍（右一）合影留念

（一会议学者 摄）

就这样，被邀请参加定于 2015 年 7 月 6 日在法国巴黎召开的“第 14 届东亚国际科技医学

历史会议”，并安排在大会报告研究成果。讲话控制在 20 分钟以内，全英文演讲。笔者在准备

会议论文同时，撰写、出版《提灯女神的笑靥：北海普仁医院百年护理史略》，把它作为向此

次国际学术会议的献礼。

登上法国讲坛

2015 年 7 月 5 日，清晨到达法国巴黎戴高乐机场。出发前，与北京大学医学史研究中心

甄教授相约戴高乐机场会面。出发地不同、航班不同，但先后相差不到 5分钟都到达了戴高乐

机场，时空转换中，冥冥昭示这次参会一切顺利。可戴高乐机场太大了，不同的航站楼，竟然

相互寻找了 3个多小时才会面，乘机场大巴去酒店，一路问，最后在一名外国游客的帮助下找



到了预订的酒店。会址就在酒店旁的法国社会科学高等学院。

7月 6日早上，和甄教授到法国社会科学高等学院报到。参加此次国际会议的有数十个国

家共 379 名专家学者。会议收集了 317 篇论文，大约有 200 篇发表在 45 个版面上。这是迄今

为止东亚科技和医学历史方面最盛大的会议。准备为大会所作的报告《北海普仁医院百年护理

史略》，收录在大会出版的《起源、地方和全球史：东亚科技与医学——文摘书》一书上。

c
2015 年 7 月 6 日，“第 14 届东亚国际科技医学历史会议”主办方法国巴黎大学文化科学院设欢迎晚宴，

招待出席会议代表，本书作者与美国 LMACOLLEGE（阿尔玛学院）历史系主席兼教授卜丽萍（左二）北京大

学医学史研究中心甄橙教授（右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方小平教授留影 （一与会学者 摄）

2015 年 7 月 10 日下午，本书作者在法国巴黎“第 14 届东亚国际科技医学历史会议”上作课题研究报

告、并与《向东亚传递关怀：中国内地、香港、台湾的护理理念与实践》护理历史研究小组成员美国加州

大学的博士李胜兰（左）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史与医学哲学系副主任、博士生导师甄橙教授（右）在报告

会上答辩 （一与会学者 摄）

就这样，被邀请参加定于 2015 年 7 月 6 日在法国巴黎召开的“第 14 届东亚国际科技

医学历史会议”，并安排在大会报告研究成果。讲西方医学百年护理的历史完整的呈现给大会。

讲完，会议执行主席宣布提问开始，我们护理历史研究小组首轮作完报告的 3个人一起到讲台

就座。答辩开始了，一阵阵紧张的情绪袭来。当听到熟悉的“Pakhoi”（百年前“北海”英文

单词）语音，我的神经舒缓了。在与会专家学者不断提问，依据北海百年护理史翔实资料，对

各种提问一一作答，还原沉寂百年的北海普仁医院历史，讲出东方护理学发展历程，听者一阵

阵掌声过后才发觉刚才答辩自己出了一身汗。

“第 14 届东亚国际科技医学历史会议”开幕的次日茶歇时，将《提灯女神的笑靥：北海

普仁医院百年护理史略》拿出来，对大家说：“这是参会论文拓展而成的专著”。大家都盯着那

书，有的学者过来“抢书”，落在后面没拿到书的人翻看我的书包，该专著受到众人喜爱。

带去的书有限，只送给了大会主席、秘书长和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英国国王学院、台湾长



庚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香港教育学院和北京大学的学者。美国 LMACOLLEGE（阿尔玛学院）

历史系主席兼教授卜丽萍说：“我要认识您，您给我一张名片。”法国国家科研中心访问学者阮

洁卿博士说：“我喜欢这部书，我去买好了。”她们的话令人感动。从中感受到了各国专家学者

对中国北海历史文化和北海普仁医院百年史料的钟爱。

2015 年 7 月 1 1 日下午，“第 14 届东亚国际科技医学历史会议”安排与会专家学者考察法国塞纳河，

本书作者与与会学者合影 （一与会学者 摄）

获邀参加韩国国际医史大会

2018 年 1 月 17 日，收到北京大学医学史中心博士生导师甄橙教授发来的第 6届中韩医史

学术会议资料，获悉此届主题为“东亚医学与医院的过去、现在及未来”医史学大会，由中国

科学技术史学会医学史专业委员会和大韩医史学会共同主办，涵盖古代、近代、现当代韩国和

中国的医学史议题，这议题新颖、深刻、又有当代感，吸引了中韩两国许多学术中坚、青年研

究者参与。作为北海妹能被邀请参加这个大会并被指定作主旨报告，实在荣幸。

准备大会报告的事须要细心，更需深邃。当再次研读《北海重大历史事件》一书，深被一

段文字吸引：“民国二十六年(1936)12 月，中央海港检疫处长伍连德到北海视察口岸，筹划改

善方法。”这条记录传递给人们的信息是北海是近代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因“瘟疫”流行，

当时的政府建立了防疫机构，直至到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对北海的防疫高度重视。伍连德就是

在这种背景下来华抗疫。

伍连德在华 30 年，涉猎广泛，成就斐然，他是 4次鼠疫的终结者，发明中式口罩的逆行

者，他开创了中国流行病研究、微生物学研究领域，是中国现代卫生防疫，医学教育、医院管

理和医学交流先驱，是中国禁毒的主要人物和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开创者，是历史上第一个获得

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中国候选人。他为中国医学、防疫事业的发展立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尤

应带上一笔的是，这位中国近代重要医学人物不但是传统医学史的核心议题，也是这次中韩大

会议题之一。



伍连德与北海颇有渊源，在其主要著作英文版《中国医史》记载：1886 年英籍柯达医生

创办北海普仁医院、1890 年广东商入开办北海太和医局。伍连德《鼠疫》记载：1867 年鼠疫

首发于北海，对北海鼠疫概述体现其鼠疫疫源地思想，他的“世界的鼠疫是多源性的”学说贡

献巨大。《海港管理处报告书》记载：北海最早行施麻风隔离治疗。1936 年伍连德亲临北海视

察，其与近代北海医史至关密切，考究伍连德与北海医史之关系，不仅可以了解近代北海新医

疗的发展水平，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北海被辟为通商口岸并较早接受西方科技文化的史实。

经过甄选史料，笔者撰写了题为“伍连德与近代北海医史略考”的论文，并将论文摘要翻

译成英文发给了“中韩会议”主办方负责人，经审评，成功入选。4 月 18 日，收到了大韩医

史学会企划理事吴在根教授发来的电子邮件：“刘喜松老师：热烈欢迎参加大韩医史学会、中

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医学史专业委员会共同主办的韩中（中韩）医学史学术会议。”

与世界名师交流北海医史

8 月 6 日，来到医学史学术会议召开地点——韩国金海仁济大学报到，见到了好多熟悉的

面孔。北京大学人文研究院张大庆、甄橙、陈琦、唐文佩等教授都来了。

张大庆教授是国内有关瘟疫方面研究的领军人物，和他认识 10 多年了，命运把我这“北

海妹子”推到他面前：那一天是 2010 年 3 月 5 日，在广西百色市召开的全国卫生系统第六届

走向人文管理高层论坛暨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医药卫生工作会议期间，笔者把刚问世的专著

《寻根：北海普仁医院百年医史》赠予张教授，他翻阅后，说：“请您与我们一起参加西方医

学在中国课题研究。”因此得以被邀请参加美国印地安纳大学与北京大学联合主办的“西方医

学在中国 1880－1950 年”国际课题研究，并于 2010 年 10 月，2012 年 6 月、2013 年 6 月在苏

州大学、美国印地安纳大学、北京大学举行的“西方医学在中国”国际学术大会展示研究成果，

宣传北海百年医史。2015 年又随同北京大学医史研究中心甄橙教授赴法国，在巴黎大学举行

的东亚科技医史大会上展示研究成果。

2018 年 8 月 6 日，本书作者参加韩国金海仁济大学举行的第 6届中韩医史学术会议与出席会议专家、

学者合影 （一会议学者 摄）

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参加大会开幕式，聆听张大庆教授的演讲，他就《当代科学技术史

及医学史面临的问题及对策》展开论述与讨论，从宏观上概述了当前医学史发展的现状并对其



未来发展做出前瞻，在呼应本届医学史大会主题同时，也引发在场中韩学者的共鸣。这些都使

自己对北海医史如何走向世界有了新的认识。

展示北海医史成果

8 月 8 日下午，按大会日程安排，笔者在会上做报告，先前会上已经有 25 位中韩学者进

行了报告，其中中方 15 位，韩方 10 位。各位学者的报告视角独特，切入点别具风格，既有针

对近代医学人物、医学知识和技术、医疗制度的研究，也有在政治、社会、文化脉络下探讨医

学与医疗之影响与意义的医疗社会史、新文化史的研究。我是最后一位报告者。报告能打动与

会者吗？数次登上国际学术会议讲台的历练，家乡悠久丰厚的医史，这都给我了勇气、信心。

在讲台上，打开用 20 张图片、史料，精心制作的图文并茂多媒体课件，从伍连德生平、伍连

德与北海医史考略、结论等三个部分把研究成果清晰表达出来，让与会专家学者了解伍连德与

北海医史的渊源及对我国防疫的贡献。了解近代北海医疗的发展水平。将带去的研究成果《中

国首家麻风医院：北海普仁医院医史再发现》赠予韩国延世大学医学史研究所，从会议参会专

家的提问中，感受到北海医史格外受到重视，北海医史与现代医学发展的内在联系且广又深，

是医史的丰富宝库，北海医史的学术影响力漫向全国。

2018 年 8 月 8 日下午，本书作者在第 6 届中韩医史学术会议上做研究报告，并将研究成果《中国首家

麻风医院：北海普仁医院医史再发现》一书赠予韩国延世大学医学史研究所负责人 （一与会学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