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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州博习医院看教会医院的
社会作用与影响

王 国 平

[摘　要 ]　博习医院在苏州的活动是基督新教在华活动的一个缩影。考察博习医院的活动, 可以看到,

一方面, 基督新教在华的医学传教活动确实是“推进教务工作的最有效的媒介与手段”; 另一方面, 基督新教
在华的医学传教活动对我国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 对社会风气和习俗的改良等, 也起着一定的积极倡导作
用。这种“媒介与手段”的独特性, 这些作用与影响对社会变迁的积极推动, 以及对融洽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的
关系, 是其他基督教事工所不能比拟和不能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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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各派在苏州城区的开教发轫于 1859 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杨格非 (John Griff ith) 的活动。

此后来苏州传教的还有美国的北长老会、监理会、南长老会和南浸会。监理会是最先在苏州创建诊疗

所和医院的差会。蓝华德 (W alter R. L am bu th)是最早在苏州举办教会医疗卫生事业的传教士。1877

年, 他在天赐庄租赁了三间民房办诊所, 命名“中西医院”。1880 年, 回美国研习医学和医院建筑。

1882 年 11 月, 携其妹夫柏乐文 (W illiam H ecto r Park, 1859—1927) 同返苏州, 着手筹建医院。翌年

初, 柏乐文获得教会和苏州地方人士捐款一万美金, 即以一千美金在天赐庄购得民田七亩, 破土建院。

半年峻工, 为庄园式建筑, 题名“苏州博习医院”(英文名 Soochow Ho sp ita l) , 11 月 8 日正式开张。

1884 年, 迁入天赐庄的存养书院也改名为博习书院。博习医院是监理会的得意之作。《中华监理公会

年议会五十周年纪念刊》称, 当时, 外国各教会“在华设立之施诊所颇多, 正式医院则仅设于沿海四埠

耳。自上海至北京二千余里之内地, 迄无一正式医院”, 博习医院之创设,“实为嚆矢”。①

一　行医: 开创地方医疗事业新局面

为地方带来最先进的医疗技术　 苏州博习医院的相关成就使苏州的医疗技术在某些方面处于

当时全国医院的前沿。“1882 年, 蓝医生与柏乐文医生到苏州开始工作。二人来华前, 先至纽约、爱丁

堡及伦敦诸大医学院考察, 故到华后所介绍之医学方法, 皆为当时最新颖者”。② 柏乐文自述, 他的工

作“得益于可卡因、白喉抗霉素, 以及X 光机的发明与引进。”③

“可卡因”用于眼角膜麻醉是 1884 年由德国眼科学会承认并推广的发明。1885 年, 柏乐文回到纽

约学习, 在医院实习时看到医生将“可卡因”用于眼角膜麻醉, 立刻意识到“这奇妙的药物将会十分有

助于我在中国的工作”。1886 年春, 柏乐文学成返回中国即将此麻醉术运用于临床, 治愈了无数眼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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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南京的李炳寿 (译音) , 失明八年后, 经柏乐文手术治疗, 视力得以恢复。有一次, 柏乐文去乡村

巡诊, 来了一个村民, 他的眼球被铁匠铺的热铁屑溅伤, 又红又肿, 疼痛不已。柏乐文给他用“可卡因”

滴患眼施行麻醉, 然后用手术刀将铁屑剔出。患者惊叹一点都不痛, 围观者将柏乐文视为神仙。

X 射线是 1895 年 11 月 8 日由德国物理学家威廉·伦琴发现的。时隔不久, 上海《点石斋画报》

“宝镜新奇”一文中就描述了博习医院展示X 光机的情景。博习医院引进使用X 光机的时间, 学术界

有不同意见。刘善龄据“宝镜新奇”推测:“最晚在 1896 年, ⋯⋯即伦琴发现X 光的次年, 博习医院已

经开始使用这种世界最先进的医疗器械, 其引进速度之快着实令人惊讶。”① 戴吾三考证, 刊载“宝镜

新奇”的《点石斋画报》“利三”期为 1897 年。②周承恩著《本公会之医药事业》称:“1903 年有前 1890 年

来华传道之罗格思 (B. D. L ucas) 教士因病返国后专攻配药及X 光科, 重行来华至博习医院训练药

剂师, 主管X 镜又兼传道。”③

有关这一问题的最可靠史料是柏乐文《自传》和监理会年议会的报告。柏乐文《自传》在谈到 1890

- 1903 年的工作时说,“几乎每天都会到病人家去出诊。如果没有出诊, 总会有朋友到我家来看人体

模型与X 光机。”④柏乐文在博习医院 1899 年 10 月报告称: 在其他捐款之外,“还为购置X 光机设备

募得几笔特别捐款。我希望能获得全部款项, 由斐恒 (J. W. Fearn)医生经手购置全套设备, 在他明年

秋天回中国时带回。”⑤博习医院 1903 年 10 月报告称:“本年度支付X 光机器设备税 58. 50 元。柏乐

文在美国从母会募得X 光机特别拨款 500 美元。”又据 1904 年 10 月报告:“分工如下: 柏乐文为住院

部与X 光室顾问, 并负责门诊部与大多份出诊。斐恒医生负责住院部与部分出诊, 并在下午运作X 光

机。罗格思则在上午运作X 光机。”全年用X 光机治疗病人“初诊 202 人, 复诊 855 人, 共 1057 人次”。

X 光机设备支出 179. 91 元, 收入 132. 00 元。

根据上述史料, 参照点石斋画报与戴吾三的考证, 可以确认, 博习医院 1897 年有了简易X 光机,

1903 年又购买了可供诊病的X 光机全套设备, 并掌握了利用X 光机诊病的技术且实际运用于临床。

至 1917 年, 苏州博习医院除已装备X 光全套仪器外, 还添置了病理切片机、显微镜、膀胱镜、验眼电

镜等先进设备。博习医院声誉日隆, 求治者倍增。

为地方培养一流医学人才　 博习医院创办伊始, 就十分重视医学人才的培养。据柏乐文 1909 年

撰文介绍, 1883 年, 他就与蓝华德开办“博习医学堂”。1887 年, 与博习医院毗邻的妇孺医院成立, 柏乐

文与妇孺医院的斐医生合作, 共同教授学生。⑥ 由于规模扩大, 博习医学堂更名为“博习高等医学堂”。

1903 年, 担任东吴大学教务长的柏乐文又开始筹建医学院, 教员由上述两家医院的人员及东吴大学

的理科教师组成, 博习高等医学堂归并东吴大学, 医院不再招收学生。1883- 1909 年, 博习医院招收

培养七届学生共 30 余人。⑦ 毕业的学生有的留在博习医院任医生、教员, 有的到上海、常熟、无锡、北

京、天津、武昌等地行医, 有的还远赴美国深造, 后回东吴大学任教。博习医院不再招生后, 仍接受教会

所办的医学院校学生来院实习, 柏乐文本人仍担任东吴大学医学院课程。博习医院育才兴学, 培养西

医人才, 对西医在苏州、苏南地区及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促成“中西医汇通”　晚清的一些著名中医在西医的影响下, 主张中西医汇通, 广东的朱沛文就是

以中医出身而汇通中西医的代表。苏州的中西汇通派则是另一条道路, 以西医出身汇通中西医, 代表

人物有顾福如。顾福如, 字培吴, 别号聋老人, 苏州人, 生于光绪十六年 (1890)。父亲为当时苏州的著

名中医。顾福如十五岁应童子试, 中苏州府元和县首名秀才, 旋因科举制度被废除, 乃随父亲改学歧

黄。后考入东吴大学医学院学医。先后师事美籍医师柏乐文、国人西医成颂文。期满毕业时, 柏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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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予听诊器一只, 成颂文授予抬牌一方, 文曰:“柏乐文、成颂文门人, 伯平子, 顾福如中西内外大小方

脉。”顾悬壶于苏州市甫桥西街, 结合临床实践, 深感中西医学各有所长, 应该相互济用, 不必存畛域之

见。在临床工作中, 常以中西两法治病, 并利用化验等先进察病手段。因他诊断比较明确, 疗效显著,

开诊不久即声名大著, 就诊者络绎不绝。据其门人回忆, 当时顾氏出诊, 除自己乘轿外, 还另用一工人

肩挑药箱相随, 药箱内置有体温表、听诊器、注射器、西药等。这在当时中医界是非常罕见的。①

二　社会改良: 促进苏州社会变迁

戒烟　 十九世纪的中国, 吸食鸦片是危害严重的社会问题, 苏州地区也是鸦片泛滥的重灾区。柏

乐文常常接到有人鸦片瘾发作时的紧急求诊, 总是立即放下手头的工作登门施治。目睹鸦片的毒害,

柏乐文坚决主张禁烟。博习医院在创办之初就设有戒烟室, 1900 年, 又专设戒烟医局。“其中经费, 十

分之九由柏乐文向华友筹募而来。”据统计, 1908- 1909 年度, 就收治吸食者达 1210 人。②

英国殖民者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 竟在一份皇家委员会的报告中宣称: 鸦片不会对东方人造成特

殊的伤害, 而且对东方人来说鸦片甚至是一种好的东西, 因为鸦片能治愈他们的一些疾病, 而且在中

国, 这看起来特别地符合其人们的身心状况。柏乐文对此谬论非常愤慨, 他收集了 100 多位医生关于

鸦片在中国行销及吸食的意见, 并且把这些意见汇编于Op in ionsof over 100 P hy sicians on the U se

Op ium in Ch ina 一书 (1898 年出版) , 有力地揭露鸦片在中国的危害情况, 作为对英国皇家委员会报

告的回击。1905 年, 柏乐文又在Ch ina M ed ica l M issiona ry J ou rna l 发表《鸦片吸食在中国》一文, 继续

揭发鸦片对中国人的危害, 批判为鸦片吸食的辩护。③

1897 年, 基督新教的传教士为开展禁烟活动组织了中国禁烟会, 因设在苏州故又被称作苏州禁

烟会。在苏州传教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杜步西 (H. C. D uBo se)任会长, 柏乐文任司库, 努力为禁烟募

捐。禁烟会在苏州的活动收效可观。据统计, 江苏原有熟膏店 12790 家, 1909 年初已减至 2830 家, 仅

苏州一城就关闭了 1960 家。④ 民国时期, 博习医院收治吸食者也取得相当的成绩, 具体情况如下表:

表 1 1911- 1918 年苏州博习医院鸦片吸食者住院就治人数统计表

年　　份 住院就治者 男患者 女患者

1911- 1912 323 312 11

1912- 1913 534 491 43

1913- 1914 530 499 31

1914- 1915 200 187 13

1915- 1916 112 103 9

1916- 1917 112 96 16

1917- 1918 54 47 7

　　资料来源:M inu tes of the Ch ina M ission A nnua l Conf erence of the M . E Chu rch , Sou th。

公共卫生与疾病预防　博习医院十分重视公共卫生及疾病的预防。当时, 疟疾、霍乱、鼠疫等传染

病十分猖獗, 柏乐文与他的夫人及女儿都染上了疟疾。他在医院周围铺上一层石灰和砂, 改善医院环

境。他提出疟疾等传染病与蚊蝇、虱子的传播有关。博习医院的医生还去东吴大学演讲蚊虫的危害与

防御方法, 并在每晚 8 时到 8 时半开展灭蚊活动。1919 年苏州时疫流行, 博习医院除尽力救治病人

外, 还提出了清洁街道、疏通沟渠、摒绝蝇虫等预防措施。1916 年, 柏乐文到监狱去给犯人看病, 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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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人普遍患有严重脚气病的情况, 提出改进管理、调整伙食等防治办法。正如江长川所说, 博习等医院

“不以治病为务, 且以散布健康之方法, 卫生之常识, 为其重要工作, 深得良医治未病之道焉。”①

放足　1895 年, 立德 (C. R. L it t le) 夫人在中国发起天足运动, 医学传教士积极参与。立德到苏

州的活动得到柏乐文和博习医院的帮助。立德夫人事先请柏乐文夫人帮助召集会议, 柏乐文以自己的

名片发出邀请, 苏州不少上流社会的妇女前来听演讲。立德的这次演讲是近代苏州第一次放足的演

讲。近代苏州第一个放足会由此产生。

柏乐文夫妇还对放足妇女进行具体指导, 鼓励她们慢慢放, 多走路, 适当用凡士林按摩。在他们支

持下, 谢枨达做了大量的工作, 她丈夫王颂蔚为王鏊十三世孙, 点翰林。王氏家庭是苏州名门望族, 王

颂蔚于 1895 年在京去世, 谢枨达归苏州。② 她运用家族的广泛社会关系, 动员苏州城乡众多妇女参加

天足运动, 还写了一本小册子介绍宣传和指导放足, 在全国散发。谢枨达“成为立德夫人在全中国推广

放足运动的最早的得力助手。”当她和另一位沈夫人怀着放足成功的喜悦走到柏乐文家并“表演”走路

时, 柏乐文感到:“她们正在打破两个传统, 其一, 女人走路不可像天足女人那样大步流星, 而应走小碎

步就像摇摇摆摆的百合花。其二, 女人根本就不应该上街。”③

葬礼使用花圈　一位苏州名门的女孩不幸患肺结核去世, 她的葬礼没有按以往的做法请僧人做

道场。在她的葬礼上, 柏乐文夫人和伊达·安德逊小姐使用了花圈。“这种做法使人产生了良好的印

象, 从那以后, 葬礼中一直使用花圈。”“这种葬俗还传播到整个苏州地区”。④

女护士看护男女病人　在讲求“男女大防”的中国社会, 医院全面使用女性作护士是相当困难的。

因此, 教会护士教育在很长时期内培养男、女护士以分别照看男女病人。中华护士会成立以后积极规

划护士教育, 水平不断提高。在全面使用女护士上, 中华护士会却很谨慎。1919 年, 中华护士会还认为

尚未到聘用女护士来照看男病人的时候。Edith J. H aw ard 小姐在所著《中国已经为女护士在男子医

院工作做好准备了吗?》一文认为, 聘用女护士来照看男病人“在未来许多年内都是不可能的。”⑤

在这方面, 苏州博习医院却是先行者。就在 1919 年, 博习医院决定使用女护士。院方在这一年的

报告书中说:“世界上无一医院可以不用看护而治病者, 有看护矣而不能为合宜之看护则有与无同。本

院旧有看护男子居多, 现为求得合宜看护计, 决定延用西国女看护五人。新屋落成后, 每年招收一班女

生学习, 十年之内, 预计完全改用女子看护, 俾一般病人获有良好之裨益焉。”⑥ 从 1922 年起, 博习医

院“开始全面雇用女看护, 时男病房中雇用女看护很为新鲜, 中外人士均以为异, 但苏迈尔 (John A.

Snell, 博习医院院长- - 引者注)等认为无甚妨碍, 很乐意聘用。”⑦ 柏乐文自豪地说:“苏迈尔医生领

导下的博习医院在所有病房中使用女护士方面在中国的教会医院中率先垂范, 是一项取得极大成功

的创新。”⑧其他一些教会医院也相继打破旧俗全面聘用女护士。据 1933 年马雅格的调查, 在 167 所

医院中, 60% 的医院 (占 101 所) 使用女护士照看男病人。马氏认为,“很明显护士已成为女性的职

业”⑨。女护士照看男病人成为一种新的社会习俗。

女子从事护士职业, 是近代中国风俗变迁的一个侧面, 她们不仅在国内从事各种服务, 而且走出

国门参加国际活动。如第一次世纪大战期间, 苏州天赐庄妇孺医院的护士生在外国医生的带领下前往

海参崴从事战争救护。有的中国护士还参加了国际护士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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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融洽教会与当地社会的关系

由治病为媒介, 博习医院与教会进入了苏州上层社会。王氏家族是苏州名门望族, 王家一个女孩

跌摔磕在碗边上, 前额出现一个大伤口。郎中医治不当, 致使女孩感染发烧, 病情越来越重, 最后只好

求治于博习医院。待女孩痊愈, 博习医院也赢得了王氏家族的好感。柏乐文说: 由于王氏家族的影响,

博习医院“取得了进入苏州家族的‘门票’。”①

同样由治病为媒介, 博习医院与教会同苏州官府结下了非常好的关系。1892 年 5 月, 江苏提督的

侄子被人报复行刺, 中了两枪, 头部严重砍伤, 有五处横贯头顶的刀伤, 伤口长达三至六英寸, 刀伤及

骨, 其中一处深及硬脑膜。另有几处刀伤呈斜向, 劈下了几片骨头。手被打断, 背部、颈部也都是伤口。

经几天医治无效, 大家都以为必死无疑。柏乐文给他做手术, 清除坏死的骨头, 清洁伤口, 缠以消毒纱

布, 用夹板固定断臂⋯⋯。经过几个星期的治疗和护理, 使伤者起死回生。由此, 清政府授予柏乐文五

品衔, 并成为名誉军医。②

由于博习医院在苏州城乡广泛行医, 救死扶伤, 博习医院与教会早就和苏州底层社会建立了很好

的联系。“柏医生为人谦和, 善与人交, 至苏不久, 已得当地人信任。”③据谢颂三撰《柏乐文医生传略》,

“1900 年北方有拳乱, 在苏西国传教士逃避一空, 惟柏公仍留苏服务。一日匪徒包围柏公出诊时所乘

大轿, 欲得而甘心, 待见柏公颜面, 即称‘柏好人, 柏好人’, 去而之他。”④

苏州作为一个传统社会, 对于外来的基督教并不是一开始就能接受的。《王韬日记》1859 年 3 月 7

日记:“近英人杨雅翰至吴门赁屋讲书, 言日后将择地建礼拜寺矣。侏俪日迫, 为祸日深, 将奈之何? 小

异言, 苏城绅士, 于朔望必集中讲说。乡约别于生员中简数人在每巷讲解性理, 勤勉者例得报优。盖隐

与西人为敌也。”⑤ 社会上层如此, 社会下层也流传对基督教不利的谣言。1886 年, 美国监理会惠会督

夫妇到苏州, 惠夫人写给在美国的女儿的信中说到, 她感到奇怪的是, 在苏州街道上, 小孩看到她常常

闭上眼睛。原来, 孩子们听说,“‘耶稣人’用他们所能偷到的眼睛制药。这种药能使人不由自主地信

教。”⑥博习医院创办之时以及最初发展阶段, 正是中国各地“反洋教”运动日益高涨时期, 但在苏州地

方, 却未曾发生一例反洋教事件。博习医院等教会医院的活动及其积极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四　经济方面推动苏州基督教会事业的发展

作为教会医院, 博习医院本身就承担直接传教的职责。博习医院的宗教活动一直是医院的重要活

动内容。1933 年, 医院还专门设立了宗教科。该院的年度报告也经常提及这方面的进展。例如, 1897

年两个瞎子治好入教, 医科学生多为教徒。1898 年有 5 人入教, 3 位是就医的病人, 一位是住院照看儿

子的父亲, 一位是看门人。历年来, 在博习医院就治而后入教的人不在少数。发展病人入教之外, 博习

医院还在职工中进行制度化的布道活动,“每天早晨全院职工必集于一处, 同做晨祷 (早礼拜) : 先全体

合唱赞美诗, 后由主领牧师或朗读圣经, 或宣讲福音, 晨祷为时约 5 到 10 分钟”。⑦ 尽管博习医院在医

学传教方面不无成就, 但比较而言, 她对苏州地方基督教事业的推动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

首先, 博习医院在创办后不久, 便努力“自养”, 减轻了母会拨款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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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是博习医院创建后最初 20 年经费来源及其年度结余情况统计。

表 2 博习医院最初 20 年的主要经济情况

年　份 总收入 教会拨款 教会拨款百分比 捐　赠 海关薪金 结　余

1889 1812. 30 500. 00 27. 60 26. 00 - 432. 07

1890 2520. 33 1284. 95 51. 00 37. 00 - 87. 69

1891 2526. 18 1351. 71 53. 50 92. 80 - 303. 38

1892 2547. 92 1323. 75 52. 00 260. 00 - 406. 33

1893 4772. 08 3443. 75 72. 20 22. 00 146. 50

1894 3492. 29 1865. 79 53. 40 0. 00 1029. 18

1895 4667. 88 1827. 27 39. 10 0. 00 846. 70

1896 4343. 85 1787. 14 41. 10 50. 00 13. 85

1897 4842. 13 1717. 51 35. 50 82. 32 893. 75 - 69. 81

1898 6279. 02 1278. 97 20. 40 1177. 75 892. 56 30. 49

1899 7327. 86 403. 95 5. 50 516. 77 1007. 10 1009. 00

1900 7815. 45 390. 96 5. 00 1640. 97 1129. 78 473. 89

1901 6147. 72 394. 28 6. 40 734. 00 1126. 17 1166. 28

1902 7791. 71 100. 00 1. 30 1036. 82 1343. 77 419. 18

1903 6781. 34 477. 93 7. 00 591. 85 1335. 21 1002. 75

1904 16005. 31 162. 63 0. 10 6527. 523 1350. 20 7678. 14

　　资料来源:M inu tes of the Ch ina M ission A nnua l Conf erence of the M . E Chu rch , S ou th.

3 其中江苏巡抚恩寿等官员捐款 3000 元

年议会始于 1886 年, 最初 3 年没有博习医院的专项报告。由表可知:

第一, 在二十年的经营中, 前几年略有亏损, 1893 年以后, 基本没有出现亏损。

第二, 自博习医院创办至 1896 年, 医院经费基本上依靠教会的拨款。如 1890 年至 1894 年, 母会

拨款均占医院当年总收入的 50% 以上。

第三, 自 1899 年以后, 博习医院基本上做到自养。母会拨款仅占总收入的 5% 之左右。所以能如

此, 一是得益于柏乐文的兼职收入。柏乐文 1897 年说,“本年度初, 我被任命为最近建立的苏州海关医

生, 这一职位的薪金对我们购地与建房相当有帮助, 现在我们不用买更多的土地了。我希望。如果这

笔薪金能继续得到, 不久就能使医院自养。”①1899 年, 海关薪金达到 1007. 10 元。二是得益于捐款的

增长。1899- 1904 年, 平均每年捐款为 1958. 21 元。三是得益于医院的医疗收费。1899 年, 医院的医

疗收费高达 3500 余元。博习医院在自养方面卓有成就, 柏乐文说:“在中国教会医院的自养活动中, 博

习医院总是领先者之一。”②

其次, 推动其他教会事业的发展。

监理会苏州宫巷教堂的建筑得益于博习医院的经济支持。柏乐文在自传中说:“我感到荣幸的是,

我从博习医院预付资金, 帮助李伯莲在苏州城中宫巷购置了一片土地, 得以建筑一座辉煌的教堂。”这

座教堂是最好的中国基督教教堂之一。③

东吴大学的创办得到柏乐文的筹措的大量捐款。1900 年东吴大学筹建时, 柏乐文的任务就是“征

集苏州、无锡、常熟和南浔等地上流人士的赞助”, 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是他的病人, 并对他怀着

深深的感激之情”。“在这些捐赠中, 有五百美元是南浔的张丕春 (音译) (Chang P i- Chuen) 先生所

捐, 他是柏乐文医生的一位病人, 是柏乐文带他到美国, 到一位专家那里就诊。他的近乎失明的眼睛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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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到接近正常的视力, 这笔钱算是他的谢礼”。① 博习医院又“为建筑景海女子师范学校的大楼筹措资

金”, 这是一座纪念海淑德 (L au ra A. H aygood)女士的辉煌建筑。柏乐文担任了这个学校董事会的司

库。此外, 柏乐文还帮助监理会女布道会“金振声 (V irg in ia A tk in son)夫人租了一座建筑开办学校, 开

创了女布道会在慕家花园的极佳事工。”②

再次, 在监理会在华自养活动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自 1934 年始, 监理会实行“十年自养计划”,“以全议会每年五万五千元之预算, 为最小限度”。③

其时,“该院因苏医生之主持, 医药程度甚高, 外科一部之收入亦可观, 对于年需十万元之自养金大得

帮助。”正因为博习医院的经济活动对监理会在华事业影响至巨, 年议会在介绍苏迈尔院长时称:“苏

迈尔医生为美国外科专门学会会员, 今在苏州博习医院服务并负重大经济责任。”④

李提摩太 (T imo thy R ichard)曾这样评说教堂、教会学校、教会医院、教会文字宣传等教会事工对

基督教传教的作用: 教堂讲道花费时间太长, 传教士接触信徒的数量有限, 他们很难影响全体中国人;

用办学校的方法去传教也是比较慢的, 因为传教士不可能在中国各地都建立起学校, 学生经过好多年

的培养才能在社会上起作用; 开办医院“收效也不很大”, 因为“通过医院所接触的都是病人, 而病人又

处于不正常的状态”; 他认为文字布道是最有效的方法, 别的方法“可以使成千的人改变头脑, 而文字

宣传可以使成百万的人改变头脑。”⑤ 他并不推崇教会医院的活动。另有一些传教士认为,“行医只是

在开辟传教的初期有作用, 使用它的目的就是要消除偏见、获取信任和建立教堂”。“当以上几点实现

后, 传教就毫无困难, 行医这种方式也就应当取消了”。⑥这种观点又从发展阶段的角度轻视教会医院

的作用。对苏州博习医院活动的考察可以说明, 这两种观点都失之偏颇。

柏乐文在一份关于苏州博习医院的报告中说:“令人极其满意的是, 我们在博习医院看到医务工

作在克服困难中稳步发展, 成为推进教务工作的最有效的媒介与手段。”⑦博习医院在苏州的活动是

基督新教在华活动的一个缩影, 考察博习医院的活动, 可以看到, 一方面, 基督新教在华的医学传教活

动确实是“推进教务工作的最有效的媒介与手段”; 另一方面, 基督新教在华的医学传教活动对我国医

疗技术水平的提高, 对社会风气和习俗的改良等, 也起着一定的积极倡导作用。这种“媒介与手段”的

独特性, 这些作用与影响对社会变迁的积极推动, 以及对融洽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的关系, 是其他基督

教事工所不能比拟和不能替代的。

(责任编辑: 张　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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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 en t.

Soc ia l Function and Effect of Paroch ia l Hosp ita l: Take Soochow Hosp ita l a s Exam ple
W AN G Guo2p ing

A fter invest iga t ing the act ivit ies of Soochow Ho sp ita l, the au tho r po in tedou t that the m edical
w o rk of m issionaries w as no t on ly the u sefu l m edia of m issionary w o rk of Ch rist ian in Ch ina, bu t
a lso w as be of benefit to developm en t of Ch inese m edical techno logy and socia l change.

The Im pact of Chr ist ian Church on French Soc iety in M iddleAges XU H e2sen
Becau se of genera l chao s and dom inan t po sit ion of barbarian in M iddle A ges, theCh rist ian

chu rch w as the heir to Rom an civiliza t ion in som e ex ten t. It p layed an impo rtan t ro le in the p rocess
of sp reading civiliza t ion and cu lt iva t ing Germ an ic peop le. M eanw h ile, it a lso bu ilt up sup rem e
au tho rity in F rench. W ith the developm en t of society and econom y, its au tho rity m et w ith challenge
from upper andlow er society.

Underground An ti-Japanese W ar in the c ity: Hero ic Sp ir itof Ch inese Spy Orgn iza tion D ur ing Sino-

Japanese W ar YE W en2x in
By studying h isto ry of BM IS in 1939, th is art icle t ried to reveal the fact how the BM IS m ade u se

of t rad it ional idea in h isto ry novel to encou rage sp ies. It w asbelieved to be help fu l fo r u s to grasp
the natu re of an t i2Japanese act ivit iesof KM T in Shanghai.

Ana lysis on the D evelopm en t of the Prosperous Y ue Opera in Isola ted Shangha i SON G J ing
T radit ional Operas are one of the mo st impo rtan t parts in shanghai u rban lifedu ring modern

Ch ina. A s a regional opera, Yue Opera developed so qu ick ly that it has been the second mo st
popu lar opera in Ch ina. A fter theA n ti2Japanese w ar began, it w as sudden ly w ell know n in shanghai
in few years. T he specia l period and su rroundings of shanghai city gave Yue Opera the best chance
to have its mom en t besides its imp rovem en t. In addit ion, the p sycho logy of shanghai residen ts
du ring the w ar w as ano ther reason.

From Setting Pr ices to Se iz ing R ice: Staple Food Supply in Shangha i in 1948 M A Jun
U nder the p ressu re of gallop ing infla t ion, N at ional Governm en t carried ou t thest rict po licy of

set t ing p rices du ring the period of summ er and au tum n in 1948. By disrup t ing the o rder of supp ly
and m arket ing of food, th is po licy aggravated the con trad ict ion among governm en t, food m erchan ts
and u rban residen ts, and led to the seizing food un rest in the end. It w as w o rthy of clo ser look that
th is inciden t d idn’t happen in the fam ine bu t in the fest iva l season.

New Argum en ts on How Em peror Y ongzheng Usurp ing the Throne J IN H eng2yuan
How Empero r Yongzheng u su rp ing the th rone w as one of the greatest ridd les in h isto ry of Q ing

dynasty. It w as found ou t that there w ere no defin ite reco rds abou t designat ing h im to be the
successo r to the th rone in the tw o p ieces ofimperia l ed ict lef t by Empero r Kangx i upon h is death,
w h ich w as w rit ten in M anchu characters. It w as Empero r Yongzheng that o rdered L ongkeduo to
fo rge the ex tan t imperia l ed 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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