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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13) 伯駕(一)：醫療先鋒(1)

蒙召見證

伯駕（Peter Parker）於

1804年出生於美國麻薩諸塞州弗

蘭明罕（Framingham）一個具有

濃厚清教徒傳統的農家，是家中

唯一的男孩，有兩個姐姐和一個

妹妹。他們在父母的言傳身教下

，過著敬虔、純樸的生活。因家

境比較貧困，伯駕年少時除上學

外，課餘時間還要到農場勞作。

每個主日和父母家人一起到教會

參加崇拜，在信仰上受到很好的

熏陶。1820年4月15日，16歲的伯

駕受洗成為基督徒，當時他就立將來成為一個宣教士，有朝一日

到異邦去傳福音。中學時期，他父親去世。1827年，伯駕考入阿

默斯特學院（Amherst College），靠打工賺錢支持自己讀書。

三年後，他考入耶魯大學 (Ya1e College）。由於耶魯承認他在

阿默斯特學院的全部學分，所以他直接升入四年級學習。在耶魯

他修讀了解剖學、化學、植物學、地質學、天文學和哲學等課程

，於1831年9月畢業，獲得學士學位。在耶魯期間，他不但精於

學業，而且努力追求過一種聖潔的基督徒生活。在其日記中，經

常出現的一句話就是：「我願更加聖潔、更像耶穌。」 1831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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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間，當「美國公理會差會」（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美國最早的海外宣教團

體）宣教士安路福（Rufus Anderson）來耶魯校園主領福音聚會

時，促成了伯駕獻身做一個宣教士的決定。於是他向美部會提出

了申請，受到接納後，重回耶魯接受神學和醫學的訓練。1834年

3月，伯駕獲得醫學博士學位並醫生資格；5月被美國長老會按立

為牧師；6月1日又在紐約長老會教堂正式任命為宣教士，三天後

即接受美國公理會差會的派遣，去中國廣州宣教，成為美國第一

位來華醫療宣教士。

行醫宣教生涯

1834年6月4日，伯駕告別親友，從紐約搭乘「馬禮遜號」

輪船啟程，繞道好望角前往中國，於10月26日到達廣州。一個多

月後，伯駕轉往新加坡，在那裏學習中文，從事醫療宣教十個月

後，再次於1835年9月來到廣州。同年11月1日，伯駕決定在廣州

開設醫局。在英美商人捐助下，又得到廣州十三行總商伍秉鑒的

幫助，以年租金500元，租下新豆欄街豐泰行房產的一部分，開

設眼科醫局。該醫局當時稱「新豆欄醫局」，於11月4日開始接

診病患者。不久因擴大業務而更名為「仁濟醫院」（Hospital

of Universal Love，今中山醫科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的前身）

，意思即是「本耶穌基督大愛，以濟世為懷作宗旨」，伯駕任命

為院長。雖然此前曾有馬禮遜（Robert Morrison）等人在澳門

辦過醫療診所，但規模都很小，並且沒有延續下來。所以伯駕所

創辦的這所醫院被認為是中國境內第一所正規及現代化的醫院。

新豆欄醫局一開始就頗具規模，有可容百多人的候診室，

兼備40余張病床，新式儀器一應俱全。伯駕的專長本是眼科，因

此當初只打算為眼疾患者免費服務，贈醫施藥。其時因清政府的

閉關政策，使中國百姓對西醫心存疑惑，不敢前來就醫，所以醫

局開業的第一天，雖然標明免費治療，整天竟無人問津。次日一

位飽受眼病折磨多年，卻又無錢求醫的婦女，抱著姑且一試的心

情，戰兢前來就診，從此揭開了西醫在中國治病的序幕。此後由

於伯駕高明的醫術，和藹可親的服務，很快就贏得廣州百姓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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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隨著伯駕治愈病人的數目增多，醫局的名聲愈加增大，前來

求診的病人也就大增。根據紀錄，醫局開診後僅17天，前來求診

的人數就達到240位，內中還包括好幾位衙門官員。為了使日漸

增多的病人能夠循序就醫、提高效率，伯駕在病人進門後，先發

給求診的病人一張以竹片制成的長方形號牌，然後病人就按照號

牌上的號碼，循序進入診療室接受治療。據說這種程序已為今日

世界各醫院普遍采用的「掛號制度」，就是源自於伯駕在新豆欄

醫局的這套設計。新豆欄醫局開設之後第一年，一共診治病人

2152人次，到醫院來訪問、參觀者不下六、七千人次。

在醫院日常診療工作中，大部分病人均由伯駕親自診治，

診治病人數最高曾達一天200多人次。對就診病人，伯駕均嚴格

實行病歷登記制度，除病人的姓名、性別、年齡、籍貫外，對處

方用藥、治療效果、手術時間長短以及取出的腫瘤或結石的大

小、重量等，都有詳細紀錄。在他的病歷記錄中，有一位13歲的

小女孩，面部長有巨型腫瘤，從頭部太陽穴一直向下生長到右邊

面頰，整個右眼幾乎都被遮閉掉。伯駕在得到該女孩的家長的同

意之後，經過周密的準備，為這女孩進行了切割手術。當時還沒

有麻醉劑，只是在手術前讓患者服用了一些鴉片劑，然後將女孩

眼睛蒙住，把手腳捆綁在手術臺上實施切割。最後伯駕成功地割

下這顆一磅多重的腫瘤，這是伯駕來華後所施行的第一例外科手

術。此後每次實施割治手術前後，伯駕都特別請畫家詳細繪下病

人的病狀，保存下來，歸入檔案，以供日後教學及研究參考。當

時有一位華人職業畫家，名叫關喬昌（Lam Qua），有感於伯駕

免費為華人治病，自願免費為伯駕畫下各種病狀，成為生動的病

歷資料保留下來。如今尚存有110幅，其中86幅在耶魯大學醫學

院圖書館（Yale Medical Library），23幅在倫敦蓋氏醫院的戈

登博物館（Gordon Museum at Guy’s Hospital），一幅在波士

頓的康特威圖書館(Countway Library）；其中有30多幅是腫瘤

患者的畫像。凡看過那些奇形怪狀、醜陋猙獰的腫瘤病狀的人，

無不敬佩伯駕的醫術與愛心。伯駕在中國近代醫學史上首創多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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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如割除扁桃腺（1836年）、割除膀胱結石（1844年）、使

用乙醚麻醉（1847年）、採用氯仿麻醉方法（1848年）等。

伯駕每天清早起床，簡單就餐後，就為前來求診的人看病

治療，往往一直忙到深夜。辛苦勞累不說，生活作息全無規律。

但當他看到一個個病人經他治愈後離去，就心裏快慰，感到再苦

再累都值了。他的服務體現了耶穌基督的博愛，中國百姓無論貧

富貴賤，在他眼中皆一視同仁，他以行動見證了基督的福音。伯

駕一直視醫療為傳揚福音的途徑。每次為病人施行手術前，他都

迫切地為病人禱告，幫助病人信靠神，將他們交在最大的醫生耶

穌手中，然後才進行手術。當痊愈後再同病人一起禱告感謝神，

藉此使患者不但得到身體康復，更經歷到心靈的更新。

親愛的主，多謝袮很愛中國人。在一百多年前，袮差派袮
的僕人伯駕來到中國，贈醫施藥，改變了中國的醫療狀況，

為歷史寫下新的一頁。願他們的見證成為我們的幫助，
讓我們明白何謂道成肉身，效發他們無私的為別人付出。

以伯駕的見證為例，醫療成為傳揚福音的途徑。
今天，我們仍然看見你差派不同的醫護人員，到世界各地，
透過醫治人的生命，來傳遞袮的愛。我們為此獻上感恩，
也祈求主你開闊我們的目光，讓我們看見袮的作為。阿們。

參考文章：http://bdcconline.net/en/stories/parker-pe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