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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駕(二)：對中國醫療歷史的貢獻

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仁濟醫院被迫

停業。戰爭期間（1840-42年），伯駕周遊

美國、歐陸、英格蘭及蘇格蘭等地，推動

醫療宣教，招募醫療宣教士及募集宣教經

費，同時也引進最新的醫學技術。1841年3

月，37歲的伯駕與美國國務卿丹尼爾•韋伯

斯特（Daniel Webster）的侄女哈烈特•韋

伯斯特（Harriet Webster）小姐結婚。1842年11月，伯駕帶著

他的新婚夫人返粵服務，此舉使其夫人成為第一位居留廣州的美

國婦女。仁濟醫院復業時，已不限於眼科，改為一所綜合性醫

院。伯駕在初設眼科醫局時，主要是治療眼病，後來應病人的需

求，才增加診治其他病癥的科目，仁濟

醫院故而成為一間內外全科的醫院。

伯駕在華行醫十幾年中，先後診治過

病人約53,000多人，當中上至兩廣總督

耆英，下到渾身長滿疥瘡的乞丐，他都

無分貴賤，一視同仁，秉承耶穌基督的

大愛，一律細心救治。在他所挽救的許

多生命中包括第一位華人牧師梁發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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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駕曾說：「我一生之中即使未做過其它善工，只恢復了這個

為上帝所愛的僕人的健康，我也就不枉為人一世了。」（《梁發

傳》，輔僑出版社，第88頁）。後來梁發常到仁濟醫院來，向病

人傳福音，也為伯駕分擔勞苦。

1838年2月21日，第一位來華美國宣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郭雷樞和伯駕，以及商界人士在廣州聯合

發起成立了「中國醫藥傳道會」(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of China)，郭雷樞被推為主席，伯駕為副會長。不久郭雷樞回

英國長住，伯駕就成為實際的負責人。該醫藥會在聯系早期醫療

宣教士方面發揮了很大的功能。1839 年時，在華宣教士中只有

兩位醫療宣教士；因著伯駕的推動，到了1842年有更多的醫療宣

教士陸續來華；五十年後，已經有61家醫院、44家藥房、100多

位醫生和26位女醫生在華從事醫療宣教，許多華人也因著他們的

愛心醫療而接受基督教信仰。

伯駕的醫院除了救治多人的生命外，還拯救了不少失喪的

靈魂。由於仁濟醫院實行免費治療，且療效顯著，不久便聲名遠

播，不少外地患者也前來求診，醫院門庭若市。為了解決人手不

足問題，伯駕於1837年招收了3名華人青年，以半工半讀和帶徒

弟的形式 ，向他們傳授西方醫術。其中最有成就者是關韜，他

是那位經常為伯駕繪制病歷的畫師關喬昌的侄子。關韜約於1838

年跟隨伯駕學醫，由於天性聰穎，且好學不倦，數年後即能獨立

施行常見的眼疾手術，以及拔牙、治療脫臼、骨折等工作。因其

品學兼優，深受伯駕之器重。每逢休假，伯駕就委任關韜代為主

持診療工作。他精湛的醫術，良好的

醫德，深受中外人士贊譽，亦首開中

國人師從西人學習西醫之先河，畢業

後成為中國土生土長的第一位西醫醫

師。

華人職業畫家關喬昌（Lam Qua）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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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伯駕的生命見證

藉著伯駕的故事，我們可以看見醫療宣教士在華人社會發

揮了重要作用。伯駕只是歷史中眾多醫療宣教士的其中一位，然

而，他的故事仍然感動人心，他讓我們看見神與世界，並世界上

的人類一直同在。昔日，神沒有放棄患病的人，今日，神拯救的

工作仍然在進行中。新冠病毒的疫情仍然嚴峻，全世界還要面對

巨大的醫療和精神需求。直至2010年，全球大約有6600個民族語

言群體（由共同的文化和語言結合起來的群體）沒有基督教的聚

會，而這些群體中包括數百萬人。如果教會不再在宣教的事工上

盡忠，就沒有宣教士去撒種和收割，這些未得之民就不可能聽到

耶穌的好消息。 因此，我們必須更加著緊以禱告的方式，回應

聖經中對宣教的呼召，多多為宣教事工禱告，其求神差派更多宣

教士到工場服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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