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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粵海關醫員與博濟醫院的交流互動

——以《海關醫報》為中心

摘   要  晚清赫德主管海關的主要活動之一就是推動《海關醫報》的刊行。對赫德而
言，為在華外國居民提供衛生資訊、推動海關制度建設與社會衛生事業發
展，均是推動《海關醫報》出版的主要考慮。《海關醫報》的成功刊行，
使赫德以行政命令要求各海關醫員按期提交醫學報告。在此背景下，粵海
關醫員將其與博濟醫院互動的見聞記於醫學報告。雙方的互動具體表現為
提供醫療筆記、探討病因、醫務協助三個方面。雙方的頻繁互動主要基於
共同地理、文化環境，並夾雜着職業情誼的聯繫。這種交流互動，既能使
粵海關醫員有足夠的醫療材料撰寫《海關醫報》，又能緩解博濟醫院人力
缺乏的壓力，可謂互惠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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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 代 來 粵 的 西 醫 群 體 中， 有 諸 如 醫 學 傳 教
士、 執 業 西 醫、 軍 醫 等 人， 而 醫 學 傳 教 士 則 是
其 中 人 數 最 多、 影 響 力 最 大、 涉 及 面 最 廣 的 群
體。 因 此， 學 界 大 多 關 注 醫 學 傳 教 士 以 及 教 會
醫院的相關活動， 1 或着重探析教會醫院的時空
佈 局、 建 築 特 點。 2 然 而， 晚 清 時 期 在 廣 東 行
醫 的 西 方 醫 務 人 員 中， 還 有 一 批 受 僱 於 政 府 的
粵 海 關 醫 員。 他 們 在 負 責 口 岸 的 衛 生 檢 疫 的 同
時， 常 與 以 博 濟 醫 院 為 首 的 教 會 醫 院 進 行 醫 務
往 來。 當 時 的《 海 關 醫 報 》 就 記 載 了 諸 多 粵 海
關 醫 員 和 博 濟 醫 院 交 流 互 動 的 情 況， 但 目 前 學
界對此的關注並不充分。 3 因此，本文以《海關
醫 報 》 為 中 心， 探 討 赫 德 創 辦《 海 關 醫 報 》 的
緣 由， 並 進 一 步 分 析 粵 海 關 醫 員 與 博 濟 醫 院 的
交流互動情況、原因與影響。

一、赫德與《海關醫報》的創刊

1869 年， 總 稅 務 司 赫 德（Robert Hart）
收 到 一 封 來 自 江 海 關 醫 官 哲 瑪 森（R. A. 
Jamieson） 的 信， 信 上 的 內 容 引 起 了 他 的 興
趣。 哲 瑪 森 在 信 中 闡 述 了 關 於 利 用 已 有 的 海
關 資 源， 收 集 並 定 期 出 版 有 關 中 國 港 口 城 市
疾 病 資 訊 的 想 法。 哲 瑪 森 曾 任《 北 華 捷 報 》
（North-China Herald ） 編 輯， 返 回 英 國 後
於都柏林大學獲得醫學博士學位，1869 年被赫
德任命為江海關的醫學顧問。 4 原先做過主編又
轉 入 醫 學 工 作 的 哲 瑪 森 以 報 刊 編 輯 的 眼 光， 建
議 赫 德 刊 行 海 關 港 口 衛 生 資 訊， 這 其 中 的 緣 由
值得探究。

外 國 傳 教 士 在 華 傳 教 十 分 注 重 印 刷 出 版
工 作， 中 國 近 代 的 報 刊 很 多 是 由 傳 教 士 引 進 創
辦 的。 外 國 傳 教 士 創 辦 的 第 一 份 中 文 期 刊 是
《 察 世 俗 每 月 統 記 傳 》（Chinese Monthly 
Magazine ）， 到 1860 年， 外 國 教 會 在 中
國 出 版 的 報 刊 已 達 32 份， 數 量 是 鴉 片 戰 爭
前 的 一 倍。 5 當 時 的 傳 教 士 經 常 在 期 刊 發 表 介
紹 中 國 歷 史、 地 理 和 風 俗 的 文 章。 其 中，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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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國 傳 教 士 創 辦 的《 中 國 叢 報 》（Chinese 
Repository ） 是 最 突 出 的 一 份 刊 物。 禆 治 文
（El i jah Coleman Bridgman） 在 該 報 的 創
刊 詞 中， 闡 述 了 其 辦 刊 目 的 是 要 注 意 外 國 出 版
書 籍 對 中 國 的 評 論， 不 僅 要 關 注 中 國 的 氣 候、
溫 差、 風 向 變 化、 雨 量、 土 壤 的 健 康 程 度、 礦
物 等 自 然 環 境 資 訊， 而 且 還 要 對 商 業、 社 會 關
係等任何感興趣的話題發起調查。 6

當 然， 傳 教 士 除 了 利 用 報 刊 收 集 中 國 歷
史 文 化 信 息， 他 們 也 將 期 刊 作 為 傳 播 西 醫、
普 及 醫 藥 的 媒 介。1836 年， 伯 駕（Peter 
Parker）將廣州眼科醫局的資金來源、診斷制
度、 治 療 醫 案、 人 數 統 計 發 表 在《 中 國 叢 報 》
上， 7 以供其他人參考和借鑑。隨後，不少醫學
傳 教 士 在 綜 合 刊 物 上 發 表 醫 學 資 訊。 例 如 林 樂
知（Young John Al len）創辦的《教會新報》
（Church News ）， 無 不 談 及 醫 學 常 識， 並
曾刊登過〈皮膚諸症論〉〈西醫舉隅〉等文章。8

刊 物 之 間 的 報 告 討 論 使 得 分 散 在 中 國 沿 海 各 地
的西醫能加強聯繫，起到相互交流的作用。

時 任 江 海 關 醫 官 的 哲 瑪 森 敏 銳 地 捕 捉 到 報
刊可作為醫學交流的媒介，便積極向赫德進言。
哲瑪森曾於 1863 至 1865 年擔任《北華捷報》
的 主 編， 當 時 的《 北 華 捷 報 》 以 消 息 靈 通、 重
視言論著稱， 9 他對報刊作為傳遞資訊的重要媒
介 功 能 自 然 不 會 陌 生。 十 九 世 紀 以 來， 國 際 交
通 與 貿 易 日 益 興 盛， 在 國 際 間 行 駛 的 船 隻 容 易
攜 帶 外 來 疾 病。《 北 華 捷 報 》 就 曾 報 導 停 泊 在
港 口 的 船 隻 因 存 在 大 量 疾 病 患 者， 繼 而 引 發 霍
亂的事例。10 因此，海關成為觀察國際間流行疾
病 的 一 個 窗 口， 使 得 海 關 醫 生 有 機 會 接 觸 到 各
種 各 樣 的 流 行 病 症。 為 此， 哲 瑪 森 便 寫 信 建 議
赫 德 利 用 海 關 的 環 境 及 資 源， 收 集 港 口 城 市 的
疾病資訊。 11

那 麼， 赫 德 如 何 看 待 哲 瑪 森 的 提 議 呢？ 從
1870 年第 19 號總稅務司通令來看， 赫德對哲
瑪森的提議是大為讚賞的，並稱該計劃的施行，
將“ 對 中 國 和 英 國 的 醫 學 界 以 及 廣 大 公 眾 都 非
常有用”。12 赫德對《海關醫報》的出版有自己

的 一 番 思 慮。 從 赫 德 個 人 視 角 出 發， 他 早 年 並
不 適 應 中 國 的 氣 候 與 水 土， 尤 其 是 初 到 寧 波 擔
任 翻 譯 領 事 的 時 期。 赫 德 在 其 日 記 中 不 斷 抱 怨
中 國 的 氣 候， 認 為 由 這 裡 的 環 境 所 引 起 的 疾 病
將使人“躺倒在這片塵埃中”。13 赫德自稱初到
寧 波 居 住 的 幾 年 間， 身 體 沒 有 一 個 小 時 能 獲 得
真正的健康，14 他甚至染上可怕的瘧疾。15 瑪高
溫（D. J.  Macgowan） 就曾在《 中國叢報 》
上發表文章，指出寧波盛行的疾病主要有瘧疾、
風 濕 等， 16 同 一 時 期 的 外 國 人， 也 多 因 患 病 而
回國調養。17 從中可知，當時外國人因氣候、風
土、 疾 病 等 因 素， 一 時 難 以 適 應 中 國 環 境 的 情
況， 可 謂 司 空 見 慣。 赫 德 知 道， 若 能 藉 此 分 析
那 些 引 起 疾 病 的 因 素， 介 紹 中 國 氣 候 對 初 來 者
的 影 響， 以 及 提 出 在 華 生 活 的 一 些 注 意 事 項，

圖１.　赫德爵士，美國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藏，
複製編號：LC-DIG-ggbain-05772。（圖片來源：hdl.loc.gov/
loc.pnp/ggbain.05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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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國居民來說無疑是有益處的。 18

從 海 關 總 稅 務 司 的 角 度 來 看， 赫 德 有 推 動
海 關 改 革 與 建 設 的 目 標。 赫 德 在 擔 任 海 關 總 稅
務 司 一 職 時， 曾 在 其 日 記 寫 下 七 點 工 作 方 針，
包 括“ 必 須 知 道 有 關 中 國 人、 沿 海 省 份 ” 更 多
的 情 況 和 弄 清 西 方 文 明 的 成 果 中“ 哪 些 對 中 國
最 為 有 利 ”。 19 此 時， 西 方 已 建 立 起 海 港 檢 疫
制 度， 而 中 國 的 海 關 建 設 尚 處 於 起 步 階 段， 缺
乏 系 統 的 檢 疫 規 章。 海 關 作 為 管 理 各 國 船 隻 來
往 的 機 構， 調 查 通 商 口 岸 常 見 的 流 行 病， 無 疑
有 利 於 港 口 檢 疫 的 施 行。 西 方 社 會 在 建 立 殖 民
霸 權 的 過 程 中， 會 將 本 土 的 公 共 衛 生 舉 措 和 防
疫 機 制 移 入 到 殖 民 地 區， 以 應 對 流 行 病 的 挑
戰。 20 同 時， 赫 德 雖 是 中 國 的 海 關 官 員， 但 他
也 是 英 國 在 華 利 益 的 代 表。 在 華 外 國 人 的 身 體
健 康 與 否， 是 事 關 列 強 在 華 利 益 的 重 要 問 題；
殖 民 地 的 高 級 官 員 照 顧 旅 居 的 僑 民 則 是 對 帝 國
應 盡 的 義 務。 因 此， 通 過 海 關 收 集 當 地 常 見、
少見、特殊疾病的資訊，以供英國醫學界分析，
無 疑 能 使 外 國 居 民 了 解 在 中 國 生 活 的 注 意 事
項， 進 而 更 好 地 在 中 國 發 展 事 業。 正 如 後 來 整
理《海關醫報》的戈登（Charles Alexander 
Gordon）所說：

港口外國居民健康狀況的評論很有價

值。駐港醫務人員對生活習慣、運動、體

操等方面的觀察值得特別注意。21

因此，哲瑪森的提議得到了赫德的支持。1870 年
12 月，海關總稅務司署以赫德的名義公佈了第
19 號通令，要求各海關醫員每半年提交一次醫
學報告。

赫 德 出 版《 海 關 醫 報 》 的 宗 旨 不 僅 是 為 了
調 查 中 國 的 疾 病 詳 細 情 況， 還 旨 在 推 動“ 中 國
和 英 國 醫 學 界 ” 的 發 展。 當 然， 受 益 的 不 僅 是
醫 學 群 體， 這 更 是 有 益 於 整 個 社 會。 中 國 的 海
關 分 佈 在 南 北 東 西 相 距 數 千 英 里 的 地 方， 氣 候
與 地 理 特 徵 各 不 同。 毫 無 疑 問，《 海 關 醫 報 》
為 研 究 和 觀 察 各 種 流 行 病 提 供 了 一 個 絕 佳 的 窗
口。

《 海 關 醫 報 》 刊 行 後， 赫 德 自 然 在 意 人 們
的 反 應 如 何。 正 如 赫 德 心 中 所 期 待 的， 該 刊 的
反 響 很 好。 赫 德 在 日 記 中 記 錄 了 他 對《 海 關 醫
報 》 成 功 創 辦 的 喜 悅 和 自 豪， 並 深 信 它 將 會 發
展 為 一 流 的 醫 學 刊 物， 填 補 西 方 對 東 方 的 認 知
不 足。 22 不 少 學 者 十 分 重 視 這 些 醫 學 報 告 的 價
值， 例 如 1873 年《 海 關 醫 報 》 刊 行 之 初， 上
海的《北華捷報》就轉載了漢口立德醫生（Dr. 
Reid） 編撰的醫學報告內容， 稱其“ 醫學報告
引起了讀者極大的興趣”。23 隨後，《北華捷報》
又 多 次 刊 印《 海 關 醫 報 》 的 相 關 資 訊 給 大 眾 瀏
覽。 醫 學 界 亦 時 常 翻 閱 在《 海 關 醫 報 》 上 發 表
的 論 文， 以 獲 取 有 關 中 國 流 行 疾 病 的 資 訊， 並
藉 此 解 答 疑 惑。 例 如， 在 汕 頭 福 音 醫 院 工 作 的
高似蘭（Cousland）在治療腳氣病時，就閱讀
了西蒙醫生（Dr. Simmon）發表在第 19 期《海
關 醫 報 》 的 文 章， 稱“ 它 消 除 了 我 對 這 次 腳 氣
病發病性質的所有疑惑”。24 可見，《海關醫報》
的 確 受 到 讀 者 和 醫 學 界 相 關 人 士 的 歡 迎， 也 說
明赫德的計劃獲得了成功。

此 外，《 海 關 醫 報 》 還 作 為 海 關 出 版 物 對
外銷售。1881 年，總稅務司署將海關出版物劃
分 為 統 計、 特 種、 雜 項、 公 務、 辦 公 等 六 類。
其 中， 統 計、 特 刊、 雜 項 可 以 對 大 眾 銷 售。
《 海 關 醫 報 》 雖 然 屬 於 特 種 系 列， 但 亦 在 銷 售
名 單 之 列。 除 了 部 分 被 贈 送 予 人 及 留 在 造 冊 處
外， 其 餘 海 關 出 版 品 會 被 送 往 上 海、 香 港、 日
本、 倫 敦 等 地 區 銷 售。25 這 使 得《 海 關 醫 報 》
可 在 國 際 上 流 通， 不 少 歐 美 學 校、 醫 院、 圖 書
館 等 機 構 都 能 目 睹 西 方 醫 學 人 員 在 東 亞 的 觀 察
研 究。 其 內 容 甚 至 得 到 了 醫 學 權 威 刊 物《 柳 葉
刀 》（The Lancet ） 的 認 可， 以 及 一 些 國 際
流行病書刊、報告的引用。可見，《海關醫報》
無 疑 成 為 了 東 西 方 醫 學 交 流 的 窗 口， 正 如 赫 德
所設想的，《海關醫報》理應成為人類事業“普
遍的福祉”。 26

赫 德 會 對 定 期 提 供 有 價 值 的 論 文 的 海 關 醫
生 予 以 讚 賞， 27 同 時， 他 亦 發 現 有 部 分 醫 員 未
能 如 期 提 供 通 商 口 岸 的 疾 病 資 訊。 於 是， 他 便
不 斷 發 表 通 令 以 示 提 醒。 他 告 訴 各 港 口 醫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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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因 港 口 居 民 健 康 狀 況 良 好 而 沒 有 相 關 的 疾 病
材 料 時， 則“ 歡 迎 任 何 關 於 醫 學 或 外 科 主 題 的
專著”。28 面對總稅務司提出“有益衛生事業”
的 構 想， 部 分 海 關 醫 員 不 願 只 被 動 充 當 報 告 的
提 供 者， 而 是 希 望 成 為 積 極 尋 找 疾 病 材 料 的 主
動 者， 特 別 是 粵 海 關 醫 員。 他 們 在 與 博 濟 醫 院
進 行 醫 務 往 來 的 同 時， 將 自 己 的 醫 療 見 聞 記 錄
於 醫 學 報 告 中， 為《 海 關 醫 報 》 提 供 了 有 益 的
材料。

二、粵海關醫員與博濟醫院的合作互動

粵 海 關 醫 員 在 廣 州 的 教 會 醫 院 中，
醫 務 交 流 最 多 的 當 屬 博 濟 醫 院（Canton 
Hospital）。 據 不 完 全 統 計， 在 粵 海 關 醫 員 上
交 的 有 關 廣 州 情 況 的 29 次《 海 關 醫 報 》 中，
曾 提 及“ 博 濟 醫 院 ” 或“ 嘉 約 翰 ”（John 

Glasgow Kerr） 的 地 方 達 13 處。 在 十 九 世
紀 後 期， 博 濟 醫 院 是 廣 州 最 有 影 響 力 的 醫 院，
更 被 公 認 為 近 代 西 醫 入 華 源 頭。 博 濟 醫 院 的 前
身， 是 由 美 國 醫 學 傳 教 士 伯 駕 於 1835 年 在 廣
州 十 三 行 新 豆 欄 街 開 設 的 專 治 眼 科 的 醫 局。 在
伯駕的主持下，醫局逐漸形成一定規模。1855
年， 伯 駕 返 回 美 國， 醫 院 後 來 被 轉 交 到 嘉 約 翰
之 手。 其 後， 嘉 約 翰 主 持 博 濟 醫 院 業 務 近 半 世
紀之久，與博濟醫院的聯繫十分密切。 29

嘉 約 翰 於 1824 年 出 生 在 美 國 俄 亥 俄 州，
他 在 醫 學 院 畢 業 後 曾 在 美 國 行 醫 一 段 時 間。
十 九 世 紀 五 十 年 代， 嘉 約 翰 接 受 美 北 長 老 會 的
任 命， 來 到 廣 州 眼 科 醫 局 行 醫。 後 來， 位 於
十 三 行 的 眼 科 醫 局 在 第 二 次 鴉 片 戰 爭 中 被 焚
毀，嘉約翰便在廣州南郊增沙街覓得一處店面，
經 過 一 番 裝 修， 醫 院 於 1859 年 重 新 開 業， 並
正 式 取 名 為“ 博 濟 醫 院 ”。 後 為 拓 展 博 濟 醫 院
的業務，嘉約翰於 1866 年在穀埠（今仁濟路）
建 造 了 新 的 醫 院。 至 此， 博 濟 醫 院 的 地 址 再 也
沒 有 變 動 過。 嘉 約 翰 主 持 博 濟 醫 院 期 間， 曾 翻
譯書籍 34 部， 治療的門診病人達 740,324 人
次， 膀胱結石手術就做了 1,234 例， 培養三年
制以及低於三年制的學生共 150 人次。 30

從 專 業 的 角 度 上 來 看， 嘉 約 翰 是 一 位 優 秀
的 醫 生， 他 在 廣 州 的 醫 療 實 踐 中 積 累 了 大 量 的
醫 學 經 驗， 並 記 錄 了 許 多 病 例 的 資 訊。 不 少 粵
海 關 醫 員 從 嘉 約 翰 處 採 集 資 料， 以 便 進 一 步 報
告 當 地 的 醫 療 情 況。 粵 海 關 醫 務 官 黃 寬 在 起 草
廣 州 海 關 的 第 一 次 醫 報 內 容 時， 認 為 膀 胱 結 石
在 廣 東 極 為 常 見。 為 更 好 展 現 廣 東 地 區 膀 胱 結
石 病 症 的 面 貌， 黃 寬 從 博 濟 醫 院 獲 取 了 結 石 手
術病人的相關資訊。從博濟醫院的報告中可知，
膀胱結石手術數量逐年增加：1869 年為 35 例；
1870 年 達 到 49 例；1856 至 1870 年 中， 博
濟醫院共有 217 例患者接受了手術。 黃寬將這
217 例 患 者 按 照 地 域、 職 業 進 行 細 分， 發 現 這
些患者來自 23 個區域，8 類不同的職業，31 這
為 各 海 關 的 醫 務 官 對 廣 東 結 石 病 的 地 區 分 佈 及
職 業 研 究 提 供 了 證 據， 而 這 些 資 料 正 是 出 自 嘉
約翰基於治療膀胱結石的醫療實踐所做的筆記。

圖 2.　 嘉 約 翰（ 圖 片 來 源：SydneyKLewis. John Glasgow 
Kerr , CC BY-SA 4.0 via Wikimedia Commons <commons.
wikimedia.org/wiki/File:Dr._John_Glasgow_Kerr.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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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了 提 供 醫 療 筆 記 之 外， 嘉 約 翰 還 會 與 粵
海 關 醫 員 探 討 病 因。 前 文 已 述， 赫 德 創 辦 醫 報
的 初 心 是 收 集 中 國 的 疾 病 資 訊， 特 別 是 關 於 麻
風 病。 在 各 地 海 關 初 次 提 交 醫 報 時， 如 漢 口、
廈 門 等 地 的 醫 員 亦 有 報 告 當 地 的 麻 風 病 案 例。
黃 寬 也 依 照 赫 德 通 令 的 要 求， 報 告 了 廣 州 的 麻
風 病 情 況， 並 認 為 麻 風 病 在 當 地 居 民 中 是 較 為
普 遍 的。 一 些 麻 風 病 患 者 曾 到 博 濟 醫 院 求 診，
博 濟 醫 院 通 常 會 用 砷 或 者 碘 化 汞 砷 溶 液 治 療 輕
度 麻 風 病 患 者， 長 期 使 用 這 種 藥 物 後， 許 多 病
人 的 情 況 都 有 所 改 善。 報 告 亦 稱 教 會 醫 院 會 用
砒 霜 治 療 輕 度 的 麻 風 病 患 者， 32 還 記 錄 了 黃 寬
和 嘉 約 翰 曾 對 麻 風 病 的 病 因 和 治 療 情 況 進 行 探
討，但他們對此都難有滿意的結論。 33

除 了 麻 風 病， 黃 寬 還 與 嘉 約 翰 探 討 過 華 南
地 區 是 否 有 利 於 肺 結 核 患 者 居 住。 當 時 的 西 醫
十 分 注 重 氣 候 環 境 對 西 方 人 罹 患 肺 結 核 的 潛 在
影 響。 34 黃 寬 一 方 面 認 為 熱 帶 氣 候 本 身 就 會 使
肺結核患者身體虛弱，加之夏季氣候高溫多雨，
使 患 者 無 法 在 戶 外 運 動， 會 加 速 肺 結 核 的 過
程； 35 另 一 方 面， 他 在 觀 察 了 廣 州 的 肺 結 核 病
情 況 後， 認 為 廣 州 的 肺 結 核 患 者 並 不 如 歐 美 那
麼 普 遍。 針 對 這 個 問 題， 黃 寬 查 看 了 傳 教 士 藥
房 的 統 計 資 料， 但“ 因 為 中 國 人 總 是 喜 歡 用 他
們 自 己 的 醫 學 系 統 來 治 療 內 科 疾 病， 只 把 一 小
部 分 這 樣 的 病 例 帶 到 外 國 醫 生 的 面 前 ”， 於 是
他 又 詢 問 了 在 廣 州 行 醫 多 年 的 嘉 約 翰 對 肺 結 核
在 廣 州 是 否 流 行 的 看 法。 嘉 約 翰 也 認 為 中 國 雖
然 有 肺 結 核 患 者， 但 絕 不 像 在 歐 洲 或 美 國 那 樣
普遍。

粵 海 關 醫 員 亦 會 前 往 博 濟 醫 院 觀 察 病 人 的
病 症， 並 記 錄 於 醫 報 當 中。 黃 寬 在 起 草 1872
年 9 月 的 廣 州 地 區 醫 報 時， 發 現 中 國 居 民 出
現 普 遍 的 斑 疹 熱， 其 症 狀 是 間 歇 性 的 發 燒， 並
伴 隨 着 傷 寒。 黃 寬 從 中 國 醫 生 的 記 錄 本 中 了 解
到 對 此 類 疾 病 逐 日 發 熱 症 候 的 描 述， 得 知 此 病
十 分 嚴 重： 患 者“ 發 熱 八 或 十 天 沒 有 得 到 適 當
的 治 療， 病 情 就 會 變 得 很 棘 手， 兩 日 或 三 日
後， 就 幾 乎 沒 有 救 治 的 希 望 ”。 黃 寬 又 記 錄 了
他 在 博 濟 醫 院 曾 目 睹 一 例 斑 疹 熱 病 例 呈 持 續 發

燒 的 特 點， 四 肢 有 強 烈 的 發 熱 和 疼 痛， 脈 搏 為
130。 36 該病人在 14 天後死亡，情況與中國醫
生 的 觀 察 相 符。 對 於 斑 疹 熱 的 死 亡 率， 他 認 為
應在 10% 至 20% 之間， 但由於病人經常延遲
就醫，故死亡率可達 40%。 37

博 濟 醫 院 偶 爾 還 會 邀 請 粵 海 關 醫 生 參 與
醫 院 的 日 常 工 作， 如 凌 爾 醫 生（B. Stewart 
Ringer） 就 時 常 被 博 濟 醫 院 邀 請 參 與 手 術 會
診。 他 曾 把 一 次 在 博 濟 醫 院 進 行 的、 從 恥 骨 上
切 開 尿 結 石 的 手 術 記 錄 於 1897 年 的《 海 關 醫
報 》 中。 凌 爾 醫 生 稱 該 手 術 非 常 成 功， 他 從 患
者身上取出了重達 11.5 盎司的結石，但不幸的
是， 患 者 很 早 便 離 開 了 醫 院， 他 的 傷 口 在 回 鄉
的 過 程 中 裂 開， 及 後 開 始 發 燒 和 腸 道 出 血， 最
終 於 兩 周 後 死 亡。 凌 爾 醫 生 認 為“ 如 果 他 在 醫
院 裡 安 靜 地 多 呆 一 會 兒， 直 到 傷 口 變 得 更 加 牢
固”，就會康復得很好。 38

當 博 濟 醫 院 缺 乏 人 手 時， 醫 院 亦 會 請 粵
海 關 醫 生 來 救 治 病 人。 魏 樂 思 醫 生（J. F. 
Wales）在 1887 年 4 月至 1888 年 3 月的《海
關 醫 報 》 中 提 到， 因 嘉 約 翰 不 在， 他 被 請 到 博
濟 醫 院 幫 忙 診 治 一 名 女 孩。 這 名 十 歲 的 女 孩 在
七 日 前 被 一 頭 水 牛 用 角 撞 傷， 傷 口 在 肚 臍 左 側
幾 英 寸 的 地 方， 裡 面 的 胃 脾 網 膜 十 分 突 出。 魏
樂 思 先 用 硼 酸 清 洗， 並 在 擴 大 傷 口 後 試 圖 將 突
出 的 部 分 放 回 原 處， 接 着 再 縫 合 傷 口。 手 術 過
程 十 分 順 利， 雖 然 女 孩 當 晚 的 體 溫 曾 上 升 至 華
氏 100 度（ 約 攝 氏 37.78 度 ）， 但 體 溫 在 第
二 天 便 恢 復 正 常， 且 沒 有 其 他 不 良 症 狀。 39 其
實 在 此 手 術 之 前， 魏 樂 思 醫 生 就 已 經 和 博 濟 醫
院 保 持 緊 密 的 聯 繫。1883 年 12 月 30 日， 一
名 33 歲 的 中 國 男 子 因 罹 患 膀 胱 結 石 而 住 院，
在此之前他已經忍受了 14 年的病痛折磨。入院
僅 幾 小 時 後， 這 名 男 子 便 死 於 急 性 膀 胱 炎。 魏
樂 思 隨 後 前 往 博 濟 醫 院 對 這 名 男 子 進 行 屍 檢，
並解剖出長 3.125 英寸， 寬 2.5 英寸， 重量達
10.25 盎 司 的 結 石。 40 實 際 上 在 十 九 世 紀 的 廣
州， 醫 院 要 對 中 國 男 子 進 行 屍 檢 並 不 容 易， 主
要 原 因 是 受 到 中 國 傳 統 觀 念 的 影 響， 死 者 的 家
屬 不 願 意 讓 病 人 的 屍 體 支 離 破 碎。 博 濟 醫 院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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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設 解 剖 學 教 育 時， 因 無 法 進 行 人 體 解 剖， 只
能用狗給醫學班的學生上解剖學課程。41 因此，
在 博 濟 醫 院 中 進 行 屍 體 解 剖 的 機 會 十 分 難 得，
而 醫 院 將 屍 檢 交 給 魏 樂 思 主 持， 這 對 於 魏 樂 思
而言是一種寶貴的支持。

博濟醫院在感謝海關醫生幫辦醫務的同時，
還 會 給 海 關 醫 員 提 供 當 地 居 民 的 流 行 病 資 料。
例如魏樂思在報告 1888 年 4 月至 1889 年 3 月
廣 州 港 口 的 流 行 傳 染 病 及 治 療 情 況 時， 就 使 用
了 嘉 約 翰 的 筆 記。 據 嘉 約 翰 的 觀 察， 夏 季 廣 州
及 其 周 圍 地 區 流 行 霍 亂， 造 成 大 量 人 員 死 亡，
但 它 並 不 是 惡 性 的； 在 秋 季 流 行 的 疾 病 則 是 痢
疾 和 瘧 疾， 亦 造 成 大 量 人 員 死 亡。 嘉 約 翰 認 為
夏 季 氣 候 不 利 於 健 康， 因 此 他 會 在 夏 季 盡 可 能
地 避 免 在 醫 院 進 行 手 術， 42 以 防 流 行 疫 病 傳 染
到醫院中。 43

三、粵海關醫員與博濟醫院互動之因

為 何 粵 海 關 醫 員 會 與 博 濟 醫 院 交 流 互 動，
並 從 中 獲 得 當 地 居 民 和 外 國 人 的 相 關 疾 病 材
料？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毗鄰的社交生活

當時，在廣州居住的外國人口數量有限，他
們日益形成穩定的社交圈子。1837 年，《中國
叢報》對僑居廣州的外國人口進行調查，發現廣
州有 307 名外籍人士， 其中歐美人有 213 人，
約佔外籍人口的 70%。44 然而，在其後的三四十
年 間， 外 國 人 的 數 量 並 沒 有 隨 時 間 發 展 而 快 速
增長。1871 年，黃寬曾對僑居廣州的外國人口
進 行 統 計， 發 現 除 航 運 人 口 外， 廣 州 的 外 國 居
民 約 為 180 人，45 其 中 涵 蓋 傳 教 士、 商 人、 領
事及海關工作人員等。

1861 年，沙面成為英、法兩國的租界地，
僑 居 廣 州 的 外 國 人 多 居 住 在 沙 面 租 界。 不 久，
廣 州 租 界 當 局 禁 止 華 人 入 住 沙 面， 46 外 國 人 只
能 依 靠 傭 人、 廚 師 作 為 他 們 與 陌 生 的 中 國 社 會
進 行 交 流 的 媒 介。 因 為 語 言 的 差 異， 外 國 居 民

難 以 與 他 們 的 中 國 傭 人 交 流； 47 同 時， 外 國 居
民 對 中 國 人 亦 存 在 思 想 隔 閡， 他 們 認 為 中 國 居
民 是“ 不 可 同 化 的 人 ”。 48 例 如， 前 述 的 醫 學
傳 教 士 瑪 高 溫 曾 提 出“ 一 切 人 都 是 兄 弟 ” 的 主
張， 但 他 私 下 卻 稱 自 己 並 不 會 與 白 人 以 外 的 人
進 行 親 密 交 往。 49 至 於 利 用 信 件 與 外 界 交 流，
則 是 一 個 非 常 緩 慢 的 過 程。 當 時 通 商 口 岸 的 郵
件 船 運 並 不 頻 繁， 大 約 一 個 月 才 能 收 到 他 人 的
來 信， 因 此 在 廣 州 生 活 的 外 國 人 與 外 界 近 乎 隔
絕。

若 外 國 居 民 想 在 廣 州 擁 有 社 交 生 活， 語
言 相 近 的 歐 美 人 是 彼 此 更 加 容 易 親 近 的 對 象，
尤 其 是 醫 學 傳 教 士。 對 於 這 些 異 鄉 人 而 言， 中
國 的 氣 候、 水 土 一 時 難 以 適 應， 十 分 容 易 罹 患
疾 病， 這 時 就 亟 需 外 國 醫 師 的 救 治。 由 傳 教 士
開 設 的 博 濟 醫 院 緩 解 了 不 少 外 國 居 民 的 病 痛 之
苦， 因 此 外 國 居 民 亦 常 常 捐 款 支 持。 50 粵 海 關
醫 員 的 職 責 是 為 海 關 工 作 人 員 提 供 醫 療 服 務，
“ 凡 是 領 取 海 關 工 資 並 在 任 何 海 關 轄 區 休 假 或
執 勤 的 人， 都 有 權 獲 得 該 轄 區 醫 務 人 員 的 醫 療
服務”。51 海關工作人員多以洋員為主，因而海
關 醫 員 與 博 濟 醫 院 的 醫 生 在 為 外 國 居 民 提 供 醫
療服務的過程中，能有共同的話題。

另 外 一 個 重 要 的 原 因 是， 粵 海 關 醫 務 所 和
博濟醫院的地理位置十分接近。1860 年，粵海
關 稅 務 司 以 珠 江 北 岸 為 中 心， 建 造 起 兩 層 簡 陋
的 樓 房 作 為 辦 公 大 樓， 粵 海 關 醫 務 所 便 附 設 於
此。粵海關公署大樓的西邊是外國租借地沙面，
海 關 工 作 人 員 居 住 的 關 員 宿 舍， 則 位 於 沙 面 大
街 2、4、6 號附近。 博濟醫院的院址位於粵海
關 大 樓 以 東， 距 離 不 到 一 公 里 的 仁 濟 路 上。 故
粵 海 關 醫 員 從 海 關 大 樓 出 發， 步 行 到 博 濟 醫 院
只 需 不 到 十 分 鐘 的 時 間。 因 此， 只 要 海 關 醫 生
願 意 去 博 濟 醫 院 探 訪， 很 快 便 可 抵 達。 交 通 上
的 便 捷， 也 在 無 形 當 中 拉 近 了 海 關 醫 生 和 博 濟
醫院人員交流的距離。

（二）海關醫員工作內容的轉變

海 關 醫 員 的 工 作 內 容 之 一 是 為 海 關 職 員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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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醫 療 勤 務 服 務， 診 治 港 口 患 病 船 員。 52 總 稅
務 司 署 於 1870 年 發 表 關 於 監 測 口 岸 流 行 病 況
的 通 令， 要 求 每 半 年 出 版 一 期《 海 關 醫 報 》，
這 就 促 使 海 關 醫 員 要 調 查 當 地 的 公 共 衛 生 狀
況、 特 殊 疾 病、 流 行 病 及 療 法。 然 而， 當 時 的
海 關 醫 生 大 多 是 西 方 人， 他 們 會 受 到 語 言、 經
驗 等 方 面 的 限 制， 難 以 與 中 國 人 打 交 道。 53 另
一 方 面， 教 會 醫 院 的 醫 療 傳 教 士 們 來 華 之 初 或
之 前 便 會 學 習 漢 語， 以 方 便 與 病 人 交 流 病 情，
減 少 因 翻 譯 所 帶 來 的 溝 通 誤 差。 54 故 掌 握 當 地
最 豐 富 的 疾 病 資 訊 的 機 構， 莫 過 於 教 會 醫 院，
其 為 海 關 醫 生 撰 寫《 海 關 醫 報 》 提 供 了 翔 實 的
素材。

晚 清 以 降， 西 方 各 國 派 遣 醫 學 傳 教 士 到
中 國， 並 陸 續 在 通 商 口 岸 建 立 起 教 會 醫 院。 這
使 得 教 會 醫 院 成 為 西 方 醫 學 在 華 輸 出 的 主 要 力
量。 教 會 醫 院 對 平 民 大 眾 的 治 療 是 免 費 的， 而
且 還 樂 於 分 發 藥 品， 因 此 吸 引 了 許 多 貧 困 的 病
人 前 來 求 醫 問 藥。 55 病 患 在 看 病 的 過 程 中， 會
領 取 標 有 號 數 的 竹 牌， 按 照 先 後 次 序 到 醫 生 處
看 病， 醫 生 將 就 診 病 人 的 資 訊 記 錄 在 案， 如 姓
名、 病 症、 就 診 時 間 等。 這 樣 做 的 目 的 是 能 在
病 人 下 次 複 診 時 了 解 上 次 的 診 治 情 況， 給 予 新
的治療意見。 56

不僅記下病症和採用的治療方法，還

要記下病人的省份和由個人生活歷史形

成的習慣及其他細節。這樣的記錄本最終

將成為有指導意義的珍貴文獻，譬如將使

我們能夠直窺中國社會和家庭生活的最

深處。57

這 些 資 訊 為 醫 學 的 研 究 和 發 展 提 供 了 豐 富 的 材
料， 特 別 是 對 醫 生 了 解 疾 病 發 生 的 情 況， 以 及
傳播衛生觀念，都起到重要的作用。

同 時， 海 關 醫 員 的 工 作 量 較 執 業 醫 生 要
少 得 多， 這 使 得 海 關 醫 員 有 機 會 去 教 會 醫 院 交
流 實 踐。 海 關 醫 員 診 治 的 病 人 數 量 約 為 每 半 年
200 至 500 人不等，而教會醫院在幾日間就能
超 過 這 個 數 額。 58 海 關 醫 員 的 工 作 還 包 括 對 申

請 加 入 海 關 的 候 選 人 進 行 身 體 檢 查， 並 按 時 提
交 海 關 人 員 因 病 離 開 港 口 的 疾 病 報 告， 59 但 這
些 工 作 並 不 會 佔 用 太 多 時 間， 他 們 的 私 人 活 動
時 間 是 比 較 充 裕 的。 如 時 任 台 灣 打 狗 關 醫 務 官
的 曼 森（Manson） 在 完 成 官 方 職 責 之 外， 每
日 都 去 當 地 的 傳 教 士 醫 院 觀 察。 同 時， 曼 森 還
開 設 了 私 人 診 所， 為 歐 洲 人 和 中 國 人 服 務， 生
意 日 漸 發 達。 因 此， 曼 森 在 任 醫 務 官 的 第 三 年
就已經能償還他之前學習醫學的費用。 60

每 個 口 岸 的 海 關 醫 員 薪 資 略 有 不 同， 大 多
與 海 關 社 區 的 規 模 大 小 掛 鉤。 粵 海 關 是 重 要 的
對外貿易港口，海關僱員人數多，社區規模大，
因 而 粵 海 關 醫 員 的 月 薪 比 其 他 港 口 要 多， 大 約
為 125 海關兩（約 41 英鎊）。61 整體而言，粵
海 關 醫 員 的 工 作 相 對 輕 鬆， 因 此 醫 員 有 餘 力 到
博 濟 醫 院 進 行 醫 務 交 流， 以 及 調 查 當 地 社 區 的
公共衛生狀況。

（三）海關醫員地位特殊

1864 年，赫德頒佈《海關應弘揚之精神、
應 遵 循 之 方 針 與 應 履 行 之 職 責 之 思 考 及 諸 專 項
規 定 》， 這 是 中 國 海 關 僱 用 外 籍 人 員 的 第 一 個
管 理 辦 法。 當 時 剛 成 立 不 久 的“ 洋 關 ” 外 籍 工
作 人 員 緊 缺， 赫 德 因 此 寫 信 向 各 地 駐 華 公 使 求
助， 希 望 挑 選 年 富 力 強 的 人 員 加 入 海 關， 62 其
中 就 不 乏 傳 教 士 群 體。 赫 德 十 分 重 視 傳 教 士 群
體， 並 說：“ 我 喜 歡 錄 用 傳 教 士 的 後 代。” 63 
早 在 1863 年， 赫 德 在 設 立 海 關 醫 務 所 之 初，
就 招 攬 了 不 少 醫 學 傳 教 士 進 入 海 關 工 作， 他 自
信地認為：

一個具有傳教精神的人在我們海關，

他面前將有一個令人驚歎的天地，而且會

派上非常大的用場。64

赫 德 之 所 以 重 視 讓 傳 教 士 加 入 海 關， 除
了 是 受 其 本 人 的 基 督 教 思 想 影 響 外， 還 因 為 他
意 識 到 傳 教 士 是 來 華 最 早 和 活 動 時 間 最 長 的 群
體， 熟 悉 中 文 及 了 解 中 國 社 會 是 他 們 的 優 勢。
從 醫 學 方 面 來 看， 中 國 此 時 的 西 醫 教 育 仍 處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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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步 階 段， 尚 未 出 現 大 量 的 西 醫 人 才， 而 醫 學
傳 教 士 則 是 將 西 醫 和 西 藥 技 術 引 進 中 國 的 重 要
群 體。 赫 德 在 尚 未 擔 任 海 關 總 稅 務 司 時， 就 曾
多 次 與 醫 學 傳 教 士 往 來， 並 支 持 醫 學 傳 教 士 在
華 的 醫 學 活 動。 65 可 見， 赫 德 讓 醫 學 傳 教 士 擔
任 海 關 醫 員 是 基 於 現 實 情 況 和 他 個 人 觀 念 的 雙
重考慮。

同 時， 在 海 關 任 職 的 醫 員 具 有 較 大 的 獨 立
性。 他 們 除 了 能 在 海 關 醫 務 所 任 職， 還 可 於 其
他 醫 療 機 構 兼 職。 有 的 醫 員 會 自 行 開 設 診 所，
還 有 的 會 在 教 會 醫 院 工 作。 總 稅 務 司 署 對 醫 務
官 兼 職 的 情 況 予 以 包 容 和 認 可， 並 認 為 海 關 醫
員 的“ 地 位 與 那 些 不 允 許 做 其 他 事 情 的 受 薪 僱
員 的 地 位 不 太 一 樣 ”。 66 當 然， 海 關 醫 員 的 職
位 只 能 在 口 岸 生 效， 若 離 開 港 口， 則“ 其 任 命
就會同時失效”。67 這樣限制醫員的活動範圍，
是 要 求 海 關 醫 員 時 刻 為 外 籍 人 員 及 其 家 屬 提 供
醫 療 服 務。 此 外， 海 關 醫 務 所 並 不 提 供 醫 藥，
藥 品 得 由 海 關 醫 生 自 行 提 供。 68 因 而， 海 關 醫

員 私 下 行 醫、 自 行 開 業， 從 而 獲 取 資 金 作 為 補
助 的 做 法“ 已 經 得 到 承 認 ”， 69 也 並 無 太 大 的
限 制。 有 的 粵 海 關 醫 員 就 是 聘 請 自 博 濟 醫 院 的
傳教醫師，還有的醫員在博濟醫院任職。其中，
黃 寬、 計 羅（F. Carrow）、 魏 樂 思 等 人 在 擔
任 海 關 醫 生 之 前， 就 和 博 濟 醫 院 有 着 密 切 的 聯
繫。

黃 寬 從 英 國 留 學 返 回 廣 州 之 前， 就 已 和 博
濟 醫 院 淵 源 頗 深。1841 年， 伯 駕 前 往 愛 丁 堡
大 學 進 行 訪 問 並 發 表 演 說， 希 望“ 激 起 基 督 教
傳 教 會 內， 他 專 門 致 力 的 部 門 中 的 朋 友 們 的 興
趣”。70 這在愛丁堡大學激起醫學傳教的思潮，
愛 丁 堡 醫 學 傳 教 會 就 此 成 立。 愛 丁 堡 醫 學 傳 教
會 試 圖 向 亞 洲 國 家 派 遣 傳 教 士， 希 望 藉 着 提 供
醫 療 服 務， 達 到 寓 教 於 醫 的 目 的； 不 久 又 提 出

“利用部分資金資助一或幾位學生的專業教育，
為 他 們 進 入 傳 教 會 後 服 務 做 準 備 ” 的 決 議。 黃
寬在愛丁堡學習期間就得到過該會共 97 英鎊 2
先 令 6 便 士 的 資 助， 71 自 然 不 會 對 該 會 的 創 建
脈 絡 感 到 陌 生。 由 於 嘉 約 翰 與 伯 駕 同 屬 廣 州 醫
藥 傳 道 會 的 成 員， 嘉 約 翰 時 常 邀 請 黃 寬 來 博 濟
醫 院 當 助 手， 黃 寬 也 自 然 樂 意 幫 忙。 72 與 此 同
時， 因 黃 寬 在 愛 丁 堡 學 習 時， 主 要 攻 讀 病 理 學
和解剖學，73 故嘉約翰又聘用黃寬傳授解剖學、
內科學和外科學的知識。 74

計羅在擔任粵海關醫生之前，是美北長老會
的醫學傳教士。1876 年，嘉約翰因身體原因，
返回美國休養。此時，博濟醫院由同屬美北長老
會的計羅掌管。計羅在博濟醫院任院長期間，曾
完成相當複雜的卵巢切除手術。及後粵海關醫生
黃 寬 因 病 離 世， 計 羅 就 成 為 黃 寬 的 繼 任 者， 任
粵海關醫員。75 除黃寬、計羅曾在博濟醫院工作
外，同為粵海關醫員的魏樂思醫生也管理過博濟
醫院。1883 年，嘉約翰再次因健康問題前往香
港休養，當時的博濟醫院被委託給賴馬西（Mary 
W. Niles）、老譚約瑟（Joseph Thomson）
和魏樂思三人共同管理。76

從 中 不 難 看 出， 粵 海 關 醫 員 的 日 常 生 活 與
博 濟 醫 院 存 在 交 集。《 海 關 醫 報 》 記 載 粵 海 關

圖 3.　 愛 丁 堡 大 學 內 的 黃 寬 雕 像（ 圖 片 來 源：Ggiganti. 
Wong Fun Statue , CC BY-SA 4.0 via Wikimedia Commons 
<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Wong_Fun_statue.
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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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 員 到 博 濟 醫 院 觀 察 病 例、 協 助 手 術、 從 嘉 約
翰 處 獲 取 流 行 病 資 訊 等 經 歷， 都 是 他 們 在 同 一
區域內因職務往來所呈現的結果。

赫 德 提 出“ 有 益 衛 生 事 業 ” 的 構 想， 推 動
《 海 關 醫 報 》 的 刊 行， 無 疑 為 他 贏 得 寶 貴 的 名
聲，“ 即 使 是 現 代 歷 史 學 家 和 流 行 病 學 家 也 要
感謝哲瑪森醫生和赫德爵士所建立的事業”。77

這 些 被 發 表 在《 海 關 醫 報 》 的 醫 學 論 文， 不 僅
引 起 醫 學 界 人 員 的 關 注， 同 時 也 吸 引 了 非 醫 學
界 讀 者 的 興 趣。 不 少 即 將 前 往 中 國 工 作 的 外 國
人 從 中 了 解 到 當 地 的 氣 候、 公 共 衛 生 環 境， 以
及生活的注意事項。

赫 德 自 上 而 下 敦 促 海 關 醫 員 定 期 提 交 醫 學
報告，不少海關醫員意識到醫學報告的重要性，
認 為 這“ 將 在 幾 年 內 構 成 一 部 完 整 的 中 國 醫 學
史 ”。 78 由 於 部 分 海 關 醫 員 是 由 醫 學 傳 教 士 兼
任， 使 得 醫 學 傳 教 士 調 查 中 國 疾 病 與 赫 德“ 為
大 眾 謀 福 利 ” 的 構 想 具 有 一 致 性。 他 們 積 極 利
用 教 會 醫 院 資 料， 總 結 報 告 期 內 的 居 民 總 體 健
康 情 況， 分 析 疾 病 與 氣 候 變 化 等 的 關 係， 並 撰
寫成報告發表在《海關醫報》當中。

然 而， 並 非 所 有 的 醫 務 官 都 按 期 提 交 醫 學
報 告， 部 分 海 關 醫 員 認 為 沒 有 發 現 足 夠 新 穎 的
內 容 來 證 明 撰 寫 文 章 的 必 要 性， 79 從 而 喪 失 撰
寫報告的信心。

在海上還是在岸上都沒有人死亡，而

且生病的情況也很少，從醫學的角度來說

也沒有甚麼意義。80

還 有 一 些 海 關 醫 員 初 來 口 岸， 對 地 方 社 會
情 況 暫 不 熟 悉， 暫 未 打 通 與 當 地 居 民 的 聯 繫，
故 而 缺 乏 當 地 居 民 疾 病 資 料， 導 致 醫 學 報 告 內
容 相 對 匱 乏。 81 相 較 之 下， 粵 海 關 醫 員 以 共 同
的 地 域、 社 交 生 活、 職 務、 情 誼 等 為 紐 帶， 從
博 濟 醫 院 獲 得 廣 州 居 民 的 疾 病 情 況， 既 能 應 對
總 稅 務 司 對 提 交 醫 學 報 告 的 要 求， 又 能 在“ 報
告 中 體 現 出 寶 貴 的 病 理 學 和 歷 史 資 訊 ”； 82 博
濟 醫 院 也 因 海 關 醫 員 的 幫 忙， 緩 解 了 人 手 緊 張

的壓力。故粵海關醫員與博濟醫院的醫務往來，
可稱得上是互惠之舉。

結語

刊 行《 海 關 醫 報 》 的 建 議， 最 初 雖 由 地 方
醫 官 提 出， 但 赫 德 的 推 動 無 疑 是 至 關 重 要 的。
這 個 提 議 既 符 合 在 華 外 國 居 民 的 健 康 利 益， 又
滿 足 了 醫 學 界 對 中 國 罕 見 疾 病 的 調 查。《 海 關
醫 報 》 的 成 功 創 辦， 不 僅 有 益 於 公 共 衛 生 事 業
的 進 步， 同 時 也 給 赫 德 帶 來 良 好 的 名 聲。 英 國
自 1879 年以後，曾多次授予勳章嘉獎赫德，83

這 無 疑 是 對 赫 德 在 華 事 業 的 肯 定。 當 然，《 海
關 醫 報 》 並 非 赫 德 一 人 的 成 果， 而 是 由 眾 多 海
關 醫 員 提 供 港 口 衛 生 狀 況、 流 行 傳 染 病 記 載，
或 是 醫 員 行 醫 實 踐 的 案 例 報 告 而 成。 如 粵 海 關
醫 員 與 博 濟 醫 院 進 行 醫 學 交 流 時， 會 將 醫 療 實
踐寫在醫療報告中，分享自己在華的醫學見聞。

粵 海 關 醫 員 與 博 濟 醫 院 的 交 流 互 動 主 要 基
於 兩 大 因 素： 一 是 他 們 處 於 共 同 地 理、 文 化 環
境， 這 些 在 沙 面 居 住 的 外 國 人 形 成 了 穩 定 的 社
交 圈； 同 時， 粵 海 關 醫 員 的 辦 公 地 點 和 博 濟 醫
院 的 距 離 不 到 一 公 里， 因 地 理 便 捷 和 有 共 同 的
話 題， 於 是 便 增 加 了 雙 方 交 流 的 可 能。 二 是 粵
海 關 醫 員 與 博 濟 醫 院 存 在 職 業 情 誼 的 聯 繫， 海
關醫員為海關服務的同時，亦被允許兼任他職。
粵 海 關 醫 生 黃 寬、 計 羅 等 就 曾 在 博 濟 醫 院 任 職
一 段 時 間。 他 們 利 用 博 濟 醫 院 的 資 料， 觀 察 當
地 流 行 病 情 況， 並 記 錄 在《 海 關 醫 報 》 當 中。
二 者 的 交 往 互 動， 可 視 為 海 關 醫 員 與 地 方 教 會
醫 院 往 來 的 一 個 縮 影。 84 這 種 交 流 互 動 既 包 括
醫 務 協 助， 亦 包 括 醫 學 知 識 的 傳 遞。 部 分 醫 員
因 初 入 海 關， 未 能 深 入 了 解 地 方 社 會， 導 致 醫
學 報 告 未 能 反 映 當 地 居 民 流 行 病 特 徵。 與 此 相
比， 粵 海 關 醫 員 與 博 濟 醫 院 進 行 交 流 合 作， 從
而 獲 取 廣 州 衛 生 情 況 的 記 載， 無 疑 是 積 極 有 益
的選擇。

附： 本 文 為 國 家 社 會 科 學 基 金 重 大 項 目“ 中 國

傳統醫學疫情防控史料收集、整理與研究”（項目編

號：20&ZD222）階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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