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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会东与齐鲁医学教育的发端(１８８３ １９１１)
刘家峰　叶大深

摘要:聂会东于１８８３年来华后治病救人、培养医生,在山东工作、生活了近４０年.他坚持中文教学,与英

国浸礼会传教士合作,开医学巡回教学模式之先河,并在多年实践基础上建立了系统、正规的现代医学教

育体系,在中文教科书编写、医学名词术语统一等领域均有重要贡献.作为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齐鲁医

院的创始人,聂会东为齐鲁医学享誉中外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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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会东(JamesBoydNeal,１８５５ １９２５),美国北长老会医学传教士,１８８３年来华,先后在山东登

州(今蓬莱)和济南从事教育、医疗工作,曾担任文会馆教师(１８８３ １８９０)、济南文璧医院院长(１８９３
１９０８)、中华博医会主席(１９０３ １９０５)、齐鲁大学医学院院长(１９０８ １９１９)、齐鲁大学校长(１９１９ １９２１)
等职.１９２２年因病回到美国,１９２５年病逝于费城.他是今天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齐鲁医院的创始

人,也是山东现代医学教育的主要奠基者① .因此学者们在探究中国早期现代医学教育和齐鲁大学

时都会提及聂会东② ,但部分论著涉及其生平事迹时往往语焉不详,甚至有以讹传讹之处等,对他比

较深入的专题研究更是极少.本文拟利用近些年收集的美北长老会及齐鲁大学档案、期刊材料,重点

考察聂会东来华至１９１１年医道学堂落成这一时期的医疗与教育工作,探讨他如何一步步夯实山东现

代医学教育的基础,解析齐鲁大学医学院何以超越历史更久、名声更大的文理学院(文会馆),铸就中

外闻名的“齐鲁医学”.

一、登州时期:医疗服务与医学教育的萌芽

１８５５年５月８日,聂会东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的布鲁斯伯格镇(Bloomsburg).他的父亲威廉
尼尔(WilliamNeal)是一名钢铁商人,同时担任当地一所师范学校的董事会主席;母亲玛丽博伊德

(MaryLaviniaBoyd)是威廉的第二任妻子,聂会东的中间名Boyd就来自母亲的姓氏.聂氏家族均

信奉新教,是美国长老会会友.来华传教士一般都要给自己起一个雅致的汉名,有人说聂会东这个中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齐鲁大学史研究(１８６４１９５２)”(１５CLSJ０７);山东大学“考古与历史学学科高峰计划建设

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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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聂会东的基本情况,可参考吕军、曹英娟编译的«聂会东文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９年).该书收录了聂会东

的论文、工作报告、书信及他人纪念聂会东的文章,共计２５篇,以中英文对照形式出版,这是国内外首次出版的聂会东文

集,对聂氏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②　相关著述有马伯英、高晞、洪中立:«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上海:文汇出版社,１９９３年;张大庆:«早期医学名词统一工作:博
医会的努力和影响»,«中华医史杂志»１９９４年第１期;郭查理:«齐鲁大学»,陶飞亚、鲁娜译,珠海:珠海出版社,１９９８年;彭益

军:«齐鲁大学与近代山东医学教育»,«山东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０年第３期;李传斌:«条约特权制度下的医疗事

业: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研究(１８３５１９３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徐保安:«教会大学与民族主义———以齐鲁大学

学生群体为中心(１８６４１９３７)»,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郭大松:«齐鲁大学文理医三学院渊源及英中文名称考»,«聊
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年第５期;叶大深:«齐鲁大学早期医学教育史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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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名字有“中西医学相会”之意①,但其真正含义目前尚不可考.

１８７３年聂会东考入耶鲁大学哲学与文学系,１８７７年毕业后进入谢菲尔德科技学院医预科;１８８０
年考入当时全美最负盛名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１８８３年５月毕业.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创办

于１７６５年,是美国第一所有资格授予医学学位的高校,创始人约翰摩根(JohnMorgan)希望毕业生

成为当地医学教育事业的奠基人,并将宾大医学院的声誉传播到世界各地②.据宾大官网③介绍,第
一位来华的医学毕业生是１８２３届的布莱福(JamesBradford)④;第二位是１８４０届毕业生麦嘉缔

(DivieB．McCartee,１８２０ １９００),１８４４年来华(宁波)⑤;第三位就是１８８３届的毕业生聂会东.
聂氏来华前的美国大学校园正弥漫着浓烈的宗教奋兴情绪,许多大学生希望毕业后去海外传教.

在这种情绪感染下,有着深厚宗教背景和情怀的聂会东,立志成为医学传教士,并得到北长老会海外

布道会的支持.１８８３年１０月,他携新婚妻子踏上开往中国的航船,于１１月１５日抵达上海⑥.停留

一周后继续北上芝罘(今烟台),夫妻二人再改为骑乘,在寒冷、泥泞的道路上颠簸了近９０公里,终于

在１１月２７日抵达登州⑦.他们最初住在文会馆创始人狄考文(CalvinW．Mateer,１８３６ １９０８)夫妇

家中,后于１８８４年春搬至城东梅理士(CharlesR．Mills,１８２９ １８９５)的住处⑧.
此时,狄考文、梅理士等人于登州府从事传教工作已近２０年.在他们的苦心经营下,传教和教育领

域已有很大成绩,特别是高等教育,狄氏创办的登州文会馆在１８８４年被长老会总部正式批准升格为大

学.遗憾的是,２０年中教会的医疗服务和医学教育乏善可陈.麦嘉缔虽在１８６２年７月就从宁波迁往

芝罘,试图以家为中心开展医疗和布道工作,但他工作不足三年便返回了宁波⑨.可以说,登州地区缺

医少药,根本无法开展医疗工作,甚至连生活在这一区域的传教士患病也难以得到及时医治.直到１８７８
年,北长老会派遣克利斯医生(A．D．H．Kelsey,１８４４ １９３１)赴登州开设诊所,医学工作才真正起步.

１８８２年,克氏由于健康问题迁居日本,教会医疗事业又一次陷入困境.因此,１８８３年底聂会东

的到来,让登州差会又看到了希望,他们在年度报告中使用了“备受鼓舞”“颇为珍贵”等词汇真诚表达

了对聂氏的欢迎.与所有来华不久的传教士一样,聂氏夫妇必须花费大量时间学习语言.１８８４年,
聂会东在写给总部的信中表示,除非遇到较为严重的患者,他尽量避免行医,一些轻微病症主要由狄

考文夫人狄邦就烈(JuliaBrownMateer,１８３８ １８９８)诊治.长老会差会１８８３、１８８４年度的工作报

告均没有提及登州的医学活动,可见聂氏尚未将精力完全投入医疗工作中.
聂会东正式管理诊所始于１８８５年１月１日.该诊所由克利斯开办,位于登州府城东门附近的东

大寺,距离主干道有一段距离.聂氏认为其位置太过偏僻,便把诊所转移至紧邻街道的一所教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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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振友等:«齐鲁西医及皮肤性病学传播者聂会东»,«中国麻风皮肤病杂志»２０１４年第６期.

KaiyiChen,SeedsFromtheWest:St．JohnsMedicalSchool,Shanghai,１８８０ １９５２,Chicago:ImprintPublications,

２００１,p．５７．
https://global．upenn．edu/globalＧinitiatives/historyＧpennＧchina,访问日期:２０２１年３月１５日.

１８２８１８３５年,布莱福曾在广州参与英国人郭雷枢(ThomasR．Colledge)主持的广州诊所.苏精:«西医来华十记»,北京:
中华书局,２０２０年,第４１页.
麦嘉缔１８４４年到宁波后开办诊所,１８６４年曾到山东芝罘传教但并不成功.齐鲁大学奚尔恩曾评论说,麦嘉缔是“一个非

常有趣、多才多艺的人,对在中国和日本的宣教事业做出很多贡献”.JohnJ．Heeren,OntheShantungFront,NewYork:

BoardofForeignMissionsofthePresbyterianChurchintheUnitedStatesofAmerica,１９４０,pp．２１８２１９．
“MissionaryNews”,TheChineseRecorder,１８８３,１４(６),p．４９８．
JamesB．NealtotheBoard,Dec．３rd,１８８３,BoardofForeignMissionsCorrespondenceandReports:China１８３７to１９１１,IncomＧ
ing,ChinaLetters,１８８３,１７,No．１５９．该档案保存在费城长老会历史档案馆,以下引用简称为BFCR,只标注日期和卷期号.

JamesB．NealtotheBoard,Apr．４th,BFCR,１８８４,１８,No．１４１．
JohnJ．Heeren,OntheShantungFront,pp．２１８２１９;另见郭查理:«齐鲁大学»,第４４页.

HunterCorbett,ARecordofAmericanPresbyterianMissionWorkinShantung (１８６１１９１３),SecondEdition,１９１３,p．１７．
AnnualReportoftheBoardofForeignMissionsofthePresbyterianChurch,１８８４,p．１０６．
JamesB．NealtotheBoard,April４th,BFCR,１８８４,１８,No．１４１．



他对教堂的主体建筑进行了小规模扩展,新辟出一个储药室,同时移除建筑内部的一堵隔断墙,加大

了候诊室的空间.旧诊所用以接收住院病人①.病房起初仅放置了１５张病床,之后陆续增添,以尽可

能容纳需要住院治疗的患者.值得说明的是,诊所与医院的改造款项并非由差会出资,而是来自长老

会拨给聂氏个人的生活费用②.由此可知,所谓“聂会东１８８３年在登州开设诊所”③一说并不准确.
首先,聂会东来华是在１８８３年底,第二年以中文学习为主,每天４ ５个小时,空闲时间在文会馆与女

子学校从事一些教学工作,除非特别必要,几乎不涉足医疗活动④.因此,长老会报告中有关医学工

作的记录随克利斯离开而消失,直至１８８５年.其次,聂氏也非创设诊所,而是将原有诊所扩展为一家

小规模医院.也有材料称,克氏１８７８年所办即是医院⑤.一般说来,构成医院最基本的条件之一是拥

有病房和一定数量的病床,但在聂氏来华之前,该诊所并不具备这些设施,其年度报告描述医疗场所

的词汇为dispensary(诊所、药房),而不是hospital(医院).聂会东写给总部的信中更是明确提到,旧
有诊所(药房)没有收治住院病人的条件.自１８８５年起,登州差会工作报告中才开始使用hospital一

词.就此而言,长老会在登州乃至整个山东的第一家医院应是１８８５年由聂氏改造旧诊所而成.
作为一名医学传教士,通过治病施药直接或间接向病人传播福音是应有之义.聂会东在１８８５年

给差会的信中写道:“此刻,我最感兴趣的工作是通过诊所接触这个地区的人们,如果诊所与医院的活

动能给这里的人带去真理,并引领他们真正信仰我们的救世主,那我将无比开心.”⑥简言之,聂会东

迫切希望透过教会的医疗空间直接向患者宣教.差会和他本人均对这种方式寄予厚望.诚然,改造

后的诊所在当年２４４天的营业中接诊４０２０人次,平均每天１６人次以上;另有１５人住院治疗⑦.１８８６
年,门诊３４７４人次,其中１６２９人是新病例,男性１３６２人,女性２６７人,住院患者４１例,外科手术１３４
例⑧;１８８７年,门诊数为３５００人次,其中１６２０宗新病例⑨.通过诊所接触的人尽管比以前多,但传教

效果却并不理想.１８８７年,聂氏在第三次年度报告中写道:“这几年来,人们对宗教还是无动于衷
每当我们谈到基督教义时,中国人总是把话题岔开,很少有人对物质之上的东西感兴趣,他们的生活

完全被如何解决温饱所占据”.“在与住院病人的交谈中,我不止一次感到失望”.
向病人传教的挫败感,让聂会东重新思考来华的目标绝非仅仅是借医传教,更重要的是培养本地

医生.１８９０年５月,聂氏在中华博医会大会演讲时表示,自己来华之前就对培养本地医生感兴趣;正
因如此,他才被长老会邀请派往山东.但考虑到彼时登州传教站尚无一所设施完备的医院,缺乏实

习场所,加之聂氏来华不久,汉语并不熟练,难以教授复杂的医学知识,因此准备工作长达３年之久.

１８８７年,登州教会在医学教育领域终于迈出了重要一步.年初,聂会东正式开设医学班,招收了

５位年轻人.教会为每一名学生提供１５００文铜钱的资助,用于日常开销与学习资料的购买.学生入

学时要签署一份保证书,确保自己能够完成为期３年的课程,并承诺在此期间不准行医,除非得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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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大寺和寺后的姑子庵等处是长老会传教士的居所.东大寺寺前是一条贯通县城东西的主路,据聂会东的描述,我们认

为诊所原本很可能位于姑子庵,临近街道的建筑是教堂,聂氏决定将其扩充改建为医疗之用.

JamesB．NealtotheBoard,Dec．１st,BFCR,１８８５,１９,No．４８．
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山东省志卫生志»,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５２１页.

JamesB．NealtotheBoard,April４th,BFCR,１８８４,１８,No．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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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pitalReports”,TheChinaMedicalMissionaryJournal,１８８８,２(１),p．３２．
Jas．B．Neal,“TrainingofMedicalStudentsandTheirProspectsofSuccess”,TheChinaMedicalMissionaryJournal,

１８９０,４(２),pp．１２９１３０．



别批准①.凭借一具带关节的骨架、一些头骨和松散的骨骼,以及一副与真人大小相同的人体模型,
聂氏已能教授解剖学②.科目安排如下:一年半的解剖学、生理学、化学课程;通过考试后,再研习嘉

约翰(JohnG．Kerr,１８２４ １９０１)的«西医内科全书»和外科学.逐步参与临床实践,主要是对病人医

检,包括叩诊、听诊;同时还须阅读炎症、皮肤病、梅毒、治疗学、产科学等方面的书籍③.学科设置重

视基础,较为全面.
过往传教士医生为方便工作,总要雇一位中国助手,而助手“见习既久,亦能行医自设药肆卖

药,以西法治病,利市三倍”④.聂会东试图改变这样的师徒制度,他要培养正规的现代医生而非卖药

郎中.无论是设立三年学制还是不许私下行医的规定,抑或相关科目的考核,均体现出聂氏开展系统

医学教育的决心.从这个意义上说,聂氏在登州的医学班称得上山东现代医学教育的萌芽.长老会

报告中对这个群体的称呼也由assistant(助手)变为student(学生).有研究认为,聂氏不经课堂而直

接通过临床案例进行教学⑤,此说法是不确切的.
医学班的开启让聂会东感到这是“目前为止在登州府最有趣、最令人愉快的工作”⑥.经过几年的教

学实践,他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医学生培养方案.１８９０年,中华博医会在上海举行第一届大会,聂氏

发表了«论医学生培养及其前景»的演讲,与同行分享经验心得,也为未来的工作方向提出设想(内容详

后).此时的聂会东,渴望一个更大的舞台施展抱负.他把目标锁定山东省会济南,并很快得偿所愿⑦.

二、济南时期:从巡回班到医学院

１８７１年,美国传教士文璧(JasperS．McIlvaine,１８４４ １８８１)创设长老会济南布道站.１８７９年,洪
士提反(StephenA．Hunter,１８５１ １９２３)开启济南差会的医学工作,其医疗服务有效弥合了教会与当

地民众的矛盾⑧.１８８１年,文璧经过多年努力,在济南城内西大街以３７００两白银(约５０００鹰洋)的价

格买下一 块 土 地 拟 建 教 堂 和 医 院,却 由 此 引 发 一 场 教 案⑨,最 终 在 美 国 公 使 何 天 爵 (Chester
Holcombe,１８４４ １９１２)干预下才得以化解.教会获取一小块地开办诊所,设在官署附近,规模较

小,加之洪士提反１８８５年被调至芝罘,诊所起步并不顺利.同年,长老会派遣满乐道(RobertColtＧ
man,１８６２ １９３１)医生到济南.在他掌管下,医疗工作有所起色,诊所门诊病人最多一年近８５００人,
是同时期登州门诊人数的两倍.１８９０年,聂会东与满氏对调.这时,济南差会仍在积极筹办一家正

规医院.最终,经传教士李佳白(GilbertReid,１８５７ １９２７)多方奔走,教会购得城市东郊一块土地.
医院修建工作始于１８９１年秋,款项主要来自文璧的遗产,因此命名文璧医院.聂会东１８９１年１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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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美休假,直到１８９３年１０月回到济南后才真正接管医院①.
文璧医院是济南第一所西式医院,设３间大病房,每间病房约３１平方米,另有三四间小病房,可

以容纳３０ ４０名住院病人.但是,现有条件无法满足越来越多的患者,很多病人只能被安排在周围旅

店,一些人甚至必须自备卧具.由于医院尚无专业护理人员,因此能及时住院的患者不超过２０人.
即便如此,病人还是接踵而至.根据聂会东的报告,１８９３ １８９５年期间每年就诊人次均超过５０００,

１８９６年更是突破１００００人次,住院病人也从１８９２年的２３人升至１８９６年的２０５人②.
文璧医院的正后方是供医学生使用的院落.１８９０年,首批学生随聂会东一同迁往济南并于当年

完成学业.随即,聂氏招收了第二批学生,人数增至７人③.他花费１年半的时间对新生进行化学、解
剖学等方面的教育.１８９１年底,聂氏回国休假,学生们被送到沂州府,由章嘉理(CharlesF．Johnson,

１８５７ ?)医生负责教学.章氏安排他们一周四天进行专业课学习并接受临床实践和外科手术指导,另
有两节宗教课④.聂会东对章氏的课程设置给予高度赞扬,这种相邻地区不同传教医师合作授课的

形式,可视为山东现代医学教育“巡回班”(peripateticclass)模式的确立.借助巡回教学,聂氏第二批

学生中有５人于１８９４年顺利毕业.此时,聂氏相继完成两个班级共１０人的系统医学教育(第二批次

７名学生中有２人中途辍学).

１８９４年,聂会东招收了第三批学生,人数仍是７人⑤.后减至５人,学制４年,一周有四五天的上

午在教室内学习,下午在门诊部实习.课程包括化学、生理学、解剖学、药物学、临床实习、手术、产科

学、眼科学和皮肤病学等,均采用中文教材.学生在学习期间每个月可以得到２块鹰洋,毕业后需在

教会医院或诊所至少服务２年.聂氏试图延续与章嘉理的巡回合作教学模式,但由于章氏所雇佣的

几名中国助手出走,导致前往沂州的学生跟随章氏只学习了几个月就返回济南⑥,这可能是该批次学

生在１８９７年(未满４年)便结束学业的原因⑦.１８９８年５月,聂会东再次回国休假,济南的医学班暂

停招生.１８９９年,身处登州的长老会传教士慕维甫(W．F．Seymour,? １９２８)组织了一个７人医学

班⑧,但慕氏于当年６月返回美国.传教站人手短缺,差会决定将结束休假的聂氏临时派驻登州,接管

此地包括医学班在内的各项医学工作⑨.

１９００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对山东境内的基督教会造成巨大冲击,迫使教会在高等教育领域走向联

合.山东省内势力最大的两个差会即美北长老会与英国浸礼会,借在芝罘一起避难的机会进行工作探

讨,就集中双方资源合作办学达成共识.这一合作意向促成两个教会于１９０２年６月１３日在青州会

谈,会议草拟了联合创办大学的初步计划.后经过英美两个差会总会的反复讨论,双方于１９０４年２月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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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教会医院,«山东医科大学史志»有如下描述:“１８９０年,聂会东奉调到济南协助教会工作,在东关华美街(现为兴华街)
与洪氏提凡夫妇安德逊(女)扩建了女士医院、并建医校,次年竣工.”周申主编:«山东医科大学史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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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公布名为«教育工作联合准则»(BasisofUnioninEducationWork)的文件,同意联合组建３个学院,即
设在潍县的文学院、设在青州的神学院以及一所医学院,但医学院校址及运作方式待定①.其中原因并

不难理解.这一时期无论是长老会还是浸礼会,虽然都开展了医学生的培养工作,但均未成为有规模

的正规学校.双方差会决定各派３人组建联合教育委员会,继续磋商合作的具体事宜.

１９０５年联合教育委员会讨论、修订了«教育工作联合准则»,确定医学院落户济南,由浸礼会负责修

建,财产权归浸礼会.同年９月,英国浸礼会总会批准了这一修正案,但不承诺提供资金支持医学院建

设.美北长老会总部因无须负担建设费用,在１９０６年１月批准了修订案②.建设经费未能解决,浸礼

会山东差会只好寻求英国圣公会的医学传教辅助委员会(TheMedicalMissionaryAuxiliary)相助,双
方成立“联合医学教育委员会”,继续向英国浸礼会总部申请款项.１９０６年６月,浸礼会总部中国委员

会最终决定给予支持,并请求总部向阿辛顿基金申请医学院建筑费③.１９０７年２月１８日,联合大学

董事会在青州召开第三次年度会议,获知阿辛顿基金决定拨款４０００英镑作为在济南修建医学院和医

院的第一期费用,另有每年５６８英镑的维持费,连续发放５年.医学院经费问题得以顺利解决.
为加快医学院的组成,联合大学董事会通过决议,命聂会东及浸礼会传教士武成献(JamesR．

Watson,１８５５ １９３７)致函山东所有差会,要求他们加盟济南的医学院.董事会同时任命聂为医学院

的教员之一④.从这次会议后刊布的资料封面看,医学院也有了正式的名称ShantungUnionMedical
College,但没有载明中文名⑤.至此,医学院所在地、经费和师资都基本敲定,只差一块合适的地皮.

１９０８年,浸礼会在济南南郊获得一片土地,医学院的建造立即于秋天动工.次年,学院请来浸礼会建

筑师佩利姆(G．H．Perriam)主持修筑事宜⑥.
合办医学院令浸礼会与长老会的合作更加紧密.在医学院建筑落成启用之前,双方继续沿用巡

回班模式上课.从在山东开展医学教育的历史来看,英国浸礼会要晚于美北长老会.１８９１年,武成献

在青州招收了一批学生并于次年建立起山东差会的第一个医学堂⑦,规模与聂会东的医学班不相上

下⑧.据武氏记载,他从１９０４年１０月开始给巡回医学班授课,共１３名医学生,其中７人来自长老会,

６人来自浸礼会.第一年课程包括基础物理、基础化学、实用化学、药物学、基础生理学和骨科学,“目
前他们的学习状况令我十分满意,第二年的课程将交由济南的聂会东医生负责”⑨.

从１９０５年１０月起,聂会东接手该批学生,指导方式如下:“除农历新年的一个月外,这些学生跟

从我学习解剖学和生理学,一周四天,每天两个小时,直到６月中旬.到了第二学期,在上午两个小时

教学基础上,下午再拿出一部分时间对他们进行指导过去一年医疗工作不是特别繁重,让我有充

足时间用于教学”.１９０６年,学生们仍由聂会东教导,１９０７年转交邹平的浸礼会巴德顺(T．C．
Paterson)医生.１９０７年５月,章嘉理休假离开沂州,后被直接调往济南,所以章氏其实并未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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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这批学生的教学.不过,在１９００ １９０６年,章嘉理与聂会东曾合力推进一个１１人的医学班.该

班由章氏于１９００年在沂州府独自招收,最初１５人,旋即因义和团运动停课.１９０１ １９０２年长老会传

教士陆续返回山东内地,该班在１９０２年春季复课,但人数减至１１人①.这一批次的学生由聂、章二人

共同指导,于１９０６年完成学业②.１９０７年聂会东返美休假,次年９月回到中国,１０月被董事会任命为

医学院院长,而文璧医院则交给章嘉理负责③.
在医学院建筑完工之前,聂会东便于１９０９年９月的«博医会报»上发文介绍学院背景和成立过程.

据其描述,即将完工的医学院主楼共三层,配备宽敞的解剖学、生理学、组织学和病理学教室及实验室,另
有研究药材和实用药学的专用设备.聂氏因此自豪地宣称:“这些现代化的设施为医学生内、外科的实习

提供了便利.”对于未来,他更是充满自信,期待山东甚至邻近省份的其他教会也参与到这个联合学校,共
同培养中国医生.聂氏还公布了医学院新的课程计划:学制６年,第一年在潍县广文学堂学习物理、化
学、生物等 基 础 课 程,后 面 ５ 年 在 济 南 学 习 医 学 专 业.师 资 包 括 聂 会 东、魏 德 模(FreiherrVon
Werthern)④、武成献、巴德顺、章嘉理５名传教士医生以及数位具备相当能力的中国助手,全部使用中

文授课.文中还附有校园规划图与医学院主楼景观图⑤.这篇文章更像是一则医学院的招生广告.

１９１０年２月２日,大学委员会(UniversityCouncil)⑥第六次年度会议商讨医学院师资、设施、学
生等问题,以迎接学院的开学.美北长老会增派徐伟烈(William M．Schultz,１８７８ １９５７)和罗嘉礼

(CharlesK．Roys,１８７５ １９２０)加入医学院.对于已学习３年的学生,他们可以选择完成班级开课时

的原定课程,但不能得到学校颁发的毕业证书;或者选择进入医学院三年级课程,进行两年学习以及

一年带薪实习,在完成６年学业后方可获得医学院毕业证书.关于是否招收女性医学生,学院教师认

为时机尚未成熟⑦.同年,聂会东向大学委员会提交了医学院年度报告⑧.

１９１０年初,尽管医学院主建筑尚未竣工,但学生们已可以入校上课.武成献于１９０７年招收的巡

回班学生并入医学院四年级,另有９名一年级新生.１９１０年３月１１日,新学院正式迎来２个年级共

２０名学生⑨.据齐鲁大学档案记载,医学院落成前共有７个批次３８名学生被列入齐鲁大学毕业生名

单中,详情见下表:

早期齐鲁大学医科学生统计(１８８７１９１１年)

入学时间 招收人数 毕业时间 毕业人数 指导教师 上课地点 备注

１８８７年 ５ １８９０年 ３ 聂会东
登州

济南

这３名学生在齐鲁大学档案中被列为

首届医学院毕业生

１８９０年 ７ １８９４年 ３ 聂会东、章嘉理
济南

沂州

１８９４年 ７ １８９７年 ３ 聂会东、章嘉理
济南

沂州

１８９９年 ７ １９０１年 ６ 慕维甫、聂会东
登州

济南

慕维甫招收,聂会东起初在登州指导这

批学生,义和团运动后将他们带至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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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入学时间 招收人数 毕业时间 毕业人数 指导教师 上课地点 备注

１９００年 １５ １９０６年 １１ 章嘉理、聂会东
沂州

济南

章嘉理 招 收,后 因 义 和 团 运 动 停 课,
１９０２年复课

１９０４年 １３ １９０８年 ５
武成献、聂会东、

巴德顺

青州

济南

邹平

浸礼会与长老会达成合作后第一批“巡
回班”学生

１９０７年 １８ １９１１年 ７ 武成献、聂会东等
青州

济南
１９１０年并入医道学堂四年级

医学院成立,新建筑启用,按教会传统应举行盛大的落成典礼.１９１１年１月２１日,大学委员会决

定,典礼定于当年４月１７日举行,也就是基督教复活节后的周一,连续３天①.
１７日上午,包括时任山东巡抚孙宝琦在内的一众官员、嘉宾陆续到场.据说当天共来了“３７顶轿

子,另有不计其数的轿夫、骑马随从、警察等等”.聂会东带领来访者参观医学院的各个建筑,浸礼会

传教士郝复兰(FrankHarmon)介绍了学院现状和办学宗旨.孙宝琦向医学院捐银１０００两,感谢传

教士在年初防控鼠疫疫情时的贡献②,称赞西医疾病预防及公共卫生知识的重要性,并表示中国政府

对此已有深刻认识③.１８日和１９日分别接待中外妇女、信徒及社会公众,一度热闹非凡,盛况空前.
时移势易,传教士们敏锐地感知到了当地官员的变化.在孙宝琦的答谢宴会上,章嘉理直言,与３

千万人的统治者握手,听着他的致谢演说,“让我们当中有些人感觉这不是真的回想起过去２５年

的经历,那时我们就住在这座城市中国人的房子里,走到街上总会听到公开的辱骂声,要想见山东巡

抚就像见中国皇帝一样(困难).真的是‘时代变了’”④.从此,医学院进入发展的新阶段.

三、聂会东对医学教育体系的探索与贡献

(一)教育体系的创建

１８８７年,聂会东在登州招收第一批学生时就开始思考如何在中国环境下培养医学生.１８９０年,
第一批学生即将结业之际,他应邀赴上海参加第一届中华博医会发表演讲,首次提出医学教育体系的

构想,后以«论医学生培养及前景»为题刊登于«博医会报»⑤.他谈了６个方面的问题,这对我们理解

聂会东的医学教育体系至关重要,所以这里作较为详细的阐述.
第一,结合自己的授课实践,聂会东认为,医学教学至少需要４年,如果再加入物理、历史、地理等

基础课程,学制甚至应延长至５年.山东长老会采纳了他的４年培养方案,学生每年至少保证７个月

的上课时间,其余５个月应去照顾病人、接受临床教学⑥.
第二,尽管当时教会内用英语教授西方知识的呼声很大,但聂会东与文会馆创始人狄考文的思路

一样,从中国人的实际需要出发,坚持使用中文教学.他说:“我们应该尽最大努力建立起一套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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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术语,构建本土的医学教科书,让中国人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就可以获得医学知识,就像用英文一

样完美.”①在教学方法上,聂会东认为应该让学生更多定期背诵 (recitations),而 非 通 过 讲 座

(lectures)方式,因为前者效率明显更高.因此,他强调传教士认真编译中文教材的重要性,尤其是印

刷出来供他人教学的教科书,必须要用一流汉语用心去做,“这样才不会制造出文字粗鄙的书本,让受

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无法容忍,让我们和我们的事业蒙羞”②.
第三,聂会东希望中国医学生的课程与美国医学院的课程一样全面、综合,以便日后的就业.当

然,他也认识到中国目前达不到美国那样的教学和实验条件,因此他强调至少要有２年的时间用于解

剖学、病理学、化学、药物学等基础课程的学习;鼓励多开展实践教学,特别是在外科、皮肤病、眼科等

前景广阔的领域,中国学生临床学习的机会要比美国学生好得多,能从中获得更丰富的实践知识,而
美国学生缺乏独立给病人检查的机会③.

第四,为解决对学生进行多样化的教学和指导难题,聂会东认为最好的方法是合作教学,同一差

会不同传教点的医生,或者同一省份不同差会的医生相互合作.聂氏强调:“一个人无论他多么优秀,
或他竭尽全力为学生提供全面的训练,他在兼顾医疗工作的同时不可能完成所有的教学工作.”他认

为,学科互相补充是必要的;另外,这种多人联合教学也能激励学生思想活跃,独立思考④.
第五,聂会东提出培养学生不仅仅是为治病救人,还应有更高的目标,即让学生成为基督徒,帮助

同胞成为“高尚的有价值的人”.但他并不主张在医学课程上加入神学培训的内容,而注重在日常工

作中潜移默化,给予基督教元素的影响.他不赞成把学生单纯培养成外国医师的助手,而是希望他们

以医生的身份向中国人传播福音.⑤

第六,聂氏表达了对培养中国医学生的信心,尽管这时他在登州只培养了５名学生.
聂会东关于医学教育的构想在许多方面是超前的.事实上,这届大会上仍有为数不少的传教士

对是否应当培训中国医学生心存疑虑.他们认为,中国人尚不能充分理解和接受西医的治疗方式,这
可能导致受过西医教育的本土学生完成学业后难以谋生⑥.此时,聂氏即将完成对首批学生的教导,
且已初步形成自己的医学生培养体系.１５年后即１９０５年,他的联合办学设想成为第二届博医会大会

讨论的焦点.接替聂会东出任新一届博医会主席的司督阁(DugaldChristie,１８５５ １９３６)感叹,那些

靠一两个传教士苦苦支撑、孤立的教会医学院校,“难道不是在白白耗费精力吗”?⑦ 伦敦会传教士纪

立生(ThomasGillison,１８５９ １９３７)表示,目前当务之急是集一定区域内各差会之力共同办学,以保

证教学质量,切实提高中国医学生的素质,使他们成为真正合格的医生⑧.聂会东因此提议,应敦促

在华的各基督教会尽最大努力建设联合的医学院,这一提议最后获得一致通过⑨.聂氏早年的设想

终于成为医学传教士这一群体的共识.
在其后２０年的医学教育生涯中,聂会东几乎完全践行了上述几点.当然,他也根据实践不断完

２１２

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Jas．B．Neal,“TrainingofMedicalStudentsandTheirProspectsofSuccess”,TheChinaMedicalMissionaryJournal,

１８９０,４(２),p．１３１．
Jas．B．Neal,“TrainingofMedicalStudentsandTheirProspectsofSuccess”,TheChinaMedicalMissionaryJournal,

１８９０,４(２),p．１３２．
Jas．B．Neal,“TrainingofMedicalStudentsandTheirProspectsofSuccess”,TheChinaMedicalMissionaryJournal,

１８９０,４(２),p．１３３．
Jas．B．Neal,“TrainingofMedicalStudentsandTheirProspectsofSuccess”,TheChinaMedicalMissionaryJournal,

１８９０,４(２),pp．１３３１３４．
Jas．B．Neal,“TrainingofMedicalStudentsandTheirProspectsofSuccess”,TheChinaMedicalMissionaryJournal,

１８９０,４(２),pp．１３４１３５．
TheChinaMedicalMissionaryJournal,１８９０,４(２),pp．１５７１５８．
DugaldChristie,“PresidentsAddress”,TheChinaMedicalMissionaryJournal,１９０５,１９(２),pp．４８４９．
ThomasGillison,“TheTrainingofMedicalStudentsinMedicalMissionColleges”,TheChinaMedicalMissionaryJourＧ
nal,１９０５,１９(３),pp．９８１００．
“TheConferenceoftheChinaMedicalMissionaryAssociation”,TheChinaMedicalMissionaryJournal,１９０５,１９(２),p．３９．



善这个体系.如在学制方面,随着教学条件的改善,特别是医学院成立后,他把学制从４年改为６年,
加强基础学科,延长实习时间.又如关于联合教学,流动的不是传教士医生,而是学生以巡回班的方

式.在医学院于济南落成之前,这是医学教育最切实可行的方法.
聂会东很早就发现中国学生在学习方面的问题.比如与美国学生相比,中国学生缺乏热情和主

动性.他指出:“中国学生在所有事情上都等着老师去指导,显然无法为自己规划工作或独立思

考”①;中国学生“在出勤和完成日常工作方面表现十分出色”,但“对自己努力学习的东西很难产生热

情,也很难启发他们提出有质量的问题”,无论是在实验室还是临床实践,他们都只是满足于老师教授

的内容②.因此,在１９１０年２月的第四届博医会大会上,他专门就此发表了题为«我们应如何激发医

学生的科学兴趣»的演讲,提出４点建议:(１)对每一个学生进行全面的实验方法训练;(２)应该放手让

学生承担更多的临床工作,包括手术和术后恢复等,让中国学生更加自信;(３)建设医学阅览室,丰富

中文医学杂志;(４)教师自身要保持对科学的热情,从事顶尖的科学工作③.聂氏提出的问题与主要

对策,在今天看来,也仍有建设性价值.
(二)中文教材的编译

中文教学以及与此相关的中文教科书、中文医学名词术语的统一,不仅在聂会东的医学教育体系

中占有重要地位,更是他对齐鲁乃至全国现代医学教育的巨大贡献,值得一提.
在早期的教学工作中,缺乏合适的中文教材一度令聂会东头痛不已.１８９６年,聂氏在«博医会报»

上直言不讳地评论当时流行的几种医学教科书.他说:“除合信(BenjaminHobson,１８１６ １８７３)的教

材外———事实上其内容多已过时———全中国只有广东的嘉约翰认真编写过一套医学教科书.”④在他

看来,嘉氏教材同样存在问题.他认为,«体用十章»的文法艰涩难懂且有不少错误,«外科手术手册»
(原名«割症全书»)的编排不甚合理,«内科全书»与«眼科撮要»亟待更新,而德贞(JohnDudgeon,
１８３７ １９０１)的«全体通考»书价昂贵,令中国学生难以负担.据此,聂会东认为,当务之急是尽快填补

生理学、治疗学、皮肤病学、产科学等教材的空白,并将售价控制在合理区间.此外,他着重提到,一本

中文教科书的出炉要反复修订,其内容必须经过师生课堂互动,将其中最适合教学的内容加以提炼,
然后方能编辑成书⑤.

在呼吁新教材出版的同时,聂会东以身作则,于１８９５ １８９８年间先后翻译出版«化学辨质»«眼科

证治»«皮肤证治»３本书.其中,«眼科证治»一书的底本为１８９３年出版的ATextＧBookofOphthalＧ
mology,有研究者称赞此书是那个时代最出色的教材之一⑥.该书作者威廉诺里斯(William
F．Norris)和查尔斯奥利弗(CharlesA．Oliver)均是威尔斯眼科医院(WillsEyeHospital)的外科医生,
而聂会东首次返美休假,即１８９２ １８９３年间,特意花了几个月时间前往威尔斯眼科医院和宾大医学院进

修眼科学的课程⑦.这个时间正值ATextＧBookofOphthalmology面世前,聂氏有机会了解到这部书的

内容及成书过程,这或许也是为何该书出版仅１年多、聂会东便能成功将之译成中文的重要原因.
除介绍眼科学的前沿知识,聂氏翻译«眼科证治»的另一目的是希望推动中国医学名词术语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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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①.自１９世纪中叶以来,来华传教士陆续将一些西医书籍译为中文,但由于西方医学与中国传

统医学分属不同的知识体系,所以在译述外文书籍时往往难以找到恰当对应的中文词汇;加之当时译

者多各自为政、少有交流,不同译作对同一医学术语常采用不同的译名,从而造成大量的“混名”问题.
１８９０年,首届博医会大会决定成立医学名词委员会,但多数委员忙于行医传教,工作进展缓慢②.名

词委员会不得不考虑更新人员,因聂会东在«眼科证治»中所提构想正合其意,于是他被吸纳进改组后

的委员会,成为推动统一医学术语的干将.
１９０１年初,在上海躲避义和团运动的高似兰(P．B．Cousland,１８６０ １９３０)、惠亨通(H．T．WhitＧ

ney,１８４９ １９２４)、师图尔(G．A．Stuart,１８５９ １９１１)和聂会东共４位名词委员会成员召开了一次长

达６个星期的会议,对解剖学、生理学、药学等领域的名词术语进行深入讨论,最终确立若干条医学名

词命名规则,并将其公之于众③.１９０３年,升任博医会主席的聂会东连续撰文,呼吁协会成员对名词

委员会的工作建言献策④.１９０５年,第二届博医会大会在上海召开,聂氏主持会议,对博医会未来几

年的工作提出建议,其中重要的一条便是出版术语统一的医科丛书⑤.高似兰代表名词委员会向大

会重申医学名词的审定原则,后以此为基础编写了«高氏医学辞汇»,作为翻译和出版医科书籍的准

绳.在聂、高等人的不懈努力下,来华医学传教士内部终于就医学名词的统一达成共识.
在该届大会上,聂会东当选为新增设的出版委员会主席⑥.在他的运营下,出版委员会成立不足

２年便有７本按新标准术语出版的中文医学教科书面世⑦.１９０９年,委员会共筹集到１１０００鹰洋作为

图书出版资金.至１９１６年,委员会已推出近４０部教材,涉及内科、外科、儿科、妇产科、眼科、皮肤科、
药学、解剖学、生理学等各个领域⑧.

聂会东多年来对联合办学与中文授课的追求为齐鲁大学医学的发展带来深远影响.１９１５年,洛
克菲勒基金会及其支持下的中华医学基金会(罗氏驻华医社),经过多年调查和研究,决定投资支持中

国的医学教育,重点建设北京协和医学院,以期通过英语授课开展高标准的教学工作.代表众多教会

医学院的中华博医会认为,这可能会严重影响中文医学教育的发展,因此建议基金会至少支持１所以

中文教学的医科院系达到一流水准,并推荐了济南的医学院⑨.其之所以能脱颖而出,首先是因为聂

会东等人二十多年来坚持中文教学,成绩斐然;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医学院堪称教会合作办学的典范,
符合当时博医会整合教会医学教育资源的目标.

因齐鲁大学医学院无法满足“英语授课”的限定条件,洛克菲勒基金会不能直接给予支持.当时,洛
克菲勒基金会正准备扩建旧协和医学院(堂),中文教学的三个低年级班学生需要安置而齐鲁大学医学院

愿意接收,因此基金会决定资助齐鲁大学５万美元,用于医学院必要的扩建和设备的购买,并在之后分５
年拨给１０万美元的维持费.１９１６年１０月,６５名协和学生从北京迁往济南.此后若干年内,来自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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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菲勒基金会的经费始终是医学院收入的大宗①,为医学院的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障.

四、结语

在山东现代医学教育缓慢而又艰难的发展历程中,聂会东居功甚伟.自１８８７年他于登州教会诊所

招收第一批５名学生至１９１１年７名学生从济南医学院毕业,聂氏及其同事在２４年中共培养了３８名毕

业生.学生培养规模并不大,但却是山东现代医学教育的首批成果.由于师资、场所、实验条件等的限

制,加之传教医师所承担的繁重医疗工作,每次招生人数均很有限.聂氏因地制宜,灵活创设巡回班培养

模式.直到１９１０年医学院建筑落成,长老会与浸礼会陆续增派师资,这种情况才发生根本改变.学院具

备了每年招生的条件,巡回班模式才过渡到更为系统、正规的学院体制,齐鲁医学教育由此发端.
在中华博医会的推动下,金陵大学医学系与汉口大同医学校于１９１７年相继并入齐鲁大学.此时

博医会出版委员会８名委员中的４人聚首齐鲁大学医学院②,齐鲁大学一跃成为教科书编译工作的前

沿阵地,以中文教学的教会医科院系几乎全部选用了来自齐鲁大学的教材③.这些均表明,聂会东在

中华博医会和齐鲁大学任职期间参与或领导的名词术语统一、出版等工作,对现代医学教育乃至整个

科学技术教育、传播和发展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文理学院与神学院于１９１７年分别从潍县和青州迁至济南,齐鲁大学实现同地办学.在文理、神、

医三个学院中,医学院本是历史最短,师资、学生、校友最少的学院,但由于洛克菲勒基金会和中华博

医会的支持,医学院驶入发展的快车道,其影响力迅速超越文理学院,自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便成为齐鲁

大学的招牌学院,一枝独秀.这一过程看似偶然或幸运,但追根溯源,均可从聂会东近四十年的努力

中找到答案.今天,齐鲁医学人将聂氏定位为“山东现代医学事业、齐鲁大学医科和‘齐鲁医学’品牌

的主要创立者”④,毫不为过.我们的确应该铭记这位把一生都奉献给中国的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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