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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医东渐下常德地方社会：广德医院经费来源与本土化
进程研究

李华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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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 1835 年伯驾在广州创办了近代中国最早的教会医院——广州眼科医局后，教会医院纷纷在中国各地创办。

1898 年，美国医学传教士罗感恩（Logan，O.T.）在湖南常德创办了广济诊所，后先后更名为广济医院、广德医院。

随着就诊人数的增加、医院规模的扩大，医院的经费问题随之凸显出来。广德医院的经费来源主要有教会资助、外

国人捐赠、中国人的捐赠、医药费等。广德医院不同时期经费来源比重的变化，反映出广德医院一步步本土化的进程。

在此过程中与近代常德地方社会相互适应，对推动常德地方社会思想观念和风俗习惯的变迁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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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ern Medicine Gradually Descends to Changde Local Society: A Study on the Funding Sources 
and Localization Process of Guangde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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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1835, when Bo Jia founded the earliest church hospital in modern China, the Guangzhou Ophthalmology 
Bureau, in Guangzhou, church hospitals have been established in various parts of China. In 1898, American medical 
missionary Logan, O.T. founded the Guangji Clinic in Changde, Hunan, which was later renamed Guangji Hospital and 
Guangde Hospital. With th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patients and the expansion of hospital scale, the issue of hospital 
funding has become prominent. Guangde Hospital is mainly funded by church grants, foreign donations, Chinese donations, 
medical expenses, etc. The changes in the proportion of funding sources for Guangde Hospital in different periods reflect the 
gradual localization process of Guangde Hospital. During this process, mutual adaptation with modern Changde local society 
has had a certain positive impact on promoting the changes in ideological concepts and customs of Changde local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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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近代湖南素以排外而著称，是晚清基督教新教较晚开

教的省份之一。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美国北长老会传

教士凌霄志与梅克医生由粤北的连州（今连县）进入湖南的

临武，卖书传教，租屋设堂，创建了近代湖南第一所教堂 [1]。

与此同时，北长老会还派罗感恩医生到湘西北常德传教。为

了传教方便，罗感恩于 1989 年创建了湖南首家西医诊所“广

济诊所”。教会医院的经费来源及数量，可以说是影响教会

医院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全球史的视域下，对广德医院不同

时期经费来源及数量进行梳理，把握广德医院在不同时期财

务运行状态，探究广德医院本土化的进程以及与常德地方社

会的相互影响，从而丰富西医传播与中国区域社会的研究。

1 初创时期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11 月，美国长老会派牧师

柏思登（Peston）和医生罗感恩（Logan,O.T.）偕其夫人孟

氏护士，到湖南常德东门外二里铺街设堂传教 [2]。为了传教

需要，罗感恩夫妇凭借着从美国带来的一台显微镜和一些药

品器械，创办了常德第一家西医诊所—“广济诊所”。随着

传教工作日益开展，就诊病人与日俱增，诊所逐渐满足不了

求医者之需。1901 年罗感恩积极筹资，另购买一处地皮和

房子，建造了一栋洋房，进一步扩大规模，“广济医院”遂

正式成立 [3]。

在医院创立之初，由于常德地方社会的封闭、保守，

再加上长期受排外思想的影响，广济医院的医疗活动遭到常

德地方社会的强烈抵抗。常德人民的传统医疗方法，概用中

医中药，对西医西药，人们不仅感到陌生，而且心存戒惧。

因此在广济医院在创办初期，教会往往先动员信徒带头就

医，通过疗效扩大影响 [4]。另一个措施就是实行免费制度，

以招揽中国人，进一步扩大影响。“教会医院初设之际一般

都实行慈善医疗，即免费施诊送药，有的还给一些贫病者免

费提供食住”[5]。在罗感恩刚到常德时，顺利地从一个女人

喉咙中取出了一枚银针，以至于往后很多年找罗感恩医生的

人络绎不绝。罗感恩还为一位失明的乞丐，做了虹膜切除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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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帮助他重获光明。此后他成为商贩，经常现身说法传播

西医 [6]。通过最初的医疗活动，广济医院获得了较好的声誉，

经过被治愈病人的宣传，湖南省的其他地区甚至是其他省份

的病人都前来治病。再加上罗感恩的医术较高，逐渐在群众

中扩大了影响，日诊达一二十人次 [3]。

广济医院创立初期需要有相当的经费投入，但是医院

的经费来源主要集中于本国教会的资助和外国人捐赠，其他

方面的来源比较少。而且在中国人对西医了解较少、存有疑

虑甚至恐惧之际，广济医院也不可能进行收费的医疗活动。

因此传教士积极地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在本国国内宣传，以

获取本国教会或人民的支持。1900 年罗感恩由于阑尾炎发

作返回美国治疗，其间他参加了九次美国北长老会的理事会

议，分享了他在中国的所见和中国人怎样对待他们的故事，

借此来引起美国各界对中国医学传教事业的关注，从而获得

捐助。

广济医院在创立初期，虽然在某些方面得到了中国地

方社会的支持，但是在中西隔阂、文化冲突的背景下，中国

人对西方传教士对华在华活动抱有怀疑甚至是敌视的态度，

所以中国人对教会医院的捐赠是很少的。当时，慈善医疗的

受惠者为表达感激之情，往往是给教会医院、诊所赠送匾额

或礼物，少有直接捐助金钱的 [7]。

2 发展时期

1907 年根本论宗和长老宗合并，将其原在常德二铺街

教堂所属人员、房产全部转交给长老会，组成长老会常德区

会 [3]。随着来华教会的整合以及普通民众逐渐对西医的接受，

广济医院的经费来源也发生了变化，即不再是单独依赖于本

国教会或民众的捐助，而是从常德地方官民得到的捐助不断

增多，与此同时广济医院也开始向病人收取少量的费用。

随着西方社会对常德地方社会的了解以及医学传教的影

响，本国教会的资助和外国人的捐赠明显增加。“几年前根本

论女子教会捐赠 1000 美元，帮助我们购买毗邻的土地，因为

我们没有能力购买土地。我们希望这种捐款保持或维持在一

定数额，这样为女病人（那些离得比较远的）提供更好的医

疗服务 [8]。”在十二年的等待之后，通过盐湖（密苏里州）长

老会的女人们慷慨，毗邻男医院的土地被购买来做女医院。

我们现在确信今年有 2500 美金来建立女医院，4000 美金购买

土地和扩大男医院 [8]。“尽管在过去的一年中（教会）给我们

的医疗工作拨给了大量的经费。由于地价昂贵，我们将需要

增加几千美元是为了建一所男子医院将满足目前的需要 [8]。” 

一些美国女性，为常德这家医院的女患者捐了款，罗感恩医

生一收到捐款立马买下了邻近的房子，女患者们也得到了很

好照护 [9]。罗感恩医生利用捐款在新教堂的旁边购置了土地，

并在这片土地上建造了新的男子医院。“我们最近从新泽西

州蒙特克莱尔的韦斯特敏长老会的主日学校获得了 14000 美

元，印第安纳波利斯的第一第二长老会的主日学校捐赠了

750 美金”，目前的男医院将转交给女医院 [8]。

随着广济医院慈善医疗的影响，加之罗感恩医术也赢

得常德地方官民的信任，中国人对广济医院的捐赠不断增

加。常德地方政府以及商人对广济医院的捐赠逐渐凸显出

来。“在这一年中，我们从官方得到了更多的响应。道台和

现在法官对我们的工作很友好，并且赞助了 100 墨西哥鹰洋；

（医院）通过当地官员和商界人士的捐助，而逐步向自养迈

出了重要的一步。它（接受当地的捐赠）一直是我们谨慎而

坚定的自食其力政策，每一年都使我们在实现这一理想的道

路上走得更远”[8]。与此同时，“自从确定在常德设立检疫

员由外国人负责后，（医院）医生被任命为工作人员，这项

服务的收入大约是每年100墨西哥鹰洋，作为服务的报酬 [10]” 

“中国的商人为支持教会的工作捐赠了大约 500 墨西哥鹰洋，

当他们听说我们在募款时，不少人是自愿进来踊跃进行了认

购。他们中有一个油铺商人，之前他被带到医院的时候差点

死于霍乱，他捐赠了大约 100 现金作为表示；一个有钱的买

办，做了阑尾炎手术，给我们捐赠了 200 串钱”[8]。

随着西医逐渐赢得中国人的信任，到医院就诊者也不

断增加，教会医院面临着经费上的压力。为了维持医院的运

转，广济医院开始向病人收取少量的费用。“20 世纪，在

病人日益增多、资金来源受时局影响太大的情况下，教会医

院的收费势在必行”[5]。教会医院实行收费制度，最早是由

嘉约翰等医学传教士提出。“许多教会医院认为应该向有支

付能力的富人收取治疗费用 [7]”“（广德医院）在接管前的

几十年间，医疗收费无固定标准，一般对富裕家庭实行高收

费，对经济条件差的穷苦病人实行低收费或免费 [9]”。“诊

疗费用的增加目的是自给自足，一些固定的捐赠来源于中国

的富人阶层，则是希望更多的这一阶层的人能够参与 [8]”“罗

感恩夫人担任医院的外出助产师，她在这一年中服务了三名

病人，而她这种服务得到赞赏，其中一位病人的丈夫给了

30 美金钱作为酬劳；一个来自湖南西部的人花费 200000 现

金治疗他的下巴，（他）这个下巴如果不清除骨头上坏死的

部分，是不可能被治愈的”[8]。几百公里外的一名病人，见

了我们医院的前职员，支付了 6000 的现金为了前些年在我

们医院的治疗 [8]。

这一时期，医药费、捐赠等收入在广济医院收入中的

比重虽有上升趋势，但这并不是其经费的主要来源，广济医

院的经费来源主要还是依靠教会的资助以及中西方社会的

捐助。一般来说本国教会的拨款变化不大，中外捐助在广济

医院的经费来源中逐渐开始占有重要地位，常德地方社会官

绅及商人阶层对医院的支持进一步增强。常德地方道台在自

愿捐款的同时，“还赠送了一块匾额，上面镌刻着医生的名

字 [8]”。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罗感恩医生的医术的得到了常

德地方民众的赞赏和支持。这个过程中，部分民众对西医逐

渐接受，常德地方社会的医疗观念产生了新的变化。这都反

映出广济医院与中国地方社会的互动逐渐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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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熟完善时期

经过 6 年的募捐，罗感恩在常德四铺街购地建成 1435

平方米的三层住院楼一栋，广济医院迁入新址，并于 1915

年更名为“广德医院”。从这一时期开始，广德医院日益得

到常德官民的信赖，其日均门诊人次从广济医院时期的 30

多人次提高到 50 人次 [2]。广德医院的资金来源也日益多元，

同时数量也有所增加，逐渐达到自养的目的。

随着医院规模的扩大，广德医院里的中国籍医生及护

士也在增加。广德医院同时兼办广德高级护士职业培训学

校，为湖南省四所教会医院培养护士 [2] 在 1915 年的报告中

提到，“一个教区如果有一个或者多个有资格的中国医生，

那么从中国人那里获得捐赠或者从那些有能力支付的人收

取治疗费用会容易得多。通过培养中国当地的医生，为以后

医疗传教工作的自给自足提供可能”[11] 广德医院通过培养

中国的医生与护士，在获取常德地方社会信任的同时，也更

加有利于向病人收取费用，以此来实现自养的目的。为了吸

引当地上层社会的中国人到医院治病，广济医院开办了收取

较高费用的私人病房。“（广德医院）有一间能容纳 20 个

病人的大病房，……其他空间则供私家病人使用。当家境富

裕的病人过来时，这些家庭通常都会带个陪护来”[11]。

1917 年，常德发生了战事，冯玉祥的部队进驻常德，

这一时期广德医院的伤兵显著增多。“这年春天，医院来了

受伤的北方伤兵，而增加的医疗费用由中国红十字会支付。

红十字会每月支付 100 美金，支付建楼以及所有中国帮忙的

人的工资，包括护士。还有一项特别的经费除了支付所有额

外的床位和必要的用品，主要用于伤兵的救治 [10]”。冯玉

祥作为常德的地方长官，在一定程度上也给予了广德医院支

持。大部分的男性病人是冯玉祥将军的部下，他们都给了医

药费 [10]。

1919 年 12 月 8 日，罗感恩在冯玉祥的湘西镇守使署为

其患有精神疾病的亲属刘礼权治疗时，遭到病人的枪击而

死。罗感恩与常德地方社会长期保持友好的关系，他的医术

也赢得了地方民众的信任。在罗感恩去世之后，常德各界都

举行了追悼活动，并且对广德医院进行捐助。在长江铁厂工

作的黄邝（Wong Kwong）先生，为了纪念罗感恩先生，给

予医院大量的捐赠 [10]。常德红十字会也对广德医院进行资

助，每年约有 750 美元的捐赠通过当地的红十字会，给予广

德医院 [10]。这些捐款丰富了广德医院的资金来源，同时也

有助于促进普通民众对西医的接受。

这一时期，广德医院的经费并非完全依赖于外国，越

来越多的中国人向医院捐款或支付费用，广德医院逐渐达到

自养的程度。在 1916 年的报告中提到，“（广德医院）今

年的医务工作的花费是 6100 美金，总会提供了 1328 美金，

外国人捐赠了 670 美金，剩下的从中国筹集 [10]。”说明基

本上从这一时期开始，广德医院对美国国内教会的依赖以及

外国人的捐赠已大为减弱，经费上更主要的是依赖常德当地

社会。到 1918 年，“医疗工作在过去五个月的平均自养达

到了全年自养的 85%[10]”。1921 年的报告称：“在这一年

中，医院并没有从教会获得任何资助，但是医生的薪水、护

士的工资还有其他工作的花费，都是从收入中支出的 [10]”。

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来自美

国国内的捐赠逐渐在减少。另一方面是许多中国人受到外国

人长期进行慈善医疗的影响，对医院的捐助逐渐增多。再加

上西医疗效展现使更多的中国人对西医的态度发生变化，普

通民众也愿意付费接受西医的治疗。广德医院也逐渐达到自

养的目的。

4 结语

广德医院的经费来源从最初的本国教会资助和外国人

的捐赠，到逐渐依赖于在当地从事医疗活动的收入和常德地

方社会的捐赠，到最后实现经费问题上的自给自足。这一过

程正是广德医院一步步的本土化过程，在此过程之中削弱了

本国教会对广德医院的影响，为此后实行教会医院的本土

化，打下了经济基础。在非基运动中，广德医院一方面减少

医院中外国人的数量，增加了中国职员的数量，另一方面在

医院的管理层中纳入中国人，并且逐渐把医院的领导权逐步

地让与中国人。1927 年，广德医院在官方进行注册，在纳

入地方社会治理体系的同时，地方政府对来到常德的医疗设

施给予了免除地方税收的优惠政策 [12]。

广德医院改变了近代湖南人对外国人以及外来文化态

度。近代湖南保守排外的态度尤甚，罗感恩夫人孟氏在其回

忆录中提到，“我们觉得应该去湖南，这是 18 个允许外国

人进入的省份中最末尾的省份。它一直以来都对外国人士不

太友好 [11]”。广济医院在建立之初通过实行免费的医疗，

吸引地方民众到医院接受西医治疗，但是毕竟是少数。后来

罗感恩医生通过自己高超的医术和医德，赢得了不少人的信

任，获得了中国人的支持。特别是在罗感恩遭受意外身亡后，

不少中国人以及慈善组织对广德医院进行长期的慈善捐赠。

此后，涂德乐、巴天民等人通过医术以及与中国人良好的关

系，逐渐地改变了常德社会对外国人和西医的态度。正是由

于上述态度的变化，使得传教士、广德医院和常德地方社会

结成了友好关系。同时也对常德地方社会的风俗文化习惯的

变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如改变了当地人对西医的观念、医

疗卫生观念等。

从全球史的角度看，广德医院作为中西方沟通的桥梁，

促进了中西方社会的交流与互动。广德医院通过传教士这一

群体，把历史上同一时期的不同地区的人们相互连接起来。

在广德医院被接受前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本国教会和外国

人的资金捐赠占据着医院经费来源的绝大部分。利用这些资

金，传教士在常德建立了湖南最早的西医院；引进了国外优

秀的医生；购买了先进的医疗设备；选派和培养了中国本土

的医务人员；并且建立职业护士学校，培养了大量的护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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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这些都促进了湖南常德地方的医学近代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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