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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第一位留学欧美的西医大夫 ———黄宽

孙石月　樊　华

　　摘　要:黄宽于 1846 年随布郎赴美留学, 后又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学医, 1857 年回国

在广州行医, 成为我国第一位留学欧美的西医大夫。 黄宽的出国留学,又专攻西医, 在

中国西医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西医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是西医在我国

传播与发展的开山祖与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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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医是泊来品, 早期来华的西方传教士, 有人曾一面传教一面行医,西医就这样在中国

出现了,中国人学习西医并一生从事西医医疗和研究的就是黄宽。他是我国第一位在英国

著名医科大学毕业的西医师, 也是近代中国留学的先驱者之一。

一

黄宽( ? ———1878)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人,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他的家乡,风光优

美 、物产丰富,与澳门仅一水之隔。但黄宽生不逢时,清政府的腐败,西方侵略者纷至沓来,

对中国进行掠夺和侵略。尤其是广州 、澳门一带,不仅是鸦片走私的大本营, 还是西方传教

士的桥头堡。他们在广东沿海地区进行政治与文化侵略活动。黄宽幼年时期与广大中国农

村孩子一样,过着食不饱腹的贫苦生活 。但与更多农村孩子不同的是,他捕捉到了转变命运

的每个机遇。早在 1836年 9月,广州外侨为纪念英国传教士基督教新教来华传教的开山祖

马礼逊,组织了马礼逊教育会, 该会的宗旨是:“在中国开办和资助学校” 。马礼逊教育会曾

写信呼吁英美教育界派遣教员来华开办学校 。此举得到了美国耶鲁大学几位热心教育事业

的教授们的支持 。他们物色并推荐了塞缪尔·布朗 。黄宽走上学习西医的道路并成为一位

著名西医大夫, 正是得益于这位布朗先生及其所创办的马礼逊学校。布朗,是美国马萨诸塞

州芒松人, 公理会传教士 。毕业于耶鲁大学, 获博士学位,来华前在美国教书。他接受母校

教授们的推荐, 应马礼逊教育会的邀请,于 1839年 2月携妻子到达广州。不久,前往澳门着

手创办马礼逊学校。同年冬, 马礼逊学校正式开学,布朗任校长兼教师。黄宽就是该校第一

批学生中的一位 。当时由于资本主义侵华,中国人耻于与洋人交往, 对洋人开办的学校人们

一般存在戒心,所以生源都很困难 。马礼逊学校开学的第一批学生仅有六人 。他们是:李

刚 、周文 、唐杰 、容闳 、黄宽及其哥哥黄胜,他们都是贫苦农民子弟。马礼逊学校为了吸引学

生,不仅免收学费,还给学生家庭一笔不少的津贴,这对家境贫困的黄宽兄弟有很大的吸引

力。平心而论, 教会学校具有文化侵略的一面,但也一定程度使中国人受教育的权力下移。

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后,马礼逊学校由澳门迁到香港。此时学校也得到了发展, 校舍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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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逐渐正规, 学生人数也增加到 40余人, 并分三班上课。学校开设的课程, 除圣经 、汉语

外,还有英语 、算术 、代数 、几何 、生理学 、地理 、历史 、音乐等课程, 一度时间还开过化学课。

从学校的管理教学内容上看, 马礼逊学校是近代中国传播西学的第一所洋学堂,学生的知识

面远比当时中国的封建私塾开阔。黄宽在此度过了六年的时光 。由于他学习认真,加之布

朗先生的精心指导, 到 1846年已初步掌握了英语的读写听讲和翻译, 对世界各国的地理和

历史知识也达到了相当的水平,数学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846年布朗因身体欠佳准备回美国, 并愿意带几名中国学生同往。在我们留学热的今

天,这个消息会使学生欢呼跳跃争相报名,但当时布朗向全体学生宣布这个意愿后,教室里

出奇的寂静,好象这位闯江湖的洋先生要把学生带进恐怖的坟墓里一样,窒息的空气让人透

不过气来。最后有三个学生慢慢地站了起来, 表示愿意前往, 教室里的气氛一片凄凉和悲

壮。这三个学生是黄宽 、容闳和黄胜。在当时国人对世界茫然而又感恐惧的情况下,黄宽等

三人的赴美是要有很大勇气和毅力的。

二

那么黄宽等人为什么要冒险出国呢 ?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西方的

向往和好奇。黄宽等人接受了六年系统的具有二重性的教育,这使他们学到了先进的资本

主义科学文化知识, 又接受了崇洋媚外思想和宗教毒素的灌输。“布郎曾给学生出过一道作

文题是《意想之纽约游》, 学生们极尽全部想象, 大赞了纽约`天堂' 般的生活, 他日夜憧憬着

到美国一游。”(李喜所《近代中国的留学生》第 15页,人民出版社, 1987版)这里虽指容闳,

但与容闳一起接受布郎教育的黄宽 、黄胜等人也会具有同样的向往。另外在他们一行赴美

途中布朗曾带领他们参观了在课堂讲述过的名胜古迹,黄胜等都兴奋不已,为自己能目睹历

史伟人曾涉足战斗过的地方而高兴 。黄宽等对西方世界的向往和好奇是作出冒险决定的主

要原因。二是强烈的求知欲和改变命运的理想。黄宽等出身贫苦农家,在资本主义和封建

主义的双重压迫和掠夺下,过着饥寒交迫 、饱受欺侮的生活,他聪明好学,但贫穷使他们求学

无门,免费的马礼逊学校为他提供了机会,他成为六个学生之一 。随布朗出国既能进一步求

学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出国尽管有风险,但也存在着风险之后的理想与辉煌, 这种欲望和理

想鼓舞着他们选择了冒险的留学。三是对布朗先生的信任和留学经费的赞助。这些都是作

出出国选择的促进因素。

1847年 1月 4日,黄宽兄弟与容闳随同布朗夫妇从上海黄浦港出发, 乘坐美国阿立芬

特兄弟公司的“女猎人”号商船扬帆赴美 。经过九十多天的漫长海上颠簸, 于 4月 12日顺利

到达纽约 。稍作休息后即随布朗前往其故乡马萨诸塞州的芒松 。经布朗多方联系,三人进

入芒松学校读书,从此他们开始了艰苦的留学生活 。芒松学校是一所初级中学 。当时美国

还没有高中,凡准备进入大学者,都进此类学校学习, 作为预备。当是黄宽等人并没有升入

大学的想法,因为他们的留学经费仅有两年, 是由香港教会的肖德锐等人资助的 。校长海门

对三位中国学生特别关照, 把他们编在英语部, 着重学习英语语法, 另外还学习算术 、生理

学 、心理学等课程,为今后进入大学学习作准备 。三人的生活由布朗的母亲照料, 开始时吃

住布朗家, 后因布朗家住房发生困难,搬到布朗家对面租赁的房间里住。吃饭仍在布朗家,

其母对他们精心照料, “每餐必同食” 。除饮食之外,日常生活全由黄宽他们自己料理 。由于

留学经费有限, 他们有时还要做小工以补充收入 。黄宽等三人的住处距离芒松学校约半英

里,每天往返三次,在寒冷的马萨诸塞州的冬季, 大雪纷飞,寒风刺骨, 三位黑发中国青年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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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徒步行走在三尺积雪之中。由于异国求学生活的艰苦与紧张,原本体质就差的黄胜终因

疾病折磨不得不提前回国 。1849年, 黄宽和容闳均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两年的芒松学校学

习,西方资产阶级文化逐渐在他们脑海里生根,二人产生了强烈的继续深造的想法。但求学

经费无法解决, 一筹莫展 。热心的布朗再次致信香港肖德锐等人, 希望能继续提供经费, 以

造就人才 。肖德锐回信表示, 如果俩人毕业后愿到英国爱丁堡大学学习一种专门技术,他将

乐于继续资助。黄宽对此欣然接受,而容闳却拒绝了这一条件。这一年,黄宽即乘船离开美

国前往苏格兰, 容闳则继续留在美国,后考入耶鲁大学学习 。

黄宽到苏格兰后,经过严格考试,如愿进入爱丁堡大学学习西医 。西医对黄宽来说是一

门全新的学问, 与中医完全不同的是以人本解剖为基础,以化学药品为主, 重视局部,重视组

织。这对自小耳染目睹中医的黄宽来说首先是观念的转变 。黄宽以极大的兴趣和好奇开始

了在西医领域的遨游,他刻苦好学的精神 、如饥似渴的求知欲和他扎扎实实的基础功底, 使

在校期间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七年后黄宽以第三名的优秀成绩毕业, 并获取了医学

博士的学位,成为中国在英国著名医科大学接受正规教育的第一人。

三

黄宽在海外的十年发愤攻读, 使他成了西学的饱学之士 。1857 年黄宽回到了故乡, 他

目睹家乡的闭塞和落后, 听到了人民在疾病和痛苦中呻吟和呼救,与家人团聚的暂欢很快为

就业行医的奔忙所代替, 终于他在广州博济医院求得了一个医生的位置 。他认真负责精益

求精,很快名声雀起,成为中国第一位正规医学大学毕业的西医大夫 。因为他留学于英国著

名大学, “故医名甚佳”, “旅奥之西人欢迎黄宽, 较之欢迎欧美医师有加”, 被认为是“好望角

以东最负盛名之良外科。” (容闳:《西学东渐记》, 第 18 页, 湖南人民出版社, 《走向世界丛

书》) 。1862年,广州博济医院开始招生培养中国西医专科人才, 黄宽参与并承担了这一方

面的教学工作, 一批批学生在他的良好教育下走上了西医的工作岗位。1866年, 广州博济

医院正式创办了华南医学校, 这是一所最早的系统培养西医人才的教会学校。 (嘉惠深:《博

济医院百年史》,第 116—117页)黄宽一直在这里从事医疗和教学工作。他把自己的全部心

血都倾注到了工作上,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黄宽去世是 1878 年, 回国服务了二十一年。

二十一年在医学发展史上只是一瞬间,但在中国西医史上黄宽及其二十一年的工作却具有

划时代的意义。黄宽作为我国第一个留学英国的西医大夫,他所处的时代是中国风气闭塞,

人们对西方世界知之甚少且感恐惧的时代,他和他的同学兄长以大无畏的精神闯荡世界留

学欧美,他对西医外科专业的选择也具有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他与容闳都是最早接受西

方资产阶级系统教育的中国留学生,回国后容闳医国, 黄宽医人,虽不可同日而语,但爱国的

精神是相同的。黄宽回国后, 用自己高明的医术为社会忠诚服务,他不仅进行了救死扶伤的

工作,也在西医学技术的传播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作为一个中国人从事近代医学研究,

对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较之洋人更大。这个影响既有物质方面的,也有精神方面的。从物

质方面看,诸如医学科技的传播与应用,新式医疗机构的建立与发展,疾病的预防与治疗,新

型医护人员的教育与培养,化学药品的生产与研究等等;从精神层面看,诸如对中西医药观

念的比较与认同,对西方文明的认识与态度, 对中西文化的融汇与贯通,对中国传统祈神拜

佛观念的冲击和否定,对我国社会风气的开通和活跃等等,黄宽都程度不同的做出了贡献,

可以说黄宽是西医在我国传播与发展的开山祖与奠基人。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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