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10 年末东三省暴发鼠疫，清政府外务部右丞

施肇基推荐伍连德前往哈尔滨调查防治，东三省防

疫成功为伍连德带来国际声誉，他在中国服务三十

年卓有建树。于是有人据此认为伍连德自南洋归国

也是由于施肇基的引荐，事实并非如此，举荐伍连

德归国者另有其人。
出生在南洋槟榔屿的华侨子弟伍连德，因学业

优异获取英国女王奖学金远赴英伦留学，七年后荣

获剑桥医学博士学位返乡，在槟城执业行医，收入

不菲，且已娶妻生子，生活优裕。缘何返回当时贫穷

落后的祖国，从而成就了他的不朽业绩？海内外有

关伍连德研究的一些传记、论述中，或略而不论，或

语焉不详，甚至不乏李代桃僵者。
侨居南洋的伍连德心系祖国，毅然举家返国效

力，赤子之心可嘉，朋友对他的帮助提携同样不可

忽视，可以说正是朋友的引荐，成就了伍连德一生

的辉煌。
槟城茱莉亚街私人诊所中，伍连德精心诊治每

一位慕名前来就诊的病人，行医之余他热心从事公

益事业，“他在民众中倡导革新，诸如女子教育，剪

除发辫，反对赌博和吸食鸦片，创建文学会，以及在

男女少年中开展体育运动以增进健康等，在解决当

时社会问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组织领

导了海峡殖民地和马来联邦的禁鸦片运动，担任槟

城禁鸦片协会会长和戒烟医院总医师。禁鸦片运动

触犯了鸦片贸易商及背后强大势力的利益，威胁利

诱失败后，他们反而诬告伍连德。检察官搜查了茱

莉亚街诊所，找到一盎司鸦片酊剂，那是伍连德两

年前从一位英国女医师那里买来的止痛剂。法院以

‘没有执照，非法持有麻醉品’，判处伍连德有罪并

罚款 100 元。”[1]时为 1907 年，伍连德当时境遇可想

而知。不久他收到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的聘

书，邀聘伍连德出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帮办（副校

长）。他在《自传》中写道：“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我在剑桥时期的老朋友，现在的海军将领程壁光写

信邀我到中国北方参与新建立的陆军军医学堂的

组建工作。然而我决定先去伦敦、柏林考察军事医

学，在英、德逗留六个月。1908 年 10 月到中国，恰逢

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在两天内相继去世，袁世凯失

势被贬。我找到新任陆军大臣铁良（满洲贵族），幸

运的是铁良倚重的海军将领谭学衡是我舅父林国

祥的属下军官，1896-99 年他们一同在英国船厂监

造中国军舰。通过谭学衡的努力，我得到铁良的接

见，委任我第一个官职：陆军军医学堂帮办（副校

长）。”[2]这也是袁世凯拟聘的职务。
令伍连德感念向他施以援手的这两位友人，都

是伍连德的舅舅林国祥的军中袍泽，三人同为参加

过中日甲午海战的大清海军军官中幸存者，1896 年

清廷派遣林国祥、程壁光、谭学衡等五人前往英国

船厂监造中国军舰，在英国留学的伍连德有幸与二

人结识，日后程、谭二人为伍连德归国起到决定性

作用。
林国祥(约 1851-1908)，原籍广东新会，出生于

马来亚槟榔屿。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任广东水师

广乙舰管带。1894 年七月二十五日，林国祥奉令率

广乙与远济等舰为增援驻朝鲜清军的东升商船护

航，遭日舰袭击，激战中船体受创，后乘英国船归

国。秋，任远济舰管带。次年二月北洋舰队在中日战

争中全军覆没，林国祥被议革职。不久又被起用。
1906 年夏，林国祥奉命和海军宿将程壁光、谭学衡

等前往英国监造订购的海天、海圻两艘巡洋舰，至

1909 年驾船回国。
程壁光(1861-1918)，海军将领，广东香山人，广

东水师广丙舰管带。1894 年 9 月 17 日，北洋舰队与

日本联合舰队战于大东沟口外的黄海。泊于大东沟

港口执行警卫的广丙舰奉命参战，一举击伤日舰西

京丸，引起火灾。海战中程壁光指挥广丙舰士兵英

勇作战，腹部被弹片击中，血染征衣。北洋舰队战败

伍连德与举荐他归国效力的友人
马学博

（哈尔滨医科大学医史学教研室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1）

[摘 要]剑桥大学毕业后，伍连德在家乡槟榔屿执业行医，经友人举荐返回中国，成为他的人生转折点，从此成
就了他的不朽业绩。海内外有关伍连德研究的一些传记、论述，涉及举荐者时，或略而不论，或语焉不详，亦不乏李代
桃僵者。伍连德《自传》多处披露归国情节，以及举荐他归国的朋友，作者本人的翔实记载往往被人所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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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被投降派委以军使名义，乘炮舰将投降书递交给

日本旗舰松岛上的伊东佑亨。1895 年加入兴中会，

参与起义，事泄，逃至南洋槟榔屿。1896 年回国后，

历任兵舰管带、船政司司长、统领巡洋舰队、海军总

长等职。1918 年 2 月 26 日，于广州遇刺身亡。
程壁光与袍泽的外甥伍连德异国相识，遂结为

忘年之交，当得知伍连德在南洋遭人诬陷，境遇堪

忧时，已由兵舰管带擢升“北洋营务处会办”的程壁

光便向他的上司，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游

说，极力举荐，促成了伍连德 1907 年 7 月第一次归

国。
初次踏上桑梓之地，伍连德对一切都感到新

鲜，不慎食杏过多患上急性赤痢，[3]只好返回南洋调

养。病愈后于 1918 年春赴伦敦、柏林考察军事医

学，以便归国从事军队医学教育有所裨益，在英、德
逗留六个月。回到槟榔屿几星期后，于 1908 年 10

月伍连德挈妇将雏举家前往上海。将妻小暂时安顿

在上海朋友家中，只身来到天津，拜会了陆军军医

学堂总办徐华清等人后，正准备前去北京谒见已升

任军机大臣的袁世凯，孰料风云突变，袁世凯被贬

回河南。时任清政府陆军部海军处副使谭学衡

（1871—1919）再次向陆军部大臣铁良举荐，伍连德

终被委任“第一个官职：陆军军医学堂帮办”。
当时也在为此奔走，并且陪同伍连德拜见陆军

部 大 臣 铁 良 的 陆 军 部 军 法 司 司 长 丁 士 源

（1879-1945），当年在英国伦敦学习法律，中国留学

生中伍、丁二人同庚，结为好友，他也为伍连德任职

起到重要作用。致使有海外学者误以为袁世凯邀聘

伍连德由于“留英同学丁士源推荐”[4]，显系误读《自

传》有关段落所致。
造成“伍连德归国举荐者”混乱的并非海外学

者的偶然疏忽，而是国内近期出版的一部戏说野史

的“传记”，这部讹误连篇、遍体鳞伤的大作[5]中望风

捕影杜撰出施肇基通过其上司唐绍仪向袁世凯举

荐伍连德的“精彩情节”，误导了读者。
早在“1905 年，清政府派遣端方、戴鸿慈等‘五

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政，归国途中在槟榔屿停靠

几个小时，伍博士作为当地接待团体成员参加接待

活动，五十多人的使团中一位年轻的随员施肇基从

此成为伍博士终生的好友。”[6]

施肇基（1877 年 -1958 年），字植之，余杭人。早

年就读上海圣约翰书院。1893 年赴美国，任驻美使

馆翻译生。后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获文学硕士

学位。1902 年回国，任湖北抚暑洋务文案兼鄂省留

美学生总督。1905 年随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翌

年任邮传部右参议兼京汉铁路局总办。宣统二年

（1910 年）署吉林洋务，任外务部左、右丞，出使英

国、美国。
施肇基了解伍连德拥有剑桥医学博士学位，并

在德、法两国专门研究细菌学；除英文外还能讲德、
法语言，有利于在哈尔滨这个五方杂处的城市开展

工作，所以推荐伍连德为瘟疫调查员，[7]而此前引荐

伍连德归国与施肇基并无关联。
伍连德始终念念不忘在人生道路上帮助过他

的几位朋友，在他有关著述及晚年撰著的自传中多

次深情地回忆这些往事，他甚至还记得与友人交往

的许多细节。1908-1910 他在天津工作期间，凡到北

京必访程壁光，一次二人逛北京的古玩店，发现一

尊面部酷似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宋代观音像，程壁

光动员伍连德买下，收藏了十五年以上，后捐赠给

英国博物馆，现藏于温莎公爵城堡博物馆。伍连德

晚年撰著《自传》期间施肇基辞世，伍连德在《自传》
扉页上写道：“作者敬献本书，纪念中国前驻英国、
美国大使施肇基阁下……”，以表达深切的怀念。

综上所述，伍连德归国的举荐者是海军将领程

壁光与谭学衡，丁士源也积极推动。外交官施肇基

推荐伍连德前往东三省防疫，与举荐伍连德归国不

能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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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 误

本刊 2012 年 24 期 （总期 286 期），第

37-39 页、第 49 页，《查拉巴气考》一文国

际音标字母有 39 处错误，错误基本规律：

F 为国际音标 之误；[为国际音标 之误。
特此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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