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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医学馆是李鸿章于 1881年在天津创建的

培养西医人才的教育机构，是天津西医教育的开

端，也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官办西医院校北洋医学堂

的前身。截至目前，学界对北洋医学馆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林联辉［1］、屈永秋［2］、尹端模［3］、马根济［4］、天

津近代西医教育［5］等方面。北洋医学馆的学生作为

中国最早培养的一批西医人才，活跃在积贫积弱的

近代中国，为中国近代医学卫生事业写下了浓墨重

彩的一笔，因此研究北洋医学馆及其学生群体具有

特殊的历史意义。

一、北洋医学馆的建立

北洋医学馆的建立与英国人马根济有关。最

初，马根济在李鸿章的支持下，于天津大王庙旁曾

文正公祠内设立“阁爵督部堂施医处”，开始治病救

人。随着就诊患者的逐渐增多，“施医处”承载量趋

于饱和。马根济希望建立一所规模更大的医院，这

个建议得到李鸿章和天津官员的支持。于是李鸿

章筹集 6 000两白银，并亲自捐银 4 000两，在天津

紫竹林海大道建了一所名为“施医养病院”的西医

医院。1879年秋医院破土动工，同年 11月 30日工

程完成。1880年12月，施医养病院开院。李鸿章主

持开院仪式。

光绪七年（1881年）马根济给李鸿章的奏折中

称：“伏思医之一事，固有益于民生，亦能襄乎军

务，西国军营、战舰各置医官，盖营阵之间，士卒用

命，猝受伤痍，允宜即时医治；战舰则游行江海，或

染疾病，无处延医，有医官随之，则缓急有恃，而士

卒之勇气自倍。”［6］认为西医能及时治疗战争创

伤，同时也可以鼓舞士兵作战的勇气。因而李鸿

章创办医学馆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北洋海军对

医学人才的需求。1881年 12月 15日，北洋医学馆

开馆，招收了林联辉等八名学生。1893年李鸿章

在原医学馆的基础上扩建成北洋医学堂，并新建

附设北洋医院作为教学医院。同年 11月 1日，宣

布医学馆更名为北洋医学堂，12 月 8 日新舍落

成。1894年 6月 26日，李鸿章在《医院创立学堂

折》中道：“臣查西洋各国行军以医官为最要，而救

治伤科、直起沈痼，西医尤独擅专长。”［7］说明从北

洋医学馆到北洋医学堂，名称发生变化，规模得到

扩建，但李鸿章进行西医教育之目的仍是为军队

培养医官。

二、北洋医学馆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北洋医学馆房屋场地通过向伦敦公会租借、向

私人借用、拆改原有房屋、添建新房屋等形式逐渐

满足实际需要；北洋医学馆招收熟悉英文的学生，

每4个月邀请精通英语的人面试一次。学生毕业时

颁发中英文双证书，其英文证书需有10名教授签字

才能毕业。学生在校期间，违反规章制度，分别给

予记过、禁假处分，屡教不改或情节严重者予以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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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北洋医学馆医学教育严格，学生四年期满，必

须考得执照方可行医，为人治病；如果四年期满或

者学业未精，未获得执照者，除轮班随医官临症外，

不得随意给患者诊治。

（二）课程的设置

北洋医学堂在当时已开设解剖学课程，“西医

有剖尸验疾之例，医士可借以习学，中国向无此例，

然西国造有全体形式，凡人之肢体、脏腑无一不具，

与真者无异，且有机关可以随意开合，学者有此自

能洞悉人之身体。”［6］除解剖学之外，根据北洋医学

堂第九届毕业生关衍辉第八、第九学期修业文凭

记载，设置的课程还有外科学、微菌学、药性学、内

科、眼儿科、皮肤病学、产科、内科临症、法医药性

学、眼耳病临症、小儿科、外科临症等。学业成绩

为百分制，分为平均分数和临时考试平均分数，总

平均分为前二者之和的平均分，依据总平均分划

分为最优（80分以上）、优（70分以上）、中等（60分

以上）、下等（不满 60分）四个等级，考试优秀者给

予一定奖励。

（三）师资情况

1885年首届 6名毕业生颁发了由欧士敦、卡贝

尔（美国海军医官）、威廉（英国海军医官）、马根济

签名并盖有政府官印的中英文证书，说明此时北洋医

学馆的老师是由欧美海军医官担任。随着北洋医学

馆培养的学生逐渐毕业，有一部分学习成绩优秀的学

生被留在医学馆充任教习。1894年之后，学校的总

办开始由中国人担任，林联辉是第一任华人总办，而

且外国教习在医学堂的人数逐步降低，据1909年（宣

统元年）《直隶教育统计图表》记载，当时北洋医学堂

总办、帮办、监督、教务长分别是屈永秋、关景贤、经亨

咸、姚宝生，他们全部是中国人。外国教习仅梅尼、夏

木礼、杜华禄、卢彬。中国教习由少到多的过程不仅

是学习西医人数的增加，更说明西医教育在中国的影

响逐步扩大，传播越来越广。

三、北洋医学馆的学生

北洋医学馆自 1881年开始招生，至 1893年更

名为北洋医学堂，12年内共招收 3个班 21名学生。

学生概况如表1所示。

（一）班级的整体情况

第一班毕业生全部是留美幼童，按照最初计

划，想要从“由美回华二、三批学生内择其资性较近

者，挑选八名，送交该医院习业。”［6］然而实际情况未

按这一方案执行，其中何廷樑是第一批，唐国安是

第二批，曹茂祥是第三批，林联辉、金大廷、李如淦、

周传谔、刘玉麟是第四批。究其原因主要与西医教

学有很大关系，当时北洋医学馆聘请的教师全是英

美驻天津海军军医，实行英文教学。但是有的留美

幼童学业不精，比如第一批从美国撤回来的21名学

生，“其洋文通顺、洋字少错者，仅得一半。”［6］从中可

以知道许多留美幼童的英文达不到学习西医的基本

要求。所以北洋医学馆招生范围从最初设想的二、三

批扩大到全部留美幼童。光绪十一年（1885年），盛

宣怀称：“医学馆头班学生现已三年将满，此次考试

后，即应发给执照，使之收执。”［6］李鸿章批示：“拟呈

医院官学生收执各稿尚属妥协，仰即开具该学生姓

名、籍贯，呈候缮发给领。”［6］从以上可知第一班学生

三年将满，盛宣怀请求李鸿章给即将毕业的学生执

照，所以第一班学生正式毕业时间是 1885年，而不

是《北洋医学学友会会报》［8］和姜文熙《北洋医学校

史稿》［9］记载的1886年。

第二班 4名学生徐华清、麦信坚、屈永秋、黄宝

森全部来自香港。他们四人于光绪九年（1883年）

入馆，三年学习期满，光绪十二年（1886年）毕业。

第三班 9名学生生也是来自香港，光绪十四年

（1888年）毕业。但是据“该馆现除二班学生外，仍

有三班学生十名”［6］，说明三班原有学生 10名。三

班之后，李鸿章认为这些学生“已敷差遣，当此款

项支绌，马根济所请续招新生之处自应缓办，以节

经费”［6］，所以北洋医学馆没有急于招收第四班。

（二）学生的群体特征

1. 全部来自南方，广东省占绝对优势

在统计的北洋医学馆21名学生中，17人来自广

东，约占总人数的 81%，4人来自上海，约占总人数

的 19%。整体上说北洋医学馆学生籍贯分布全部

来自广东、上海，且以广东占绝对优势，值得思考。

广东毗邻香港，许多广东人到香港读书求学。北洋

医学馆二、三班学生全部来自香港的中学，接受英

文教育。北洋医学馆自开馆以来，聘请外国军官担

任教师，实行英语教学。因此这些学生有语言交流

的便利，学习西医比较容易。

2. 学生毕业后多担任军医

北洋医学馆除唐国安、刘玉麟中途退学外，15
名学生毕业后从事医学或与医学相关的事业，其中

又以在海陆军充当军医为主。究其原因，与北洋海

陆军建设关系密切，北洋医学馆建立之初，即“挑选

聪颖少年子弟随同学习西医，以备考取医官，分赴

军营、战舰”［6］，其宗旨是为北洋海陆军培养医护人

才，故学生毕业后多到海陆军担任军医。

3. 学生待遇优厚

学生自入馆之始，医学馆有专门资金保障学生

的学习用品，比如秋季开学每名新生有三十两白银

用于购买医书，另外每月还有纸笔杂费三两白银。

学生毕业时，每名学生有一百两白银用于购买医生

所用医疗器具，一百两白银购买药料。学生毕业分

派工作也实行高配，第一班学生除林联辉授予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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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衔，其余五人被授予九品文官，但是领取五品或

六品待遇。曹茂祥、何廷梁、周传谔三人在海军担

任医官，每月薪酬三十两白银，这在当时也是非常

可观的薪资水平。

四、北洋医学馆学生对中国医学事业的贡献

北洋医学馆作为中国近代最早的官办西医教

育机构，对推动西医传播、西医人才培养发挥了积

极作用。北洋医学馆学生在医学教育事业、中国近

代防疫事业方面都做出了一定贡献。

（一）践行医学教育事业

1893年成立的北洋医学堂是中国近代第一所

官办西医院校。林联辉、屈永秋先后任北洋医学堂

总办，其中林联辉组织制定了《北洋西医学堂学

规》，详细规定了学生的选拔、学习功课、考试制度

等内容。民国之后，北洋医学堂改称北洋医学校、

班级

第一班

第二班

第三班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姓名

林联辉

金大廷

李如淦

何廷樑

曹茂祥

周传谔

唐国安

刘玉麟

徐华清

麦信坚

屈永秋

黄宝森

郑文祺

赵显扬

何守仁

关景贤

尹端模

钟景儒

吴广辉

钟穆生

陈沛熊

别字

丽堂

巨卿

润田

柱臣

不详

直卿

国禄

葆林

静润

佐之

桂庭

芝堂

介臣

锦堂

怀德

竹朋

文楷

不详

不详

青谿

不详

籍贯

广东南海

江苏上海

江苏上海

广东顺德

江苏上海

江苏上海

广东香山

广东香山

广东五华

广东番禺

广东番禺

广东香山

广东香山

广东新会

广东东莞

广东番禺

广东番禺

广东香山

广东顺德

广东新安

广东香山

备注

毕业留校任副教习，后出任北洋医学堂总办。1895年参与马关议和。

李鸿章遇刺时，为救治李鸿章发挥了巨大作用。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

战争爆发，为保护学校去世

任天津武备学堂医官。甲午战争爆发后，金大廷带领20名中西医生，30
只药箱，百个抬人架赴辽宁新民救治受伤士兵。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

战争爆发，为救护伤员被流弹击中去世

任军医，后入京奉铁路工作

任北洋水师海军医官，月薪三十两白银

任北洋水师海军医官，月薪三十两白银

任北洋水师海军医官，月薪三十两白银

中途退学

中途退学

北洋军医学堂首任总办、陆军马医学堂创始人、北洋政府军医总监、天津

红十字会会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被誉为“中国军医之父”

任北洋施医院医生。1891年随载沣出使德国，1896年随李鸿章游历欧

美诸国，1901年任驻德使馆二等参赞，次年回国任天津工程局总办兼红

十字会医院总办，1914年出任交通部次长，1947年去世

历任旅顺医院正医官、北洋医学堂总办、北洋医院正医官、天津卫生总局

总办等职。1908年入京诊视光绪帝。民国后任大总统府医官、陆军医

监。1953年在北京病逝

1905年随戴鸿慈赴欧美考察宪政

任职京奉铁路，多次在大公报刊登《京奉路局提倡国民捐》，呼吁国民为

振兴实业捐款。1913年被授予五等文虎章，1915年7月任津浦铁路管理

局副局长兼车务总管，1918年被授予四等文虎章

赵显扬是第一个发现克山病病症的医生

历任旅顺海军医院医生、旅顺鱼雷学堂教习、水雷营帮带等职。甲午战

争后，任武卫右军军医院会办。1907年 7月—1908年 1月，赴欧美诸国

考察军政医务并出席第16届军医大会，回国后担任陆军部司长，1915年
被授予陆军少将军衔

任威海海军医院医官，甲午战争期间派任沿江炮台提调兼办洋务，1905
年随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返国后任农工商参议。清末入宫为光绪皇帝

诊治，民国初年任海军部司长

任海军医官，后请假回粤，在博济医院教授医学，并辑译医书，是中国医

生独立翻译西医文献的先行者和近代中国自办医报的开创者

事迹不详

事迹不详

1908年任吉林第一所西医院会办。1912年任吉林红十字会副会长

事迹不详

表 1 北洋医学馆学生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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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公立医学专门学校、河北省立医学院、河北医

学院、河北新医大学，现为河北医科大学。

北洋军医学堂是袁世凯为服务北洋陆军而建

立的著名军事医学院校。1901年11月24日开办，北

洋医学馆毕业生徐华清出任首任总办，唐文源任监

督。徐华清于1912年辞职，执掌该学校10年［10］。组

织制定了《军医学堂章程》《军医学堂施行简章》，为

军医学堂的正规化奠定了基础。

1904年创办的北洋马医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兽

医学校，也是中国现代兽医高等教育的起源［11］。北

洋医学馆毕业生徐华清在保定筹建并兼任总办，姜

文熙为监督，正科学制4年，速科学制2年。1907年
划归陆军部管辖，更名为陆军马医学堂。1912年更

名为陆军兽医学校。北洋马医学堂开启了中国现

代兽医教育之先河，为中国培养了大批兽医人才。

2004年并入吉林大学，现为吉林大学农学部。

西医最初伴随教会传入中国，早期的西医院校

也都是教会建立的。但是北洋医学馆学生筹建或

任总办的三所医学院校则是中国政府出资建设的，

因而北洋医学馆学生对中国西医教育本土化和普

及化做出了贡献。

（二）投身医学防疫事业

近代以来，中国医疗资源匮乏，民众卫生观念

薄弱，再加上战争频发，使得鼠疫和各种传染病接

连发生。北洋医学馆学生在 1910—1911年东北鼠

疫、1913年克山病、1917—1918年绥远鼠疫斗争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1910—1911年东北鼠疫暴发，疫情有向关内蔓

延的趋势，屈永秋立刻投身到直隶抗疫的工作中，

组织制定《火车防疫章程》，采取有效措施，“凡沈阳

乘头等车到山海关者，无论中西客人，虽无病亦须

留住山海关五日”［12］，遂将疫情扑灭。鉴于屈永秋

的卓越功绩，清政府授予屈永秋医科进士学位，法

国政府授予荣誉军团司令勋章。在这场抗疫斗争

中除了屈永秋外，黄宝森任长春防疫所（后改为长

春防疫总站）总医官，主持长春地区防疫工作，采取

划区隔离、紧急消毒、火化掩埋等措施将疫情控

制。清政府嘉奖黄宝森“以道员分省补用”［13］。吉林

市总医官钟穆生负责吉林市的防疫工作。值得注意

的是，钟穆生与伍连德、全绍清等人参加了1911年4
月在辽宁奉天举行的第一次国际鼠疫会议。

1913年 3月，吉林东南路观察使署委派吉林延

吉官医院院长赵显扬赴“后河梨树沟”，对当时称之

为“时疫”的流行病进行调查。其病状“先系头晕、

心闷、口渴，后呕吐灰白色水则损，并无泄泻”“初时

心腹极痛，既而吐不止，或半日或一日即死，为时颇

速，不及医治”［14］。针对病状，赵显扬提出防治之法

在于“掘深井，汲水滚开后用，方为适当。倘能禁绝

饮用河水，此病必能消灭”［14］。赵显扬对克山病的流

行规律及特点、中毒学说病因、防御措施做出了科学

判断，比日本人阿部俊男（1935年）早22年，这在中国

医学史上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

1917年绥远鼠疫暴发，民国政府派伍连德、何

守仁、陈祀邦为检疫委员，其中何守仁负责以丰镇

为中心的第二段鼠疫防控工作。丰镇地处山西、

绥远、直隶三省交界，是此次鼠疫的重灾区。丰镇的

成功与否，事关鼠疫防控全局。经过何守仁的努力，

到 1918年 3月 7日，丰镇已 15天无疫症发生［15］。在

1917 年之前医士对动物能否被鼠疫传染一直存

疑，何守仁通过此次抗疫才得出结论，鼠疫不会传

染给一般动物［16］。

总之，北洋医学馆及其学生在特定的历史阶

段，通过自身的努力承担了应有的历史重任。他们

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有人为保护学校、救治伤员

而死于战争，有人为我国的医学教育事业奋斗终

生，有人战斗在防疫事业的第一线，有人游历欧美

诸国为改变贫弱的中国贡献智慧。所以，北洋医学

馆学生对改善中国近代卫生状况，促进医学事业发

展和社会进步都做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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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Beiyang Medical Center and its students
LI Yahui1，ZHANG Ye1，PAN Ying2

1. School History Research Office，2. Medical Education Cooperation and Medical Education Research Center，Hebei Medical
University，Shijiazhuang 050017，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of Beiyang Medical Center，
and explained the purpose of its construction and curriculum. This paper collected the data of 21 students in
Beiyang Medical Center，and briefly introduced their native places and deeds.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se
students were all from the south，mainly military doctors，and well paid. At the same time，through the medical
activities of these students，this paper expounded their contribution to the cause of Chinese modern medical
education and epidemic prevention，and hold that the students of Beiyang Medical Center ha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changing the appearance of Chinese modern medical science.

Key words：Beiyang Medical Center；western medicine education；student groups；contribution to th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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