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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清末开始到民国初年，许多女医疗传教士受妇女解放运动的鼓舞，到中国来传教行医。
在行医的过程中，她们把近代的西医和医院制度传入中国，充当了西学东渐的传播者。
本书作者是其中的一个特例，她尊重中国人的传统，从来不传教，只是行医奉献。
    茹丝·V·海门薇医生从30岁开始在中国工作了18个年头（1924—1941）。
她的生动如画的记述是一份非凡的文献，展示了福建乡村生活的浓郁和凄惨的图景、南昌市的现代城
市生活和战时首都重庆的艰苦抗战。
在所有这些场景下，作者亲眼目睹各种可怕的景象，有的是来自贫困和无知，有的是来自土匪的侵扰
，有的是来自日寇的暴行。
可是海门薇医生却能体会中国生活中正面的东西，中国人民身上那种沉默的力量和巨大的潜能。
    茹丝在从医学院毕业之前就确定中国比自己的祖国更需要医疗，她决心到这个“中央王国”去行医
。
问题来了，怎么去中国？
虽然反感有组织的宗教，但她需要组织的力量支持她去中国工作。
她在1924年接受了美以美教会的资助去福建闽清领导一个妇孺医院。
这个医院也是一个女医疗传教士卡，尔顿医生在茹丝出生那年创建的，也就是说，卡尔顿医生在那里
工作了整整30年。
茹丝去那里是为了接替她的工作。
    茹丝在闽清的工作非常努力。
她治愈了许多患者，还到附近的山村去巡诊。
她爬许多的山路石阶，回来时精疲力尽。
她这样夸奖她的马“派特”：“派特不顾小路难走一直驮着我。
它落过水，卡在桥上过——它甚至曾经从一个瀑布上跌下来，当然跌倒在稻田里的次数更多——但它
总是爬起来勇敢地前进。
”马尤如此，可见人跌过多少次！
她经常要过“马牙桥”，就是河中摆放的一系列石墩，她跳石墩，牵着马让马游水，马曾经被冲到下
游。
    当地土匪猖獗，杀人如麻。
茹丝曾经冒险深入匪区去救治受到枪伤的妇女，但是更大的考验在于土匪召她去治病。
为了不给土匪破坏医院杀害医务人员的口实，茹丝毅然前往，不过在匪窟中她的疟疾犯了，土匪把她
送回来。
土匪的目的是让她给匪首治疗梅毒。
    在为中国农民服务的过程中，茹丝培养起对这些人的热爱。
在闽清县遭受了大火之后，她这样赞美中国人的重建精神：在灰烬面前，冷静的人们已经开始收集残
余。
我早上5点到，在温热的灰烬中已经摆开了一张小桌子出售破烂的雨伞。
过一会又一张小桌子出现，上面有几个橘子，另一个有些蔬菜。
到早饭时，一个临时肉店开张了。
上午晚些时，一个人凑了一个泥炉和一张桌子给站着的食客提供午饭。
居民逐渐地返回了。
下午这个小城重新活跃起来，人们辛勤地在还未完全冷却的热灰中忙碌着重建家团和买卖。
这就是中国人的精神，中华民族是一个不可征服的民族。
我再次感到一种激情，想要了解这个民族的巨大潜力。
他们身后有着许多个世纪的高度文明、深奥的思想观念和巨大的历史成就。
我欣赏他们的力量和耐性。
他们顽强地忠于他们的信仰，他们为了他们认为正确的东西不惜受苦和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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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相信他们有能力在新的道路上成长和发展。
我相信中国人最终将建设起一个世界最伟大的国家，也许那时美国已经开始衰落。
    今天看一个来中国奉献的美国女医生90年前在艰苦奋斗中的预言，令人钦佩不已。
    后来，茹丝到南昌工作一年。
但是由于日寇的进攻，她难以回闽清，后来又受派遣到重庆去。
在城市工作期间，她转到以做手术为主。
她为妇女切除了许多巨大的卵巢囊肿，其重量从40磅一直到80磅。
一个妇女的80磅囊肿被切除之后，她自己的体重也只剩下80磅。
茹丝在中国领养了两个女儿，培养了医生、护士、农业专家，她到麻风病院、孤儿院去服务。
到监狱里给悲惨的囚犯送较好的食物。
茹丝永远袒露着赤诚的心，充满了人性的光辉。
    优美的散文是本书的一大特色，茹丝用画家的眼光观察世界，把周围的一切描写得栩栩如生。
让我们看一下她对三峡的描写：在这些远古的岩石上凿成的粗糙狡窄的石阶被多少世纪以来的纤夫的
脚所磨损。
这些穿越历史的纤夫辛苦流汗，拉着绳套在奔腾的江上牵引客船和货船。
被石质峭崖拘禁着的大江野蛮地怒吼着、沸腾着，撞击着江边的大石头，一次又一次，江流被撞回来
，形成直径迭200英尺的疯狂的漩涡。
    峡江也有支流，它从很远处翻越崖顶冲下来成为瀑布，从红色和蓝色的峭崖上垂下柔软的白练。
有时这瀑布根本达不到河床，就在空中散成灰蓝色的细水雾，被风卷到峡里。
再往下，这些水雾砸到崖壁上，形成一阵阵的跌水，就像火箭尾部的喷火。
偶尔我们看到崖壁上有巨大的山洞，冒着绿白色泡沫的瀑布从洞里冲出。
    我曾经经过三峡，非常认同茹丝的描写，她的描写观察细致而且笔力浑厚。
茹丝还生动传神地描写了许多中国当时的民俗和风土人情，使我们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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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茹丝？
V.海门薇编著的《海门薇医生在中国（1924－1941）》内容简介：从清末到民国初年，许多女医疗传
教士受妇女解放运动的鼓舞，到中国传教行医。
她们把近代的西医和医院制度传人中国，充当了两学东渐的传播者。
《海门薇医生在中国（1924－1941）》作者链其中的一个特例，她尊重中国人的传统，从来不传教，
只是行医奉献。

茹丝？
V.海门薇医生从30岁开始在中国工作了18个年头。
她的生动记述是一份非凡的文献，展示了福建乡村浓郁而又凄惨的生活图景、南昌的现代城市生活和
战时首部重庆的艰苦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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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美)茹丝.V.海门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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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历史画卷的魅力(代序)引言第一章从新英格兰到中国第二章医院第三章新年第四章春天纪事第五章生
病第六章秋天的活动第七章骑小马第八章小雷第九章乐趣和冒险第十章告别斯蒂芬和黄医生第十一
章11月种种第十二章告别闽清第十三章回到中国――1928第十四章新面孔、翌年春天和质疑第十五章
回归现代？
一个新婴儿第十六章我见了宝云和他的匪帮第十七章匪和兵第十八章地方消罪仪式第十九章宝云的下
场？
关于炳武第二十章汽车巡诊第二十一章关于红军的谣传？
士兵到来第二十二章斯蒂芬的农业？
蒙古马？
大火第二十三章我在闽清最后的日子第二十四章南昌第二十五章江西的病人第二十六章中国的孤儿院
？
南昌庆祝释放蒋介石(1936年12月)第二十七章对新生活运动的热切期盼第二十八章医学？
汽车？
新式婚礼第二十九章从南昌到重庆第三十章妇科、孤儿和冯玉祥将军第三十一章轰炸和骑马探险第三
十二章四川的难民第三十三章在资州工作第三十四章在中国的最后日子附表闽清县地名新旧对照后记
英文版编者的话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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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从新英格兰到中国    1924年1月的一个午夜，我伫立在上海码头，寒气刺骨，漆黑一片。
我不安地望着那艘向我头上压来的光线暗淡的中国船，听着船员们用陌生神秘的语言在谈话。
我是一个医疗传教士，正前往福建内陆，到那新奇未知的我完全不熟悉的地方去。
这艘将要带我开始新生活的船已经到位．可是我因寒冷而颤抖，心中又慌乱，竟然抬不起脚去登船。
    正在此时，两个中国姑娘来码头送我了，她们是黄燕玉医生和她的护士朋友蔡安娜。
我在费城曾经跟黄医生一起实习。
她们脸上的微笑和抱着的礼物赶走了我的恐惧。
她们笑着说了许多旅途要注意的事，这使我有勇气爬上船的甲板，向我的传教士生活迈开了义无反顾
的一步。
当船缓缓离岸时，她们的话还从黑暗中传来：“你不是一个人，上帝与你同行。
”    我为我的孱弱而羞愧。
她们两位并没有从小接触主，她们是在美国学医时皈依的。
她们不会知道，尽管我有传承有教育，但我并不清楚上帝是什么。
虽然我在传统的主内找到安慰和平安，但我的心中总是翻腾着许多问题。
其实，就是这种疑问，这种对真理的追求间接地驱使我来到中国。
我觉得在为主服务的过程中，可能会找到问题的答案。
    这艘运木船在海上颠簸了两天两夜。
船上没人懂英语，我又一句中文都不会。
第一天我全天躺在椅子上晒太阳，回想我的生活。
我记得在我11岁的某一天，我擦拭家里那个带有可爱的小橱柜的写字台。
当我拉开一个抽屉的时候，我发现了一本老旧的塔夫脱医学院的手册。
我坐在地板上从头到尾把它读了一遍之后，我决定这辈子就要做医生了。
    我父亲是一个勤勉的新英格兰农夫，他在马萨诸塞州威廉斯堡多石的山坡上耕种上百顷地，供养一
个七口之家。
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感情内向，白天整天工作，晚上就埋头看报。
我不记得我跟他有过什么对话．不过我总喜欢跟他下地或骑马上市场。
我习惯于看着他的黑头发、闪亮的黑眼睛和很白的皮肤，猜测他的思想，不过我从来弄不清他在想什
么。
    母亲有着蓝眼睛和棕色的头发，喜欢读书，每逢星期天就带着5个孩子上教堂，可是我父亲反对去。
他们因这事常常吵，我们孩子们从来搞不懂为什么父母一个认为上教堂非常重要而另一个却十分反对
。
我家里人不谈志愿和梦想，也不谈宗教和性。
我从小就学会把自己的思想深藏起来。
    高中毕业后我就为上医学院做准备。
为了攒出医学预科第一年的学费，我教了3年书。
德文是入医学院必需的，我就在晚上去读。
我骑马跑3英里到威廉斯堡市中心，从那里换电车再跑8英里到北安普顿的人民学院（People’sInstitute
）去上课。
    我被医学院录取了，这一天是个伟大的日子。
我告诉父母，我要到波士顿去读医学院，准备听他们的反对，可是他们没有。
他们只是搞不懂。
为什么一个姑娘要去学医。
但是他们表示，如果我要去，而且存了足够的钱去读，他们没什么可反对的。
    这年秋天，我骄傲地穿过塔夫脱医学院的走廊，交了第一年的学费。
虽然我只剩下lO美元，但我并不为此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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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士顿找工作不难，不久我就当了餐馆招待，挣的钱够我吃住。
我热爱我的新生活，包括学习和工作。
我喜欢志同道合的同学。
生活并不轻松，但是很快活。
    1920年，我在医学院的第三年，在一个星期天，我出门散步，休息脑子和眼睛，准备晚上还要用功
。
顺着特莱蒙大街走到哥伦布路，我注意到一座灰色的教堂，门口有一个布告，说是中国医生玛丽·史
东作报告，时间正是当下。
我很好奇，就走进教堂找了个座位坐下。
    在随后的一小时里，我听这个娇小的勇敢女人讲述她的国家，那里成百万人没有基本的医疗服务，
成千的婴儿在出生时死掉，年轻的母亲因产婆无知而受到感染。
听着她的讲述，我仿佛看到了中国有许多盲人终生只能乞讨和挨饿，仿佛听见许多疯人被关在黑屋里
，锁在柱子上，甚至被他们的家人杀掉，因为不知道如何治疗他们。
整个村庄被瘟疫毁灭，一些省份被洪水和饥荒蹂躏。
史东医生的话还没有讲完，我就下了一个决心，要把我的能力和知识贡献给中国的医疗事业。
    我1921年从塔夫脱医学院毕业时只剩五毛钱，还不够坐火车回威廉斯堡！
我从不向任何人借钱。
我拎着手提箱从洛克百利（Roxbury）顺着亨廷顿路走到公共图书馆，在那里查找报纸，为自己找了
一份工作，在富兰克林广场妇女旅馆。
    我在费城实习时，有一个漂亮的中国同学黄燕玉医生，玛丽·史东曾经是她的启蒙者。
当她问起我的打算时，我给她讲了玛丽·史东和我的决心。
我很惊奇玛丽·史东也影响了她，让她学医并且到美国来深造。
    “中国的情况很悲惨”，她轻柔地说，“中国需要医生和护士去教育和治病。
你的决心很了不起。
不过，你要弄清楚你确实想去，在那里生活不容易。
”    黄医生给了我传教协会在纽约市的地址，如果想被派去中国，我需要到那里去申请。
我交了申请，提供了介绍人。
3个星期之后，来了一封简短的信，说是该协会只接受美以美教会信徒的申请。
    我在申请书上说我是公理会成员（congregationalist），尽管我从来弄不清这些教派的教义是什么。
说实话，我觉得那些教义不合逻辑彼此矛盾。
为什么一个处女生了一个人，这个人死后又复活这件事就构成了一个宗教的基础呢？
也许他就是这么被生下来，也许他确实复活，可是这些跟宗教有什么关系呢？
一个宗教的基础应该是生命哲学，是一个人对人和事物的最深刻的认识。
神话和神迹怎么能是基础呢？
不过，我从来没对别人讲过我的这些想法，怕被别人说成异端。
    面临这种荒谬的局面——我被拒绝仅仅因为我是公理会教徒而不是美以美会教徒——我决定加入美
以美会，这比重新申请重找介绍人容易。
这样做了以后，美以美会传教董事会就召我到纽约去面谈。
    我被引到一个大房间，那里有12个黑衣女人围坐在一张长桌周围。
经过短暂的审视，她们请我坐下。
她们问了3个一般性问题——我的年龄、健康状况和医学背景。
然后问：“你是否进修过圣经？
”我有些迟疑，母亲领我们5个把圣经学得很透，但我觉得这种学习可能不符合她们的要求。
于是我说我没有进修过圣经课程。
黑衣女人们商量起来，脸色似乎不太好。
    在等待决定的时候，我的思想飘到儿时糟糕的主日学校。
老师讲得很教条，我爱提问的灵魂拒绝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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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怎么能不合逻辑呢？
那年我13岁，每逢星期天我都不出声地坐在那里忍受。
有一天老师举了一个旧约的例子，然后就宣称，这个例子证明了，信上帝的军队总是赢。
我心中的叛逆和不满一下子爆发了，我激奋地说：“如果双方都信上帝呢，那会怎么样？
”老师严厉地瞪着我，一言不发，教室里静得可怕。
我不知是怎么离开教室的，我再也不回去了，觉得被孤立起来就像个麻风病人。
    黑衣女人们磋商完了，脸色严肃。
我正想着一个医生会怎样因没修圣经课而被拒绝，她们就问我是否愿意修一个圣经的函授课程，我回
答说愿意。
我想我虽是不得不修，但是确实也有兴趣。
她们又讨论了一会，然后宣布我被接受了！
    我的家人对我的中国计划比较冷淡，就像当初对我学医一样。
他们不在乎我的抱负，只在乎此行本身。
我们新英格兰人感情不外露，除非是发火了，我们从不交换深层思想，请问这怎么能互相理解呢？
    我和姐姐瑞切尔过去常拿传教士取笑，说他们拿钱比看门人和清洁工还少，却放弃在美国的好生活
到海外去劝异教徒放弃他们的信仰，相信我们的信仰才是唯一正确。
现在我也是一名传教士了。
我暗下决心，我要尽力去理解那些我教育的对象。
我教他们卫生的生活，但我决不强迫他们信我们的教。
事实上，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信什么，只知道我疑惑什么。
我心里的叛逆和负面思想，没法告诉别人。
P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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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在中国的乡村和城市当医生和教师从1924年到1941年跨了18个难忘的年头，最后的结束很突然。
在往家乡新英格兰走的路上，我觉得忽然一下回到了西方社会。
我感受到强烈的震撼，说来难以置信，我这时才真正感觉到中美人民的巨大区别。
    我观察了中国人这么多年，不管他们有什么特别的缺点，他们从许多个世纪的苦难中学会了忍耐；
从孔夫子学到了哲学和戒律；从佛教学到了平静安宁。
他们是一个能干、自豪、勤勉、智慧和富有直觉的民族。
他们有敏锐的观察力。
他们好体面、开朗，有很好的幽默感。
我认得的中国人都热爱自然，不论他们是船夫或学者、官员。
他们的生活接近自然，他们也了解自然。
天是父亲地是母亲。
他们热爱山、湖和溪流，树和花草。
他们知道草药和野草的药性，把它们用于医疗。
他们永远是彬彬有礼，注意各种不同关系所要求的礼节。
在讲话时，不论绅士还是苦力都非常谦卑，说自己的儿子是犬子，房子是敝庐，招待客人时说：“菜
很少，请包涵。
”中国人说话时都注意让客人觉得自在舒服，尽力保全面子。
这些是习惯的待客礼节。
    中国人喜欢大家庭，爱群居。
他们看孩子满屋奔跑觉得高兴，让家里人和邻居读自己的信，让别人知道自己的秘密。
我觉得中国人不易理解外国人讲究隐私、睡单人房间、喜欢夜间独处和独自散步的习惯。
但是他们对我们总是有礼貌和宽容的。
    当我在1941年回美国时，两种文明的差距给了我很大震撼，可能首先使我吃惊的是孩子缺乏自律，
他们火喝饮料，大吃冰激凌，嘴里永远含着糖。
他们的父母任意地抽烟喝酒，过度纵欲使智力迟钝，在各方面都追求舒适。
谁都不能忍受一个小时的失眠或头痛，必须找医生解除小小的不舒服。
人人都沉醉于性。
    从受苦受难的中国回来后，我满脑子都是那些正在与巨大的灾祸斗争以争取较好生活的人们。
在这个历史性的斗争中，中国爆发革命打破了那些捆住她的邪恶羁绊。
在另一方面是我自己的国家生活在自满和自我放荡之中，人们对于亚洲国家不幸的困境没有感觉。
美国人好像被优越感所玷污，对世界和平的紧迫性漠不关心。
    现在虽然已是1974年，我的精神还是在不同文明的两大国家之间来回奔驰，我感到灰心，不能跟别
人分享我的思想。
我希望摆脱悠闲舒适的哲学，但我探索最多的是美国和中国的未来。
    作为一个人应该经历困难痛苦和失落才会成熟，就像中国已经经历的那样，经过血泪的洗礼才能在
世界各国中求得简单的平等这样一个恰当的位置。
通过痛苦和心碎才产生谦卑；通过谦卑才有智慧和理解。
物质的缺乏、困苦、失落，这些并不是坏事而是动力——如果它们能引发建设性变化的话。
    确实，中美两国各有长短。
许多西方传教士常犯的错误之一就是确信他们把所有好的信息和好的生活方式传到东方。
现在我们很多人认识到，能力和缺点在我们之间是平均分配的。
我们两国之间迫切需要的是好意之桥，但这是一座双向的桥。
不再需要那些传教士，但是需要企业家、新闻工作者、技术工人、旅行者，可能还有医生和护士过桥
去。
我们许多年前在中国生活过的人从他们的古老文明和人民的勇气中学到了一些东西，可能中国也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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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粗糙的生活方式中学到了一些东西。
    当我回首我在闽清和华中的生活时，我想我做了基本的医疗和教育的工作，用了我的心，我的精神
和身体的最大限度的力量，但是花了最少的钱。
许多传教项目和政府支持的项目尽管有大把的捐款和大学文化的工作人员却失败了。
我们微小的不张扬的教育村民计划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它规模小、花钱少。
最重要的着力点是把新思想用容易理解的形式传达给普通人，钱倒不是多么重要的因素。
我们那时看得很清楚，让中国的乡村人口得到可以改善他们生活条件的知识就是不竭力量的源泉，可
惜国民党政府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共产党的领导人倒是没有忽略这一点，他们表现出对中国受苦难大
众的关心。
中国的现政权正在使用那些受过基本教育的人，虚心地联系村民的人。
就像我们40多年前的医护人员一样，这些现代的赤脚医生在没有医疗值班的时候就到田地里劳作。
    虽然我的故事仅是出于一个美国医疗传教士的观点，但我真诚地希望它准确地向西方的读者反映出
了在共产主义革命之前痛苦的几十年间的中国人的生活。
    茹丝·V．海门薇    马萨诸塞州威廉斯堡    1974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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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第一次看到本书的题目足在亚马逊网站上．那上面有一位网友的留青．说这不是一个典型的传教士
回忆录．传教士的回忆录往往喜欢说教，且缺乏文采．这本书就没有这些缺点。
这是一本什么书呢？
我感到好奇就买了。
想不到从一开始阅读我就被吸引住了，书中如诗如画的散文非常美，作者手绘的水彩画也富有魅力。
    读完此书之后．我因为感动，不由自主地开始翻译。
——张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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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茹丝·V.海门薇编著的《海门薇医生在中国（1924－1941）》内容涉及历史、地理、宗教、社会、心
理、经济、政治、卫生等诸多方面。
书中以细腻、流畅的文笔写出的那个年代的人与事，地与物，见与闻，无不跃然纸上，栩栩如生。
既是动乱的旧中国和农村生活的生动反映，又是主人翁在华行医救人的记录，是熔知识性、故事性、
趣味性、史料性于一炉的好书，可读性强，对读者很有吸引力。
书中许多篇章对大自然景物的生动描写，充满诗情画意，好像一幅幅浓淡相宜的风情画展现在人们面
前，让人回味悠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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