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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是名副其实的
中国现代医学发源地

黄省三是近现代著名中
医学家，1882 年生于广州番
禺化龙镇，至 1965 年逝世，一
生行医 65 年。他医术高超，
医德高尚，是中国倡导中西
医结合的中华医学新体系的
先行者，在肾炎、肺结核、急
性阑尾炎、流感等领域均有
开创性成就。在他逝世公祭
时，周恩来总理送来花圈。

幼年时，黄省三随做乡村
医生的父亲学医。12 岁丧父
后，他一边做杂工维持生计，一
边苦读中医学名著。1910 年，
黄省三来到广州，在地处繁华
市中心的南关西横街（今北京
南路旁）开设“黄崇本堂”医寓
行医。因社会动荡，1924年，黄
省三前往香港继续设馆行医。

这时的中医大多墨守成
规。好学的黄省三却开始接
触外国医学，他敏锐地意识
到：强调化验、实验等科技手
段的西医对病症的诊断比中
医更令人信服，而诊治方法
一直较模糊的中医在发展数
千 年 后 即 将 面 临 重 大 的 挑

战，中西医应结合起来。
于 是 ，黄 省 三 开 始 研 究

西方医学理论，成为中西医
结合学的先驱。当时，译制
成 中 文 的 西 方 医 学 书 籍 很
少。黄省三托人收集大量日
文版的西医典籍，并苦学日
文进行研读。他还花巨资购
买了显微镜和实验设备，并
聘请两位留学德国的西医师
协助研究，以取长补短。

黄省三以当时极新的西医
科技手段对病症进行确诊，同
时运用中药方剂进行治病，这
使他的医术取得了重大的突
破，在对心脏病、慢性肾炎、麻
疹、肺结核、霍乱、伤寒等疾病
的治疗方面效果斐然，深受社
会各界赞誉和同行的尊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黄省三从香港举家迁回广州，
一时间轰动港九各界。年近
古稀时，他总结其一生的行医
经验，出版《肺结核实验新疗
法》《肾脏炎肾变性实验新疗
法》等十余种著作，被医学界
奉为该领域必读著作。

羊城晚报讯 记者董鹏程、
通讯员穗规资宣报道：8 月 20
日，《海珠区新滘东路北侧储备
地块（AH0902、AH0904 规划管理
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经第四
届广州市规划委员会地区规划
专业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本次规划将结合产业
发展、人口流向、市场供求，深化
琶洲片区创新融合拓展区定位，
加大高品质住宅市场供应，促进
经开区内外产业、居住功能互
补，提升琶洲地区长远竞争力。

据悉，项目地块位于琶洲南
区核心片区，用地面积14公顷，
紧邻规划 23 号线站点，区位条
件优越，土地价值潜力高。本次
规划借鉴国内外先进城市 CBD
地区规划建设经验，调节琶洲地
区产业、居住用地供应比例，有
助于促进功能复合、产城融合，
进一步推动琶洲产业组团高质
量发展。

规划延续片区规划公共开

敞空间骨架，落实片区“多首层
立体街区、标志性商业街、舒适
慢行游径”的活力交往空间，打
造富有公园特色的景观型街道
和生活型街道，提升片区慢行
体验和街区活力。

值得注意的是，片区内高品
质住宅采用公建化立面设计，协
调高层住宅与商办塔楼的建筑
体量关系，对内凹阳台、裙楼、临
街公共界面等要素进行管控，营

造宜人的公共界面。同时通过
对塔楼及裙房建筑屋顶一体化、
绿色化的设计，创造约3公顷的
屋顶共享生态花园，实现绿色屋
顶生态功能价值。

在公共服务设施方面，规划
将设置1处36班九年制学校，规
划2处社会停车场，5818个机动
车泊位，以及6处立体过街设施。
远期规划有23号线会展南站（暂
定名称）直接服务项目地块。

在中国近代医学史上，广州
无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地标。这
里不仅是中国最早接触西医的城
市之一，更是西医在中国落地生
根、开花结果的重要场所。

早在1805年，第一位来华医生
皮尔逊 (Alexander Pearson)便来到
广州，来自英国的他将西方医学技
术第一次引入中国。英国人合信是
最早在中国翻译西医西药书籍的传
教士，他先后在广州和上海译述了
近代以来最早一批介绍西洋医学的
译著，包括解剖学、内外科理论及妇
婴卫生等多种内容，标志着“西方医

学理论正式输入中国之始”。
1835年 11月，美国医生伯驾

（Peter Parker）在广州创办了中国
近代第一间西式医院——眼科医
局。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
完备的近现代医院架构，候诊室、
诊室、配药室、留医室一应俱全。
最初，眼科医局主要治疗眼疾，但
很快扩展到其他医疗领域。伯驾
创下了中国近现代医学史上的多
个纪录，如中国第一例膀胱取石
术、第一次引用乙醚麻醉和氯仿
麻醉、中国近代第一例剖腹产手
术等。

继伯驾之后，嘉约翰（John
Kerr）于 19 世纪中叶来到广州，
并在此地开展了 47 年的医学活
动。嘉约翰先后创办了博济医
院、博济医学堂和惠爱精神病医
院，编译医学书籍 34 种，为中国
培养了最早的一批西医人才。

广州作为中国最早接触西医
的城市，其影响力不仅仅限于岭
南地区，还辐射到了全国各地。
西式医院从广州向岭南以外地区
辐射至上海、北京、厦门、宁波、
长沙等城市，逐渐成为中国人诊
疗疾病的重要途径。

西医东渐从广州辐射全国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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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琶洲南将新增高品质住宅地广州公交车票价9月起调整
简化至两层级，长线乘坐费用减少

“曾记盈盈秋水阔，好花开满荔枝湾。”在风景如画的广州
城西荔枝湾畔，一所始建于1899年的“柔济医院”已在此矗立逾
百年光阴。

1899 年，美国女医生、医学博士富马利，带着两名华人助
手，在广州西关存善大街，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广东女医学堂”
及其附属赠医所——“柔济医院”，也就是今广州医科大学附属
第三医院（简称“广医三院”）的前身。

清末民初的广州，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都市，因其优越的
地理位置和浓郁的商业氛围，成为西医东渐的最佳落脚点。从
伯驾到嘉约翰再到富马利，这些来自西方的知识分子、传教士，
带着先进的医学观念，在广州开设医院诊治病人、创办医学院
校、翻译医学书籍，培养了大批医学人才，在客观上带来了身
体、疾病、女性等知识或观念的启蒙，为中西医学交流搭建了桥
梁，对中国现代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2024 年 2 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富马利中国见闻
录》。该书的出版，让富马利在岭南地区生活、行医、著述的经
历，逐渐从历史的深处走向公众视野，她的遗泽也日益为今天
生活在羊城的人们所知。尘封的史料为我们打开一扇重新审视
历史的窗户，亦见证了中国现代医学“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

“第一位医学女博士”初抵广州壹
穿过时敏桥，沿着多宝路步

行约 80 米，就来到了广州医科
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的正门。尽
管医院的大部分建筑因重建早
已不复当年模样，但榕树掩映下
的近百年红砖旧楼林护堂里，镶
嵌在墙壁上的铁质雕塑、垂脊的
脊兽上“十”字造型图案，依旧见
证着这所医院的厚重历史。

站在医院门口，看着络绎不
绝前来就医的市民、患者，很难
想象在1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
片泥泞的“猪村”，直到富马利医
生的到来。

“富马利于 1854 年出生在
美国俄亥俄州阿什兰。1884年
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女子医学院，
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据《富马利
中国见闻录》译者之一、中山大
学历史学博士杨智文介绍，富马
利乘坐“东京号”客轮途经日本、
中国香港，于1884年抵达广州。

19世纪末段，西医在广州已
经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在官民中
建立了一定威望。一来到广州，
富马利就应邀前往中国近代第一
间西医院博济医院参与一些重要
手术，还见到了这间医院的开创

者嘉约翰医生。富马利在日记中
详细记载了她的见闻和感受：“医
院大约能容纳300名病人，对那
些无法支付治疗费用的病人全部
免费。这些年，超过2万名门诊
病人在这里得到治疗，有2000多
场手术在这所医院里完成。”

富马利很快投身于博济医
院的工作中，成为嘉约翰医生的
得力助手之一，并从 1897 年起
担任医院妇孺病房的负责人。
博济医院妇孺病房是广州最早
的妇产科，在这里的工作经历让
富马利痛感本地产妇需要更多
的女医生。

据杨智文介绍，1885 年 9
月，富马利曾被安排前往广西桂
平行医，但是当地一场民间动乱
不仅让她新建的医院付之一炬，
还险些危及性命。她切身感到，
跟相对封闭的广西相比，广州有
着更为宽松的社会环境，民众对
西医接受程度也更高，于是选择
了回归。此后，富马利陆续在广
州创办夏葛女医学堂、柔济妇孺
医院和端拿女子护士学校，对中
国妇产科和女医群体的发展壮
大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走进广医三院院史馆，120
多年艰辛壮阔的历史浓缩在精
心布置的展陈中。

“我们现在站的位置就是当
年富马利所说的‘猪村’，也是我
们医院的原点。”曾任广州医科大
学附属第三医院副院长的陈安薇
医生，站在富马利的照片旁，详细
介绍了这所医院创办时的情形。

1892 年，富马利在西关存
善大街开设诊所，并开始带教博
济医院的医学生。19世纪末的
广州已是一座拥有将近90万人
口的繁荣的大城市，但是提供西
医医疗服务的医院很少。鉴于
此 ，富 马 利 打 算 用 筹 集 到 的
2500美元建立一所培养女医生
以及专为女子提供医疗的医院。

寻找院址时，绝大多数土地
的售价超出了富马利的预算，她
不得不往郊区找，走到当时广州
的最西边。“在这里我们找到了一
片开阔的土地，有200头猪正在
泥泞里，北边的河流上架设了一些
矮小的棚屋。”富马利在日记中写
道，并把这个地方称之为“猪村”。

1899 年 10 月，富马利及其
兄长在“猪村”买下一块地皮，开
始建房。自此，广东女医学堂扎
根在这片土地，富马利和余美
德、施梅卿两位华人助手，以及
5 名 女 学 生 在 此 诊 病 授 课 。

1902年4月，富马利又在这片土
地上盖了一座三层小楼，这便是
赫赫有名的柔济妇孺医院。该
医院的建设，无论是采光、通风
还是各种设备都是按照最现代
的标准配置。

根据《富马利中国见闻录》
记载，1902年 4月 23日，柔济妇
孺医院举行了盛大的落成和命
名典礼。美国驻广州领事麦伟
德任典礼主席，受邀出席的宾客
有清政府的将军，广东省布政
司、南海县与番禺县县令等高官
及广雅书院院长、各教会代表等
众多颇具社会影响力的知名人
士。一份香港的日报在当日报道
中称：“对于广州医疗事业和慈善
事业发展而言，这是非常重要的
一天，一个新的时代正式开启。”

柔济妇孺医院以妇产科为
主，技术蜚声在外。1910年，医
院有300多名住院病人，产科方
面已能实施产钳助产术、死胎穿
颅术、臀位牵引助产术等多种手
术；到1914年，住院病人已增至
600 多人。该院产科采用新式
接生法，大大减低了产妇难产的
风险，为推动中国助产事业的发
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广州的一
些军政人员内眷率先接受西医
接生法，进一步推动了西医在广
州乃至中国的落地与发展。

泥泞土地上的医院“原点”贰

院、校联手培养中国女医师叁
由于收到夏葛先生的捐赠而

建造了新建筑，广东女医学堂更
名为夏葛女医学堂。有了学堂和
医院，富马利决定培养一批护士，
并创办了端拿女子护士学校。她
亲自担任教师，为学生们讲授最
前沿的医学理论和护理技术，并
悉心指导她们进行临床实习。

“大多数女性的无知、羞怯和与
世隔离，为女医生在中国开启一个
广阔的领域……”富马利写下的这

段话，正是她接连创办妇孺医院、女
医学堂和护士学校的动机与初衷。

1902 年，富马利最初的 5名
女徒中，苏恩爱和黄雪贞达到了
毕业要求，成为夏葛女医学堂的
首届毕业生。1904年，罗秀云、梁
友慈、张星佩等三人也毕业了。
随着夏葛女医学堂影响力的扩
展，前来报考的女性越来越多。
到1910年，在校女生增加到40多
人，教员也增加到了10人。

学员中最知名的女医之一便是
罗秀云。在院史馆展出的一张陈旧
发黄的照片，清晰地记录了罗秀云
当年手术的高光时刻。照片拍摄于
1914年，是罗秀云和富马利、夏马
大博士等人为一位患有巨大卵巢囊
肿的患者进行手术前的合照。同
年，她为另一位患者切除的47公斤
盆腔肿物，被制成标本送往南京展
览，引起轰动。可见罗秀云作为一
名中国女医生的实力与自信。

1905年，曾在夏葛女医学堂
任教的张竹君毕业于博济医学堂，
在上海创办了我国第一所女子中
西医学院；1908年，博济医院的毕
业生梁培基、叶芳圃等人，创办了我
国第一所华人自办的西医学校广东
光华医社；1908年，梁乾初医生带
领一些学生建立了两粤医学堂。

除了这些知名学校外，各乡镇
由中国人创办的西医诊所也纷纷
开起来，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华南
大地乃至中华大地上，治病救人。

广州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
献学系副主任李计筹指出，1930
年收回教育权运动后，中国人开始
接管教会医院，中国政府开始用自
己的方式进行管理，从董事会到医
生，逐渐由中国人代替外国人，医

疗传教士退出中国历史舞台，开始
了“中式西医”的发展历程。

1931年，夏葛医学院及其附
属柔济医院成立了以王怀乐为主
任的院务委员会，开创了华人自
办医院的新局面。1936 年 7月，
夏葛医学院归并到岭南大学，与
博济医院筹备组建孙逸仙博士医
学院。据记载，至1936年并入岭
南大学，夏葛医学院共毕业二十
八届学生，培养 300 多名现代医
学人才，其中女医生 200 多名。
她们传道授业、悬壶济世，足迹遍
布全国。这些毕业生，将夏葛医
学院的办学经验和影响带出广东，
为推动国内其他地区西医教育事
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而富马利一手创办的柔济医

院也在持续发挥其影响力。这所
医院后来发展成为广医三院，设立
妇产科研究所，其妇产科医疗水平
名闻遐迩。上世纪80年代末，广
医三院接连诞生了广东省第一、第
二例，全国第三例的试管婴儿。

博济医院的精神病专科医院
后几经更名、发展，现为广州医科
大学附属脑科医院。而中山大学
孙逸仙纪念医院作为博济医院的
延续。这些老牌医院仍然是广州
以及整个中国医疗领域内的重要支
柱，为公共卫生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做出贡献。此外，广州的医学教育
和研究也在不断发展。中山大学、
南方医科大学等高校在医学教育和
研究方面成果丰硕，为全国乃至全
球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医学人才。

“中式西医”落地生花伍

羊城晚报：您也是《富
马利中国见闻录》的译者之
一，在翻译过程中你们有哪
些重要的史料发现？

陈安薇：其间我们纠正
了许多原来的看法。比如
关于女医学堂的前身“赠医
所”成立的时间还可以往前
推——之前，我们考证到的
时间是1899年 12月 12日，
但是根据整理搜集富马利
日记和相关资料，现在发现
至少可以往前推两到七年，
因为她设在西关存善大街
的诊所是1892年设立的。

羊城晚报：富马利在中
国一直执着于服务女性群
体，也是她的一大功绩。

陈安薇：当时的美国正
好处于第二次妇女解放运动
的后期，所以富马利对这个
领域特别关注。富马利创办
的一系列医疗教育机构，是
中国近代史上最早出现的此
类学校，不仅推动了中国高
等教育早期现代化，为中国
女子接受高等教育，开拓了
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在中
国第一代女医人才成长的过
程中，它们提供了一块重要
的人才培养基地，扮演了十
分重要的“母体”角色。

羊城晚报：20 世纪初，
全国很多地方都没有西医
院，而广州已经有好几所，
您如何看待广州对于中国
西医发展的贡献？

陈安薇：广州在西医东
渐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
用。广州的开放和国际化
环境，为现代医学的传播和
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此外，广州在培养西医

人才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
献。例如，广东人黄宽作为
有史以来第一个获得医学
博士学位的中国人，他的经
历象征着中国人在西方医
学教育中的突破。这种教
育和人才培养的模式，为中
国西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培养了大量医学人才。

可以说广州是名副其实
的中国现代医学发源地。在
西医史上，广州创下多个第
一，很多西医技术基本都是
在广州落脚，再逐渐扩展到
全国各地。无数个“第一”交
汇于此，揭开了近代中国医
学发展的新篇章。

羊城晚报：为什么当时
广州的西医这么发达？这
种影响力延续至今吗？

陈安薇：我觉得跟海上丝
绸之路有关，参与海丝贸易，
不可避免要长时间坐船，容易
导致不适甚至罹患疾病。广
州十三行那些跟洋人打交道
的地方，需要有医生，这些病
人的病情需要紧急处理，没办
法适应中医的治疗方式。西
方商人因此会带一些医生过
来，也有宗教方面的因素考虑，
而广州作为千年商都，天时地
利的优势加在一起，才能涵养
出一个如此适合西医的环境。

目前，广州和广东医疗
界的各个专科在国内都有
相当地位。例如我们广医
三院的妇产科研究所在国
内享有盛誉；除了省部属医
院外，广州市属的呼吸病研
究所、脑科医院，红会医院
的创伤研究中心、市妇幼医
院等，都在上百年的悠久历
史根基上得到长足发展。

▲富马利
肖像

资料图片

▶如今广
医 三 院 的 林
护堂
羊城晚报记者

陈晓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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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杭莹、严艺
文报道：8 月 21 日，广州市发展
改革委印发《广州市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关于优化调整我市公共汽
车电车基础票价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对广州公交基础票价
机制进行了优化，并从 9 月 1 日
开始施行新方案。

根据《通知》内容，9 月 1 日
起、广州市公共汽车电车日班车
线路计价层级，由原有的 1元、2
元、3元、4元、5元五个票价层级
简化至两级，保留 2元、3元两个
票价层级。优化后公交线路全程
营运里程 20公里 (含)以下的，票
价为2元；全程营运里程20公里
以上的，票价为3元。

在票价调整的同时，普通乘
客和特殊群体的票价优惠政策以
及快车、夜班车、BRT 等线路票
价保持不变。

具体来看，针对普通乘客和
特殊群体的优惠政策不变，仍继
续执行现行政策。2元线路仍是
广州公交线路的主体，广州市内
中小学生持羊城通学生卡、低收
入居民持羊城通善行卡乘坐公共
交通享受半价优惠。

另一项不变，指的是《通知》明
确快车、夜班车以及BRT线路票
价，以及现行经行收费道路或桥梁
加收票价的规则继续保持不变。

本次调整最大的亮点，是乘
坐长距离公交线路的费用将减
少。《通知》取消了4元、5元两个
票价层级，原票价为4元、5元的
线路将调整为 3 元，长距离出行
乘客的出行成本将减少。

举例看，小何家住增城区，每
天坐 214 路公交到天河区上班。
214路公交线路长度为 36.5公里，
原线路票价为4元。而根据新方

案，单程票价降为3元，按22个工
作日、每天乘坐2次公交车计算，小
何每月乘坐公交的支出由原来的
176元下降为132元，享受普通乘客
票价优惠后进一步下降为121元。

本次公交车基础票价调整主
要涉及市本级定价权限的公交线
路，即市交通运输行政管理部
门、南沙区[中国 (广东)自由贸易
试验区南沙新区片区除外]交通
运输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法定程序
批准经营的公交客运编码线路
(不含定制公交等特殊线路)。花
都区、番禺区、从化区、增城区属
地管理的公交线路票价机制由所
在区人民政府负责制定。

《通知》显示，本次调价坚持公
益性原则、科学合理定价原则、健
全激励约束并重原则、公平竞争原
则和兜底民生五大原则，继续实施
公共汽车电车公益性低票价政

策。将充分运用市场化手段，发挥
价格杠杆引导资源优化配置。

下一步，广州将加快推进公交
地铁融合发展，进一步提升服务品
质，一方面，按照公交地铁一体化发
展的思路，结合地铁新线开通,优化
调整公交线网加强公交与地铁在

“空间+时间”的接驳，延伸地铁的
覆盖范围对具备条件的站点实行

“零距离”接驳，公交营运服务时间
晚于地铁末班15分钟后收车。

另一方面，将对地铁覆盖不足
的外围区域，加大公交服务覆盖。
结合出行需求分散的特点，合理安
排发班班次“响应式公交”。同
时，将大力发展社区公交，探索试
点“准点公交”匹配社区道路特点，
增加 6 米小型公交车型投放，开
行更多的微循环接驳线路，进一
步方便社区居民到周边地铁站、医
院、学校、市场商超等短距离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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