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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和醫學院的起源
吳階平

北京協和醫學院在中國現代醫學（包括基本和臨3醫學）教育發展史上的重

要性，以及它的大批畢業生對中國醫藥J生的直接貢獻是大家公認的了。但這

間醫學院的起源也許知道的人不多，值得一談。

協和的前身是由六所教會聯合主辦的「協和醫學院」（Union Medical

College），它之所以會蛻變成具有世界水平的研究性醫科學院主要應當歸功於一

位眼光遠大的前浸信會牧師蓋斯（Frederick T. Gates），他在1892-1923年間是大

財閥老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的主要財務與慈善捐款顧問，因此又稱為

洛克菲勒的「外在良心」。他的一個堅定信念就是學術醫學就是當代的神學，而

人口眾多的中國則是最急待關注的。

在蓋斯的統籌和推動下，洛克菲勒基金會在1913年成立，它的董事局在

1914年初舉行「中國問題討論會」，且隨即達成了基金會在中國的工作應以醫學

為主，並應盡量利用現成架構這一基本決定。在其後短短兩、三年間，基金會

就派出了兩個考察團來華仔細調查了全國醫學教育和J生狀況，並且作出在中

國進行長期、大規模和最高水準醫學教育與研究工作的重要建議。在這建議

下，基金會所支持的「中國醫學委員會」買下了「協和醫學院」，訂定了新的收生、

教師招聘（以研究能力為主）和五年課程制度，委出了首任院長，正式建立「北京

協和醫學院」（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即 PUMC），它的第一屆預科班於1917

年9月入學，同時舉行了新校舍的奠基禮，這上距「中國問題討論會」還不足四年

光陰。

協和醫學院的迅速發展和追求卓越的精神並非偶然的，它得力於兩個時代

背景的結合：其一是美國醫學教育本身的革命，這以1901年洛克菲勒醫學研究

所的建立以及霍金斯大學醫學院院長J爾殊（William H. Welch）出任所長為標

誌；其二則是辛亥革命所帶來的重大變革，以及在全世界眼中這變革為中國所

帶來的新氣象、新希望，例如，美國之退還庚子賠款，用以建立後來對

中國有重大影響的清華學堂以及留美獎學金，就正是在1911年。當然，蓋斯

和洛克菲勒父子的熱心與遠見又是使這背景產生新發展的動力，那也是不可

忽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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