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導言

　　1898 年，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在香港開辦聖保祿醫院，至今已是

一百二十年。為配合院慶，剛於去年新建的二十四層高 B 座醫院大樓，在

今年這特殊的一年舉行開幕典禮，帶著歲月的軌跡，展開燦爛的新一頁。

　　兩年前，院方委託本研究中心撰寫聖保祿醫院一百二十年的歷史，這

可說是一項重大而艱巨的任務。研究團隊細心考察、努力蒐集資料，匯集

成書。可幸，我們能夠按計劃進度完成，把成果放在您們的眼前。

　　聖保祿醫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五十多年的歷史事蹟，大部份是有賴

儲存在法國聖保祿女修會總部的歷史檔案、以及一些學者根據這些歷史檔

案所轉述的著作而來。戰後四十多年間的資料，由於文字紀錄不多，主要

依靠曾在醫院服務人士的口述歷史，再參考報章、書刊等二手資料作為對

證。當時政府的醫療報告及修會總部妥善保存的記錄，都是很有力的佐證

文件。直至 1990 年後，除了有親身經驗及在職的人士協助，亦有現成的

報告作為根據，文字紀錄較多之餘，加上科技的進步，所以蒐集醫院近

二十多年間的資料相對容易。

　　雖然本研究中心受託於院方，但作為學術單位，已盡力從可獲得的資

料，以中立、公正的態度，兼顧市民身份、政府政策、個人健康、公眾衛

生等不同角度考慮問題，來撰寫這本歷史書。從一開始，我們更有意藉着

回顧聖保祿醫院的歷史，去了解香港社會的變化，以及在醫療衛生方面的

影響，尤其近一、二十年醫療系統受社會事件及發展的衝擊，坊間作有系

統紀錄編寫成書者仍然不多，希望這部份的院史可成為其他研究者有價值

的參考資料。

　　香港的華人社會並非從一開始便接受西方的醫療方法。當時政府的醫

療設施也只是著重為歐洲人服務，無意照顧華人。這是一方面為了減省開

支，另一方面亦是為了尊重華人文化；因為十九世紀的華人對西方的醫療

並沒有太大信心，對醫院的印象是一個開刀做手術的地方，可免則免，一

般都習慣向中醫師求診。事實上，市面上的中藥坊及中醫診所甚為普遍，

收費廉宜，華人不輕易向西醫求診。

　　十九世紀末期香港發生瘟疫，政府急於以西方醫療方法處理，防止其

擴散、蔓延。華人既然是居民主體，政府不得不關注華人居住環境的衛生

情況，以免影響整體居民的健康。政府的醫療衛生政策，直接地促成中西

醫療文化在香港的交匯。

　　在瘟疫發生前的數十年，聖保祿女修會本着傳教和履行仁愛的心意，

已在香港灣仔設立了「聖童之家」來接收棄嬰、培育孤兒、照顧老弱殘疾

和婦女。瘟疫發生後，修會在 1898 年，於皇后大道東海傍成立了專為兒

童和婦女而設的小型醫院，贈醫施藥。

　　隨後灣仔地區海傍的填海工程、電車路通車等，使該區日漸繁盛，並

興建了很多貨倉、碼頭。聖保祿女修會在灣仔的會院，位於碼頭和貨倉之

間，並非一個清靜的環境，也沒有發展的空間。很快地，修女發現唯一的

出路是遷往其他地區。

　　1907 年，修女有機會將院舍擴展至跑馬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

四年間（1914 - 1918），在巴黎外方傳教會會士金神父的協助下，修女幸

運地售出了灣仔的物業，用來轉購位於銅鑼灣道的棉織漂染廠，並將該建

築物改建為三層高的醫院──所以今年既是聖保祿醫院建立的一百二十周

年也是遷往銅鑼灣的一百周年。新醫院設有當時先進的手術室，舒適豪華

的頭等病房，但同時亦有為貧困病人設立，收費廉宜的普通病房，由十位

修女、四位護士提供護理服務。其後在醫院建築群的中央，興建了一座宏

偉的教堂，雖然名為「基督君王小堂」，卻可容納一千人。這不僅是修女

的靈修中心，更是她們服務的動力之源。

　　第二次世界大戰及日治時期（1941-1945），香港人口遞減、食物不足，

大部份居民撤離香港，返回國內。留下來的，大都營養不足、疾病頻生。

在銅鑼灣，整個聖保祿修會屬下的建築群，曾同時收容了近六百位病人。

可謂與香港市民共渡時艱。

　　二戰後的國共內戰，除了使香港人口迅速回流，還有大量難民湧入，

再加上隨之而來的嬰兒潮，這些情況使香港要面對嚴重的公共衛生及醫療

需要。但是，香港政府當時的保守政策，沒有追上激增的醫療需要，公營

醫院只有到處置放的臨時病床。這時的聖保祿醫院則增設了新翼，專為婦

產科使用，同時增加育嬰設施。

　　政府自 1964 年起，大約每十年發表一次的醫療報告，顯示了政府有

關市民健康的政策，也可以看出香港社會的變化，市民生活質素的改變，

更看到公營醫療對私營醫療可以有的疏離或互補關係。

　　1960 年代，香港社會已消化了難民潮的衝擊，並開始發揮難民潛在的

勞動力量，醞釀著經濟的繁榮。但 1964 年的醫療白皮書，卻保守地專注

於防治傳染病與提供門診服務這些基本的防範工作。難得 1974 年的醫療

衛生服務白皮書，能夠進取地同時著重對疾病的「治療」和「預防」，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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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放在保障及促進整體的公眾健康。於是，港府大力發展公營與補助醫

院，並分區規劃及管理醫療護理服務。私營醫院無形中被邊緣化，只歸入

醫務衛生署的牌照監管系統中。

　　聖保祿醫院相對於政府醫院和補助醫院來說，在人力與資源上，望塵

莫及，唯有在質素上提升。在醫務總監羅理基醫生的倡議下，院方與醫生

合組有限公司，引進了香港首部電腦斷層掃描機及其他醫療儀器；又購置

電動病床、安裝入牆管道式的氧氣機等設備，大大提高了醫護質素。同時，

院方成立了駐院醫生制度來提供二十四小時的普通科門診服務，方便市

民，亦使院方能夠在劣勢中，穩定地經營。

　　1985 年有關醫療服務的《司葛報告書》，建議政府成立醫院管理局，

接管政府醫院事務署屬下的二十間政府醫院和由其他志願團體營辦的十六

所補助醫院，並把兩者統整為「公營醫院」。

　　由於 1990 年代初期香港經濟蓬勃，庫房連年有大量盈餘，港府在公

營醫療上投放了大量資源，使它們在質、量和科技方面能迅速擴展。結果，

市民不論貧富，一面倒地使用公營醫療服務，連醫護人員也不願私人執業

或到私營醫院工作。一向在醫療系統邊緣的十二餘家私營醫院，經營變得

舉步維艱。

　　聖保祿醫院作為其中一間私營醫院，在面對這些困境時，採取了一

些積極措施。首先削減了病床，以優化住院環境，並增加了病床使用率。

其次是引入了更多先進儀器，提高醫療質素。結果，醫院成功地擴展服

務範圍及對象，有足夠能力繼續經營。在方心讓醫生協助下，院方參與

了由外部醫護人員監察與審核的認證計劃，向公眾展示聖保祿醫院盡心

盡力的專業服務。故此，當聖保祿醫院在 1998 年慶祝成立百年時，已是

一間聘用了五百名職員、擁有四百六十三張病床，和多部先進醫療儀器

的綜合型醫院。

　　公私營醫院的關係，可說是互相競爭，也是互相補足。公營醫院應付

市民的急需，私營醫院則提供市民比較貼身的服務，遷就市民緊張的作息

時間，提供適當的醫療項目。政府亦樂見私營醫療機構的使用率提高，以

減低公營醫療系統的開支。

　　今天，香港醫療服務方面能夠有公私營系統平衡發展的局面，基於很

多歷史因素；其中包括 1997 年底爆發了亞洲金融風暴，影響整體社會的

經濟，政府獨力承擔醫療服務的開支，顯得十分吃力。隨後，1999 年倡議

醫護改革的《哈佛報告書》，建議政府善用公營系統與私營醫院合作，減

少公帑開支，以及補足整體醫療服務，並為經濟能力較佳者提供更個人化

的服務和更舒適的住院環境。2008 年醫療改革諮詢文件更進一步提出「公

私營協作」的醫療概念。在這融洽的形勢下，聖保祿醫院才能先後於 2009

年及 2017 年改建 A 座及 B 座醫院大樓，作進一步的發展。

　　其他使公私營醫療系統融洽一致的歷史事件，包括 2003 年嚴重急性

呼吸道症候群（沙士 SARS） 使香港成為疫埠四個月，以及 2004 年起的八

年間，內地產婦來港分娩的熱潮。聖保祿醫院雖然不是一間以產科為主的

醫院，當時亦收納了為數不少的產婦，享受一段有豐厚收入的時期。可幸，

院方仍堅持為本地產婦提供足夠的服務，不致引發港人更多的不滿。而這

段時期，公私營醫療系統的互為依賴，開啟往後更緊密的合作。2008 年政

府就「公私營協作」計劃而推出的措施，聖保祿醫院亦有受惠，例如：電

子病歷互通、放射診斷造影、大腸鏡檢查等。

　　由於「沙士」疫情的嚴重打擊，強化了市民自購保險的未雨綢繆意識，

使私人醫療保險開始普遍。所以，政府近數年醞釀推行自願醫保計劃。當

然這是為了減低公帑開支，但它同時將會提高私營醫療機構的使用率。這

種公私營醫療的協作，將可以使聖保祿醫院受惠，得到持續發展。

　　聖保祿醫院雖然不是公營醫院，但仍要向市民交代，因為它從事醫療

工作與市民的健康有直接關係。院方有需要滿足病人作為消費者的權益，

並且提供先進的醫療科技、透明化的管理。

　　回顧歷史，我們可以看到聖保祿醫院自 1970 年代開始擴建的半個世

紀以來，先後成立駐院醫生制度、醫院管治委員會、專科顧問委員會、外

部評審、投訴和醫療糾紛處理等機制。可以說是由家庭式的運作與經營，

逐漸演進成為一間現代化方式運作的醫院，具專業化的行政管理，醫療服

務分門別類，種類繁多。

　　這一間隸屬國際聖保祿修會的醫院，一方面是私營醫療機構，沒有政

府的補貼；另一方面卻懷有為貧苦大眾服務的使命，收費不能太昂貴亦不

能以商業原則至上行事。要以自給自足的方式經營，實非易事，而宗教團

體主辦的醫院雖然以醫療為主，它的特徵更在於包括對病患者甚至員工們

的心靈牧養。 

　　由收養棄嬰到現代化方式運作的醫院，聖保祿修女這個修道團體，主

要是為了作出信仰的見證，傳揚福音喜訊的使命。醫療工作雖然牽涉不少

財務的安排，為她們卻並非一種商業行為，也從來沒有忘記初衷。不過，

修女年齡的老化及後繼乏人，要如何面對時代的轉變， 是一個無法逃避

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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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位修女認為，聖保祿醫院就是耶穌所說「善心撒瑪利亞人」比喻中

的客棧。撒瑪利亞人帶着傷者、 放下銀兩，要求傷者得到照顧。經營客

棧的人，要了解傷者在路上的遭遇和傷勢，讓他康復，更不能辜負善心人

的委托。這是一個雙重的使命。修女們當然很容易看到，那位善心人和那

位傷者，就是她們信仰中的基督。

　　聖保祿醫院一百二十年以來，醫治過無數的病者、傷者；亦有無數捨

己為人的醫生、護士、職工，與懷有無私奉獻和實踐基督精神的修女，一

起在這裡為香港點亮過一盞「南丁格爾」的明燈。他們值得我們敬仰。

　　聖保祿醫院在銅鑼灣一百年前原有的建築物快將全部消失，因為醫院

舊有的主樓將被拆卸。唯一不會被拆卸的，是醫院建築群的中心──「基

督君王小堂」。按照計劃，小堂對開的空地，很快將會建造由兩排樹木圍

繞着的花園，直通繁華的銅鑼灣道。這個設計應該是喻意聖保祿醫院對市

民的服務，始終是以基督君王為中心。

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主任

夏其龍

2018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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