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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耶鲁博士到福医生

福益华，原名爱德华·里德斯顿·布里
斯，1865 年 12 月 10 日出生于美国麻省北
部海岸的新伯利港。19 世纪 90 年代，这位
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从耶鲁大学医学院博士
毕业，选择前往遥远的中国做一名医生。因
为他认为，“中国很可能在不远的将来会在
东方各国中有绝对的影响力”。

1892年冬，福益华跨越太平洋辗转到达
福州。短暂休整之后，于1893年1月19日乘船
沿闽江逆流而上，历经三周，终于抵达邵武。

爱德华·布里斯给自己取中文名福益
华。福是幸福的意思，益华即是“有益中
华”。这一名字，就是他今后要从事的事业。

要在异国他乡开展工作，学习语言是
第一步。福益华一到邵武便聘请了一位中
文老师——举人石先生，不仅学习中文，还
学习邵武方言。不久之后，他就可以用蹩脚
的方言和病人打招呼，询问是“目珠”“鼻
窟”还是“腹书”不舒服。

在当时的闽北山区，西医还不被当地
人广泛关注。要让老百姓更快接受，拿出真
本事治病救人最重要。

在福益华到达邵武两个月后的一天，住
在西城门附近一户人家的妻子遭遇难产，生
命岌岌可危。福益华赶到后通过手术拯救了
产妇的生命。当他做完手术收拾好器械走出
屋子时，围着的人们纷纷向他鞠躬致谢。几
天之后，福益华又骑着骡子走了几个小时的
山路，帮助一位胎位不正的产妇顺利接生。
产妇的父亲，一位 70 多岁的老人提着最值
钱的家当——一只肥大的鸭子，专程送给
福益华。福益华被深深地感动了。

福益华的声名就此传开，找他看病的
人越来越多。除了当地人，还有许多人是翻
过几座大山，从建宁、光泽和江西黎川一带
的乡村步行而来。他的诊所日诊治病人达
70 余人，最高达 135 人。除了接诊常见的疟
疾、皮疹之外，他还做白内障手术、拔牙、接
生……为了改善诊疗条件，1898年，福益华
用自己的工资加上募集的资金建造了邵武
当地第一家医院——圣教医院。

“最有价值的工作”

位于李纲东路 10 号的邵武市总医院，
是当地最好的医院。医院综合楼的院史馆
内，党委副书记陈泽文指向墙壁上的资料
介绍：“医院的院史，要从福益华医生说
起。”墙上的医院沿革表清晰显示，这所医
院的前身之一便是圣教医院。

除了创建医院，福益华还将医术尽可
能地传授给更多人，对邵武的医疗事业发
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收了一批学生，除
了对学生们进行基础的医学训练，还教授
他们药物学和解剖学。福益华说：“每隔几
分钟，我就会被叫去拔牙齿、切脓肿，或是
给某个病人上眼药。但我一直努力让学生
们上好课，我认为这是我在中国能够做的
最有价值的工作了。”

“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这
句医学界的名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行医
人。其含义是医生的职责不仅是治疗和治
愈，更多的是人文关怀。而在邵武，福益华
用言行举止实践着这一名言。

“我听祖母说，福医生在接诊病人的时
候，总是先去安慰他们，让他们不要担心，
因为心情会影响身体的状态。”现年 83 岁
的邵武老人冯一中说。冯一中的爷爷冯金
琪因脚踝骨受伤溃烂就医，在福益华的精
心治疗下痊愈。由于无钱缴纳医疗费用，冯
金琪就为福益华管理花卉，做杂工。见冯金
琪聪慧善良且吃苦耐劳，福益华收他为徒，
还把合作伙伴的女儿介绍给他做妻子。

冯金琪学有所成，1924 年又在福益华
的资助下，以自己的字仲泉命名创办了邵
武第一家本地人的西医医院——仲泉医院

（前称仲泉诊所）。长期从事邵武史志研究
的邵武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蔡幼群介
绍，1927 年，冯金琪过世后，他的两个儿子
冯玉珊、冯玉衍继续跟着福益华学医，接手
仲泉诊所并一直行医，冯金琪一家也深受
邵武群众的尊敬。

牛瘟免疫的先驱者

从邵武富屯溪旁的溪南东路拐向中山
路，步行不远是一家苗圃场。仔细察看，苗
圃场的全木式构造很有些年份。“这里就是
福益华的奶牛场旧址，这些木式结构就是
当年福益华盖的。”蔡幼群说。

清末民初的邵武，因为缺乏营养和不
卫生的喂养习惯，婴儿夭折时常发生。对
此，福益华开出的“药方”是：喝牛奶。但当
时市面上的牛奶极度缺乏，他于是决定自
己养殖奶牛。1913 年，福益华托人从河北
购买了纯种阿尔夏奶牛，在周围的牛市购
买 16 头母牛；还从美国本土进口一对种
牛，横跨太平洋坐船亲自带它们来到了邵
武。他在邵武东门三桥附近盖了座低矮的
平房用于养殖奶牛，又在南门外买下了一
片撂荒的田地，种上牧草喂养奶牛，并请了
当地人敖西拉帮他放牧奶牛。

敖西拉的儿子敖国和今年 84 岁，从小

喝牛奶长大的他身体硬朗。他说，福益华十
分信任他的父亲，传授他养牛、选牛的知识
技能。有一年的夏天，邵武山洪暴发，敖西
拉不顾生命危险，在洪水中把十几头奶牛
救起。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奶牛养殖事业
渐入正轨。“因为牛奶增强体质显著，奶牛
业也逐渐在邵武城内发展起来。”蔡幼群
说，在福益华影响下，到 1920 年，邵武饲养
奶牛由原来的 3户扩大到 7户，奶牛数量也
大大增加。福益华饲养的杂交奶牛，不仅发
展到本县的拿口等地，还逐步推广到建宁、
顺昌、光泽以及江西黎川。

养牛最困难的是防治牛瘟，福益华为此
想尽各种办法。他奔走于上海、南京之间，向
奶牛场场主、兽医、教授讨教。他从一位医生
变成一个勇敢的“斗牛士”：先后使用山羊血
清、兔子血清来弱化牛瘟的病毒。又反复试
验，从瘟牛提取胆汁，用 1∶1的甘油稀释，给
健康的牛注射，再注射少量瘟牛的血液，终
于取得了很好的牛瘟免疫效果。

福益华在美国去世后，美国报纸评价
他是“牛瘟免疫的一位先驱”。他的儿子小
爱德华曾说：“对那些知道爱德华的人来
说，这句话太过简练了。人们从中无法想象
得到他鞋子上的牛粪，他皱皱巴巴的衣服
上的斑斑血迹……”

邵武和鼓岭的家

夏日的鼓岭极美，放眼望去满目翠绿，
是极佳的避暑胜地。

福益华在中国的大部分时光是在邵武
度过的，但鼓岭在他的人生中有着重要地
位。在这里，他遇见了一生挚爱，和家人在
鼓岭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鼓岭的柱岗
顶上，现在依然留有他们房子的旧迹。

1901 年夏天，福益华在鼓岭休假时，
遇到了从美国来福州的梅·波兹小姐。为了
取得梅的芳心，他说动要好的伙伴一起出
资在鼓岭上修建了一个网球场，邀请梅一
起打网球，成为众多鼓岭故事中最为浪漫
的一段佳话。

1902 年 9 月 22 日，福益华与梅的婚礼
在好友加德纳先生的鼓岭家中举行。加德
纳先生主持了婚礼，加德纳太太则张罗了
婚宴。婚后，梅随同福益华到邵武，在乐德
女子中学当老师，还在汉美男校上英文课。
两年后，他们的大女儿茹丝、二女儿贝丝陆
续出生。1912 年，他们的小儿子小爱德华
在鼓岭出生。

福益华和梅一家在邵武留下了许多生
活的印记。今日，当你走进邵武四中校园，

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福益华与梅在邵武的
旧居——一栋漂亮的西式风情建筑。这座
建筑是福益华在 1906年建造的。

现在的邵武四中内，学生们朝气蓬勃，
西式建筑前的两棵大榕树郁郁葱葱。这些都
是福益华不可能再看到的景象。早在 1932
年，随着时局变化，福益华便离开邵武回到
美国。离开自己奉献了 40年的地方时，他非
常恋恋不舍。小儿子小爱德华曾写下当时的
情形——“当他再次回望邵武，县城已经在视
线中消失了。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感情
丰富的人，但他还是想再看一眼邵武……”

离开邵武后的福益华，再也没能回来。
但他如此热爱中国，热爱他曾工作、生活过
的地方。晚年的福益华和梅住在波士顿，家
人把二楼一间朝西的房间给了他们。因为

“这是最靠近中国的房间”，福益华对此感
到很幸福。有人也问过梅：对那个遥远的地
方，你记忆最深的是什么？她说：“我想得最
多的是我们的家。”

1960 年 1 月 22 日，福益华在睡眠中平
静地过世。他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

“我热爱中国人民。”
福益华在邵武和鼓岭的故事，流传在

他的家族内。福益华的小儿子小爱德华通
过信件、与福益华的交谈，重构了他的一
生 ，写 成 著 作 《Beyond The Stones
Arches》。这本书的中文版《邵武四十年》，
2015 年出版问世。小爱德华在书的序中写
道：中国是我父亲的生命。

2001 年 10 月，在福益华离开邵武近 70
年后，他的孙女安娜一行人从美国来到邵
武，探寻祖父在邵武的足迹，并将《邵武四
十年》的英文原版书籍和一些照片赠送给
冯一中。听闻邵武即将建成福益华主题展
览馆时，冯一中将这些珍藏的物品慷慨地
捐赠出来。即将开馆的福益华主题展览馆
就设在东关门外——福益华到邵武行医治
病的第一站，馆内将全方位展示他在邵武
40年的故事。

岁月如富屯溪水缓缓流逝，从不停歇。
一转眼，距离福益华离开邵武已将近百年。
时光无痕，但在邵武、鼓岭寻踪福益华的过
程中，记者能真切感知到他留下的丝丝印
记。邵武人在提到他时，依然尊敬地称呼他
为“福先生”；邵武城内、鼓岭上，有着诸多
与他有关的建筑；更不用说他在邵武从医、
养牛带给后世的影响……

“人民友好交往是国与国关系的源头
活水。”在中美建交 45 周年之际，福益华医
生的邵武 40 年故事，他和后人与中国人民
的友好交往，便是这句话的最好注解、最佳
体现。

“ 鼓 岭
之 友 ”在 鼓
岭·家 族 故
事展示馆内
参观福益华
医生故事的
展板。
本报记者
施辰静 摄

在邵武
时 ，福 益 华
经常骑着骡
子 去 行 医
治病。
（邵武市政
协 供图）

“我热爱中国人民”
——美国医生福益华的邵武四十年

□本报记者 王凤山 李艳 陈梦婕 吴旭涛

日前，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出台《关于支
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林草融合发展新路的
若干措施》（以下简称《措施》），从五个方面
提出 18 项支持性措施，其中提出“支持漳
平市开展海峡两岸现代林业融合发展试点
工作”。

依托于地理位置、自然资源和产业基础
等方面的优势，漳平积极开展漳台现代林业
合作，近年来在林木种植、林下经济等方面
形成一定规模。

台湾肖楠是台湾特有树种。肖楠属植物
共有 4 个品种，其中台湾肖楠被认为是肖楠
属之冠。2012 年，在机缘巧合下，这一珍贵
树种被台农、漳平清境休闲林业开发有限公
司的创始人陈志坚引入永福。“我在永福签
订的一片山林属于原始生态林。不能砍那就
种，所以，我决定引进并自行培育、种植台湾
肖楠。”陈志坚说。

台湾肖楠用途广泛，它既可养成高级盆
景，也可供建筑、雕刻之用材，还常被用来制

作线香。此外，它不受白蚁蠹蚀，全年常绿，
是理想的造林品种。漳平市林业局产业股负
责人卢炳立告诉记者，漳平原生的山林很容
易发生病虫害，引进台湾肖楠为我们造林绿
化提供了更好的选择。

针对肖楠生长速度慢的特点，漳平林业
局协助陈志坚加强对台湾肖楠的宣传推广，
并将其纳入当地山水林田湖草沙保护项目，
发挥肖楠的造林绿化功能。

更令人欣喜的是，《措施》明确提出：“支
持将台湾翠柏（肖楠）、台湾牛樟、红桧纳入
国家主要栽培珍贵树种参考名录管理。”卢
炳立表示，如此一来，我们更有底气推广种
植台湾肖楠，林农们也会提高对它的接受程
度。截至目前，当地已有 10 年生的台湾肖楠
造林试验示范片和规模化的育苗基地，种植
约 100亩近 3万株。

在漳平牛樟王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种
植场里，一盆盆通过组培扦插的台湾牛樟幼
苗在培养基里缓慢培育。雨后，牛樟的木质

清香与湿润空气融为一体，深吸一口只觉沁
人心脾。

2021 年，牛樟王公司在漳平市林业苗
圃驯化繁殖台湾牛樟苗木 5 万株，实验性种
植 50亩。

台湾牛樟的引进是漳平与台湾两地在
林业发展上的双向奔赴。

台湾牛樟是台湾特有的一种乔木。台湾
原本盛产樟树，但因雕刻家具业的发达，加
上对樟脑油的大量需求，台湾牛樟被大量砍
伐，以致濒临绝种。同时，寄生于其腐朽内壁
的牛樟芝在台湾民间被称为“森林中的红宝
石”，是珍贵的药用真菌。牛樟在台湾市场需
求大，但台湾可种植牛樟的土地面积小，且
违规砍伐屡禁不止，长期从事牛樟种植加工
的台胞林忠进急需向外寻求台湾牛樟供应
地。而漳平林业局在一次和当地台商的偶然
交谈中听说了台湾牛樟，产生了极大兴趣，
在当地台商的牵线搭桥下，漳平林业局向林
忠进伸出橄榄枝。

经过一番考察，林忠进不仅为漳平的自
然环境所吸引，而且被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
的保姆式服务所感动。“从考察到落地，漳平
提供了全流程帮扶，有专人负责。我到过大
陆许多地方，漳平的服务是最好的。”林忠进
说，他计划以每年 10 万株的速度扩大种植，
形成规模产量后加大对牛樟产品的开发。

不仅有当地政府和部门的贴心服务，大
陆一系列惠台利民政策措施也让台农颇为
有感。2021 年，随着“农林 22 条措施”出台，
陈志坚成为我省第一个申领到林木使用权、
林地经营权不动产证书的台农。2023 年初，
他又领到了台湾农民在大陆的第一本林下
经济不动产权证书。

此外，为了缓解融资难题，农行漳平支
行在原先为陈志坚提供的林下经济产业贷
款 10 万元的基础上又追加了 5 万元。“我已
经种植了 700 亩的林下经济作物，有那么多
好政策支持，我对在大陆的发展充满信心。”
陈志坚说。

日前，国家林草局出台措施，支持漳平开展海峡两岸现代林业融合发展试点工作——

连接闽台的青翠绿意
□本报记者 徐士媛 通讯员 陈惠

本报讯（记者 潘园园 萧镇平） 近日，以“缘系关帝，融合
两岸”为主题的第十六届海峡论坛·第三十三届海峡两岸（福建
东山）关帝文化旅游节在东山县举行。海内外各界人士 1500 余
人前来共享关帝文化，其中来自台湾地区的嘉宾近千人。

开幕式上，开场舞《跨越海峡的情缘》、关公戏曲联唱《庆寿
献戏》、非遗表演《大海欢歌》等博得阵阵喝彩。大陆演员刘佩琦
与台湾演员、歌手黄维德领衔百人诵读《神源一脉两岸情》，带领
在场嘉宾感受关帝文化的独特魅力。

全国台企联常务副会长杨荣辉表示，以忠义仁勇著称的关
圣帝君，已成为连接海峡两岸同胞的桥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的集中体现，每位中华儿女都应继承和发扬。

东山关帝庙是台湾关帝庙的香缘祖庙。为追本溯源，台湾嘉
义大林圣贤宫信众陈劲汎首次来到大陆，当天庄严隆重的关帝
祭祀仪式和民众的友善热情让他印象深刻，“在这么好环境中，
沐浴关帝圣恩是很不错的一次体验，有机会还要来”。

关帝文化旅游节期间，还举办了民俗踩街活动、笔友会、捶
球交流友谊赛、青年文化创意大赛等 12 项活动，旨在传承弘扬
关帝文化，密切两岸往来协作，增进“两岸一家亲”情感，进一步
拓展两岸融合的广度和深度。

上图为开幕式上关公戏曲联唱《庆寿献戏》节目表演。
本报记者 萧镇平 摄

海峡两岸关帝文化旅游节举行

本报讯（记者 萧镇平 通讯员 陈子扬） 近日，首届“闽台
老家族寻根·福见交流营”开营仪式在台湾雾峰林家祖籍地平和
县五寨乡埔坪村举行。漳州市有关部门负责人、两岸林氏宗亲共
50余人参加开营仪式。

“每次回到平和埔坪，心里自然而然就有回家的感觉，看到
家乡的亲人，亲切感油然而生。”台湾雾峰林氏宗亲代表林铭聪
说，两岸同胞说着一样的语言、流着相同的血液、祭拜共同的祖
先，是兄弟姐妹。

开营仪式后，两岸林氏宗亲举行祭祖仪式，并参观两岸林氏
宗亲往来的文献档案及家族迁台的史志资料，缅怀先祖历史，充
分感受“两岸一家亲”的同胞亲情。

首届“闽台老家族寻根·福见交流营”
举办

本报讯（记者 李珂 通讯员 吴海云） 近日，2024 海峡两
岸科技专家论坛专题论坛——海峡两岸科技社团高端对话在厦
门举行。

中国通信学会、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中华护理杂志社、
福建省护理学会等单位负责人和 3 位台湾对口科技社团负责
人，以“协同构建开放合作创新生态”为主题展开对话，探索两岸
科技融合发展新路。中国科协港澳台办、福建省科协等有关负责
人出席活动。海峡两岸约 110 名各领域专家学者参与交流，其中
台湾代表近 70人。

活动上，两岸科技社团专家围绕“探索新形势下两岸科技社
团融合发展新路径”“两岸科技社团如何协同构建创新发展新生
态”等议题进行深入交流。

海峡两岸科技社团高端对话举行

本报讯（记者 汪洁） 近日，闽台生物医药产业融合研讨会
在福州举行。130 余位来自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科研院所代表
和企业代表会聚一堂，围绕生物医药产业融合发展新趋势和新
路径等展开交流研讨。

福建农林大学教授汪世华以“产学研结合，培养农村科技人
才，服务乡村振兴”为题作主旨报告。他表示，加强成果转化、自
主产品研发和推进同科技的融合，有利于提高生物医药产业与
乡村振兴结合的发展水平。

台湾阳明交通大学教授潘怀宗以“生物医药发展趋势，中医
药服务世界人民健康”为题，介绍了生物医药的发展及中医药的
全球应用成效。“我们要加强中医药人才培养及中医经验传承，
提升中医药基础研究和研发能力，把握好中医药服务世界人民
健康的新契机。”潘怀宗说。

本次研讨会由福建海峡生物科学研究院与福建省生物工程
学会联合主办。

闽台生物医药产业融合研讨会举办

6 月 24 日，2024“鼓岭缘”中美青年交流周活动在福州开幕。活动期间，穆言灵、
李·加德纳、程高登等“鼓岭之友”又一次回家。

重新回家的“鼓岭之友”中，少了一个人的身影——福益华医生的孙女安娜。她因
个人原因不能参会，并托穆言灵向大家转达了遗憾。但令安娜惊喜的是，22 日正式开
馆的鼓岭·家族故事展示馆展示了她祖父福益华的事迹；在邵武——福益华待过 40
年的地方，一个以他名字为主题的展示馆也即将开馆。安娜表示，她非常高兴得知这

些消息，也非常想念她在福建的朋友们，衷心希望鼓岭和邵武的一切越来越好。
福益华这个名字，了解鼓岭故事的人并不陌生。2023年6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给首

届“鼓岭缘”中美民间友好论坛的贺信中提到：留下“我热爱中国人民”遗言的福益华医生。
福益华是一个怎样的人，为何他的名字、遗言都与中国有着深厚的渊源？100 多

年前，他为何能在偏远山区邵武待了 40 年？带着这些疑问，记者从邵武到鼓岭一路寻
踪，一路求答。

本报讯（记者 田圆 通讯员 林昕昀 文/图） 22日，2024年
两岸（厦金）海员技能竞赛在厦门举行，来自厦门和金门的 120
多名海员齐聚集美大学，开展海员技能竞赛。这是厦金两地海员
首次同台开展技能竞赛。

竞赛开幕式上，两位常年航行在厦金海域的厦门、金门船
长，代表两地船员同时注入了取自厦金两地的海水，表达了“同
在一湾水、共护一片海”的美好愿景。竞赛期间，两岸航运界人
士、专家学者围绕船员教育培训、就业、职业素养、权益保障等议
题进行交流研讨，并发布了“共建高素质船员队伍”倡议书。

本次竞赛以“携手新时代，共享新未来”为主题，两地海员在
水上救生技能、心肺复苏术、消防综合演练、驾驶台资源管理、撇
缆和绳结操作、船舶生态环境保护知识问答等项目上开展技能
竞赛和业务交流。同时，来自厦金两地高校的青年大学生交叉混
编组成 4 支队伍，共同开展艇筏竞渡比赛，为现场观众呈现了两
岸青年“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精彩场景。

厦金两地海员开展技能竞赛

旗语表演旗语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