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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瑟琳·霍尔和路易·艾黎两位新西兰人，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舞台

上，承担了民间大使的重要角色。他们的传记，被两国人民书写，他们的

事迹，被以不同的形式记录和传扬着。

纵观新中友协成立以来60多年的历史，我们与中国人民有着密切的合

作关系和友好交往。尤其是凯瑟琳·霍尔和路易·艾黎在中国的传奇经

历，以及他们为中国做出的贡献，使得新中友协与中国的密切联系更加深

刻。多年来，双方为促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做了许多有意义的工作。

在中国，新中友协和很多中国人，为促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所做出的努

力工作，其深远意义是无法估量的。大家所做的一切，都基于我们所提到

的这两位新西兰人。

在马保茹的这本书中，以其长期致力于新中友好工作的视角，真实地

记录了那段历史，生动地描述了新中人民之间友谊的交往和发展的故事。

我们在中国开展的援助项目，是在继承和发扬路易·艾黎和凯瑟

琳·霍尔的国际主义精神。而这种精神的继承和传扬，仍会对当前和今后

的数代人，产生巨大的影响。

该书的出版，能使更多的中国人了解发生在我们之间的美好故事。正

像马保茹在书中所说的那样：由路易·艾黎和凯瑟琳·霍尔早已经建立起

的新中友谊之桥，激励着我们两国人民更紧密地加强合作和交流。

马保茹，是新西兰中国友好协会授予的三名终身荣誉会员之一。她本

人在很多年前，已经是座新西兰与中国之间友谊的桥梁。

她从很多年前，就开始在保定地区进行凯瑟琳·霍尔资料的收集和研

究，由她写这本书是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实际上，她早就在用行动书写这

本书了。从她第一次为新中友协副主席、新西兰作家汤姆·牛纳姆访问保

定地区时做翻译后，她就一直倾注着热情，去发扬和光大凯瑟琳·霍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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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献精神，去传播和延续新中友好。

最近这几年，为了更全面地了解路易·艾黎，她又不辞辛苦，多次去

了甘肃和陕西，到路易·艾黎曾工作过的地方，走访了许多当事人和他们

的后辈。她为此做出的巨大付出感动了很多新西兰人和中国人。

她的书，图文并茂，除了她精心收集的历史照片外，绝大多数记录了

一个个故事瞬间的照片，都由她本人摄影。那些照片的背后，体现着拍摄

者的执着精神。

她曾多次访问新西兰，与新中友协有着密切的接触，我们分享着对她

的尊敬，感受着她发自内心的热情和友好。谢谢马保茹记录和讲述着新西

兰和中国人民之间发生的真实和感人的故事，感谢她为新西兰和中国之间

做出的重要贡献，而她所做的这些都是在促进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伟大友

谊。

                                               荣大伟（新西兰）

新西兰中国友好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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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西兰，我们对能有马保茹这样忠诚的朋友深感幸运！

从新中友协副主席汤姆·牛纳姆先生第一次走访保定地区，遇到马保

茹开始，多年来，伴随着她对凯瑟琳·霍尔在这个地区为当地民众医疗健

康所做工作的深入了解和研究，我们的友好关系也在增长和加深。

很多年前，路易·艾黎托付汤姆·牛纳姆，继续探寻一个名叫凯瑟

琳·霍尔的“没有宣传过的女英雄”。汤姆·牛纳姆在搜寻那些还记得凯

瑟琳的人们的过程中，得到了一个人的帮助，她就是当时保定地区外事办

公室的一位叫马保茹的热情的年轻人。 

马保茹在延续发扬何明清（凯瑟琳·霍尔中文名）的传奇经历和精神

上，以及对新中两国友谊的发展中，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在她决

定落笔记录这一切，我们对此感到非常欣喜。

由于马保茹女士多年来锲而不舍的努力工作，在我任新中友协主席期

间，授予了她新西兰中国友好协会终身荣誉会员的称号。

我们两国人民是幸运的。

因为我们有路易·艾黎终身不懈的努力和与中国人民建立的友谊，

以及凯瑟琳·霍尔对中国人民的无私的贡献。如今这些都被马保茹记录下

来，她为此也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和精力。这些年来，马保茹不懈地帮助新

中友协继承和发扬凯瑟琳·霍尔救死扶伤的精神，为偏远山区人民做了不

少实事。我们非常感谢她写下这些经历，她的友好和努力的工作，将促进

和发展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

                                       艾瑞克·利文斯通（新西兰）  

                                        新西兰中国友好协会原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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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人路易·艾黎，20世纪80年代在北京写信给新西兰记者汤

姆·牛纳姆先生，请他前往中国华北的保定地区采访。起因是新西兰女护

士凯瑟琳·霍尔曾于1922至1940年间在那里工作过。艾黎写道：“如果她

是个男人，早就出名了。”

也就是那个时候，汤姆·牛纳姆认识了在保定地区外事办公室工作的

马保茹。他们一起到凯瑟琳·霍尔曾工作过的、在抗日战争中曾被日本人

侵略过的地方采访。当地老百姓对凯瑟琳·霍尔记忆深刻，讲述了她勤奋

工作和为老百姓治病救命的感人事迹。

经过他们深入调研和采访，汤姆·牛纳姆为凯瑟琳·霍尔写的传记出

版了，马保茹也多次发表文章，使得这位曾对中国人民无私奉献的新西兰

女性被人们逐渐了解，她曾冒着生命危险帮助白求恩大夫和八路军，她对

中国人民的真挚感情和奉献精神感动和影响着很多人。这种精神也激励着

马保茹，多年来使她不知疲倦的工作，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新西兰都在一

直努力不懈的追寻凯瑟琳的足迹，传播凯瑟琳·霍尔的精神。     

马保茹女士和凯瑟琳·霍尔一样，她是一个有责任心、重感情的人，

由她来写一本这样关于新中友协和凯瑟琳·霍尔的书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云达忠（新西兰）

新西兰中国友好协会原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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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我与新西兰的不解之缘

我从1980年至2009年，先后在保定地区外事办公室、保定地区旅游局和

保定市旅游局工作，曾历任英语翻译、副科长、副局长、调研员等职务。

2014年退休。由于工作关系我接待过许许多多的外国朋友。令我没有想到的

是，自1989年第一次接待新西兰中国友好协会副主席汤姆·牛纳姆先生后，

竟然使我与新西兰结下了不解之缘。

汤姆·牛纳姆先生为了促进新中世代友好，为了完成新西兰著名社会活

动家、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创始人之一路易·艾黎病重时的一句“一定要为

凯瑟琳·霍尔写本传记”的嘱托，汤姆从1989年的首次采访一直到完成《凯

瑟琳·霍尔传》的出版，历时两年多。这之后，他先后自费六次来到中国保

定，足迹踏遍唐县、曲阳县、安国市、定州市的山山水水，村村落落，收集

凯瑟琳的资料和事迹。汤姆的著作还被列入《国际友人丛书》，前外交部长

黄华先生还给该丛书写了总序。汤姆·牛纳姆还撰写并出版了《新西兰女性

在中国》一书，这必将成为中新两国人民友好见证而载入史册。

汤姆除了写书，还与我们共同合作，拍摄大型纪录片《天使·战士·中

国情——忆凯瑟琳·霍尔》；共同组织了“凯瑟琳·霍尔百岁诞辰纪念活

动”；完成了何明清（凯瑟琳·霍尔的中文名字为何明清）诊所的重建；

以及其他多项中新友好活动。这些都无不浸透着汤姆的激情和心血。我在

陪同汤姆在河北的采访收集资料中担任翻译，对凯瑟琳·霍尔的了解也在

不断加深。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凯瑟琳·霍尔对中国人

民和军队给予了巨大的帮助，做出了不朽的功绩。凯瑟琳·霍尔是伟大国

际主义战士诺尔曼·白求恩的朋友和战友。她千方百计地设法帮助八路军



2

献
给
用
生
命
铸
造
中
新
友
谊
的
人
们

到敌占区购买药品，并冒着生命危险冲破日军的封锁线，把药品、医疗器

材和亟需的军用电台送到抗日根据地。

这些年来通过和汤姆交往与合作，我还结识了凯瑟琳·霍尔的家人和朋

友，并与这个“大家庭”建立了非常友好的关系。正因如此，我认识了前

后三届新西兰中国友好协会主席，他们是云达忠先生，艾瑞克·利文斯通

先生和现任新中友协主席荣大伟先生。在和他们的接触往来中同样结下深

厚友情。又通过他们，我结识到了更多的新西兰友人，也有更多的新西兰

朋友走进我的家乡河北保定。

凯瑟琳·霍尔的这种实实在在的国际主义精神，一直感染和激励着我。

至今（2015年）一晃竟然有26年了！凯瑟琳在贫苦山乡送医、送药；面对鬼

子刺刀的勇敢无畏；对八路军抗战将士的真诚帮助。凯瑟琳多年坚守在贫

苦山区生活、工作，完全把自己融入到当地百姓之中，后来居然能操一口

纯正的唐县、曲阳乡音！

虽然我从未见过凯瑟琳·霍尔，可是她的音容笑貌却经常与我在梦中相

逢。这位新西兰女性，用她的勇气和善良，自觉地成为中国人民在艰苦卓

绝的抗日战争中的一员。她的事迹，至今在河北保定地区的安国、定州、

唐县和曲阳一带流传着。她在1927年安国博爱医院使用过的铁质靠背椅，至

今仍然完好地放在安国人民医院的外科诊室被使用；她的照片，现在被唐

县白求恩纪念馆收藏、展出。她曾经工作和生活过较长时间的唐县牛眼沟

和曲阳宋家庄一带的乡亲们，如今依然会在村口街巷边对来到这里寻踪凯

瑟琳足迹的人们讲述有关她的事迹，传颂着从父辈那里亲耳听到对她发自

内心的怀念和赞美。

年轻的凯瑟琳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来到中国后，先是在北京条件较好的

协和教会医院做护士，之后再辗转到贫穷落后的河北省的县乡村落行医，

这本身就是对她在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上的一个极大挑战；她需要克服很

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并且需要付出高于在城市工作几倍的艰辛。那时

河北的乡村，尤其是太行山区的乡村，冬天天寒地冻，夏天蚊蝇成灾，穷

苦农民缺医少药。许多村子通往外村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几乎全是众人

走出来的土路，交通十分落后。许多人一辈子没有走出过自己村子五里地

以外的小天地，信息十分闭塞。当地村民一整村子人中文盲占百分之九十

多，文化水平十分低下。广大老百姓生活贫困，房屋低矮阴暗、卫生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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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差，许多村民一辈子没见过冲水厕所和洗澡堂。许多老百姓平时的口粮

就是高粱、红薯，甚至连小米、玉米都成了奢侈食品。一家逢年过节才能

吃上一顿白面馒头或者白面水饺，真是糠菜半年粮。即便是中国改革开放

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河北省的唐县、曲阳县仍然是国家级的贫困县。凯瑟

琳就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在这样一群老百姓之中生活和工作的。在当时

军阀混战、烽火连天的乱局下，她需要付出多大的勇气和毅力！她为穷苦

的老百姓送医送药所做的一桩桩好事、为八路军做出英勇卓越的贡献，无

数次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很奇特的是，这些情景还经常会真事似出现在

我的梦里，我也多次在这样的梦中醒来，这竟然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许

多时候，我都隐隐感觉我们一定是曾经谋面，一定是曾经相识。我们也一

定曾经一起奔波在绵延的太行山地区，除了她黄色的头发和白皙的肤色

外，她就是一个勇敢善良、吃苦耐劳、无私奉献、不屈不挠的优秀中国

人。

我也曾经想到1979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特蕾莎修女，塞尔维亚人特

蕾莎修女19岁被修道院派往印度帮助穷人，帮穷人找药治病而自己坚守贫

困，她一生就是牺牲和奉献。甚至克林顿·希拉里都感慨地说：“我帮德

蕾莎修女提鞋都不配。”而我心目中的凯瑟琳·霍尔完全可以跟特蕾莎相

媲美，因为她们心中都有大爱！

汤姆·牛纳姆先生和凯瑟琳·霍尔一样，是新中友协这个有60多年历

史的民间团体成员，都是伟大的中新友谊的友好使者，是他们用无私、用

爱，讲述和续写着新中人民友好。 

特别是2012年从5月起两个多月时间里，当我在新西兰各地奔走访问

的时候，凯瑟琳的亲朋好友们、新中友好协会的朋友们热情地接待了我。

尤其是凯瑟琳唯一健在的好朋友，92岁的伊思平女士，她曾经拉着我的手

面色庄重地叮嘱道：“马保茹，你抓紧时间把你经历的新中友好活动写写

吧，我希望在活着的时候能看到你的书！”很多新西兰的朋友及我的家

人，也以不同的方式，给予我热情地鼓励。这使得身患糖尿病多年、健康

欠佳的我，感到了一份紧迫感和很大的责任压力。

我带着澎湃的激情，做了大量相关资料的收集工作。尽管文笔不是很

好，我只想真实记录我们所做过的各项活动。自己感动的同时，也希望其他

人从中受到某种启发和感受一种正能量。我把这么多年的经历的事情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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