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五 章 医 院 建 设

19 世纪晚期，北海巫医、中医、西医三者并存，几乎形成了“三医”鼎立之势，充分体现了

当时北海社会发展的特点。

开埠前后，北海的医疗事业比较落后，几乎没有诊所和常驻医生，只有为数不多的游医（即

无固定诊所、四方行医的中医）和异常活跃的巫医。当时，北海地区环境状况差，瘟疫频发，严

重危及民众的生命健康。民众一旦有病就向庙里的巫医求治。因此，时有“饿死医生，饱死巫人”

之说。

1876-1878 年，英国“安立间”教会到北海传教，发现北海存在瘟疫流行和医药缺乏的情况，

认为教会先设立医院，再以此为契机开展传教活动最为有效。1886 年，英国“普仁医院”成立，

这是北海的第一家西医院。10 年后（即 1896 年），成立普仁医院附属医院——普仁麻风院。1900

年，法国在北海开设法国医院，后改称“广慈医院”，这是北海的第二家西医院。这两家西医院均

向北海贫苦群众施医赠药，因求医者大部分得到救治，故“就诊者颇众”，致使北海巫医日渐衰落。

受此影响，近代北海产生了 2 家中医院——太和医局、爱群医院。

100 多年过去了，英国普仁医院及其附属医院——普仁麻风院，以及法国医院（广慈医院）早

已不复存在，但那一座座历史建筑及碑刻见证了北海近代医疗发展的历史。

第一节 巫医横行

一、谈“瘟”色变的北海民众

19 世纪，北海经济繁荣发展，但人们的居住条件并没有得到很大的改善。为了货物装卸及交

易的便利，人们仍把房子建在沙滩上。放眼过去，整片沙滩上都是使用一些竹子支撑起来的疍家

棚式房屋。这些房屋紧密相连，通风透气性较差，人畜混住，厕所随意设置，粪便随意排放，污

水横流。1886 年，英国柯达医生初到北海时看到的景象：“一上岸就看到很多一排排的房子，用竹

子造的，有 12 根竹子扎根沙滩上，台风一来房子就被刮倒了。有 10000 人住在这里……上了岸以

后有一条狭窄的街道，通过一条巷子，特别脏，路面崎岖不平，有很多猪和鸡。”
①

北海拥挤、杂乱、肮脏的环境卫生情况，导致鼠疫、霍乱、天花等烈性传染病经常暴发，严

重危害人民健康（图 5-1）。据《北海市志》记载，从 1867 年起，北海鼠疫连年流行，天花、疟疾、

痢疾、伤寒和丝虫病等急性传染病和地方病几乎年年都有病例发生。翻开记录当时北海情况的史

书，经常发现关于瘟疫横行、人们谈“瘟”色变等触目惊心的描述：1882 年，北海城镇及郊区发

生鼠疫，全市 2.5 万居民中有 400-500 人死亡。1899 年，北海流行鼠疫，死者不计其数，疫情之

严重为开埠以来之最。1910 年 2 月，北海天花病流行，多人死亡；3 月，鼠疫蔓延，北海死人逾

千，居民走避一空，三家洋行经理均染疫死亡，大商家携家眷避居海船上亦无幸免；5 月底，疫病

才消除。

① Edward Horder.F.R.C.S. Edin, Beggar, Waifs and Lepers of Pakhoi in The Church Missionary

Gleaner(London: C.M.S.,May 1903), p.68.



▲图 5-1 反映近代北海鼠患猖獗的漫画

二、饿死医生，饱死巫人

19 世纪中叶以前，北海只有一些分散行医的中医，连最简单的诊所也屈指可数，更遑论医院。

人们一旦生病便向各村落神庙里的巫医求治。当时以华光庙（旧址在今北海市海城区独树根村，

已毁）的巫医最为活跃。

据《北海杂录》记载：“埠之西约三里，有华光庙，土人信奉之，凡疾病必祈，携备药方一书，

诣神前而杯卜之，开服汤药听诸神。”

每逢有重病者求医时，巫医便派人扛着华光神像到病人家里看病，一路鸣锣打鼓，巫医和病

人（图 5-2）。看病时，巫医将一根长麻皮绳的一端放在神像右手指端下，另一端则系在病人的脉

腕上，谓之“诊脉”。“诊脉”之后，再扛着神像剑药店买药。当时，民众十分迷信，巫医大行其

道，因此北海流传着一句“饿死医生，饱死巫人”的谚语。

▲图 5-2 昔日巫医指派人扛着神像前往病人家里看病的途中场景



第二节 英国普仁医院

一、近代北海最早的西医院

由英国安立间教会华南教区第三任主教包尔腾（图 5-3）及传教士柯达医生于 1886 年创建的

英国普仁医院是北海最早的一家西医院。

▲图 5-3 包尔腾

1876-1878 年，包尔腾深入粤西的北海（当时为广东辖地）巡回布道（指为基督教宣讲教义），

将基督教新教传入北海。他曾在信件中写道，“北海是一个去年（1876 年）为外商新开的通商口岸”，

“而这里是广东最西面辖区的中心，北海现在正由于成为口岸而日渐繁华……欧洲商人将北海作

为‘西部的广州’的观点不断膨胀，最终让他们产生了从这个新开口岸中捞取更多好处的渴望”。

包尔腾认为北海适合通过开办医院、学校进行传教，该地有望成为当时的钦廉地区乃至粤西地区

的教会中心。

不久，包尔腾主教回国向大英传教士协会汇报，决定在北海设点传教，并在该协会中物色传

教士兼医生柯达前往北海创办医院，于 1885 年拨款 17500 元港币给柯达筹建普仁医院。柯达医生

来到北海后，在北海市区南面的“长毛田”荒凉高坡（今北海市人民医院和北海市海城区第三小

学所在地）购买 4 公顷土地，于 1886 年初破土动工，建造门诊室、病房和医生宿舍等建筑。翌年

2 月，普仁医院建成并正式开业，成为北海有史以来的第一家西医院，也是我国西南地区近代最早

的医院及我国市、县一级最早的西医院。

然而，开院之初，崇拜巫医的小部分北海民众对这家外国医院很不信任。尽管柯达医生赠医

施药，但是医院还是门可罗雀，前来看病的人少得可怜。但柯达并不灰心，每天手提药箱，徒步

深入各个乡村给贫苦大众免费看病治疗，成功救治了一个个巫医无法治愈的患者。时间长了，柯

达终于获得民众的信任，前往医院门诊求医的患者不断增多。

据《中国海关北海关十年报告(1882-1891)》记载，1891 年普仁医院病人总数达 8000 人次，



不收任何费用，开支由各方自愿捐助及由教会每年补助 570 元。另据 1905 年出版的《北海杂录》

记载：“普仁医院……驻院英医士一名，赠医施药，不受分文，每日本埠及附近村落就诊者颇众，

每年就诊者三万余宗。”

北海普仁医院的业务得到不断发展。1895 年，在廉州开设了 1 个医疗站。翌年，在本院旁边

开设了附属麻风院，专门救治麻风病人。1899 年，在高德也建立了 1 个医疗站，并设有药房，开

业仅 8 个月，看病人数就超过 3000 人。1911 年前后，普仁医院的业务扩展到附近的合浦、钦州、

灵山等地，并在这些地方均建立了医疗站。此时普仁医院本院月门诊量最多时达 17000 人次，而

廉州医疗站月均门诊量多达 9400 人次。

二、近代我国最早的麻风病医院

麻风病可致畸、致残，会传染，严重威胁人类的身心健康。清朝晚期，由于医疗技术落后，

我国麻风病肆虐，多个省份各个阶层均有人患麻风病，数量竟达数十万人。因此，19 世纪的中国

曾是全球公认的麻风病流行最严重、患病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当时人们对麻风病十分恐惧，闻

之色变，麻风病患者常常遭到社会遗弃甚至残杀（图 5-4）。

1886 年北海普仁医院创建时，便正式收治了第一位麻风病患者——魏理安。据《中国海关北

海关十年报告(1882-1891)》记载，普仁医院于 1887 年 2 月开业，设一“传染科”收治麻风病患

者，同时留有一些床位给麻风病患者，只是其病房与医院其他地方完全隔离，且用篱笆围住以防

其他患者等误人。又据中华圣公会熊家振于 1949 年撰写的《北海普仁麻风院历史沿革及现状概述》

记载，柯达医生“因见每日就医患者中不鲜（少）癞民（即麻风病患者）”，1889 年经请示教会同

意，“在普仁医院左侧，购地筑舍，别为一院”，专门收治男性麻风患者，取名“普仁分院”。

▲图 5-4 近代北海麻风病患者

1896 年，女麻风院成立，院址在普仁分院南面，两院间建一高墙隔开。《北海杂录》记载：“光

绪二十一年（1895 年），院内并设风院（即麻风院）一所，座分男女。查现年（1905 年）风人（即

麻风病患者）居院者，男八十名，女四十七名。”与《北海普仁麻风院历史沿革及现状概述》记载

的内容实为同一件事，此时的普仁麻风院真正成为一家专门的麻风病医院（图 5-5），附属于普仁

医院，由柯达医生兼任院长。

1935 年，因北海市区不断扩大，广大市民不满麻风院过于靠近市区。于是，普仁麻风院被整

体搬迁到市郊的白屋村附近（今北海市皮肤病防治院）（图 5-6）。



▲图 5-5 近代北海普仁麻风院

▲图 5-6 1935 年 11 月动工兴建的北海普仁麻风院新址

翌年，新建的普仁麻风院落成，正式从普仁医院中独立出来，自成一家医院，隶属于中华圣

公会管理华南教区。1952 年，北海市人民政府接管了普仁麻风院，并将其更名为“北海市麻风病

院”。之后，该医院又几易其名，于 1981 年改称“北海市皮肤病防治院”至今。

普仁麻风院是我国最早的麻风病医院。自 1886 年开始，英国普仁医院及普仁麻风院收治了大

量的麻风病患者，采用住院隔离、新型科技及精神疗法等方式救治、治愈了许多患者，给那些在

绝望中痛苦挣扎的麻风病患者群带来一线生的希望。

三、近代北海最大的西医院

英国普仁医院及普仁麻风院在北海的发展经过了三个阶段：早期阶段（1886-1896 年），普仁

医院逐步建成了门诊室、病房、医生宿舍、教堂等建筑；鼎盛阶段（1897-1935 年），普仁医院已

形成三大片区，业务扩展到合浦、钦州、灵山等地，是北海最大的西医院，并已成为英国圣公会

在中国南部传教的重要基地；后期阶段（1936-1952 年）普仁麻风院脱离普仁医院，独立发展。

根据英国圣公会 1896 年的“北海教会医院及麻风病收容所”建设项目总平面设计图记述：1886

年普仁医院建成；1891 年北海区教堂及临时麻风病区建成；1894 年医院扩建，建有麻风治疗室；

1896 年女麻风病区建成。该总平面设计图将医院划分为三大片区，即普仁医院区、麻风院区及女

子寄宿学校区，充分反映了北海普仁医院及普仁麻风院在 1896 年初具雏形的早期发展历史。

普仁医院区的建筑群按照使用功能可划分为医院教堂、医务室、洽谈室、男病房（4 栋）、女

病房（2 栋）、单人病房（2 栋）、助手室、八角楼、门卫室、预约室、行李室、仆人室、厨房、教



室、贮藏室。麻风院区的建筑群包括治疗室、教堂、学校、男病房（3 栋，其中 1 栋拟建）、女麻

风病区、附属建筑等。女子寄宿学校区的建筑群包括读经室、厨房、卧室、总管室、教室、女教

士卧室等。

进入 20 世纪，北海普仁医院修建的建筑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1905 年新建了护士楼、圣

路加教堂，1906 年新建了高级医生楼……1919 年，英国圣公会在北海的传教基地达到最大规模，

共有 12 类主要功能区（图 5-7），分别是护士楼及女校、圣路加教堂、高级医生楼、男校、普通科

医院、八角楼、教师宿舍、妇科医院、男麻风病房、普通医生楼、女麻风病房。此基地集行医、

传教、教学及生活功能于一体，外面建立了保护围墙，里面三大片区之间又用围墙隔开。假如将

基地这些建筑物一字排开，长度可达 6.4 千米。

▲图 5-7 1919 年英国圣公会在北海的基地图

（图中“一”是护士楼、女校，“二”是圣路加堂，“三”是高级医生楼，“四”是男校，“五”是普通科医

院、八角楼，“六”是教师宿舍，“七”是妇科医院， “八”是男麻风病房，“九”是普通医生楼，“十”是

墓地，“十一”是女麻风病房，“十二”是主入口）

1936 年，普仁麻风院从普仁医院中独立出来，整体搬迁到郊区，普仁医院仍继续在原址营业，

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歇业。1952 年，普仁医院及麻风院等的建筑被北海市人民政府接管。

四、近代北海最高楼

1886 年，普仁医院刚开始兴建时，就修建了一座八角楼建筑作为医生办公楼。这座八角楼是

当时北海最高的楼房（图 5-8）。

八角楼是一座三层砖木结构的“中西合璧”建筑，楼高 13.2 米，地垄高 2米，边长 2.75 米，

对称边距 6.7 米，是当时北海的地标性建筑。该楼是中国传统建筑风水学与西方现代建筑理念结

合的产物，在我国近代建筑史上罕见。其第一层原为教堂，第二层原为医生办公楼，第三层原为

医生宿舍。屋顶原为攒尖顶，后被拆除，改为天台（图 5-9）。



▲图 5-8 普仁医院旧址及八角楼原貌老照片 ▲图 5-9 攒尖项改为天台后

的八角楼老照片

1886 年八角楼兴建时，普仁医院的东、南、西三面还是一大片荒坡，北面基本上都是一层或

两层低矮的商居两用的房屋，而北海市区周边则是许多篱笆竹瓦屋。因此，坐落在市区南面高坡

上的八角楼显得特别醒目。《中国海关北海关十年报告(1882-1891)》中曾这样描述八角楼：“该院

（普仁医院）于一八八七年二月开业，是一高大坚固的大厦，高高地建在平地上，俯瞰全港。”由

此可见，当时八角楼在北海市区可谓“鹤立鸡群”，不但是北海当时最高的建筑，还是那一时期北

海的代表性建筑。它的这一优越地位在北海市区的近代建筑群中保持了半个世纪之久。

后来，八角楼曾被改作洋人宿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作为医疗办公室，现为北海市人

民医院保卫科办公室。如今，它已成为西方医疗技术较早传入北海的历史见证和北海重要的近代

建筑。

五、院长出资建设的医生楼

1906 年，北海普仁医院第二任院长李惠来自行出资建成医生楼（图 5-10），作为医生的居室。

此后，医院的数任院长均居住于此。

▲图 5-10 近代北海英国普仁医院医生楼的老照片



该医生楼是一栋类似 19 世纪英国别墅建筑风格的两层楼房，砖木结构，坐北朝南，平面呈长

方形，长 26.2 米、宽 12.9 米、高 12.2 米，建筑面积 675.96 平方米。屋顶为木桁架结构，四阿

顶，灰砂瓦垄。上、下两层四周均设回廊，中间为居室，隔为 4 间，底层有地垄。回廊由方形檐

柱连接券拱门构成，前廊为敞开式，两侧及背面为封闭式内廊。外墙粉刷浅黄色，内墙白色，室

内还设有壁炉。此楼不但内外结构风格协调，而且冬暖夏凉，具有防潮的功能。医生楼四周林木

荫翳，环境清幽，透出英式别墅建筑的高雅格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该医生楼曾被改作北海市人民医院的病房、医疗器械储藏室。2004

年，该楼得到一次全面的维修，维修好后作为北海市人民医院的院史展览馆至今（图 5-11）。

▲图 5-11 维修后的北海普仁医院旧址医生楼

六、西国岐轩在北海

清朝末年至中华民国初期，北海普仁医院的外国医生医术高明、医德高尚，获得患者的普遍

认可。当时普仁医院候诊室的墙上悬挂了许多患者赞扬医生的木匾，其中的一块上面书写着“西

国岐轩”四字，为“西方名医”之意。

根据《北海普仁麻风院历史沿革及现状概述》记载，1886 年以来一共有 7 名洋人医生担任北

海普仁医院和普仁麻风院的医生或院长。这些洋人医生被赞誉为“西国岐轩”，均毕业于英国的高

等医学院校，拥有高级职称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图 5-12 北海英国普仁医院首任院长柯达医生



柯达(Edward George Horder)，英国人，英国皇家外科医学院院士，持英国爱丁堡皇家内科

医学院执照（图 5-12）。在 1886-1905 年的 20 年间，他创办了北海普仁医院及普仁麻风院，并担

任第一任院长兼医生，他几乎负责了全部的繁重医务。《中国海关北海关十年报告（1892-1901）》

记载：“柯达医生……一个用医务献给教会的教徒，他在自己创立的医院工作了十七年，他亲自动

手术，常常独自一人工作，一九○一年治疗的病人比上年多一万人次，这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他采用大风子油药物和实施截肢手术的方法来改善麻风病患者的病情并延长其牛命。

郗来(Leopold G．Hill)，英国人，英国皇家外科医学院院士，持英国皇家内科医学院执照。

1895-1905 年，他被派到北海普仁医院协助柯达院长工作。他在柯达院长因病回国治疗期间，挑起

医院繁重的医疗工作重担。1902-190 年，他代任普仁医院院长，扩建了普仁麻风院，使其成为中

国最大的麻风院。

他先后在北海周边的乡镇开设了廉州、高德、山口、南康等 5 个医疗站，这些医疗站实际上

就是中国最早的一批“乡镇卫生院”。

李惠来(Neville Bradley)，英国人，利物浦大学外科医学士、医学博士，英国皇家外科医学

院院士（图 5-13）。1906-1912 年担任北海普仁医院及普仁麻风院第二任院长。其间，他积极筹款、

出资扩大医院规模，改善医院医疗环境；从英国伦敦购买了当时最先进的 X 射线仪器，以提高医

院诊疗水平；购置了印刷机并在医院内开设印刷所；邀请地方官员参观麻风院，力求破除人们对

麻风病恐慌的心理。他的医术高超，求医者甚众，挽救了不少危重病人。

▲图 5-13 北海英国普仁医院及普仁麻风院第 ▲图 5-14 北海英国普仁医院谭逊医生

二任院长李惠来（前排居中）

谭逊（Huben Gordon Thompson），英国人，利物浦大学外科医学士、医学博士，英国皇家外

科医学院院士（图 5-14）。1907-1914 年在北海普仁医院及普仁麻风院协助李惠来院长工作，培训

了中国助手，募捐资金为医院添置医疗设备，对医院进行改扩建。1912-1914 年担任代理院长。他



的医术精湛、医德高尚，经常骑马出诊廉州、灵山、钦州等地，救治了许多的患者，声誉响遍钦

廉，深得各界好评。

班查梨(G．G．S．Baronsfeather)，爱尔兰人，文学硕士、医学博士、法学博士。1910 年奉

派到北海普仁医院协助李惠来院长工作。1917-1920 年，他担任北海普仁医院及普仁麻风院第三任

院长。他使用新方法“胶体锑”治疗麻风病患者，大大提高了治愈率。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普仁麻风院经费中断，麻风病患者口粮无继。他频频解囊相助，并募集经费和开展救济活动，帮

助麻风病患者渡过生活难关。因医疗工作出色，他获得了广东省北海洋务局的表彰。

屈顺(Alexander J．Watson)，英国人，药剂师，英国纽卡斯达勒姆大学内外全科医学士、医

学博士。1924-1926 年，他担任北海普仁医院及普仁麻风院第四任院长。到任后，他重新开放了因

没有执业医生而一度关闭的北海普仁医院的普科医院及普仁麻风院的男病房，当年医院门诊量就

猛增至 1.6 万人次。他购置了北海普仁医院第一辆救护车，采用一种名叫“the Ethyl of Ohaumoogre

Oil”的药物来治疗麻风病，疗效显著。他于 1929 年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对现代麻风治疗的一

些观察》颇有影响力。

罗素(Gilbert L．Russell)，英国人，圣公会牧师，爱丁堡大学内外全科医学士。1935-1937

年在北海麻风院工作，他参与新普仁麻风院的设计筹建工作，并成为新普仁麻风院的第一任院长，

撰写了《北海新老麻风医院的风雨历程》一文。不幸的是，因罗素医生忙于搬迁筹建新普仁麻风

院，其幼小的女儿因无人照料而掉进水坑，永远地离开了他。

七、普仁医院创下的“中国之最”

1886 年创建的北海普仁医院，是近代中国最早的西医院之一，也是中国西南地区最早的西医

院，还是中国最早的县、市级西医院。北海普仁医院是近代中国最早引进西方近现代医院管理模

式的医院之一，同时也是近代中国最早使用医用显微镜的医院之一。

1890 年，北海普仁医院引进了 3 台世界先进的铅字印刷机（图 5-15），让患者学习印刷技术，

创建了北海首家印刷厂；在中国首创应用截肢术、口服大风子油、身心疗法治疗麻风病的新疗法。

1895 年，北海普仁医院在廉州开设医疗站，这是近代中国较早的乡镇卫生院之一。1932 年，北海

普仁医院从西方引进了 2 台医用冰箱，是我国最早配置这种医疗设备的少数医院之一。

▲图 5-15 北海英国普仁医院的铅字印刷机



1895 年正式成立的北海普仁麻风院是近代中国最早和最大的国际性麻风病专业防治机构。

1906 年，发明了采用注射大风子油治疗麻风病的方法。1911 年，发明了用 X 射线电疗等治疗麻风

病的新方法。1917 年，首创注射“胶体锑”治疗麻风病的新方法。1928 年，发明静脉注射“安癞

露”的治疗方法，成功治愈晚期麻风病患者。

八、幸存的英国医院石匾
如今，在北海市人民医院院史展览馆正门旁边立放着一块“英国医院”石匾（图 5-16）。石匾

宽 195 厘米、高 75 厘米、厚 14 厘米，字径 40 厘米，“英国医院”4 个大字用赵体楷书阴刻而成，

无上下款，保存完好。许多游客对这块石匾的书法艺术大加赞赏，但同时又提出一些疑问：北海

也有英国医院？这块石匾原镶嵌于何处？

▲图 5-16 “英国医院”石匾

1987 年夏，北海市文物管理所所长周德叶经过北海市人民医院时，发现有一块花岗岩石板放

在门诊楼前面的马路边。只见它背面朝天，重达几百斤，不易翻动。有一天，周所长想到此石板

可用来镌刻文物保护单位的碑文。在征得医院领导同意后，他请来几位工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把它运到北海市文物管理所的办公场所普度震宫院内安放。当工人把石板卸下车时，周所长惊

奇地看到石板的正面刻有“英国医院”4 个大字，他没想到无意中竟运回了一块珍贵的石匾。

可是北海历史上只有英国圣公会开办的普仁医院（今北海市人民医院的前身），没有英国医院。

《北海杂录》记载，普仁医院创于 1886 年，为英耶稣教士所设。根据记载可知，普仁医院创建之

初就称“普仁医院”，并说明是英耶稣教士所设，而不是英国政府所设。周所长顿时疑窦丛生，这

块“英国医院”石匾究竟是从何而来，它又与英国圣公会开办的普仁医院有何关系呢？

随后的十余年，周所长查阅了大量资料，最终破解了这些谜团。他在查阅广西基督教史料时

了解到，英国国会于 1534 年曾通过法案，将英国圣公会立为国教，实行政教合一，国家君主自任

教主。这也意味着，1886 年英国圣公会在北海建立教会医院代表的就是政府的行为。最初北海普

仁医院的创建者想把医院的名称定为“英国医院”，并制作了“英国医院”石匾。但这一初衷很快

就被改变，原因是自 1840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以英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给中国

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为此，中国人民的反帝浪潮从不间断，甚至风起云涌。普仁医院的创立者

——英籍传教士柯达医生于 1885 年前后到北海行医时，曾遭遇在岸上租不到房子住，晚上不得不



在船上过夜的情况。迫于形势需要，为避免冲突，柯达医生权衡再三，最后决定弃用这块已制作

好的石匾，把院名更改为“普仁医院”。

“普仁”一词在基督教中是指“基督的爱无边际”，而中国古代思想家墨子对“普”的解释为

“圣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孔子则说“仁”是以“爱人”为核心，所以“普仁”二字既

有西方圣贤宣扬的“普施仁义”的精神，也有中国儒家以“爱人”为核心的观点。柯达医生取这

样一个中西适用的院名，无疑是明智之举。此后，普仁医院也得以在北海平安地度过了 66 个春秋，

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北海“英国医院”石匾在历史的尘埃中湮没了 100 年，今天才得以重见天日。不可否认，它

已成为近代西方医疗技术和英国圣公会介入北海的珍贵历史见证。鉴于其重大的历史价值，北海

市文物管理所将石匾归还给市人民医院，医院也将它作为珍贵文物加以保护和展示。

第三节 法国医院

一、北海第二家西医院
鉴于英国在北海开设普仁医院，施医赠药，救治了不少经过拜神求巫也治不好病的危重患者，

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民众的排外情绪，极大地促进了传教。因此法国效仿英国，于 1900 年派医生

到北海，在旧猪行（今和平路）租用民房建立医务所。该医务所和英国教会医院一样，对市民施

医赠药，故求医者日渐增多。

法国为了扩大医务所的作用和影响，于 1905 年秋在距法国驻北海领事馆西面 100 多米处建立

法国医院（图 5-17）。这是北海开埠以来，继英国圣公会在北海开办普仁医院后，其他国家在北海

开办的第二家西医院。法国医院内一栋占地面积为 453 平方米的两层洋楼作为医院门诊部，还有

留医部、医生楼等附属建筑。该院的历任院长和医师均为法国人，其中顾而安任第一任院长兼医

师。

▲图 5-17 建于 1905 年的法国医院（已毁）

法国医院的规模虽然没有普仁医院大，但是其办院卓有成效。所有求医的人均被接纳且受到

细心的诊治，许多疾病都得到很好的治疗，使得这所医院的名声传播到远离北海的地方。1932 年，

由于法国经济危机，法国领事馆停办了这家设在北海 28 年之久的医院。



二、广慈医院

北海法国医院停办后，法国天主教北海教区贲德馨主教向法国驻越南的行政长官租用北海的

法国医院及其医疗设备，开设北海天主教的教会医院，院名改为“广慈医院”。

广慈医院历任院长及其在职期限简况：1935-1940 年，越南籍医生吴士规担任第一任院长兼医

生；1941-1944 年，中国籍医生吴大顺担任第二任院长兼医生；1947 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夕，法籍医生马仕敬担任第三任院长兼医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至 1950 年，法籍医生高雅

惠担任第四任院长兼医生；1950-1954 年，中国籍医生葛嘉材担任第五任院长兼医生。

1954 年，广慈医院与北海市人民医院合并，从此结束了这家教会医院的历史使命。

1995 年，当时的使用单位拆除了广慈医院，在旧址建了一座商场，称“广慈商场”。如今，只

有商场前面的 2 棵百年老樟树见证过这家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外国医院的历史。

近代北海英国普仁医院及普仁麻风院、法国医院（广慈医院）的陆续开办，在一定程度上起

到了传播西方医学和破除封建迷信的作用。如今昔日规模最为宏大的英国普仁医院仅留存八角楼

和医生楼 2 座建筑，法国医院旧址仅有 2 棵百年老樟树还存于世。这些遗存见证了近代西方医疗

技术传入北海的历史，默默诉说着北海近代医护人员治病救人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