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惠来对原普仁医院的贡献

综观北海原普仁医院和普仁麻风院（下简称两院）的历史，如果说柯达医生

是一位坚毅的创业者，那么李惠来医生则是一位成功的继任人，因而他在北海近

现代的医疗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柯达医生 1903 年因病回英国。1905 年，英国圣公会（以下简称圣公会）派

李惠来医生到北海接替他的工作。李是英国著名的剑桥大学的医学士。据说他的

经济条件较好，岳母是一位航运界的企业家，并支持他的工作。李到北海后任两

院的院长。

李本人也是一位传教士，他来北海后和圣公会的负责人一起，参与了合浦圣

巴拿巴堂和常乐、石康两教堂的兴建。教堂建成后，李常骑马从北海到 28至 60

公里外的这些堂点与教徒一起做礼拜，然后在堂点设的“赠医所”给教友和村民

施医赠药。每个赠医所都有当地人称之为“姑娘”的人（主要是洋人姑娘），她

们除担任传道工作外，还兼“赠医所”的护士和药物的管理及发放，配合李医生

的工作。

由于两院的病人逐渐增多，李从英国请来谭逊医生做助手，又在教友中培养

姚嘉裕（地角人）和陈华东（北海人）学医。以解决医生不足的困难。其中，姚

嘉裕后来被送到英国某医学院深造；陈华东后来也成为北海小有名气的私人诊所

医生。

作为两院院长的李惠来，除了给普仁麻风院（以下简称麻风院）病人治疗外，

一方面为了传教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为了帮助病人学点文化和技术，一次他从英

国带来一台“活字”印刷机，给男麻风院一些病情较轻，且聪明勤快的病人学习

印刷技术。这是北海最早使用的印刷机。有了这台机器，不但可以为没有文化的

教徒印刷用拉丁文字母拼音的经书，还可以印教会小学用的教科书。这对传播西

方文化和推动北海当时文化教育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由于麻风院的治理有大的改观，病人在院内根据不同情况，从事各种力所能

及的劳动，于是这些“在那时患有会令人畏惧的疾病的可怜人，得到一种机会过

着有作为的生活”《北海关十年报告“1892-1901”》。尤其是麻风院内的印书局属

北海首家，也是当时北海的新鲜事物。于是李请来北海几位官员到麻风院参观，

希望得到他们对病人的理解和支持。在参观过程中，李向这些官员介绍病人的生

活、生产和学习情况后，还讲解麻风病的病理及传染途径，说只要注意公共卫生

和对病人实行必要的隔离，是完全可以控制传染的，人们不必过于恐惧。由于李

的工作做到地方官员那儿，因此，尽管麻风院设在市区边缘，但在这个历史时期

总算相安无事。

李在北海两院的建树颇多，除创建首家印书局外，还扩大了医院的规模和设

施。如他带来的 X 光机、显微镜和手术器械，对病人疾病的诊断和治疗起着重要

的作用。关于他的贡献，《北海市卫生志》有一段这样的记述：“……他在英国带

来一台柴油发电机，发电照明和安装抽水机解决院，内自来水；还带来电影机和

影片（无声电影），供教会医护人员、传教士和教徒们观看。这是北海使用电力

照明和自来水最早的单位，是电影传入北海最早的历史。”所有这些举措，在北

海的历史上都占重要的一页。

李在北海两院工作了 13 年。由于医术较好，治愈了不少病人。在医院的门

诊室里，挂满了许多被他治好病的人送来的锦旗和木匾。一位老教徒回忆说，有

一块红底金字的大木匾，上书“大国手李惠来医生”八个字。此匾解放初还在。

李离开两院至今已有 80 多年。市人民医院（其前身是普仁医院）现已发展

为三级甲等医院。昔日的历史遗迹只留下八角楼、医生楼、会吏长楼和贞德女校

4处旧址。在这些旧址中，有一处是李自己出资建造的住宅楼（见图），他离开普

仁医院后，由圣公会的洋人姑娘居住，所以又称“姑娘楼”。后来洋人姑娘不住

了，中华圣公会用来作会吏长楼，华人会吏长慕容贤和莫寿增曾在该楼住过。抗



战胜利前几年，英籍医生李美裕在此楼居住，她是李惠来夫妇在北海生的女儿，

长大后回国读医学院，毕业后继承父志，重返出生地工作，抗战胜利后不久才回

国。解放后，此楼成为市人民医院院长办公楼达 30 多年之久。1995 年市人民政

府把该楼作为会吏长楼旧址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1 年，国务院把这幢有

近百年历史的小洋楼列入北海近代重要建筑，公布为“国保”单位。曾为北海圣

公会和两院的发展作过重要贡献的李惠来医生，昔年留下的这幢小洋楼，成为今

日北海重要的历史遗迹。

谭逊医生（右三）给病人做手术，李惠来院长（右一）负责施行麻醉（时间为清末民初。照片由北海

市人民医院提供）



李惠来院长（前者）从普仁医院搭载他的助手外出（时间为民国初年。照片由北海市人民医院提供）

李惠来医生在普仁医院居住的小洋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