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国医院”石匾之谜

20 世纪 80 年代末，在北海市茶亭路普度震宫内的一棵百年大树下，立放着

一块“英国医院”石匾，它宽 195 厘米，高 75 厘米，厚 14 厘米，字径 40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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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这块石匾，它被发现纯属偶然。1987 年夏，工人在修葺市人民医院门诊

楼前面的地下防空地道时，挖出一块花岗岩石板放在靠近地道口的马路边。它背

面朝天，因重达几百斤，不易翻动，所以当时没人知道它是一块什么样的石板。

好几次笔者经过此路边都看到这块石板，都没有引起注意。有一天，笔者突然想

起此石板可用来镌刻文物保护单位的碑文，征得医院领导同意，于是请了几位工

人，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它运到市文物保护单位普度震宫院内安放。当工

人把石板卸下车时，笔者惊奇地看到“英国医院”四个大字出现在石板的正面，

想不到无意中竟运回了一块珍贵的石匾。该石匾为什么长期被埋在地下不用尚不

清楚，但它有碑文和确切的出土地点，这对研究它的历史——北海原“普仁医院”

的历史，有着重要的意义。

北海市人民医院的前身是英国圣公会开办的普仁医院。笔者小时候听许多老

北海称它英国医院，因为大家都知道它是英国人开设的。自 1987 年“英国医院”

石匾被发现以后，笔者一直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英国医院”石匾当初做好后，

应该是准备用来镶嵌在医院大门之上，标明医院的名称，但实际情况并非这样，

医院的名称却是“普仁医院”。为此，笔者走访好几位高龄的基督老教徒和老北

海，他们都说没有见过“英国医院”石匾。这就成了一个待解之谜。

据光绪三十一年(1905)出版的《北海杂录》记载：“普仁医院，创于光绪十

二年(1886)，为英耶稣教士所设。”这一记载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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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当初制作“英国



医院”石匾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制作后又没用？10多年来，笔者一直寻找史料，

希望能解开“英国医院”石匾之谜。

后来查阅广西基督教史料，了解到英国国会于 1534 年曾通过法案，将英格

兰圣公会立为国教，实行政教合一，国家君主自任教主。笔者认为，也许由于这

一历史原因，加上英国当时号称“日不落帝国”，因此，1886 年英国圣公会在北

海建立教会医院时，最初很可能把医院的名称定为“英国医院”，以扩大其影响。

也就是说这所医院既是英国圣公会办的，又是英国政府办的。但这一初衷很快就

被改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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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仁医院的

创立者英籍传教士柯达医生，于 1885 年前后到安铺和北海行医时，曾经历在岸

上租不到房子住，晚上不得不在船上过夜的遭遇。受这一历史背景的影响，尽管

当时“英国医院”石匾已制好，但中国的反帝浪潮正处在风起云涌的时期，为了

避免日后一旦发生反帝怒潮，这块招眼的石匾可能会因此而引起麻烦，医院的主

持者权衡再三，最后还是不使用此石匾，把院名更改为“普仁医院”。

应该说“普仁医院”这个院名取得较好，因为“普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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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这样一个院名，无疑是明智之举。普仁医院在北海平安地度过 66 个春秋后，

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英国医院”石匾在原“普仁医院”大门的地下被埋没 101 年后被发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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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图为 20 世纪 80 年代末，曾立放在普度震宫一棵百年玉兰花树下的“英国医院”石匾

图为于 1911 至 1915 年间从香港寄到普仁医院李惠来院长收的医疗设备。图中戴白帽子的洋人为谭逊

医生（照片由北海市人民医院提供）



1886 年，英国“安立间”教会在北海建成普仁医院后，在院内的一间小平房开设福音堂传教。后来教

徒日渐增多，教会于 1905 年在医院东面建一座颇具规模的圣路加堂传教。图为圣路加堂建成后与普仁医院

“合影留念” （照片由北海市人民医院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