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角楼与普仁医院

2001 年 11 月上旬，一位摄影师看了笔者拍的一张建筑物照片后说，照片的

取景立意他看不明白，经我解释后他说：“原来如此。”

照片从侧面反映了北海市区建筑 100 多年来发生的巨变，颇有意义，它的“主

角”是照片中很不起眼的八角楼，老北海对它的历史较为熟悉，但年轻的北海人

和外来者便很陌生了。别看八角楼在照片中显得又矮又小，但它在 19 世纪末作

为普仁医院的特征性建筑却很有名气。当时北海市区的形成不过六七十年历史，

市区只有两条东西走向的沙脊街和大街（珠海路的前身，街貌与沙脊街相仿），

而且都是一至两层低矮的商居两用的房屋，市区周边则是许多篱笆竹瓦屋。普仁

医院的东、南、西三面是一片大荒坡，因而以八角楼为建筑特征的普仁医院西式

建筑群，坐落在市区南面的高坡上而显得特别醒目。由洋人撰写的第一份《中国

海关北海关十年报告“1882-1891”》是这样记述它的风貌：“该院 1887 年 2月开

业，是一高大坚固的大厦，高高地建在平地上，俯瞰全港。”据笔者所知，这是

有关反映北海早期一个单位建筑物概况的最早记载。由此可见，八角楼不但是北

海当时最高的建筑，也是那一时期北海的代表性建筑，它的这一优越地位在北海

市区的建筑群中，保持了大半个世纪之久。

在谈到普仁医院的历史时，很有必要谈一谈 19 世纪末英国圣公会在北海传

教后，普仁医院的创立是与之息息相关的。英国圣公会（以下简称圣公会）在 16

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时期产生于英国，又称“安立间”教会，属基督教新教的

主要宗派之一。该教会于鸦片战争后的 1886 年开始在北海传教。

光绪二年(1876)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北海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这为圣

公会传教于北海提供了便利，英国医生柯达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到北海的。

当他了解到北海当时缺医少药并发现不少被亲人和社会遗弃的麻风病人时，他认

为办一所医院，对传教工作的开展是一个极好的契机。经过一系列的努力，最终



促成圣公会差派一个 3 人传教团到北海传教，并开设一所教会医院。柯达医生就

是 3人传教团的成员，并由他主持医院的创建工作。

在柯达医生的主持下，医院于 1886 年初破土动工，次年 2 月建成并正式开

业。《北海关十年报告“1882-1891”》记载：“1891 年病人总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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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圣公会在

医院开业后，也同样给予一定数量的资金补助，使其得以发展。1952 年 11 月，

普仁医院被市人民政府接管，改名北海市人民医院。

解放后，北海的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八角楼昔日显示其“最高”与“代表性”

的地位日益下降，尤其在 20世纪 90 年代以后，高出八角楼十倍的建筑比比皆是。

从照片中人们可以看到，八角楼的左面是即将落成的、主楼为八层盼市人民医院

新门诊大楼（时为 2001 年 11 月）；右面为 5 层的职工宿舍楼，远处则是 20至 50

层林立的高楼。在 19世纪末至 20 世纪中叶，八角楼的风姿和高度足以自矜，在

北海这个小城镇中，可谓“鹤立鸡群”。然而，时至今日，与拔地而起的楼群相

比，它已相形见绌，微不足道了。尽管这样，它还是有其珍贵的历史价值。由于

它是西方医疗技术较早传入北海的历史见证物和近代的重要建筑，于 2001 年 7

月被国务院正式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受到最高级别的保护。

昔日“鹤立鸡群”的八角楼，与今日拔地而起的市人民医院新门诊大楼相比，已相形见绌了



原普仁医院八角楼及部分建筑（摄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

历史照片——普仁医院（由北海市人民医院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