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海近代医疗忆旧

北海的医疗历史悠久，并与近代历史的发展密切相关。那时巫医、中医、西

医三者并存，是北海医疗的一大特点，在 19 世纪末期几乎形成了“三医”鼎立

之势，对不同层次的人群有不同的影响。

近代的北海，各地到来的移民日渐增多。那时的北海不要说医院，就连最简

单的诊所也没有，只有分散行医的为数不多的中医生。人们一旦有病便向各村落

神庙里的巫医求治，当时以华光庙（旧址在今独树根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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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病人求医时，巫医派人

扛华光神像到病人家看病，鸣锣打鼓紧随其后。看病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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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再扛神像

到市上药店买药。当时人们迷信颇深，北海巫医大行其道，流传有“饿死医生，

饱死巫人”之谚语。

光绪十二年(1886)，英国“安立间”教会到北海传教，首先开设“普仁医院”。

14年后，法国在北海开设法国医院，两间西医院对贫苦群众施医赠药。当时北海

大多数“土人”信巫不信医，当巫医对病人久治不好，病人到了无可奈何时，便

想到“死马当活马医”，只好改变主意，求治于西医，反正又不用花钱。结果，

求医者大部分得到救治，故“就诊者颇众”。巫医治病日渐衰落。

普仁医院开设后的第四年，广府商人在北海沙脊街（今民建一街）开设太和

医局（旧址在今海城区五小），属广州会馆的慈善机构，“专办赠医施药施棺等事”。

其机构下设总理、督理、协理、值理、司理、医师及杂役等职。用现在的医疗机

构标准去衡量，该医局充其量只不过是一间中医诊所而已，但当时在北海的洋人

却称它为“中国的医院”。这可说是北海的第一间中医院。

太和医局服务的主要对象是广府商人，或广府籍的各阶层人士，但也为当地



群众治病，并做了许多好事。当时北海流行鼠疫和霍乱，每次疫病流行都死百人

以上，造成“本埠居民纷纷迁避，屋宇多空”（《北海市地名志》）。每当市民受到

这种致命的瘟疫袭击时，医局“经常都有两个医生诊病”，“诊病的主治医生总是

来自广州，他们在那里是这项职业的有名望的人”（摘自《北海海关十年报告

“1892-1901”》）。每年夏季，医局都指派一个医生为小孩种牛痘，这时整条沙脊

街便热闹起来。

光绪十九年(1893)，医局做了一件很有影响的善事，当年的五月十三日至十

六日，廉州遭大暴雨袭击，街上被水淹一尺多深，造成禾田淹没，溺死者数以百

计。当时广州总督虽拨款粮救济，但不及时，幸得“北海太和医局亦拨款办米，

往赈灾区”（《北海杂录》），并免费为灾区农民施医赠药。事后廉州府刘太守送医

局匾额一块，上书“施济为怀”，以嘉奖其乐善好施的义行。

时至 21世纪初，中西医的医疗技术取得日新月异的进步，愚昧落后的巫医

再也没有了市场。太和医局虽已不复存在，但它过去的善举常为后人所称道。现

保存在市文物管理所的“太和医局”和“英国医院”两块花岗石大横匾，则是北

海近代医疗发展的历史见证物。

昔日巫医指派人扛神像前往病人家看病的途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