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圣公会“纪念楼”的往昔

继普仁医院和圣路加堂之后，圣公会又在教堂正门的东侧，建了一幢长 18.7

米，宽 9.72 米，二层的券廊式西洋建筑，它与八角楼东西相望，相距只有六七

十米，这幢新建的楼房就是圣路加堂的副堂。上层给主持圣路加堂的历任牧师及

其眷属居住，实为牧师楼。据老教徒张谢恩先生说，就他所知，此楼曾先后住过

麦坚士（英籍）、夏步云（中国籍，下同）、黎其壮、黄福平、梁清华、叶日青、

张禄芗、刘坚信等牧师。下层为教会的庆贺节日、举办会议、迎接宾客、教友婚

庆的活动场所。

牧师楼下层室内后墙正中处，镶嵌三块呈“品”字形的碑刻（每块碑刻高 45

厘米，宽 85 厘米，字径 56厘米），上面的一块碑文是“思包”，是纪念包尔腾之

意。下面两块碑刻分别是“思阮”“思李”。据张谢恩先生说，原普仁医院大门西

侧的墙脚下，镶嵌一块阴刻的“包尔腾地界”碑。由此分析，包应是英国圣公会

早期派来北海的传教士兼负责人，故有资格以他的名字立此界碑。包后来曾任港

粤教区主教（又称会督）；阮某的姓名和资历不详。“思李”是纪念传教士李惠来。

李是个医生，又是普仁医院的第二任院长，他和前任柯达医生一样，为普仁医院

的发展作过重要的贡献。由于楼内有这三块纪念曾在圣公会工作过的资深传教士

的石碑，因此牧师楼又称纪念楼，并在楼前廊外墙正中从右至左书“纪念楼”三

个大字。

1925 年，普仁医院的创始人、英籍柯达医生的夫人应邀到北海访问，受到圣

公会、普仁医院和普仁麻风院全体教牧人员、医生和病人的热烈欢迎，并在纪念

楼前合影留念。纪念楼当时成为欢迎柯达夫人的迎宾楼。柯达夫人访问结束后，

把在纪念楼前拍的这张照片，和在北海拍的另外两张照片一起带回英国，作为最

珍贵的纪念物。

1940 年，颇负盛名的广州“圣三一”中学因日寇入侵而辗转迁来北海，在艰



难的 7 年办学中，纪念楼下层曾一度作为该校的初一甲班课室，成为这所有名的

教会学校的校址之一。

解放初期，时任圣公会牧师的张禄芗住在纪念楼，他在楼下先后开办图书室

和幼儿园，但时间很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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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纪念楼结束了为圣公会服务的任务而开始了新的历史使命—

—为市人民医院的医疗服务，先后用来做五官科、儿科门诊室及中药库和中药配

剂室。

20世纪后半叶，英国一位已退休的女医生常拿出祖母留下的三张照片看了又

看，回忆着她孩提时曾在伦敦一码头送别祖母到“很远的地方”访问的情景。她

长大以后才知道这“很远的地方”是中国的北海，于是她决定将来一定到北海寻

觅祖父母的足迹。这位女医生就是柯达医生的孙女——莫莉·理查兹女士。1993

年 10 月 30 日，她带着祖母留下的那三张照片，与丈夫一起从英国飞到中国，转

道来到北海。11月 1日，在北海市有关部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在市人民医院找

到了纪念楼旧址，她拿出三张照片其中的一张对照，纪念楼旧貌依然，它似乎在

对来自英格兰的远方客人说，68年前，我曾在这儿接待过您的祖母。莫莉女士终

于在“很远的地方”，圆了寻找祖父母足迹的梦。

1999 年 3月下旬，市人民医院因建设新门诊综合大楼的需要，这幢有近百年

历史的纪念楼被拆除。惟有存留的那三块纪念碑石和柯达夫人遗存的那张照片，

让后人在了解北海圣公会和市人民医院的历史时，还会缅怀它昔日的存在和曾经

作过的贡献。



原镶嵌在“纪念楼”后墙上的三块纪念碑刻

1998 年的“纪念楼”



1925 年柯达夫人应邀访问北海时，在纪念楼前与圣公会的外籍医务人员，中国籍牧师及全体教友合影。

第二排（坐者）左起第七位穿黑衣者为柯达夫人（照片由柯达夫人的孙女莫莉女士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