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怀念林怡贤老院长

林怡贤生于 1914 年，广东普宁县人，1942 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医学院。毕业

后因受日本侵华战争的影响，生活很不安定，先后到湖南、贵州、梧州、桂林等

地工作。抗战胜利后曾任汕头市卫生局长和江门省立第四医院院长；1947 年偕爱

人从香港到北海普仁医院任院长，兼任普仁麻风院院长。

1949 年 12 月 4 日早晨，解放北海的枪声响起。战斗期间，解放军的伤员都

送到普仁医院救治，当时林院长二话不说，与爱人林茵（早年与林怡贤同毕业于

中山大学医学院），以及全体护理人员，夜以继日地全力抢救。两个多月后，300

多名伤员陆续痊愈出院。部队为感谢林院长和医院救治伤员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不但送来了锦旗，还送来一小木箱光洋（约壹仟多银元）。两个月后，林院长以

医院的名义把这箱光洋和他带头到各单位募捐到的修路款，全部献给人民政府修

建新中路。林院长为北海的解放和新中路的修建作出了贡献。

林院长初到普仁医院时，院长、医生只有他们夫妇俩，原有的医生早已离去，

护理人员少，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林院长便从社会上招收男女青年进行培训，

并献出自己带来的显微镜等简单仪器，建立小化验室。解放后在政府的支持下，

于 1951 年下半年，在北海开办“广西第七医士学校”，校址设在今市文化局大院，

以医院作为教学基地，林院长任副校长，主持学校的教学工作，培养了一批医生，

解决了当时医生不足的困难。1952 年市政府接管普仁医院（普仁医院原是英国教

会医院），林怡贤被任命为北海市人民医院副院长。在党和政府的关心支持下，

在林院长的规划和努力下，人员增加，设备日益完善，医院由小变大，从解放前

的简单的男女诊室发展成初具规模的医院。由于林院长在工作中凡事躬亲，以身

作则，做出榜样，因此，市人民医院涌现了不少救死扶伤，对病人充满爱心的医

务工作者。

1947-1954 年间，林院长还先后兼任北海普仁麻风院院长和北海麻风院院长。



为北海麻风病的防治做了大量工作，功不可没。

林院长还积极参加全国的卫生防疫工作。1957 和 1958 年间先后两次跟随中

央卫生部顾问马海德大夫到云南、广东等少数民族地区进行麻风病和性病的防

治。1963 年夏，我国北方某大城市鼠疫流行，林院长响应卫生部的号召，参加广

东卫生厅组织的防疫专家工作队北上，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疫情得到了控制，林

院长受到卫生部长的接见。当时正值国庆佳节，林院长被邀请在天安门观礼台上

参加国庆大典，这使他毕生难忘。

林院长家里有一台钢琴，他和爱人林茵都是音乐爱好者，特别爱好古典音乐，

他对舒伯特的小夜曲、古诺的圣母颂以及施特劳斯的许多圆舞曲的风格和特点都

很了解。笔者带着好奇心问林院长：“你们夫妇俩为什么都喜爱音乐？”林院长

说：“在过去，医生与音乐是分不开的，作为一个医生，光有医学知识是不够的，

还需要有高尚的医德和修养，要提高一个人在这方面的素质，最好的办法是通过

音乐来陶冶自身的性情。”林院长把音乐也用到医学上去了。

林院长的一生是勤勤恳恳工作的一生，是为北海的医疗卫生事业作出了重要

贡献的一生。他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政治运动中曾受到一些冲击，“文

革”中甚至险遭厄运，然而，每谈到这些往事，林院长总是一笑置之。林院长有

出国工作和定居的条件，但他热爱的是他的事业和第二故乡——北海。从他的身

上，人们看到了一颗真诚的赤子之心。

解放后 40 余年间，林院长先后任北海市人民医院副院长、名誉院长。晚年

任北海市政协第三、四、五届副主席，是北海一位德高望重、受人尊敬的知名人

士和医务界的老前辈。

林院长于 1995 年不幸病逝，享年 79岁。当时参加遗体告别的人很多，市“四

套班子”的领导都来了，该说是生荣死哀，可以无憾了。林院长的生平业绩已载

入北海医疗卫生事业的史册而名垂千古。



林怡贤老院长在一次中国古生物学会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上发言

1941 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医学院的林怡贤

早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医学院的林茵 （本文 3 张照片由市人民医院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