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章 北海文明姹紫嫣红：因交流而交往而互鉴

以仁心待患者，施仁术治病症的海外志愿者

建医生楼

拂去历史尘埃，有必要说说这位以仁心待患者，施仁术治疗病症的海外来北海的志愿者，

他的名字叫李惠来。

1906 年初，海外志愿者英籍医生李惠来偕新婚妻子和妹妹来到北海施展他悬壶济世的远

大抱负。但，那时北海生活条件差，都要一一解决。首先住房成了当务之急。为了安居乐业，

他出资在普仁医院南面买地皮建造了座私人住宅楼。当时北海以法国领事馆为中心 1.2 平方公

里租界内的大小洋楼有 22 座，这座医生私人住宅楼十分气派，然而落成不久却经历了北海史

上最大的台风洗礼。对此，李惠来在当年的工作报告中写道：“9 月，我们经历了强台风。大

约从 9月 20 日的晚上 6点钟从西北方向开始刮风，在 4个小时期间来来回回对北海造成了巨

大影响。许多渔民丧失了生命，帆船和舢板（小船）的破坏也很严重。我们医院许多东西被损

坏；我家损坏最严重，上层走廊被吹翻了一端。尽管台风大，但住院的 200 人，没有人因台风

而死亡。”

普仁医院医生楼与网球场一瞥（1907 年英籍人谭信摄 约翰供图）

李惠来在报告中不但写出了他在北海兴建医生楼的事实，更写出了他带领普仁医护人员抗

台风保住院患者安全的广施爱心，发放大批资金救助灾民的善举。

有如此仁心，李惠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史料有翔实的记载：李惠来(Dr.NevilleBradley)，1878 年出生在英国 OverWallop，家境

十分富有，与一个农业区直接相关。19 岁到位于英格兰中部内陆地区的一所具有悠久历史的

英国私立名校——莱普顿学校(ReptonSchool)学习，24 岁取得英国利物浦大学内外全科医学

士资格，进入利物浦（Liverpool）罗彻斯特维多利亚医院工作。

受当时风气影响，1904 年 9 月 13 日，李惠来以优越的条件顺利通过了招募考试被录用为

海外医生志愿者。成为海外医生志愿者、要到遥远的东方去奔波、去施授、去播散爱心，这需



要有多大的决心、多坚强的意志？!

1905 年 10 月 7 日，李惠来被大英传教会派往中国北海。新婚燕尔，年轻而雄心勃勃的他

开始投身于海外医疗运动中。他偕新婚妻子和妹妹从英国动身来中国，在海上经历千辛万苦，

到了香港，在那里接受了 3个月的语言培训之后，于 1906 年 2 月 11 日抵达北海。李惠来在“普

仁”两院从事医疗工作。他的妻子黛西和妹妹艾美协助管理女子学校和女麻风病人。他们在中

国南方的北海，掀开了“仁心济世”的人生新一页！

英籍李惠来一家在北海（本书作者摄自英国英格兰南部利明顿镇李惠来儿子麦尔肯所赠照片）

仁心济世

1906 年 6 月，李惠来成为“普仁”两院第二任院长，在任 10 年成绩斐然。

1906 年 9 月，他把关闭了 3 个多月的产房装修一新，重新开业。当时，接收了 8 位产妇

住院分娩，还治愈了 2位吸毒的病人。在北海遇上台风灾害，千名渔民溺亡，市民无家可归时

他施救村民。“风灾”过后“瘟疫”接踵而来时，李惠来带领北海普仁医院医务人员抗击“瘟

疫”。据英籍护士长波顿记载：“1907 年的一天，有一个霍乱病人由她丈夫背来普仁医院求医。

她被收入小病房隔离，她又吐又泻，奄奄一息。李惠来用一种混有可卡因的药物给她治疗，用

药后患者停止了呕吐，第二天患者病情明显好转，经过几天的治疗，患者康复出院。”

1909 年普仁医院培训 3 名药师和 3 名医学生，李惠来出资送本地医学生姚嘉才赴英国留

学。

李惠来与中国官员有良好的关系，1910 年得以以优惠的价格购买了 3 块大的地皮，扩建

普仁医院，还开设了廉州、灵山、安铺医疗站。那年春天，北海暴发鼠疫，死亡人数占北海总

人口的 10%，疫情凶险，惊动官府。官府与普仁医院合作抗击鼠疫。谭信医生工作报告记载了

当时救治工作情况：“这次鼠疫疫情持续了两个月左右不见好转，开设诊所为鼠疫患者做治疗，

当地政府的一位官员帮助腾出一所旧的医院（当地人开的）隔离病人，鼠疫疫情就被控制了”。

1912 年李惠来买地建了 15 间平房的“麻风村”收容患者，开设了安铺医疗站。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北海“普仁”两院从海外募捐的资金供应曾一度中断。李惠来从英

国购进两台新的印刷机，教那些畸形程度还不是太严重的病人学习印刷，解决了一部分麻风病

人的就业，印刷的一些中文书籍甚至远销到新加坡和新西兰等国家。普仁麻风院收容 150 位麻

风病人，管理有序，从穿衣、吃饭、住宿都把患者照顾得很好。廉州医疗站对北海麻风防治工

作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那里的麻风病人多达 3000 人。只有病情严重的患者才送到北海普仁

麻风院来救治。

在 1914－1918 年的第一次世界战争期间，李惠来奉命去印刷《觉民报》（周刊），告之大

家战争的事情。1915 年，李惠来翻译世界上第一家通讯社法国的哈瓦斯通讯社（今法新社前

身）和法国路透社的电报，编印“觉民”中文周报免费发行 1500 份，宣传报道第一次世界大

战的消息，鉴于李惠来医生所作出的无私贡献，当时的法国政府授予他“法国勋章”。而他创

办的这份《觉民报》（周刊）是北海创办较早的报纸刊物。1919 年停刊。

1930 年 12 月 12，日李惠来重返北海，以其德高望重的声望与政府协商，妥善解决了普仁

麻风院搬迁新址用地，并落实迁建新的麻风医院资金。

1932 年他资助购买 1 台 X 光机和 2 台医用冰箱以及一批医疗设备赠予北海普仁医院和麻

风医院。

李惠来是北海史上名医，为北海医疗事业做出重大贡献，据《北海五十年》院庆特刊记载：

“十年来，李惠来医生夫妇以几乎不可描述的慷慨，整合并且扩大了柯达医生创立的医院。这

个时期的北海普仁医院，著名的谭信医生、都柏林大学班查梨医生他们一起忙碌于治疗从北海

附近来到医院求医的数以千计的患者”。史料记载：“李惠来医德高尚，医术高明，治愈了北海、

合浦和雷州半岛一带许多奇难杂症病人，治愈者为了感谢他，向他赠送牌匾，称他为“大国手”。

李惠来在中国行医 27 年，1956 年在其英国家乡病逝。

后代缅怀

李惠来在北海的志愿者事业是辉煌的，那些岁月是他留给后人的最宝贵的记忆。2011 年 2

月 21 日，经历 4小时车程颠簸，笔者从剑桥来到了英格兰南部海边的利明顿镇(Lynigton)。

汽车减速，驶进了一条柏油路。远远望见一幢红色砖墙、白色窗户、鲜花盛开的小洋楼前，一

位系着红色领带，身穿蓝色羽绒背心，身材魁梧的老人拄着拐杖朝汽车眺望。约翰先生缓缓地

把车子停在了老人附近，老人笑着走来。哦，这位就是李惠来夫妇的四儿子麦尔肯(Mr.Malcalm

Bradley)先生。

96 岁的麦尔肯先生头发胡子全都白了，右眼视力不好，可精神饱满，满脸慈祥。刚一见

面，老人便用“吃饭没”、“发财”两句粤语跟我们打招呼，以为他会讲粤语，不料老人仅仅记

得这两句粤语而已。尽管只有两句粤语，却一下拉近了距离，不由得暗发感慨：老人至深至远

地眷恋着他的出生地——中国北海啊。



老人兴奋地招呼客人，麦尔肯夫人又是倒茶又是递点心的，尽展女主人好客的风采。

坐在沙发上，品尝着英国风味的热茶和咖啡时，麦尔肯老人走进了房间。转眼间，他手里

拿着一只闪光杯子走来，连忙站起身迎上去，接过他手上的杯子。老人告诉，这是他在北海出

生的物件，端详起这只杯子来，这是一只圆柱形的不锈钢杯子，高约 20 厘米，直径约 10 厘米，

底部大，杯口小，杯子的表面上刻有三行英文：

“Malcolm Bradley From His Godmother

Amy Bolton Pakhoi

May 16th 1915”

这三行英文翻译成中文，意思是：“赠予麦尔肯，教母波顿，1915 年 5 月 16 日，于北海。”

原来这只不锈钢杯子是一件“领洗”的纪念品。麦尔肯先生出生一个多月时，在北海圣路

加教堂接受“洗礼”，北海普仁医院“波顿”护士长被指定为保证人，成为了麦尔肯先生的教

母，她送给了教子这只杯子以记往。

这只悉心珍藏了 96 年的不锈钢杯子，是跨世纪的英国老人麦尔肯出生于中国北海的珍贵

证物。

为接待来自出生地的访客，麦尔肯老人用心做了准备。他取出家族的相册，翻阅着这本与

中国北海有千丝万缕的相册，大家倾听着麦尔肯先生的讲解。

这本珍贵的相册中，有麦尔肯的父亲李惠来和母亲黛西 1905 年 7 月 6 日在英国伯明翰结

婚时的甜蜜照片，有麦尔肯一家在中国北海普仁医院医生楼生活时的照片，有麦尔肯父亲李惠

来在北海普仁麻风医院工作时的照片，有麦尔肯一家在中国昆明惠滇医院工作和生活的照片，

有姐姐李美格护士 1937 年在中国北海普仁医院救治伤员的照片，还附有麦尔肯的父亲李惠来

医生的传记性文字……越看越激动，这些照片是在档案馆内看不到的，弥足珍贵呀。

2011 年 2 月 21 日，本书作者远赴英国英格兰南部利明顿镇登门拜访李惠来在中国北海出生的儿子麦尔

肯先生 （刘敬恒 供图）



百年前，李惠来医生夫妇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北海，在珠乡行医济世，安居乐业，生儿育女。

他们夫妇育有 6个孩子，在北海 10 年，他们就生育了 5个孩子！长女李美格(Marguerlte) 1907

年出生，她的童年，就在北海普仁医院内宽敞漂亮的“洋楼”（医生楼）中度过，后花园那些

美丽的鲜花和青翠的小树林陪伴着她长大。她幼年时代最早的记忆，是北海留给她的。她的童

年并不寂寞，几乎是每两年就添一个可爱的小弟弟。在父母的关爱和当地保姆悉心照料下，她

与弟弟佛雷德(Fred)、詹姆斯(James)、约翰(John)、麦尔肯在北海度过了快乐无比的童年。

我们不难想象，李惠来一家在北海的幸福生活真是妙不可言。李惠来夫人还写了诗歌来赞美在

北海的好时光。

女承父业，1932 年李美格返北海，在“普仁”两院担任护士长，抗战期间，公开收容难

民救援受害者，保护妇女儿童。当日军疯狂施暴，外籍人员撤离时，李美格选择了留守“普仁”

两院继续服务患者和产妇，守护“普仁”两院免遭日军破坏。1942 年 2 月 3 日李美格嫁给了

吉本斯·詹姆斯(James Gibbons)，这对新婚夫妇奔赴湖南长沙，虽然离开了，但她的心始终

没曾忘了北海，与往日同事有信来信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