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4 章 守护历史文化的精神殿堂和情感家园：

鲜活讲述北海故事

纵是藏匿在海角天涯，也要把“北海史料”找到，接回家

冬日清冽的风吹拂窗帘，涌进屋内的一大片金色光亮瞬间把写字台上叠着的这些年来写的

北海历史文化专著《寻根》、《拾遗》、《中国首家麻风医院》、《提灯女神的笑靥》、还有在北海

报章发表的数十篇北海百年历史文化回望的剪报都聚焦到眼前。这些历史文化论章，依赖大量

不为人知的北海史料做印证，清晰又准确，有人问：史料何来？这使我倏地回忆起那些年发现、

追寻并努力使这些史料服务北海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历程。

发现北海史料在海外典藏踪迹

人生中会遇到很多事情，有些事情会形成机遇。那是在我任北海市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期

间，负责为院里百年院庆收集史料。当时的情况是有关北海鲜活的史料既少又缺，遍查档案馆

（室）涉及北海史料的关键表述只言片语；遍览北海志鉴，提及北海百年普仁医院的记载也有

待纵深。须知，北海普仁百年史是北海历史文化的核心内容，几乎涵盖北海近代的方方面面。

更具历史感、说服力的史料市里难找，那哪地方存有呢？这个“问”一直萦绕在脑际心间。

一天，突然接到告诉，称：“有普仁医院英籍院长后人来访。”这样，认识了 1906 年就来

北海、服务普仁医院 10 年的英籍外科医生、代理院长谭信的女儿何爱德和她的儿女。

何爱德带来了她舅舅李惠来与北海麻风病患者的合影、还有她爸爸谭信站在八角楼前的留

影，谭信、李惠来与本土医学生在手术室为患者做手术的照片，谭信骑马去合浦出诊的野外照，

谭信在北海的结婚照等 5 张照片。交谈中，何爱德说：“我曾看见，在英国的各大博物馆、档

案馆都有有关北海的史料收藏，内容也许会更详细。”

——啊，北海的史料在英国有收藏——这是第一次发现！

发现在继续：2006 年新年前夕，收到何爱德来信，信内用英文写下北海普仁医院历任院

长的名字、任期，还有普仁医院创始人柯达孙女茉莉、第二任院长李惠来儿子麦尔肯、第四任

院长屈顺儿子安格斯及英国伦敦宣教研究图书馆管理员的电子邮箱。老人特意嘱咐“这些都是

在英国一些机构史料库中有记载的”

——这是第二次发现北海史料在海外的踪迹。

时光进入到 2006 年 2 月，赴香港考察。香港圣公会小学原校长何蕴徽引领前往会督府。

途中，交谈话题也没离开北海“普仁”：“普仁医院举办过院庆吗？”

“有，我见过一张普仁医院 50 周年院庆照片。”何蕴徽答。

“这张照片现在哪？”



“照片收藏在侨居加拿大的黄菊荣家里。”

——这是第三次发现北海史料在加拿大也有踪影。

同样是在 2006 年 10 月，接待北海市政协香港籍委员刘敬恒参观院史展览，当脚步移动到

“北海中华圣公会普仁医院 50 周年联合纪念”照片前，刘先生驻足凝视良久，问：“照片中普

仁医院门楼上的‘CMS’三个英文字母是什么意思？”“史料有限，至今无法查证到它的含义。”

一声羞赧的回答。闻听后，刘先生当即表示返港后协助解开“CMS 之谜”。

一个多月后，刘先生托人带来一封信，信上说：“‘CMS’是大英传教会的英文缩写！通过

与澳洲圣公会的关系，现已与英国伯明翰大学图书馆取得联系，有确切消息，该馆收藏有 CMS

创会 200 多年以来在华活动的档案，藏品多达 200 余万件，从中极有可能查到北海史料及普仁

医院相关档案。”刘先生是个热心人，又在电子邮件中写道：“英国伯明翰大学图书馆文物部主

管今天来信息，表示已找出有关北海和北海普仁医院和普仁麻风医院的早年档案并欢迎北海市

派员到该馆查阅。”

这是第四次获悉北海史料在海外典藏的消息，而且是信息量最大、资料库存最多、种类最

齐全的一次发现！

万里奔赴，北海史料终被找到

自此后，受一股劲儿鼓舞：要努力把在海外的北海史料都找到，要把它们带回自己真正的

家——北海。

终于，机会来了：2007 年 3 月，经北海市政府批准，随广西医科大学代表团抵达英国伦

敦参加中西医国际大会。会议间隙，与受邀来英的刘先生会合，一同前往伯明翰大学，在那里

找到了中世纪风格古建筑群中的伯明翰大学图书馆。将档案史料馆馆长 Dr. Philippa Bassett

的邀请信交工作人员查验后，穿过大厅、乘电梯上到 4楼，档案史料馆的大门敞开在眼前。进

了接待室，一位一头短发，精明、干练的中年女士迎了出来，她就是给我们邀请信的档案史料

馆馆长 Dr. Philippa Bassett。见面后，她安排工作人员办理了准入证和接受查阅资料的程

序、讲了注意事项及进行短暂培训，签了《遵守英国 1998 年数据保护法和档案史料馆规定的

条款承诺书》后，这我们才进到了阅览室。啊，这是一处宏大、壮观、幽深的所在，通向文库

的门就有 4个，室内设有 8组阅览桌椅，阅览处呈复式结构——我们北海的史料就在这天穹之

下沉睡着。

管理员将一移动式书架轻轻推到我们座位旁边，书架上整齐地摆放着 43 本厚厚的刊物，

CMS 组织移交到这里的档案材料，单是《在中国的历史档案》这个大分类中就有 200 多万卷。

细分类《在华南地区的历史档案》也有 50 多万卷！在这海量档案资料中挑选、清理出北海的

史料，真有点大海捞针般的艰难。

但，不论多难，也要寻到北海史料！一种意志给着支撑。我们手（翻查、拍摄）脚（登梯



上高）并用：在档案史料馆闭馆前翻查完 43 本刊物，半天时间里拍下 290 张北海史料照片！

此后几天，查阅大英传教会文献中有关北海的正式文字记载还相对容易点，但当翻查北海

普仁医院和北海普仁麻风医院的原始记录、书信时难度上升，依该馆规定、翻查所领取的档案、

拍摄所找到的史料、都应按照档案放置的顺序包扎、送回管理员处后，再领取申请查阅的档案，

就这样来来回回，反反复复，有时，翻了一盒又一盒档案材料，却依然找不到一点有关北海的

资料。更逼迫我们的是，该馆的文献、档案，概不外借，除了现场查阅，其他方式概不提供。

压力下产生智慧，我们选择先做足功课。在“精准、精益、精选”上突破。进馆时填写确

定要调阅的档案登记表。利用“PAKHOI”（北海，粤语译名英文）单词作索引，独辟蹊径来查

阅北海普仁医院的历史资料，又与管理员沟通，了解到档案史料馆还用北海普仁医院、北海普

仁麻风医院创办人柯达医生(Dr. Edward George Horder)的英文名字来作索引，以此顺藤摸瓜，

查找效率大为提升。拿掉查阅路上“拦路虎”后，很快就在馆藏的大英传教会《1886 年至 1943

年 CMS 年报》、《1886 年至 1948 年的大英传教会全球各驻点的财务报表》、《1886 年至 1943 年

大英传教会医院院长给大英传教会的书信》等档案资料中，搜集到大批有关北海的原始史料。

紧接着，前往剑桥大学城拜访何爱德，在那里得到消息：北海普仁医院 50 周年纪念册收

藏在英国大英传教会牛津总部，于是请何爱德的儿子约翰帮忙收集，约翰通过电子邮箱发来了

《FIFTY YEARS AT PAKHOI》（北海 50 年）和（《PAKHOI LEPER SETTLEMENT》（北海普仁麻风院））

的复印件。

这第一次赴英，分秒必争，拍下了 2000 多张资料照片，所获史料可以理清北海历史的大

量谜团。但，还是有十六大盒档案没有来得及翻阅收集。

2007 年 6 月中旬，为了继续完成北海史料的收集工作，经市政府批准，再一次奔赴英国

伯明翰大学，对尚未找到的北海史料再挖掘。

那段时间，除了吃饭睡觉外，其余时间分秒都泡在史料馆内，连一周内唯有的一个晚上开

放日也不放过，终于按期查找完那最后十六大盒档案资料，拍下了 1000 多页（张）史料照片。

完成了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返回北海整理这些史料期间，发现北海麻风基金会档案典藏在伦敦市档案馆。这一史料可

认证北海是不是中国首家麻风医院。因该史料藏在另一机构，需再次莅临查找。

2011 年 2 月，本书作者在英国伯明翰大学档案史料馆收集北海史料情形

（吴落 供图）



于是，在 2011 年 2 月 14 日至 28 日期间，再赴英国伦敦市档案馆。在那里找到了北海麻

风基金会档案，档案所列表格、年代、时间都明证：北海普仁麻风医院为中国国内最早的麻风

治疗机构。

三次赴英，收获巨丰：找到的史料丰富了北海史籍典藏，丰富了北海市人民医院院史展览

内容，丰盈了北海百年前就已对外开放的史实。

以此为基础，拓展视野，又在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特藏室查找到了大英传教会在中国广东

北海、合浦廉州办医、办学，传教的报告。此时，社会各方也都提供北海史料在海外的新信息，

其中有人告诉：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市北海普仁后人威廉家中珍藏有当年中国政府鉴于他外公

谭信医生积极筹集捐款，协助组织国际红十字会医疗护卫队支援中国抗日战争，以及 43 年间

广泛地为中国人民做出无私而巨大贡献被授予中国国家最高文职勋章——彩玉大勋章等信息，

责任驱使要想尽办法把其中关键资料，珍贵照片寻到手。

经过这些努力，北海漂泊在外的史料得以整体、全面、系统地回到了家乡。

2011 年 2 月，本书作者结束在档案史料馆收集北海史料工作，乘夜色返回英国伯明翰大学招待所时留影

（刘敬恒 供图）

2013 年 9 月 29 日，本文作者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市访问北海普仁医院谭信医生外孙——阿德莱德妇产

医院博士威廉夫妇并在那收集北海史料 （黄锟 摄）

北海史料“归乡”，服务城市发展

数次万里奔赴海外，那些散落在英国、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档案馆及私人手中的北海



史料回归了故乡。回归，是为了拂去尘埃重现光泽一一光泽就是为北海深入开掘历史文化发挥

作用：

用从英国、加拿大收集的史料，考证编写出专著《寻根——北海普仁百年医史》（一下简

称《寻根》），2009 年 12 月，恰逢北海市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寻根》成为北海市申报国

家历史文化名城同步呈报的书刊；在配合北海“申名”成功后，又配合宣传名城北海，应北海

市人大常委会约稿，撰写了“百年情缘，今朝重续——北海普仁医院三任院长后人的普仁情怀”

文章，收录到《海纳百川，扬帆济远——广西北海市对外交往录》中；应北海市政协约稿，撰

写了“北海百年普仁医院首位英籍院长柯达”、“北海百年普仁医院首位英籍护士长波顿”、“北

海普仁医院首位华人院长沈永年”三篇文章，收录在《历史名人与北海》中；当北海市委、市

政府提出大力发展经济，促进城市跨越式发展时，撰写了“凝固的商埠——北海老街忆往”文

稿；在国家领导人出访法国期间，撰写了“北海与法兰西有情缘”的历史文稿，呼应了中西文

化交流交往互鉴的大趋势；当市电力事业实现提质增效，百姓用电得以保障后，撰写了“最初

的北海电力”史稿，说明当今北海电力发展已有坚实历史基础；北海交通日新月异，特别是通

了高铁，村村乡乡都有了公路，大多人家有了私家车后，撰写了“百年北海的交通工具”，以

此表明改革开放后的新时代北海百姓实现了共同富裕；在“新冠”疫情肆虐北海，人们对疫情

迫切想了解时，撰写了“百年前北海战疫史记”的历史文稿，稿中提及的北海百年前战疫的英

勇，提振了市民抗疫的信心；当北海传承历史文化，落实“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指示时，

撰写了“冠头岭，北海的方志之岭、史册之山”文章，提出了鉴往知来，永续奋斗，创建好全

国文明城市的呼吁；当市里多次提出感谢社会各界对北海社会发展的支持时，撰写了“马海德

与普仁末任院长”文稿，以表达不忘外国友人对北海发展所做贡献的感情；当市民对美好生活

有期待，期待有更好的医疗保障时，撰写了“北海百年前的医疗器械”，说明北海完全有能力

实现全民健康，齐奔小康这一民生愿景；当北海蓬勃发展文旅事业，改造银滩，建设海丝首港，

重塑高德老街品质时，撰写“你不知道的高德老街”文章，廓清了高德不为人知的许多史实，

引起国家自然资源部重视，要来拍摄纪录片；当国家提出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北海市也大力促

进职业教育转型升级，在新发展阶段实现“新变化、新形式、新技能”时，撰写“百年前的北

海职业教育”一稿，明确北海是中国职业教育最早萌芽地，有能力较快达致这一目标。

……

在海外追寻回来的这些史料都用在北海各方面的史证中，它们以“青春不老”的姿态，服

务家乡，回报家乡，家乡也因了它们而又新增历史光辉。



北海规划局、北海文化局、北海文物局负责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与筹建北海近代中西文化系列陈列

馆中采用本书作者从英国档案馆及海外收集的史照、古地图 60 张的证明书 （本书作者 供图）

2017 年 1 月 17 日下午，本书作者（前排左二）接待来自美国、意大利、古巴、土尔其、伊朗、埃及、

津巴布韦、苏丹等 8 个国家的 10 各外籍作家、学者和《美文》杂志邀请的学者、采编人员共 5 人组成的采

风团前来普仁医院旧址采风，并为嘉宾讲解普仁医院百年历史，与他们参观院史展览馆后合影留念

（北海市人民医院宣传科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