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章 北海文明姹紫嫣红：因交流而交往而互鉴

合浦蛟龙塘村老人对上海女士情真意切的感念

在北海合浦蛟龙塘休养院，老人们时不时地谈到上海，总讲着上海的什么事儿。上海和这

些老人有什么情真意切的牵绊吗？我们先从百年北海普仁医院、普仁麻风医院首位华籍院长沈

永年的后人唐国美、现已年过七旬的上海老人说起。

先辈仁爱

唐国美的外公沈永年，1917 年毕业于杭州广济医学专门学校。先后在皖赣湘鄂豫江浙 7

省行医 9年，历任天生医院院长、上海同仁医院副主任医师，合肥医院主任医师、代理院长、

南京鼓楼医院代理外科主任等职。期间，他与杭州的千金小姐柴文瑜喜结连理，婚后不久到上

海虹口区安家落户，挂牌行医。彼时，听闻遥远的广东北海（今广西）有麻风病患需要治疗，

于 1926 年 7 月 9 日，由沪搭轮莅任，不料船近香港时为海盗所劫，在匪窟幽禁数月，尝尽人

生苦楚，经家人亲友奔走设法筹款，始行赎回，虎口余生。1927 年 9 月 29 日举家再度北海赴

任，成为北海普仁医院、北海普仁麻风医院首任华籍院长。

沈永年到北海普仁医院后，以丰富的管理、沟通、协调能力把医院由医教合一管理模式，

转化为医教分离，为当地民众服务，深得信赖。还被聘为北海海关首位华人医官。

1927 年，沈永年的女儿沈爱琳（后）与弟弟在北海普仁医院医生楼门前留影 （唐国美 供图）

唐国美的母亲沈爱琳，是沈永年的女儿，5岁时跟随父亲来到北海，童年、少年时光在北

海度过，有时还跟着父亲出诊，帮忙打下手。在北海的这段经历，融入了沈爱琳的记忆血液中。

后来，女承父业，沈爱琳成长为一名医生。成家后仍与沈永年一起生活。幼小的唐国美对这些

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热土呼唤

沈爱琳渐入老境后，一直期望在有生之年去北海追寻父辈与童年足迹，寄托不能忘怀的思



念。怎料夙愿未偿，2006 年沈爱琳抱憾离世。

母亲离去后，唐国美陷入无尽的思念，“到北海，替母圆梦！”随时光推移，内心深处这一

愿望越来越强，她四处托人打听北海普仁医院，但，遍寻无果。

有时，机缘难觅时，却又忽能款款而来。

2010 年夏天的一天晚上，唐国美儿子张圣杰打开电脑搜索北海，突然一张沈永年全家福

照片跳进眼帘，母子凝望着，发现照片来源于北海市人民医院网站。他们怎会有 83 年前自己

外公的全家福？难道与北海普仁医院有关？唐国美忙联系在北海经商的朋友打探实情。

很快，唐国美得到好消息，啊、北海市人民医院的前身就是普仁医院，就是她外公曾当过

院长的地方!

2010 年 8 月 18 日晚上，唐国美在儿子的陪同下，从上海浦东机场乘机去往她魂牵梦绕的

北海。抵达后，北海市人民医院为她举行了欢迎会。会上，唐国美拿出沈永年照片和眼科手术

器械，动情讲述外公在北海为救治麻风病同胞险些丧命的感人往事。

会后，唐国美将珍贵的史照、设备赠给院史展览馆。在普仁麻风医院遗址大院林荫中，她

痴痴地站在古榕树下，仿佛又看到了沈永年与母亲在为麻风患者换药的身形……唐国美情难自

抑：“母亲呀，我为您圆梦了！”也就在那一时刻，一个想法在胸中升腾。

情暖人心

历史原因，北海市将合浦、福康、南康、北海白屋四个麻风病康复村的麻风康复者集中起

来安置在北海合浦蛟龙塘休养院。那里至今还生活着一批一时难以回归社会的麻风病康复老人。

唐国美升腾于心的要为麻风病康复老人送关爱的行动展开了。2011 年 6 月 3 日，唐国美

母子从上海前来北海，6 月 5日，刚结束“百年普仁，同怀思远”125 周年纪念活动，就奔往

北海合浦蛟龙塘休养院。

第一次走进麻风村，唐国美亲眼看到一张张饱受疾病摧残的脸，看到了那些没有子女陪伴

的老人，在一种不可形容的孤寂中度日终老，心灵受到震撼，震撼中心生爱意怜心。离别前，

她送给每位老人一张“努力向上”的祝福卡，坚定地对他们说“我要再来”。

募资打井

2012 年 9 月 19 日，唐国美再次来北海，参加外公沈永年北海行医 85 年纪念活动，行前

得知合浦县蛟龙塘休养院是一个没有河流的村庄，由于地处偏僻，20 世纪 90 年代起，政府与

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多次尝试打井，均因技术和地质原因而未能如愿，休养员用水困难、日常饮

用着大肠杆菌超标的地表渗透水，知此唐国美的心揪起来，她要为改变这一切鞠力。随后，她

发动上海亲朋好友为北海休养院打井捐款，多方筹措共筹款 98527 元。

为节省路费捐款打井，唐国美再来北海时乘火车颠簸而来。来到北海就与有关人员共商为



北海合浦蛟龙塘休养院打井事宜和请打井队，刚开始施工方听说进麻风村打井都不愿去。最后

找到一个民间打井队，这才解决了打井专业队问题。

9 月 23 日上午，随着礼花绽放，隆隆的钻井声响彻茂盛的甘蔗林，持续了 7 昼夜，在钻

到 60 米深处时，混浊水上来了，继续打井，穿破岩层、当钻头打到 80 米深度时，一股股干净

的泉流奔涌而出。经有关部门检测水质，这地下水完全符合标准，可以安心饮用。中秋月圆时，

这个没有河流的村庄流淌出了清洁的活水。

随着机房等配套设施建成和完善，北海合浦蛟龙塘村的“人饮工程”全部竣工。2012 年

11 月 14 日上午，唐国美又一次来到小山村。在竣工仪式上，当她将水井机房房门钥匙交到村

民手上时，现场的村民们心潮激荡，喜极而泣。北海合浦蛟龙塘村 246 名村民（其中麻风病治

愈者 175 人，家属 71 人）在唐国美爱心奉献后喝上了健康的达标水。

2012 年 11 月 14 日，在北海合浦蛟龙塘村的“人饮工程”竣工仪式上唐国美将水井机房钥匙交给村民

（吴志霞 摄）

义演捐款

唐国美返回上海，就又为北海合浦蛟龙塘村西门堂危房修缮问题筹款。

“西门堂”是始建于 1889 年北海普仁麻风医院的标志性建筑，1936 年，北海普仁麻风医

院整体搬迁至白屋村附近，“西门堂”随之迁建。1994 年因城区开发，北海白屋麻风村搬迁到

合浦蛟龙塘，“西门堂”随之迁建。修好“西门堂”是北海合浦蛟龙塘村老人的期盼。

2013 年 10 月 18 日，上海国际礼拜堂举行了有史以来第一场慈善音乐会。唐国美上台亲

自献唱，她深蕴着爱与情的歌声飘往黄浦江，震撼上海滩——这场慈善音乐会募得 67 万元。

随后，这笔善款被用于修缮北海合浦蛟龙塘村“西门堂”和资助北海 12 名贫困学生。

2015 年 5 月 31 日，“西门堂”修缮完成，在剪彩典礼上，守在一侧的唐国美默默看着合

浦蛟龙塘村休养院老人们欢悦的面容，欣慰的泪水湿了衣襟。



2015 年 5 月 31 日，时任上海市普陀区委统战部部长冷旭生（右七）一行来到北海合浦蛟龙塘村举行西

门堂捐赠剪彩仪式 （张业忠 供图）

冬日暖心

2016 年 1 月 29 日，在国际麻风节来临之际，唐国美又来到合浦蛟龙塘休养院看望病患，

送来 33 台电饭锅，33 台电磁炉，33 台电水壶，33 台电暖气，184 份糕点饮料，唐国美挨家挨

户给 70 岁以上的康复老人送上这些电器，给他们每人派送节日慰问金 50 元红包。爱如冬日的

一缕阳光，温暖休养院老人的心。此次，她与上海爱心人士捐款 16763.70 元，购买并送达这

批物资送到麻风康复老人手中。

2017 年，在上海的唐国美，心里惦念北海合浦蛟龙塘休养院的老人买菜、洗衣的问题，1

月 13 日，她带着上海热心人士捐出的 1 万元善款又赶来北海，在北海大商场购买两台冰箱，

两台洗衣机，还购买了老人点名要的香肠 26.57 斤，榨菜 450 包。把这些家电与食品送到康复

老人手里。

2017 年 3 月 13 日，唐国美为协助北海电视台拍摄国家图书馆项目《北海普仁医院》纪录

片再赴北海，遇上倒春寒。心里放不下休养院的老人，她打电话给村长了解情况，当获悉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至今没人捐棉衣时，她马上购买 131 件棉衣（羽绒服），一时无法买齐时，

她找到商场负责人，负责人听了原委立刻安排从广州、南宁补货。3 天后的 16 日上午，唐国

美带着用善款 13000 元购买的这批暖心棉衣来到合浦蛟龙塘村送给全村的老人。棉衣在身、阵

阵暖流在每位老人心中流淌。

传播仁爱

2018 年 5 月 22 日，唐国美应邀出席在北海举办的“百年医院制度文化建设”论坛，带来

她外公沈永年当年使用的 100 多件医疗器械在院史展览馆中展出。会议刚结束，唐国美就又来

合浦蛟龙塘休养院，慰问康复老人，给 70 岁的老人每人派送慰问金。12 月 17 日，唐国美第 8

次来合浦蛟龙塘休养院，此行，她给老人带去了爱吃的香肠 26.57 斤，榨菜、紫菜各 450 包。

爱心因无私而珍贵。为了这些孤寡老人们在有生之年感受到温暖和尊严，唐国美这位普人



后人，传承先辈仁爱，在北海谱写了又一曲爱的赞歌。

2017 年 3 月 13 日，唐国美在合浦蛟龙塘休养院给老人送棉衣、棉被

（北海广播电视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