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章 新披露的北海史料：全是百年、百年前的

百年前的北海职业教育

北海领风气之先，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对“类型特色”的职业教育进行了从无到有的开拓，

一大批技能、技术人才在北海施展身手，加速了这座半岛城市向现代文明迈进的步伐。翻开史

籍，我们看到了百年间职业教育和职业人才在北海这块土地上相互激荡的生动图景。

开办学校，职业教育是主课

英国伯明翰大学总图书馆档案史料馆典藏的一份 1895 年 2 月 22 日会议备忘录载：“柯达

报告，计划在北海普仁医院建一所女子寄宿学校，学校主课是职业技术，技术有医科内外科和

护理技能，还有药品配送常识”。当时的医院院长柯达亲自上职业课程，同时还提出“把西医

院的运转与医师、护士职业的培训教育一同引入”。其他一些外籍医生也都到学校上课，培训

课是课业中的主课。

北海普仁医院临床实践和北海医疗职业教育紧密结合，一本英国伦敦出版的《1896 年年

信节选》里，英籍陂箴记道：“一个能够留纳 20－30 人的新女子寄宿学校（后称贞德女校），

学校学生忙完病患，稍有空余就去学习职业课程”，“职业教育课程使一批人医护技能得以提升”。

北海普仁医院不论是在缺医少药的那时代，或是在战乱频仍的那时代，都不停顿的服务北海百

姓，这些都有益于源源不断的职业技能人才输进和培养。

北海百年前的职业教育就有“产教融合”的特色，这与北海早期的对外开放和“西学东渐”

之风吹拂有关。据 1905 年广东三水人士梁鸿勋编写的《北海杂录》内载：“英国义校，分男女

两所，均在普仁医院内，男义校创于光绪十二年（1886 年）。女义校创于光绪十六年(1890 年）。

分男女教习专授中国经书、地理、算学、信札、体操等。初时学童，不过 10 名左右。嗣是递

增，现年学童则有 70 余。”这有利于开拓受教育者眼界思维，吸纳职业教育过程中灌输的先进

理念。

1928 年德国信义会德籍鲍间巽牧师接任后，在建德楼教堂办“信义小学”，并向政府立案

(陈考思 供图）



职业教育是一种类型教育，那时北海的教授者就强调各方文化知识的融会贯通。一本在英

国伦敦出版的《1926 年教会医院类报告》刊物载：“柯达医生夫妇建立了北海普仁医院、普仁

麻风医院，他们不遗余力地教当地没有文化的妇女学中文”，以提升他们接下来职业教育阶段

素质的达标。

英国义校是北海最早的“洋学堂”，创立女子寄宿学校更是空前之举，空前在于让她们一

进学校就先人一步的得到职业培训，让她们在这里接触到与传统教育完全不同的课程、教育方

式和校园生活。百年前这些具有前瞻性的职业教育方法、方向、方式对至今北海职业教育的谋

划和与时代发展同步都有鉴借作用。

疗治病患，医疗学校显身手

香港印刷的《1890 年北海普仁医院报告》里写道：“2 个月前，有一位年轻渔民被德国人

的枪意外地打伤（一颗子弹穿透大腿和下腹部），他被送到医院来抢救。很担心无法成功抢救

他，因为他看起来在死亡的边缘上徘徊……奇迹发生了，这个受伤的年轻人慢慢地康复了，他

识字，有文化，柯达医生吸收他做医疗学校学员……”

就这样，柯达医生把普仁医院作为医疗机构同时，更把办医疗学校当作他的宏图。特别是

首位北海人跟“洋人”学医，北海人在医疗学校接受中西方贯通的职业教育，这在当时，北海

四邻八村视为惊奇。这以后的 1 898 年，医疗学校又招收男子寄宿学校毕业年龄最大的一名男

生当培训助手“以师带徒”，重在实际操作的培训，让学员不仅胜任医疗助手的工作，还能独

立进行外科手术。

随着普仁医院发展，护理病人急需受过专业培训的护士。1897 年 11 月、1900 年 10 月，

英籍、澳大利亚籍执业护士波顿、史密斯先后来北海普仁医院并为医疗学校上课，为北海女性

习医、习技打开通达之门。对此，英国伦敦出版的《1900 年年信节选》记：“选送 1名女子学

校毕业生到香港培训护士，学成归来在普仁医院工作”。又一本《1903 年年信节选》刊物写道：

“培训一名中国女护士”。北海普仁医院所办职业医疗学校在护理史上的开创年月比 1920 年 9

月北京协和医院护校开班招生 3人（只有 1人坚持到毕业），早了 20 多年。

1905 年，普仁医院职业医疗学校不但培训本地护士，而且培训医师、药师，一大批医技

人才，医护人才，医药人才从这里走出，成为百年前北海数量可观的医务人员，他们给北海病

患带去仁心仁和健康保障。。

北海普仁医院职业教育显现效能，医校毕业生在医疗一线显身手。对此，《1906 年北海普

仁医院报告》里记道：“药房的工作因聘用了一个中国学生已经减轻了压力。”又一本《1907

－1908 北海普仁医院报告》内提到，医院员工有医学生李亚太和药师刘伟胜、本土女护士劳

二婶和李四嫂以及麻风病人助手。另一本 1907 年《仁慈与真理》刊物里，普仁医院第二任院

长李惠来写道：“医疗站招聘第二个中国学生在那里工作。”1910 年李惠来又在工作报告中记



述：“1909 年 11 月谭信医生从英国返回北海。那时我们培养出了药师”。期间，李惠来又培训

一名本土医学生，后送到英国留学。北海医疗职业教育的优秀人才成为我国职业教育人才最早

走向世界的那批人之一。

1909 年英籍博士谭信与他培训的北海本土专业技术人员在一网球场旁交流

（英国剑桥大学城 约翰供图）

着眼就业，举办手工技艺职业教育开新葩

在英国伦敦出版的《1898 年年信节选》里，柯达医生写道：“我们从职业就业开培训课，

鼓励麻风病人从事手工业制作，做一些当时社会较缺的手工艺品，如花篮、草帽，搓麻绳，做

扫把、拖鞋等。让他们换来少量的钱可以付饭钱。”

在《1902 年北海普仁医院报告》里，英籍波顿护士写道：“我们有医务人员教授病人钩花

边。女子寄宿学校那里有 19 名学生，其中一半的学生学会织蕾丝花边，她们出售手工艺品获

得的钱可以支配她们三分之二的伙食费。”

《1910 年仁慈与真理》刊物里，李惠来写道：“身体没有障碍的女麻风病人编织花边，做

的很漂亮，有些还销到英国和其他国家”。另一本《1921 年教会医院类报告》刊物载：“北海

普仁麻风院的女病人编织花边由英籍裨大护士长亲自教她们，这些花边编好，经消毒后被寄到

国外去。”

民国时期，6名在北海合浦工作的德国女教师合影（陈考思 供图）

《1904 年北海普仁医院报告》里，郗来写道：“阿力接受了我的建议，并动手为自己做了



一个假肢。他的手艺很值得称赞，我马上带上他一起去城镇，用木头去做假肢给所有需要假肢

的人。”又一本《1907－1908 年北海普仁医院报告》内，波顿写道：“我们在男子麻风院给一

位来自钦州的患骨头坏死需截肢治疗的妇女订做一个坚实的木头假肢，上部分是空心、让残肢

能进入，完整而合适，价格约 4元。患者的儿子非常高兴地付了钱，因用一根棍子病人便可以

行走，相当不错。”

普仁医院根据当时北海的社情、民情、疫情，训练女子学校的学生、麻风院的女患者制作

花边，成为北海新兴的手工业和对外交流的产品；训练麻风院的男患者编织篮子、草鞋、扫帚、

绳索、木工等，以解决生计，不但增多了市场的产品，也把中国技艺、中国制造传输到国外，

北海在工艺职业教育上的成果，领当时时代风骚。

储备师资，选送良材赴港进修

百年前北海职业教育鲜明的特点是“面向未来”，和不同的文化互补渗透。一本《1905 年

年信节选》刊物里，柯达写有“我们送学校里最好的男孩到香港圣保罗学校学习，培养他们做

校长。”另在《1906 年北海普仁医院报告》内，英籍叶吉莲写道：“我管理北海女子学校。今

年选了 2 个好的女学生到香港约翰斯顿女子学校去培训。”对此，陂箴夫人写的“女子学校”

报告有详细记载：“我们的女子寄宿学校今年已失去了创始人（柯达夫人）的娴熟监管优势。

难以聘请到教师仍然是个问题，这两年尽管我们一直努力从香港聘请教师，但没有成功过。所

以我们派出了两名最有前途的女孩到香港约翰斯顿女子寄宿学校培训。这是一个新的起点，我

们都相信，它是确保未来教师的唯一出路。这两个女孩是孤儿，这些年来一直住在学校，所以

我们期待她们学成归来后，帮助主持学校的工作。她们是夏天去的香港，我们至今从约翰斯顿

小姐那里收到关于她们的报告都是良好的。今年有 3名老师在男校，只有一名在女校。”从上

述可见，为培养好职业教育人才，北海有识之士是殚精竭虑的。当时的北海英国义校先送本土

男女学生到香港培训，还培训从香港来北海治疗麻风的女学生、本土男麻风患者成为麻风学校

的老师。

1928 年，在北海合浦“信义小学”工作的德国女教师李美德 （陈考思 供图）



近代北海兴办职业教育，满足了社会对医学、教育人才需求，形成多样性、灵活性及实用

性等诸多特点于一体的职教体系，奠定了现代北海职业教育的基础。

中西方文化交流互鉴，北海职业教育全系统推进

北海人务实、开放、兼容、创新的教风在中西文化推动下赓续不断：

民国时期，普仁医院职业医疗学校特征鲜明，英国伦敦出版的《1925 年教会医院类报告》

刊物中记载：“是年年初普仁医院开始培训 5名年轻女护士和 2名男护士，还培训 4名麻风病

人护士”。1925 年 6 月 17 日，一份会议备忘录载：“（会议）决定：给北海 2893 港币，用于职

业教育开支。”

1927 年 9 月至 1935 年，普仁医院首任华人院长沈永年培养了一批护士、助产士、医师、

药师。《1933 年教会医院类报告》载：“北海普仁医院医务人员中有沈永年和他的弟弟沈丕善，

1个护士长，1个药剂师还有 11 位护士，都是中国人。廉州分院设有产科，有 1个中国籍的正

规护士和 1个助产士。”

1937 年英籍李美格护士长在“北海医院新面貌”文章中描述：“北海普仁医院林球璋（香

港籍院长）在 1936 年中国新年后上任，他带来了 3位香港受过正规训练的护士，由她们培训

6位实习护士。”

在《1938 年至 1940 年普仁医院工作报告》里，奥地利籍院长米尔智这样说：“北海普仁

医院有 4名正在训练的护士，2名实习护士生。我们每周给她们开讲座 2次。”

1942 年 11 月 2 日，荣藉光写的报告中记：“朱国京院长和他的太太已从香港来北海普仁

医院上课。当时有 4－5个受训者。”

民国时期，北海合浦到广州“中德中学”读书和赴德国柏林留学深造的教师和学生合影

（陈考思 供图）

1948 年冬，北海普仁医院末任院长林怡贤开办护士、助产士训练班，培训职业助产士 7

人，每日除实习外，还授以各科知识，以充实各生之学术基础。



1950 年普仁医院林怡贤奉广西省卫生厅之命筹办广西省第七医士学校，1950 年 11 月招生

20 名，1951 年初开学。林怡贤兼任副校长、还有解剖学与外科学老师，其夫人林茵任内科学

与妇产科学老师。留学德国的医生、曾任北海普仁医院代理院长的（1947 年 7 月至 9 月）葛

嘉材任药理学物理诊断、解剖学、内科学老师。临床实习由林怡贤与林茵负责带教。1953 年

毕业生分配到中南、华东、西南、华北等地行医。

1890 年至 1952 年 11 月（人民政府接管北海普仁医院）医药教育模式经历了收授学徒，

青年学子留洋学医，创办多种形式的培训机构，这诸多途径共培养了 76 名西医药人才，这些

职教学生毕业后充实到医疗队伍，不但推动北海医疗向纵深发展，同时他们也成为新中国首批

医学专门人才。

普及技能，一批印刷工人上岗

培养能产出融合的职业教育人才在北海早期工业中也有显现。《1896 年年信节选》里，陂

箴记述：“（北海）印刷工作：有 3台印刷机，病人中有 25 位通过罗马拼音系统的考试，他们

还可以教授其他人……”另一本《1906－1907 年北海普仁医院报告》内陂箴夫人写道：“六年

的印刷《圣经》罗马化工作已经完成……印刷工作的负责人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在男麻风大

院里住了十五年。他从 7 岁开始患麻风，现已 34 岁。因为他的关系，印刷工作人员的效率都

很好……我们罗马化的书籍正在逐步找到出路，可销售到有华人讲粤语的许多地方。我们已有

新加坡和新西兰的订单。”

1907 年辛亥革命期间，普仁麻风医院印刷部承印内容为“做工作不要忘记革命！”“世界

大同！”等标语。

《北海大事记》载：民国四年（1915 年）英国教会医院创办中文版《觉民报》周刊，发

行 1500 份，免费赠阅。内容主要报道战争新闻，从德文报纸摘译。民国八年（1919 年）停刊。

民国时期，在北海合浦工作的德国女教师业余时间在做手工

（陈考思 供图）

民国十六年（1927 年）一月、中华麻风救济会发行的《麻风季刊》里，特约通讯员李俊

昌在“北海麻风医院”一文内描述：“印刷部能印刷罗马字、中文和英文。各教会所用的印刷

品，差不多都在这里出版，近来部分工作已经停止。只雇佣了 3~4 个工人。”



在英国伦敦出版的《1938 年教会医院类报告》刊物内，北海普仁麻风医院英籍医生罗素

写道：“当时在北海印刷了很多书籍和小册子，为北海赢得了赞誉。”

北海的职业教育种芽就是以这样“随风潜入夜”的浸染在当时社会普受欢迎，它不但使百

年前北海职业教育蓬勃，更为当今时代的职业教育拓展提供了弥足珍贵的镜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