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章 文明整合后的北海：从枝叶追溯到根脉

并非仅仅是来自“广东北海洋务局”的函

这是一封来自广东北海洋务局致大英传教会的函件，收藏在英国伯明翰大学总图书馆档案

史料馆内，该函 32 开大小，用毛笔竖着书写，红色的繁体字分外夺目，函的内容如下：

迳启者北海商埠承

贵公会设立医院并派班查梨医生主治院务善举宏施足徵

恺泽班医生在北海数年凡因病到院请医者无不立即细心医治钦廉高民氏士庶感戴

靡涯即地方文武官员亦相与心悦钦佩鄙人自办理北海洋务业经四载有余确知班医生守

道诚笃医理精明而品行尤为端正毫无闲言用特证明为此函致贵公会明鉴并颂公祈

广东北海洋务局敬启

7 月 5 日

时间是百年前，加上广东北海洋务局毛笔书体签字，足以见证其文物价值不菲。

它无言传递着北海这座老城厚重的历史文化气息，透过这张已经泛黄的纸面，依旧可以感

受到珠城海纳百川的情怀。

1876 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隶属广东的北海由此开埠。英国、法国、德国、奥匈帝

国、意大利、葡萄牙、美国、比利时等西方国家，先后在北海设立领事馆、教堂、医院等。开

埠后的北海，何时设立洋务机构管理外事呢？

对此，晚清（1905 年）梁鸿勋编写的《北海杂录》内载：“洋务局，初未设局，光绪七年

七月（1881 年）7月督抚宪札委厘务委员许兼办理北海洋务。即于二十日开办，嗣是该局事件，

均由厘务委员兼办，至十六年（1890 年），委朱守咸翼专办局务，稽查华佣出洋，设局自此始。

十七年（1891 年），添派黄委员为会办，旋于二十年五月（1894 年 5 月）间，奉文裁撤。时委

员盖彭君也。二十六年（1900 年），李文忠公督粤。七月间，复委汪委员设局开办。是局之设

也，除与各领事办理交涉事务外，防查拐带，亦该局义务。”

《北海市志》内载：“宣统二年（1910 年），北海洋务局再次撤销。民国时期，按国民政

府指令，各省设交涉署，重要市县设交涉员，民国二年（1913 年）4月，国民政府设北海交涉

署，外交总长呈请任命柬榆为首位北海交涉员。后改北海交涉署为琼州北海交涉署，琼州设有

兼北海事务的交涉员。民国十五年四月（1926 年）琼州北海交涉署改为钦廉雷交涉署。北海

洋务局何年恢复时间不详。”

这封广东北海洋务局致英国圣公会（大英传教会）的函件及相关史料厘清了一桩重要的史

实：北海洋务局撤销后的 10 多年期间，仍然沿用北海洋务局机构名称进行涉外公务活动。主

持办理呈送此函件的是北海交涉署首位交涉员柬榆，办理的时间是 1918 年七月五日。



北海洋务局这封函中盛赞的班查梨医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史料对他有详细记载，“班查梨”是英文名字 C.G.S.Baronsfeathe 一个粤语译音很成功的

中文名字。名字是由别人起的，还是自己取的，不清楚。班查梨生于 1880 年，南爱尔兰人，

毕业于爱尔兰都柏林大学，持医学博士、法学博士、文学硕士文凭。远东著名的外科医生。因

接受大英传教会的聘请，携妻远赴遥远的中国，1910 年 10 月 8 日来到了北海，协助“普仁”

两院院长李惠来医生的工作。

南爱尔兰籍医学博士、远东著名外科医生班查梨 1910 年 10 月至 1920 年 10 月在北海工作期间留影。

（2007 年 3 月 14 日，本书作者摄自英国剑桥大学城何爱德家）

班查梨是受过西方近现代医学系统教育的医生，在中国期间从未间断与欧洲医学界的学术

交往。他将西方最新的临床技术及药物应运在北海普仁医院中，他以医院为实验基地，开展医

学科学研究。他是最早在中国从事放射影像学、麻风学研究的学者之一。1911 年，掌握 X光

仪器诊疗知识和操作技能的班查梨医生通过各种渠道在伦敦为北海普仁医院买到一台当时刚

研究成功不久、世界最先进的 X光透视机。北海普仁医院当时的医疗技术水平步人世界先进行

列。

这台先进的 X光机是近代中国最早、当时最先进的医疗 X光机之一，应用 X光技术开展诊

疗，使得北海普仁医院成为中国最早应用这项非创伤性的内脏检查技术的近代西医院，更成为



中国最早应用 X光诊疗麻风病的医院。

百年前这台尚属昂贵稀罕的 X光机，从英伦三岛来到中国南方的珠城北海轰动一时。发生

了几件趣事。李惠来院长在 1911 年 8 月 4 日的一则日记写道：“有一个陈太太来找我们，想请

医生帮忙检查她老公陈先生的心，看看老公是否爱她；还有一王姓太太想让医生用 X光机预测

一下她儿子的前途如何；一天，一个男孩掉到井里被救出来，送来医院治疗，用 X光机照片检

查发现骨折了，我们就给他包扎固定。”

通过这些有趣的描述，百年后的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当年北海风气的开放，北海人对新生事

物的好奇以及对西方近代先进医学的接纳。

班查梨为北海普仁医院购买的这台 X光机，提高了诊疗技术。很多原来不能诊断或治疗的

患者在该院里得到了医治，整个医院的手术工作得到了改善。对此，英籍护士长裨大有记述：

“我在 1911 年 10 月来北海。我们（北海普仁）医院接受了 7、8 个枪伤的士兵，X 光机帮助

我们找到留在人体内的子弹。”

班查梨医生是一位志向远大，又富有仁心仁术的人，治愈麻风病患者，消灭麻风始终是他

的追求。他在北海首创了使用 X线电疗的方法来治疗麻风病，拓展了治疗麻风病的方法，为大

量的麻风病患者提供了更好、更安全的治疗。1915 年他对这一方法进行总结，“麻风病患者都

很希望能治好，有了 X光机是很好，还是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每次治疗要 20 分钟，要治疗两

年的时间，也不能保证完全会治好，这样耗电量增加了。李惠来因为这台 X光机（投入使用）

建了个发电厂。”

班查梨出任“普仁”两院的第三任院长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北海普仁

两院带来极大影响，外籍医护人员被调离北海，“普仁”的医护力量减了三分之二，有时出诊

医生也不够。1917 年初，“普仁”工作由班查梨主持，在极其困难条件下，他不离不弃，坚守

岗位，开放医院，继续为民众提供医疗服务。

来自英国的拨款不到位，医院经费严重短缺，班查梨夫妇不但领不到薪水，而且还花光了

个人所有积蓄。

当年的工作报告记载；“妇产科人满为患，很少有空的病房，全年的门诊病人 17283 人次，

住院病人 545 人次。大手术 92 台，小手术 369 台。廉州医疗站门诊病人 9481 人次。女麻风病

院有 47 位病人，男麻风病院有 88 位病人。班查梨医生采取 Leonard Roger‘老杰爵士’新治

疗方法治疗麻风病人的工作取得重大成果，治愈了不少麻风病人。”

1917 年 7 月 6 日，孙中山与廖仲恺、朱执信等南下广州，利用“两广”自主的局面联合

滇桂军阀，举起了维护《临时约法》的旗帜。

1918 年初，由粤军、桂军和滇军组成的护法军，在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指挥下，在广东

雷州半岛打败了袁世凯的亲信盘踞广东多年的军阀龙济光的部队，龙济光率残部退往海南岛。

同年 7至 9月，广东地区的护法军集结北海，准备跨越琼州海峡讨伐窃据海南岛的龙济光。随



后，时任广东督军兼陆军部长的莫荣新派沈鸿英率部渡海攻打龙济光。龙抵挡不住，被迫率残

部乘轮北去，投靠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沈鸿英因此被任广东琼崖镇守使，护国第三军总司令。

广东航空队也参加了这次讨伐龙济光的战役。

这两场在北海附近进行的战斗，造成了双方大批士兵伤亡。战争结束后，部队把受伤的士

兵陆续送往北海普仁医院，没多久，医院里就来了 90 名受伤的士兵。原先还秩序井然的医院

瞬间变得哄闹和嘈杂。医院的诊室、病房都躺满了伤兵，大多是枪弹击伤、或是烧伤，破碎不

堪的衣物包裹着血肉模糊的身躯。凝固的血液肆意粘在伤兵肮脏的肌肤上。有的因疼痛而呻吟，

更多的伤员昏沉沉地睡着。班查梨带领医务人员用最快的速度投入救治受伤士兵的工作：检查

伤员的伤情，判断轻重缓急，清洁伤口、包扎、X光检查、手术。一阵骚动过后医院终于安静

下来。对于医院救治受伤士兵忙碌的情境以及受伤士兵在求医过程发生的事情，在当年北海普

仁医院的报告中有这样的描述：

“（医院）1918 年工作任务很重，因为来看病的多是受伤的士兵，班查梨院长忙于用 X光

机检查受伤的士兵体内的子弹，然后施行手术。

在救治 90 名伤兵的日子里，班查梨医生夫妇和波顿护士长非常忙碌。经手术、护理，心

理治疗，挽救了 90 名有生命危险的伤兵，最后他们全部康复出院。

在战乱期间，欧洲社团募捐供给普仁两院的物资不到位，班查梨院长不但领不到薪水，而

且出资支持麻风收容所的医疗工作。1918 年花费 1026 港币引进“老杰爵士”(Sir Leonard

Rogers，C.I.E.)新方法治疗 135 名麻风患者（男 88 人，女 47 人），成功治愈 10 名麻风患者，

这是当年中国北海重大的医学科学研究成果。为了解决经费问题，让治疗新方法造福麻风病患

者和消灭麻风病，1919 年 11 月，他在英国伦敦的一份医学杂志上发表了《治疗麻风病新疗法》

一文，文中描述：“战争期间（一战）我们没有请求到资金资助，而是默默使用新药物。新疗

法只要使用得当肯定可以治愈麻风病。而即使只是部分使用该疗法也可控制此病恶化，从而使

麻风病患者摆脱发烧、骨头痛、腹泻、消化不良、头痛过敏等症状，消除患者的痛苦和绝望的

情绪……战争还在继续，汇率很不稳定，我们获得的捐款很少。我自己没有了工资，还不得不

借资金来维持麻风医院的工作。我有治疗麻风病的方法但没有钱，这确实是令人心碎的情

况……我希望看到此文的人能支持我，因为我在为这些可怜的麻风病人提供治疗……”此文介

绍了北海普仁麻风医院临床治疗新成果和现状，不但促进医学全球交流，而且呼吁资助麻风病

新疗法，在英国伦敦轰动一时，人们慷慨捐款。班查梨院长将这些善款全都用于治疗北海的麻

风病人。

班查梨医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推进西方医学技术，为患者解除疾苦。他的善举不但受到

缺医少药珠城平民的拥护，而且受到北海洋务局的称颂。他贯彻第二次国际麻风会议精神，竭

尽全力对贫困无依的麻风病人均予以隔离，引进麻风放射电疗法和实行强制注射治疗，成功治

愈麻风病患者，为开创近代中国的麻风救济事业和科学治疗、康复、防治作出贡献。他是近代



中国西医学科发展、近代中国麻风学重要人物。其在北海主编印刷的“普仁医院年度报告”、

在英国发表的医学论文，推动了近代北海中外医学交往与交流。

班查梨在中国北海艰苦工作 10 年，最后感染上天花和肺结核病重疾，身体累垮了，1920

年 10 月 13 日离开北海，到英国治病，之后到加拿大从医，1944 年 1 月 2 日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