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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麻风院首任院长罗素

作者：周德叶 来源：北海日报

图为罗素与一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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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罗素夫妇回国前向长眠在异国他乡土地上的女儿伊丽莎白·罗素告别。张国权画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北海普仁麻风院因太靠近市区，有碍公共卫生，以及

该院面前的道路要拓建，不得不迁址到市区西南郊 4英里外的白屋村附近。英圣

公会对该会在中国最早设立的这间麻风院的搬迁很重视，特委派毕业于英国爱丁

堡大学内外全科医学士罗素（GilbertL·Russell，前来任该院迁址后的首任院

长。该院搬迁后，在院务及医疗体制上与原普仁医院分家，从此麻风院有自己的

医务人员，不再依赖普仁医院的医生。迁址后的麻风院有三个谓称：正式名称为

“普仁风院”；麻风病人则因该院刚搬迁且医务独立，又有新的院长，故称其为

“新麻风院”；市民则因它靠近白屋村而称其“白屋麻风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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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理念别具一格的罗素

罗素是于 1935 年夏携带妻女到北海上任的。他善于观察和分析问题，写了

一篇题为《北海新老麻风医院的风雨历程》的文章，谈了环境对麻风病治疗的重

要性。他说，当时一些英国人认为麻风病是可以治愈的，并在报纸杂志上了解到

有关情况，因而主观地认为经过适当治疗的麻风病人的痊愈率达 95%。然而“适

当的治疗”是指“隔离治疗”，即享受新鲜的空气、阳光，加上适量的体育运动、

娱乐活动，以及他们力所能及的工作等等。其实从许多病例可看出：对于麻风病

和肺结核病患者治疗的效果，与客观的治疗环境有着非常密切的依赖关系。

他举例说，病人自身的情绪和他周围同伴的喜怒哀乐，都会直接影响他的健

康状况。罗素又 说，北海旧麻风院的病房狭小，病床几乎是一张紧挨着一张，

年幼的、病情轻的病人被迫与年老的、病重的患者近距离接触，使本该能短期治

愈的病人的病情不断加重，医疗期不断延长，最后发展到遥遥无期。

迁址后的麻风院看来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罗素对新麻风院的环境很满意。

旧麻风院将陆续搬迁到空气清新、沙地土质、绿树成荫、离市区 4 英里以外的西

南郊区。新建的麻风院最初只有几间房子，均为平房架构，中为一间大房子，与

两头的小房子相连，前有走廊。教会也拿出一些特殊款项建造简陋的、用竹席搭

起来的房子，并配备各种医疗器械，让麻风病人能接受当时最好的治疗。

对新麻风院的未来充满希望

罗素对新麻风院的未来充满了希望，计划把它建成一个非常惬意的、具有田

园风光的医院，像英国城郊的那些乡村医院一样，可接待并医治急性病和需要手

术治疗的病人。新麻风院还要配置厨房，娱乐室还可用于授课或开会。医院附近

应有一个集市，交易日用品，以方便病人的日常生活。还计划用主教从香港带来

的印度品种的山羊和本地的山羊杂交，培育出一种产奶型的山羊，以提高新麻风

院里奶羊的产奶量。为了更好地预防麻风病的传染，还想在病人居住的区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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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货币，将麻风病的传染风险降低到最小的程度。

笔者看到一本名为《北海麻风病人的安置》的小册子，是英圣公会传教团印

发的。小册子里的文章没有作者的姓名，但从文章内容及所涵盖的时间（1886—

1936）来看，此文作者应是罗素院长。1936 年是北海麻风院创立 50周年，也是

罗素到北海走马上任的第一年。新麻风院的建设需要资金，他把北海麻风院创建

半个世纪以来的艰苦历程和所面临的困难刊登在小册子上，在英国向教友们广为

传发，让人们了解北海麻风院的有关情况，号召大家伸出援助之手。这本小册子

图文并茂，文章真切动人，打动了许多教友的心，大家纷纷捐款援助。其中最为

生动的例子是在 LeightonBuzzard（莱顿巴泽德）住着一位上了年纪的女 士，

即使在冬天最冷的日子里，她都不愿意烧火—— — 但是她却将自己在烧煤上省

下的钱，义无反顾地交给了筹建基金会。她在信中还写道：我闻听一些传教士们

忍受着酷热，我就想到我能不能为上帝忍受那一点严寒呢？”

麻风病人积极参与建院

第一批迁到院内的病人在罗素的领导下，积极投身到建设中去。他们中有一

位病人叫李振昌（教名叫李约拿），是麻风病人中的知识分子，他用英文写了一

篇文章，记录了与病友们建院的一些趣事：院内有一条小水沟，大家动手用松木

和泥土修建了一座小桥，将水沟两边的道路连接起来，并称之为“工程业绩”。

人们晚上在这凉爽幽静的道路上漫步。此外，大家还进行另一个“工程业绩”—

— — 挖一个鱼塘，虽然这一工程要耗费一些人力和时间，但大家都动手干了起

来。

在新麻风院的田地里，种上了花生、南瓜、菠萝、番薯、萝卜及其他一些瓜

类。

田地很贫瘠，为了提高产量，主教从香港寄来了几袋化肥，这也许是北海农

民最早使用化肥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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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为了让新麻风院的所有活动能按时开展，弄到了一个大时钟，是香港嘉

丹马松公司馈赠的礼品。

原打算在院里大家都能看到的地方建一个高大的木拱门悬挂，但当时正处在

抗日战争期间，后一致认为暂时悬挂于会议室。自从有了这个时钟以后，人们从

此改变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时间观念。

新麻风院东南角有一墓地，当年有 4 位在旧麻风院去世的病人，其遗骸被安

葬在那儿。大家把那一片墓地整理以后，种上各种美丽的花草和树木，使它变成

一个漂亮的花园。 据一张姓老教徒说，罗素本来想在新麻风院干一番事业，

故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去，却没有照顾好从英国带来的女儿伊丽莎白。一次他的

女儿在院外玩耍时不幸掉到一粪坑被溺死，时年只有十岁。这一极大的不幸对罗

素精神打击很大，终因身体不支，在夫人的陪同下到香港检查身体，医生说他体

质不宜华南水土，劝其速回国治疗，否则有生命之危。在北海新麻风院工作了两

年余的罗素只好遵医嘱，与夫人一起回国。他们的女儿却长眠在了异国他乡的土

地上。

罗素医生回国后也惦念着新麻风院。次年他在 M·M·A年会上应邀发表演说，

介绍麻风院发展的艰难历程，呼吁人们向北海新麻风院的病人伸出援助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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