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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国京重开“普仁”

——“普仁”抗日救难轶事（下）

作者：刘喜松 来源：北海日报

朱国京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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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 年，在抗日战争的烽烟中，香港大学毕业生，年仅 30岁的朱国京医生

与中华圣公会远东委员会签订了赴北海普仁医院任院长的为期两年的合约。然而

不久香港也沦陷了，导致他赴任受阻。朱国京医生偕夫人和孩子于 1942 年 3 月

终于来到了北海，成为普仁医院的第八任院长（1942 年 3 月至 1946 年 9月在任），

他的夫人何娴芝医生（1915 年出生，香港人，1937 年毕业于广州岭南大学附属

柔济医学院。）则成为该院第二任女医生（首任华人女医生）。

在艰苦的战争岁月里，他们历尽艰难，重新开放已经关闭了一年时间的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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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仁医院，并坚守 4 年半之久，直至抗日战争胜利。

艰难重建医院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普仁医院的外籍医务人员相继被调离北海，普仁医院被

迫全面关闭。

北 1942 年 3 月，朱国京医生和他的太太何娴芝医生在极其艰难困苦中，重

新开放了北海普仁医院，收留难民、救治伤员，开办护士班、培训护理人员，普

仁医院的工作逐渐恢复。

1942 年 11 月 2 日，女会吏荣藉光在灵山县向大英传教会写的英文报告中这

样记载：“……普仁医院重新开诊了，病人很多，大家都很喜欢这个医生。他太

太也是一位医生，负责妇产科病房和妇女工作。当时有 4-5 个受训者……”

1946 年 9 月 26 日，香港教区医疗委员会会议记录：“朱国京医生做了 4 年

半，聘任书是 2 年。他很有工作能力，当地的人都很舍不得他的离去……”

英国伯明翰大学图书馆档案史馆收藏一份 1945 年写的关于普仁医院和廉州

分院的报告，透露了以下的信息：“那年北海很不平静，受到日军两次轰炸，但

医院还是照常开诊……住院病人显著增加……后来全住满了。廉州是一座古老但

十分保守的城市，有一家医院病人很多，但没有产科，产妇要跑 18 英里到北海

来生产……我们在廉州市中心开设一家分院，产科是医院最重要的科室，廉州的

医疗工作很稳定发展。”

“北海医院的医务工作情况如下：产科情况很顺利，这对医生夫妇的医术和

医德很好，来待产的人很多，一般在医院生产的产妇 30位，还不包括待产的……

很多病人从广西、灵山、安铺等地来到北海求医……从外地来的病人大部分是因

为需要做手术，这样的情况下……需要给住院病人提供更好的医疗设施……我们

特别需要以下用品：外科手术刀、针、棉花、绷带、钳子。”

“北海普仁医院的统计：门诊首诊患者 4260 例，复诊患者 15372 例，病床

http://bhrb.beihai.gov.cn:8080/epaper/bhrb/html/2012/08/15/07/images/38.jpg
http://bhrb.beihai.gov.cn:8080/epaper/bhrb/html/2012/08/15/07/images/41.jpg


30 张，产科病床 20张，住院病人 876 人次，不包括产妇的人数，在医院出生的

婴儿 946 人，接生的例数 942 人，大手术 65例，小手术 322 例……”

1945 年关于廉州分院的报告中记载：“廉州在 1944 年冬天被日本军侵略，

那里唯一的私人医院和诊所都被迫搬到农村去……我们决定恢复廉州开的分

院……我们有两个医生，几个合格的护士。1945 年 2月 3 日，分院正式开业……

修建了住院病房和妇产科病房……整个医院就有门诊楼、住院楼、产科病房。……

普通病房 20张床位，产科 16张，门诊病人从 1945 年 2 月 1 日到 1946 年 1月 31

日首诊病人 2424 人次，复诊病人 5080 人次，住院从 1945 年 6 月 1日到 1946 年

1月 3 日，普通病人 131，产科 137 人。”

通过这些年度报告，我们看到了当时真实的普仁医院：朱国京院长夫妇以及

普仁医院的医务人员在战火纷飞、医院经济来源几乎断绝的年代，依然对普仁医

院不离不弃，坚守救死扶伤的天职。

医治麻风病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伦敦设立的“北海麻风基金会”资金募捐受到了严重

的影响。1941 年 12 月，香港沦陷了，主要依靠“北海麻风基金会”经济援助的

北海普仁医院和麻风医院陷入了困境。

对于当时北海普仁麻风院的惨境，麻风病康复者熊家振（1946 年任北海普仁

麻风院院务主任），在 1949 年撰写的《北海普仁麻风院历史沿革及现况概述》

有如此描述：“是年冬，香港陷于日寇，风院经费来源中断……翌年，又逢粤南

饥荒，米价飞涨，风院粮食告绝，百多风人嗷嗷待哺，其情之惨，尤十倍于首次

大战。”

兵荒马乱，又没有经费，普仁麻风院很久未能聘到医生。朱国京院长毅然承

担起医治、照顾麻风病人的工作。1935 年进入北海普仁麻风院治疗，现年 92岁

的潘德生老人对笔者说：“当年朱国京院长时常来普仁麻风院给患者做手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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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躲避日寇飞机的轰炸，有时还在病房走廊里给病人做手术，很忙碌很辛

苦……” 潘德生老人言语中充满了敬仰与怀念。

救治霍乱患者

1944 年 6月，北海民众生活极为困苦。此时，霍乱突然袭击北海。

面对突然爆发的霍乱疫情，病人纷至沓来，朱国京院长和夫人何娴芝医生，

慕蓉惠心护士长马上投入繁忙紧张的救助工作中。

病房里拥满病人，来院受训不久的护士刘一梅、慕蓉惠珍、黄菊亭和药剂士

姚为爱、何江利等人一齐参与抢救，成功救治了入院治疗的绝大部分患者。

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朱国京夫妇的合约已经超期 2 年半了！1946 年夏天，

当他们举家准备返回香港时，北海再度爆发霍乱。朱国京院长和夫人何娴芝医生，

以及普仁医院的医务人员，再次投入了抗击霍乱的斗争中。这是他们在离开北海

之前最忙碌的日子……

在风雨如晦的抗战岁月中，朱国京院长和夫人何娴芝医生率领北海普仁医院

的医护人员，为抗战的胜利，民众的健康，默默地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在

史册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照片由朱国京院长的儿子朱日初医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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