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生院·爱群医院·中医院

“爱人爱物莫非尽爱意，生去生来还是有生天”。这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

北海爱生院创立时，在其门前牌坊上一副很有特色的对联。半个世纪以来，爱生

院因忠实地贯彻办院宗旨而久负盛名。它由当时的慈善家黄日章、王禄甫、梁超

振、陈觉裕等人创立，地点在市西南郊的赵屋岭（今自来水公司内）。初建的爱

生院很简陋，正门为一砖筑的牌坊，东向，上有爱生院的横匾和对联，院内只有

平房 3 间，分别用来给看园人、危重病人居住及安放棺木和亡者的神主牌。院门

前有一条小溪，院后则是一片坟地。院内屋舍周围种有番桃、黄皮果、杨桃等果

树，整个爱生院环境幽静，空气清新。慈善家们为病危的、外来的孤寡移民找到

这最后的安身之所。

民国十二年(1923)，地方人士吴炳荣和顾子辑发起建立北海第一所中医院—

—“爱群医院”，由黄则林（任董事长）、许富元、卜位堂等 15人组成的董事会

负责管理，业务经费全由地方富商及慈善人士捐赠。聘请中医师 2 人、书记 1 人、

勤杂员 3 人开展业务。院址设在原沙脊街 61 号（今为民建一街 81 号），爱群医

院成立后，爱生院则成为该院的附属机构，随后，医院的业务得到较顺利的开展。

历年来到该院轮流坐堂的医师越来越多，较著名的有李源溥、潘梅斋、李竹溪、

苏立民、苏健今、刘湖山、易德轩、符旭光、黄朝雄、李梓明、梁定中等医生。

医生坐堂时有权给确实困难的病人开赠药处方，病人凭处方到指定的药店“执药”

（即取药）可免交药费。这些医生根据受聘时订明的“兼理爱生院重病号”的条

款，到爱生院给危重病人看病。每年开春，医院为市民种“牛痘”，为防止天花

的流行做了有益的工作。据史料记载：该院平均每月诊病 800 至 900 例，赠药约

90剂，每年通过爱生院赠送棺木约 60副。贯彻“爱众本慈祥惠周蓬户；群生蠲

疾苦春满杏林”（爱群医院对联）的办院宗旨，其善举由此可鉴。

20世纪 50 年代后期，爱生院因受抗日战争影响，加上院舍年久失修，其业



务曾一度陷于停顿。民国三十年(1941)十二月七日，由黄则林等人在《粤南日报》

刊登“北海士绅发起改建爱生院”启事，得到李梓材、喻志海、许富元等 42 名

知名人士的响应并慷慨解囊。随后爱生院进行最大一次的维修和改建。

解放后的 1950 年 10 月，市政府接管爱群医院（也包括爱生院在内），更名

“中医门诊部”。1954 年在此基础上正式成立“北海市中医院”。

市中医院发展到今天，是一所已有数十年历史和初具现代规模的医院。回顾

其发展史，人们发现她艰辛而又光辉的发展历程。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

国人被辱为“东亚病夫”，历史上北海死于鼠疫和霍乱等瘟疫的人不计其数，不

少晚年无依无靠的外来移民病死街头，了无葬身之地。北海市的慈善家们有见及

此，先后发起建立爱生院和爱群医院，真是“善莫大焉”。那些穷途落魄、孤独

无依的患者不但在生前得到“尽爱意”的施食、施医、赠药的救助，而且在他们

的生命即将走向尽头之时，在绝望中还感受到“有生天”的希望，甚至死后还得

到棺木殓葬，算是有所善终。在多灾多难的旧中国，这种“爱群”和“尽爱意”

的做法，不正是今天我们医务界提出的“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爱

我病人”的做法吗？希望声誉素著的市中医院继承前辈的传统医德，为创建三级

乙等医院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民国期间，李源淖医生在爱群医院门前留影（照片由北海市政协文史委提供）



图中左边第一间两层房屋（今民建一街 81 号），是爱群医院旧址（该旧址的临街立面，已作过面目全

非的改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