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仁麻风院

1996 年 5月的一天，笔者到市皮肤病防治院，了解北海原普仁麻风院（以下

简称麻风院）的历史。20世纪上半叶以前，麻风病是一种还没找到有效药物根治

的疾病。患了这种病的人，身体的某些部分会悄悄地溃烂，病灶使他们的相貌变

得丑陋；加上这种病有传染性，让人感到恐惧和厌恶，因而患者被家人遗弃而流

落街头或荒郊野外，最后在贫病交加的惨境中死去。19世纪中叶以前，世界各国

对麻风病人的处理，大都把他们隔离或关闭起来，以防传染。麻风病人的凄惨处

境可想而知。

19世纪中叶以后，世界各国都普遍建立麻风院，对病人实施隔离外，还对病

人进行力所能及的治疗。1886 年英国圣公会（以下简称圣公会）在北海传教时，

建立医院（即普仁医院）收治病人，首先是收治麻风病人。圣公会在市区近郊设

立普仁医院，在其西邻建立普仁麻风院（为普仁医院的附属医院）。麻风院周边

最初用竹篱笆做围墙，院内划分若干小院，给病情和性别不同的病人作病员区。

当时普仁医院只有柯达医生和一些护理人员，他们既要诊治普通病人，又要照顾

麻风病人，可谓一套班子两头兼顾了。圣公会对这类医院的开设，是慈善救济性

质的，为了避免他们因挨饿而逃走外出行乞，都给予他们最基本的生活补助。麻

风院的院舍及设施虽然简陋，病人生活艰苦，但是他们还能安静地生活和接受治

疗。

据《北海普仁麻风院简史》记载：北海普仁麻风院在民国十五至二十五年

(1926-1936)间，首次由中国籍医生沈永年担任院长。在他任职期间，群众对麻

风院离市区太近而要求搬迁。整个迁院的费用，由“国际麻风救济会上海分会”

和英国圣公会负责。

教会为了使迁移后的新院能上一定的档次，特地从英国请来罗素（英籍）医

生，为新院设计和监工。柯达（麻风院的创始人）夫人也应邀从英国来到北海，



为迁建的麻风院奠基。建成的新院有办公室、手术室、治疗室、男女病房、厨房、

浴室、礼拜堂等 20 多座建筑，院内的医疗设备较为完备，近代外国教会在中国

建立的麻风院中，它是一所知名度较高的医院。

麻风院迁址白屋至 1952 年的 16 年间，先后由罗素（1936-1938 年在麻风院

工作）、符礼德（均为英籍）、黄福平、张禄芗、林怡贤等人主持，他们对麻风病

的防治和对病人的关怀，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麻风院在北海及周边地区麻风病高度流行时期收治病人，对控制麻风病的传

染有着积极的作用。1952 年市人民政府接管了普仁麻风院。随后该院曾 6易院名，

1981 年改称北海市皮肤病防治院至今。几经沧桑的麻风院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旧址虽已不复存在。但人们沿着它的历史追溯，发现它不但是北海市及广西最早

的麻风病院，也是外国教会在我国最早建立的麻风病院。1986 年 10 月是北海原

普仁麻风院建院 100 周年，北海市皮肤病防治院举行了隆重的庆典活动。英国、

西德、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来宾，以及中国麻风病防治中心，广西区各有关单位

的人士都前来参加，这充分说明北海原普仁麻风院在我国麻风病防治方面，有着

重要的贡献和历史地位。

北海普仁庥风院的档案封面。译为：普仁麻风院，北海中华圣公会，中国广东（资料由北海市皮防院提供）



北海普仁麻风院最早的(1886 年)病人住院登记表。登记住院的第一位病人是魏里安，男，高德人，住

二院五号（资料由北海市皮防院提供）

原白屋麻风院供病人洗澡的八角形澡房（照片由北海市皮防院提供）



民国初年，任普仁医院第二任院长的李惠来在普仁麻风院（旧址为今海城区第三小学）与部分男女病

人合影（照片由北海市人民医院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