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国医院

光绪二十六年(1900)，法国在北海开设“法国医院”，这是北海开埠以来，

继英国“圣公会”在北海开办普仁医院后，外国在北海开办的第二间西医院。

法国在北海开设医院有它特定的历史背景：在近代，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

给我国带来深重灾难，国人反帝情绪高涨。广西一些地方张贴“不准租屋给洋人

居住，否则重罚”的布告。北海也同样有排外情绪。英国在北海开设普仁医院，

对前来求医的人施医赠药，尤其是那些经过拜神求巫也治不好的危重病人，也主

动前来求医。这种慈善事业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起着缓和排外情绪的作用。为此，

法国也效仿英国，于 1900 年派医生到北海，先在旧猪行（旧址为今和平路）租

用民房建立医务所。该所和英教会医院一样，对市民施医赠药，故求医者日渐增

多。法国为了扩大医务所的作用和影响，于 1905 年秋在距法国驻北海领事馆西

面百余米处，建法国医院。院内有一幢占地面积 453 平方米的二层洋楼作医院门

诊部，还有留医部、医生楼等附属建筑。该院的历任院长和医师均为法籍，其中

顾而安任第一任院长兼医师。其规模虽然没有普仁医院大，但其办院卓有成效。

据有关史料记载：“……所有求医的人都受到接纳和细心的诊治，经值班医生熟

练诊治的许多疾病都收到很好的治疗效果，这使得这所医院的名声传播到远离北

海的地方。”

1926 年，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激发了全国的反帝怒潮。当时南下北

海的国民革命军，宣布取消帝国主义依据不平等条约在北海取得的特权，勒令法

国在北海开设的法国邮局及法华学校等机构停办，但还允许法国医院继续开办。

到了民国二十一年(1932)，由于法国经济危机，停办了这所设在北海 35 年之久

的医院。

法国医院停办后，天主教北海教区贲德馨主教向法国驻越南的行政长官租用

北海的法国医院及其医疗设备，开设北海天主教的教会医院，院名改称“广慈医



院”。先后聘请越南籍吴士规、中国籍吴大顺（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医学院）任

院长兼医生。解放前夕，先后聘请法国驻北海的领事马仕敬和高雅惠（两人都是

医生）任院长兼医生，解放后由华人葛嘉材医生代理。1954 年广慈医院与市人民

医院合并，从此结束了这所教会医院的历史使命。

法国医院与英教会医院的开办，对当时“信神”、“信巫”、“不信医”的北海

“土人”（本句引号内文摘自《北海杂录》），在一定的程度上起着传播西方医学

和破除迷信的作用。对于这两所医院的作用， 《北海关十年报告“1912-1921”》

是这样评价的：“（这两所医院）对伤病人的关注，无疑对于驱散存在于本口岸及

其周围地区的排外倾向——只部份地平息——起了很大的作用。

法国医院和广慈医院已不复存在。1995 年其使用单位在该院旧址建了一座商

场，称“广慈商场”，它常勾起老北海对这所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外国医院的回

忆。商场前面两棵近百年的樟树，则是它的历史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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