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飞越东西半球 抢拍“普仁”后人

——记纪录片《百年普仁》的两位制片人

前言：经过两年多的制作，七集大型历史纪录片——《百年普仁》终于完成。笔
者作为受聘此片的历史顾问之一，前些日子有机会看了此片的样片。相信北海市民看
了此片后，都会大为惊奇：北海市人民医院的百年史竟然有如此不凡的史实！上溯 19
世纪末的北海，是个缺医少药的小渔村，不少文化落后的村民，有病时宁信神不信医，
因而有“饿死医生饱死巫人之谚也（《北海杂录》）”。后来英国“安立间”教传入北海，
受过高等医学教育的传教士柯达医生，来到远离家乡万里的天涯海角的北海，践行为
劳苦大众“赠医施药，不受分文”的善举。在随后的数十年间，一批批欧洲的医学精
英，沿着柯达医生的足迹，在普仁医院及其附属普仁麻风院开展悬壶济世，救死扶伤
的医疗卫生事业，为北海早期的医疗卫生留下了一笔厚重的精神财富。也许有人会问：
这部历史纪录片是如何产生的？一个偶然的机会，笔者有机会采访到此片制作人之一
的王立人先生，他应笔者的要求将此片制作的过程作了简要的回顾，今把它记录成文，
以馈读者。

“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改拍

王立人先生是美籍华人，青少年时曾在广州生活，后移民美国，毕业于美国加州
州立大学电影系。数年前，他写了一部 25 集的电视剧大纲——“中国人的故事”，以台
海两岸关系为大背景。此片计划由中央电视台和福建电视台合拍，需要到台湾拍外景，
当时这很困难，因此，拍片计划被停了下来，王先生感到非常遗憾。

王先生有一亲戚在北海，为探亲，也为寻找替代台湾的外景拍摄地，2005 年他第
一次来到北海，珠海路老街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亲戚告诉他，离老街不远处有普仁
医院旧址，其西邻原有一间麻风院，此院后来迁址了，但普仁医院旧址还在，就是今
市人民医院的所在地。王先生怀着兴奋的心情参观了医院内的原普仁医院的历史遗存，
并参观了院史展览馆。王先生想不到原“普仁”两院昔日的“故事”如此独特感人，
于是有了新的制片设想：把这里的“故事”拍成一部反映北海“普仁”两院的历史记
录片，这应该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问题是谁愿出资拍这部片子呢？

事有凑巧，王先生有一位关系很“疏”的亲戚叫赵立年也在北海，王、赵二人虽
是亲戚，但素未谋面。一次偶然的机会，两人认识了，很自然，王立人把这次到北海
的原因和想法告诉了赵立年。正所谓机遇是给有准备的人提供的，王立人原来想拍“中
国人的故事”到了“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时，却意外得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题
材——《百年普仁》历史纪录片。



2012 年 2 月《百年普仁》摄制组在英国采访原普仁医院第二任院长李惠来的儿子（图中白胡子老人）。

图为老人正在朗读其母亲于 1915 年在北海创作的诗歌《南中国北海》。老人不久病逝，享年 98 岁。

事有凑巧，王先生有一位关系很“疏”的亲戚叫赵立年也在北海，王、赵二人虽
是亲戚，但素未谋面。一次偶然的机会，两人认识了，很自然，王立人把这次到北海
的原因和想法告诉了赵立年。正所谓机遇是给有准备的人提供的，王立人原来想拍“中
国人的故事”到了“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时，却意外得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题
材——《百年普仁》历史纪录片。

“要把封存多年的历史挖掘出来”

赵立年先生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也是一位文化人，喜爱中国文学，对历史有着
浓厚的兴趣。他看过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刘喜松写的反映“普仁两院”的《寻根》，认
为市人民医院的前身“普仁两院”的历史厚重，在近代我国的医疗卫生史上有着重要
的地位，可是人们对其过去的一切知之甚少，这是很遗憾的事。赵先生认为，应把这
段被封存了近百年的历史挖掘出来。时值北海获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他感慨良多，
认为在北海做企业多年，发展顺利，

现在应为“名城”的历史挖掘做一些工作，以回馈社会。王立人先生计划拍摄《百
年普仁》的想法，正合他意。经请示市委、市政府相关部门后，得到了肯定和支持，
于是叫王立人立刻组织制片班子，先到美国和英国及早采访和抢拍“普仁”两院先辈
的后人，让他们亲自诉说其先辈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在北海创建的业绩，获取第一
手资料，做到史料真实可靠。采访和拍摄等一切费用，由他的公司负责。就这样，赵
先生成为《百年普仁》历史纪录片的总制片人。王立人则为制片人，具体负责制片工
作。



飞越东西半球，抢拍“普仁”后人

有赵立年先生的经济支持，制片组立刻组织有关专家和人员先到美国采访“普仁”
两院最后一任华人院长林怡贤的夫人林茵，她是普仁医院知名度很高的内科主任，采
访时她已 90 多岁，中过风，但神智还算清醒。拍了六个小时才结束。随后在香港友人
刘敬恒先生的帮助下与摄制组飞往英国，采访和拍摄“普仁”两院先辈柯达、李惠来、
屈顺、谭逊等人的后人，他们都年事已高，均八九十岁，若不及时采访，将是一件很
遗憾的事。王先生告诉笔者，他们采访过李惠来的一位后人，听说不久就逝世了。不
久，《北海日报》报道，谭逊的女儿何爱德（曾任桂林道生医院院长，先后在中国工作
几十年）于 2012 年 12 月 29 日逝世（享年 96 岁）。从此情况来看，赵立年先生叫摄制
组的人前往抢拍是很有远见的。

2011 年 2 月《百年普仁》摄制组在

英国采访原普仁医院第三任院长谭逊的

女儿（图左的老人），她在中国从事医疗

卫生工作数十年，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

她于 2012 年 12 月 29 日逝世，享年 96

岁。

从英国回来后，经过半年的编剧，觉得史料还不够，于是再次飞往英国，跑了 8
家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搜集资料。随后到了德国一次，香港五六次。2011 年 3 月
成立外景组，化妆师、摄影师、美术师、灯光师、录音师、服装师、翻译、导播以及
司机、向导等人员一应俱全。聘请著名导演田迪加盟，把他的得力班子全都请过来帮
忙。该片的解说词为北大影视系副教授薛佳先生撰写，文笔严谨、真实、流畅。更为
难得的是该解说词聘请央视资深的播音员邢质斌解说，她嗓音圆润甜美，那解说词听
起来犹如一首优美的长篇史诗，得到美的享受。此外，还聘请了中国、美国、英国、
法国、澳大利亚、罗马尼亚等六个国家的男女演员，根据剧情的需要，进行历史场景
再现的拍摄。一次在北海的拍摄聘请了一百多人做临时演员，把王立人忙得团团转。
笔者问王先生，拍这部片子你不是很累吗？他说：“为了这部片子，我在东西两半球来
回飞了约 20 万公里。我是把这个工作作为一项使命去完成的。”



后语：王立人先生对笔者说，他在英国采访时曾到柯达和谭逊的墓地瞻仰。柯达
墓碑周边杂草丛生，碑文也因长久遭风雨侵蚀而模糊不清，此地就像被人们遗忘了的
地方。然而追产遡柯达、谭逊等人的一生，其青春年华以及在医学上的聪明才智，都
无私地献给了北海人民。想到这里，王先生不由得肃然起敬。在能够清楚辨识的谭逊
墓碑前，他行了六个鞠躬礼，前三个是代表北海人民的，后三个是代表他自己的。笔
者听了很欣慰，但更多的是感动。

笔者于 2012 年 12 月 16 日看到当天的《参考消息》刊登一张图片，图片说明是这
样写的：“15 日正在南京访问的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出席了南京鼓楼医院建院 120 周
年庆典，并为该院的创建者、加拿大籍传教士马林铜像揭幕……”（见下图）笔者认为，
美国前总统卡特为南京鼓楼医院的创建者、加拿大籍传教士马林的铜像揭幕，我市医
疗卫生部门是否可在市人民医院院史展览馆前，为医学传教士、原普仁医院的创建者
柯达立一铜像，以示对这位先躯的纪念？他是完全有资格得到这一殊荣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