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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自古以来，“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

以志为鉴”。时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社会主义第一代新编地方志硕果累累，新编部门

志、单位志也应运而生。编纂一部<江西省人民医院志>，真实记载医院从19世纪末建

院初期的小型诊所到如今现代化大型综合性医院的历史，全面反映医院整整一个世纪

的发展过程，充分体现百年历程中医院人才济济，名人辈出，技术精湛，医德高尚和广

大医务人员敦死扶伤、实行人道主义的精神风貌，纪念曾为医院建设做出过奉献的前

辈，激励年轻一代发扬光大，开拓进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也势在必行。

在院志编纂过程中，由于年代久远，时过境迁，档案资料大都散失，医院早期历史

也鲜为人知，使编志工作举步维艰。由于得到国际友人、江西基督教组织等社会各界

及医院老领导、老同志、各科室和全院职工的大力支持和热心帮助；江西省地方志办公

室专家予以精心指导，院志编纂人员克服重重困难，追根寻源，从海内外广征博采，调

查取实，收集大量资料，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谋篇酌句；经过数载艰苦努力，在庆祝建

院100周年之际，<院志>终于出版问世，这是医院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精

神文明建设的硕果，可喜可贺!在此对为院志问世作出过贡献的各方人士一并表示衷

心地感谢!

<江西省人民医院志>是我院历史上第一部志书，它以详实的资料，合理的布局，较

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医院100年以来的兴衰起伏，具有一定的思想性、科学性、资

料性，不失为医院建设、管理工作中的一份珍贵财富，大有“资治、存史、教化”的作用。

我们期望在“众手成书”后要“众人用志、志尽其用”，借鉴过去，服务当代，启迪未来，在

“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由于院志编纂难度大，且资料有限，虽极尽努力，

错误和疏漏在所难免，还望读者和后人批评修正。

100年是漫长的，但在历史的长河中又是短暂的，医院经历了百年创业、发展的艰

辛过程，才有了今天的规模。展望新的一个世纪，愿全院人员同心协力、和衷共济、积

极进取，为更加辉煌的明天而努力奋斗。

江西省人民医院院长稍惫坤
q◆ J

⋯一燃械多
1997年4月30日



凡 例

一．<江西省人民医院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载医

院医疗、保健、科研、教学、管理诸方面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记述时间上限为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下限为1997年4月。

三．本志体裁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以志为主体，横排门类，纵写史实，

叙而不议，寓观点于记述中o 1全志除卷首和附录外，设13章74节，共约30万字。<概

述>纵观百年院史，概全书之要，夹叙夹议，探求发展规律o<大事记>简明扼要，贯通今

昔，采用编年体，不设章、节。

四．本志设人物章。人物传遵循“生不立传”的原则，记载曾在本院工作具有一定

社会影响的已故医学名人；以人物简介的形式记载曾在本院工作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医

学名人；1980年以后全院的高级医务人员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受到厅级以上表彰的先

进模范人物均列表介绍。

五．中华民国以前用历史纪年，夹注公元纪年。中华民国以后用公元纪年o 1949

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简写成“新中国成立”。

六．医院名称在本志首次出现时用全称，以后多次出现用简称。外籍人名首次出

现用英译汉字夹注英文，再次出现用汉字。

七．本志主要采用美国基督教卫理公会江西教区年议会年度报告、南昌医院年度

报告、医院统计室1955～1997年统计数据。计量单位，新中国成立前采用英制或注公

制，新中国成立后采用国家通行的公制；货币名称，新中国成立前采用美元，新中国成

立后采用人民币。

八．数字书写，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个单位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

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

九．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国际友人馈赠史料、信函回忆资料及医院各科室、当事

人、知情人提供的文字和口头资料，同时也采用省卫生厅档案室、省和南昌市档案馆、

省图书馆、上海市医学会图书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图书馆、南昌市公安

局档案科、南’昌市房管局房产档案室等地方的资料，使用时均不一一注明出处。

十．医院另行出版<江西省人民医院>图册，本志不收入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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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江西省人民医院是省卫生厅直属大型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又系江西医学院、江

西中医学院的教学基地。医院地处南昌市爱国路中段92号，座北朝南，北临风景如画

的赣江，南朝豫章中学，东邻省委机关宿舍，西为南昌下正街发电厂生活区，1960年建

成的门诊部座落在象山北路口258号，占地面积1524平方米。1997年4月落成的门

诊部大楼位于住院部东侧，座北朝南，占地面积4733．6平方米，全院占地面积61193

平方米。医院为南昌地区最早开办的西医院，系美国基督教卫理公会(原美苡美会)于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设立的一所教会医院。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予以接管，成

为人民的医院。至1997年4月医院共有病床810张，设有35个临床诊疗科室，15个

辅助诊疗科室，8个研究室，17个职能管理科室以及党、团、工会组织。全院共有职工

1110人，卫生技术人员占79．996，其中高级医务人员153入，中级医务人员262人。

医院科室齐全，医疗设备精良，技术力量雄厚，面向全省担负医疗、干部保健、科研、教

学等重要任务。 一

光绪二十三年(1897)，美国基督教卫理公会江西年议会设立一临时诊所，供九江

留美医学博士女医师康诚来往于九江南昌两地之间出诊使用，是为南昌医院前身。后

由美国基督教卫理公会国外布道团总部派遣美籍医师查理(Charles)于光绪二十九年

(1903)，在南昌市德胜门外环丘街8号(1967年改称爱国路276号，1996年改称爱国

路92号)购地建一48平方英尺(合4．5平方米)的小屋作简易诊所，医疗器械仅有听

诊器、注射器、换药碗、血管钳等，就诊病人主要为教会工作人员、教会学校师生及周围

居民。当时南昌地区仅有中医，他们运用不同于中医传统治疗方法的西医技术诊治病

人，取得显著疗效，在南昌地区引起不同凡响，深受欢迎。

光绪三十四年(1908)，诊所在原址扩建为医院，占地面积16万平方英尺(合

14872平方米)。医院为一栋两层楼房，一、三楼分别为门诊部、住院部，有病床12张，

医师2人。护理人员由男工担任，仅收治男病人和儿童，可开展一般外科小手术。经

费来源除医院收入外，其余部分由教会救济款补贴。1922年后美国加利福尼亚医学

院毕业的医师利贝(Libby)、康乃尔大学医学院毕业的医师布莱顿(Blydenburgh)、湖南

湘雅医学院毕业的医师吴绍青以及在美国注册的护士凯勒(Lydia Keller)陆续到院，

提高了医院的医疗、护理技术及医院管理水平，医院开始步入规范化管理，门诊部分设

内科、外科、眼耳鼻咽喉科、妇产科四个专科门诊，设立化验室、药局、挂号室、收费处，

建立了病历书写、挂号、收费等制度，并培训护理人员，一改工人护理为正规护理。他

们在医疗设施十分简陋的条件下，发挥个人技术专长，在省内首先开展了胃切除、剖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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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白内障和扁桃体摘除等手术，享有较高的声誉。

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求医需要和扩大教会影响，1924年教会决定动用美国

大慈善家安塞(Ensign)家族捐款及社会募捐共13．2万美元，扩建医院。1929年开办

真毅护校，培训护士，购置了X光机。随着1930年建筑面积3560平方米、高五层、设

有一、二、三等病房、配有手术室、X光室、化验室、消毒室和水暖、电器、照明、电梯等装

置的住院部大楼的落成，以及1934年建筑面积644平方米高二层的门诊部竣工投入

使用，一所现代化的南昌医院已初具规模。1934年全院设病床130张，分内科、外科、

妇产科、眼科、耳鼻咽喉科、肺痨科，医师7～9人，护理人员40余人。1930～1936年

期间由于医疗条件大为改善，设施齐备，又有利贝、布莱顿主刀，能开展有一定难度的

外科、妇产科、眼科、耳鼻咽喉科手术，深得社会民众的青睐。当时结核病盛行，严重危

害大众健康，医院除开设肺痨门诊和病房外，在西山还设立肺痨疗养院，收治肺痨病

人，使医院内科在当时以治疗肺痨病而著称。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军侵华，医院部分医务人员先后离院避难。1939年，南

昌沦陷，因医院近临日军军部，门诊部被禁止开放，医院正常医疗秩序受到严重影响，

工作人员所剩无几，门诊部被迫迁至市内礼拜堂开诊，住院部部分开放收治难民o

1940年美国辛辛拉提医学院毕业的医师韦尔纳(Weiss)夫妇来院工作，他们在人员少、

工作重、物资缺乏等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开展了巨大卵巢囊肿摘除术、宫外孕等手术o

1942年日美宣战，美籍人员被扣压，3月7日医院完全关闭。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美籍医师韦尔纳重返医院，协同毕业于湘雅医学院的院

长齐同瑞主持医院重建恢复工作，由于得到国际善后救济总署援拔的物品，以及教会

购置的部分军医院医疗设备，如X光机、手术台、比色计、冰箱、锅炉、发电机以及大量

药品、化学试剂、玻璃、铁床、毛毯、被褥等物资，同时医院向社会广招人才，并于1948

年恢复开办真毅护校，使因战争遭受严重破坏的医院得以逐步恢复原有规模。1946

年医院成为中正医学院的教学基地后，由于有一批著名的教授、专家如内科齐同瑞、文

士域；妇科杨大望、傅淑仪；外科韦尔纳、黎鳌等人在医院从事临床医疗、教学工作，促

进了医院诊疗技术的发展，各科均能处理许多疑难病症并可开展胃、肠、脾、胆囊切除

等手术，在南昌地区享有盛誉。

1950年12月31日，医院由人民政府予以接管，接管后，医院东面原教会绿树成

荫小楼花径的传教士住宅区划归医院，使医院面积增至41908．3平方米，环境更加幽

静怡人。1951年上半年医院一度对外停诊，经费改由江西省军区后勤部拨款，临时收

治外省部队伤病员。同年7月31日，医院合并为江西省立医学专科学校附属医院。

经费来源除医院收入外，国家给予预算差额补助。合并后的医院利用原南昌医院的环

境、建筑、设施、技术、药品、财物，配以原医专附院内科程崇圮，外科胡献尚，妇产科杨

学志，儿科顾毓麟，耳鼻咽喉科邓泽材，皮泌科刘懋淳等一批名教授、名专家，使医院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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