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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乃中华民族之传统。值举国上下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实行改革开放之大好形

势，重温历史，总结经验，为缅怀与籍慰先辈，鼓舞与鞭策自我，警效与激励后人而编志，是世人

义不容辞之责。本院组织力量编写《广州市第二人民医院院志》正是以此为目的。这不但为医院的

百年庆典，也是在世纪更迭、千禧之年来临之际，为广州市乃至全国医疗卫生单位献上了一份可贵

之礼物。

广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历经100个春秋，其世纪历史，艰辛碑程，无论是从民俗文化延伸的角度，

还是从医疗专业发展的角度看，均在南国卫生界、在广州的历史画册中占有光辉的一页。诚如院志

中所称，她可视为西方现代医学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一个缩影；同时，她也是我国医疗卫生事业随

着民族解放事业的不断进步，社会主义建设大业的不断深入而飞速发展的一面镜子。在广州市第二

人民医院的历史长卷里，我们可以看到以王怀乐、梁毅文等为代表的老一辈医学专家在现代医学发

展史中闪耀的光芒；也可以看到全院几代医务人员不畏艰辛，刻苦努力，默默耕耘，为人民的健康、

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所创下的功绩。正是通过他们的努力，使医院从当年只有简陋的赠医所(门

诊)，发展到今天成为设有650张病床，集医、教、研和预防、保健、康复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医

院，她所经历的不断发展、壮大、完善的路子可以在这本院志中略见一斑。历史不会忘记有功之臣，

人们一定会深深地感激着他们。

百年沧桑，物换星移。尽管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100年只是短暂的一瞬间，但对于广州市

第二人民医院、对于广州市的医疗卫生事业来说已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通过百年院志认识医

院，通过百年院志预见未来。在新的一个世纪中，广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定会出现更为长足的发展，

与广州市医疗卫生战线的同道们携手前进，创造出一个更加辉煌的明天!

中共广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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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热市第二人民医院院志——沿革篇

第一阶段 辛勤创业 初见端倪

第一章 概况

广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前身为广东女医学堂及所属赠医所，后为柔济医院，创办于1899年12月12

日(清光绪二十五年)，至今已整整i00年。医院的创立和发展，在我国华南地区近代文化卫生发展

史上占有颇为重要的位置，是西方现代医学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一个缩影。

柔济医院座落于羊城之西隅。十九世纪末的广州已逐步发展成繁华的通商口岸城市。古城外的

西关是人口密集、宇第相连、道路展延的商业城区。位于西关逢源中约有一片绿茵草地和茂密树丛，

周围用青砖围墙围起自成一体，这就是当时的拉法埃脱大院(The Lafayette Compound)，也是广州

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发源地。·大院距粤汉铁路终点站出口不远(现铁路南站)，西北方有河涌围绕，毗

邻广州著名风景点——荔枝湾，东南方是下西关(龙津西、下九路、十八甫一带)的繁荣市区。附近

市街密集，居民点分布有序，水陆交通便利。这片土地百年来孕育着医院的完善、发展，而医院也

在为广大市民服务、为社会建设发展不断地做出自身的贡献!

清朝末年，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按条约规定，对外国

传教士一律要给予保护。在开展传教的同时，西方文化被带进沿海城市；为传教目的而进行的办学

办医活动也逐步兴起。

长老会(The Presbyterian Church)是基督教(新教)的教会组织，十六世纪产生于苏格兰，由

教徒推选长老管理，故称之。长老会主要分布在英美等国，鸦片战争后传入中国。美国长老会是美

国基督教教会中一个颇有实力的派别，早期在我国的传教活动十分活跃，并设有驻华西差会直接管

辖其在中国的属下机构和开办的事业。

长老会女西医生富马利在广州传教行医多年，因有感于受当时封建意识影响，女性有病不敢向

男西医生求医而立志创办培育女西医生的学堂。时值富马利在广州博济医校服务，1899年博济医校

嘉约翰医生辞职并携男生往芳村举办癫狂院(精神病医院)，富马利及其在博济医校的助手余美德、

施梅卿(均为华人女医生)遂将博济医校的5名一、二年级女生集中起来，于宝华路存善大街长老会

的礼拜堂一侧，创办了中国第一间女医校，取名“广东女医学堂”，并以富马利在此处开设的赠医

所作为教学施医的基地。1899年12月12日广东女医学堂正式成立，并在赠医所接诊第1例病人，此

乃广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前身的首创日。由于时局动荡，女医学堂曾于1900年一度迁至澳门，同年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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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法埃脱大院内的早期建筑物(从右至左：哥利舒教堂、夏葛医学院学生宿裔楼、学堂

重建静的麦伟林堂)

月迁回广州。此时适逢位于逢源中约拉法埃脱大院内的长老会哥利舒教堂(The Cuyler Building)

落成，富马利得到在教堂任牧师的哥哥富尔敦的帮助，借用教堂首层2间客厅、3间小房，分别作课

堂、宿舍、诊室、药房．用于女医学堂及赠医所开展教学和赠医活动。随后，女医学堂得到美国长

老会的支持，由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区拉法埃脱街礼拜堂赠款美金4000元．在哥利舒教堂西侧购地建

房，于1902年建成三层楼房一座，称之为麦伟林堂，在赠医所原有门诊业务的基础上建立留医院(住

院部)，设病床lz张收治妇孺患者。至此，解决了办学办医所需用房，校院己初步成形。

在赠医所基础上成立的柔济医院，是女医学堂的附属医院及教学、临床基地，亦是传道赠医场

所。医院英文名全称为The David Gregg Hospital for Women and Children，以纪念美国纽约拉

法埃脱街礼拜堂牧师Dayid Gregg，该名称在国外长期沿续使用。但日常更多应用的是中文名，初

名为“道济”，乃取其传道，以医济世之意。后因“道济”与』。州语音“刀仔”音近，为避忌讳，

并接受清政府驻美公使粱诚先生的提议，更名为“柔济”，因医院原专为诊治妇孺患者，而柔济

之名亦具亲民之意。1902年4Yj23日，柔济医院举行医院落成和命名典礼，由美国驻广州领事麦伟

(McWade)任典礼主席，参加典礼的宾客有清政府的将军、广东省布政司、南海县与番禺县县令等当

地高官，以及多个外国团体的代表。主席致词后，来宾被邀参观医院，得到所有宾客赞赏。

1901～1905年，富马利在国外、国内募捐，由美国人夏葛先生先后捐赠美金20000元用于建设

女医学堂校舍；美国人端拿夫人捐赠美金16000元用于建设护士学校校舍。至1905年已建有女医学

堂校舍2座，医院病房楼2座(麦伟林堂和马利伯坚纪念堂)，时医院床位共30张。为纪念捐款者之美

德，1902年12月广东女医学堂改名为“夏葛女医学院”(The Hackett Medical College for Women，

后改称夏葛医学院)，并举行庆祝典礼，由美国驻广州副领事兰翰(Langhorn)任典礼大会主席。兰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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