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2 2019年8月9日
August 9，2019 专题 专题A13 2019年8月9日

August 9，2019

年初亚美导报出版社出版了《民国医学教育家李宗
恩》。这是一部23万字、长达273页的传记，作者李维华
是传记主人公李宗恩的孙女。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言，
她1977年考入北京第二医学院，毕业后留学美国获得药理
学博士，而她爷爷毕业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医学院，后来
成为民国医学教育家。留美的药理学博士孙女为留英的医
学教育家爷爷作传无疑是鲜有所闻的美谈，吸引读者一探
美谈后面的故事。

李宗恩的故事
李宗恩的故事在书中分五章讲述。甲午战争爆发的

1894年，李宗恩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翰林之家。1909年，
十五岁的他到上海震旦大学学法语。受父亲的鼓励，两年
后他告别了未婚妻到苏格兰格拉斯哥求学，苦读九年之后
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医学学位。埋头研究的他从未忘记祖国
的命运和民生疾苦。毕业后的李宗恩把全部精力投入热带
病研究，立志将来为防治和消灭中国华南热带病做贡献。
不久他作为第一位中国医生参加了英国皇家丝虫病考察
团，在为期三个月的时间里走访了近半数侨居西印度群岛
乔治敦的中国移民，并在西印度医学研讨会上发表了他的
研究成果：“中国人患丝虫病率低，不是种族原因，而是
因为他们有日落而息和使用蚊帐的习惯”（18页）。当时
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捐巨款创立北京协和医学院不久，正
满世界网罗高级人才，以世界最先进的“霍普金斯模式”
打造亚洲的第一流医学院，毕业后在格拉斯哥西部医院做
住院医的李宗恩成为协和极力吸引的对象。1923年7月，
回到上海不久的李宗恩收到协和医学院的聘书。与阔别13
年的未婚妻完婚后，他于同年10月到协和报到，成为这所
历史虽然不长但研究水准已跻身世界前列的医学院的内科
助教。在这所精英荟萃、名副其实“中国医学研究的发源
地”（36页）的学校里，李宗恩继续潜心热带病研究，发
表论文29篇，对血吸虫病、丝虫病、疟疾、尤其是黑热病
的传播和治疗做出了重要贡献。1931年汉口发大水，李宗
恩带领协和医疗队救助灾民。亲眼目睹的老百姓的疾苦使
他开始质疑协和式精英教育：这座象牙之塔培养出来的医
生能为四万万劳苦大众服务吗？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
国民政府提出“抗战建国”的方针，把大学从敌占区迁到
大西南，以保存中国知识分子，为战后国家重建培养人
才。1937年底，教育部任命李宗恩领头创立国立贵阳医学
院并任院长。为完成此重任，他放弃十几年的热带病研
究，四处奔走、聘请教师、招收学生、租赁校舍，在战乱
中培养坚持学业的年轻学子。在条件艰苦的贵州办学使他
进一步思考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全盘问题，尤其是如何培
养出真正能为民众、特别是像贵州这样偏远地区民众服务
的医生的问题。在他的领导下，“在战火中诞生的贵阳医
学院……在中国当时极其贫穷、落后和愚昧的贵州，把自
己打造成了大西南的‘小协和’” （105页）。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历经战乱的中国百废待
兴。1946年，洛氏基金会派遣考察团第五次访华，研究中

国战后的时局和援华措施，决定恢复战争中关闭了的协和
医学院。1947年3月协和董事会选举李宗恩为协和医学院
第一位有实权的中方院长。安排好贵阳医学院的巨细工作
后，李宗恩于1947年5月回到阔别了十年的协和医学院。
他面对的挑战是巨大的：时局混乱、通货膨胀、校舍失
修、师资短缺。李宗恩精心策划，事必躬亲，有条不紊地
完成了复校工作。他的声誉和人格为协和召回了多位医学
界的名教授，使22名医学生于10月开课。1948年，内战失
利的蒋介石搞“抢救学人”运动，号召高级知识分子去台
湾，遭到李宗恩的拒绝。他对国民党感到彻底失望，相信
在即将诞生的共产党政权下可以在协和实现自己的医学教
育理念，培养中国大众需要的医生，建立服务大众的公医
制度。

1949年1月北京和平解放以后，李宗恩当选为政协委
员，参加了开国大典。作为院长的他也开始面临更为复杂
的局面，比如工人罢工和自己不情愿但又不得不出席的各
种会议。1949年1至5月，李宗恩组织了12次教授午餐会并
在会上报告了他拟定的协和的招生、学制、考核等制度。
这个报告体现了他多年来形成的医学教育理念，也凝聚了
老协和人数十年积累的集体智慧。他们要在协和医学院为
中国培养未来从事医疗、研究和公共卫生的领军人物，推
进中国的医学教育，造就为亿万民众服务的医生。新中国
成立之初，他全力以赴，准备将这一计划付诸实现。然
而，他已经没有机会去实现自己一生的医学教育理念了。

1951年1月，北京协和医院被卫生部收为国有，一年
后被军管。53年春，协和停止招生，向“军队医疗干部进
修学院”过渡。紧接着，“肃反”、“三反五反”、“思
想改造”等政治运动接踵而来。1957年3月，毛泽东提出
的百花齐放的方针给李宗恩带来了复兴中华医学教育的最
后希望，他在政协会议上号召“有计划地向科学进军”。
可是，7月25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批判文章《协和围
攻“医药界统帅”》，说李宗恩从中国头号右派分子章
伯钧手中接受圣旨兵符向党进攻。几个月里，军管后本已
是有职无权的李宗恩遭到无数次批斗，罪名是企图向共产
党要“三权”，即人事权、财政权和管理权。协和党委
于9月召开了5次大型李宗恩批斗会，最后由卫生部副部长
徐运北总结他的罪行：披着教育家的外衣，以“保护协
和标准”的名义反党反社会主义。1958年1月，李宗恩被
打成医学界最大的右派，降级、降薪，发配边陲云南昆
明。1962年3月，李宗恩怀着自己未竟的对中国医学教育
的理想在大西南的流放地去世，享年六十八岁。临终时他
身边只有放心不下的老妻和头上那顶无比沉重的“右派”
帽子。

传记的特点
作为一部优秀传记，本书有几个特点。首先，它把

李宗恩的故事放在中国近代史的框架里讲述，凸显了中国
知识分子个人历程与国家命运密不可分的联系，从而大大
提高了这部传记的普遍意义。比如讲述李宗恩的出生与世

读《民国医学教育家李宗恩》

家的第一章里这样写道：“甲午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
封建王朝崩溃的临界点……被瓜分的危机，惊醒了中国的
数万青年知识分子……1905年，清廷废除了科举考试……
中国无数年轻的读书人绝处逢生。他们放下儒书，如饥似
渴地学习外语，吸取新思想，研习自然科学知识，有的甚至
走出国门，东渡日本、远航欧美”（1页，6页，10页）。甲
午年出生、后来留英报国的李宗恩正是当时无数中国精英
中的一个。再比如1937年李宗恩人生轨迹的转折。当时他
已经在协和工作了14年，教学上桃李满天下，热带病研究
上成绩斐然，不仅发表论文29篇，而且“在中国发现犬利
什曼原虫病是人类黑热病的贮存宿主”（206-207页）。
然而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教育部为了抗战建国，命他为
院长创立国立贵阳医学院。接受这一任命使他放弃了研究
生涯，在后半生成为民国时期中国著名的医学教育家。最
后，1948年他拒绝国民党政府“抢救学人”的动员执意留
在大陆实现自己医学教育理念注定了他后半生的悲剧。众
所周知，这样的悲剧也绝不限于李宗恩一人，而是有代表
意义的。

传记的第二个特点是大量中国近代医学史上的人物
和事件有机地穿插在讲述之中，读来使我这样的普通读者
有一览一部中国近代医学简史般的收获。比如读者从书
中得知20世纪初的中国是个拥有4亿人口却极贫极弱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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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每30万人才有一位合格的医生，每年有2000万重病
患者，其中600万因没有预防措施或有效治疗死亡，人
均寿命仅35岁，幼儿死亡率高达25%。读者还得知中国
营养学先驱吴宪（1893-1959）1919年在他哈佛大学博
士论文中建立的Folin-Wu血糖检测法至今仍在世界沿用
（37页）；李宗恩发现人和狗都可以是储蓄宿主，中华
白蛉为传染媒介，这一研究为黑热病在1950年代在中国
被根除提供了科学依据（42页）；中国内分泌学奠基人
刘士豪（1900-1974）和朱宪彝（1903-1984）在1920-
30年代就发现了中国人缺钙的主要原因是缺乏钙吸收所
需要的维生素D以及皮肤经日照可以产生维生素D（45
页）。此外，几乎所有中国现代医学的开拓者都因为和

▲《民国医学教育家李宗恩》一书封面

李宗恩的工作关系先后出现在书中，比如中国检疫防疫先
驱者、华人第一个诺贝尔生物学奖候选人（1935年）伍连
德（1879-1960），中国现代医学开拓者刘瑞恒（1890-
1961），中国现代生理学奠基人林可胜（1897-1969），
中国病理学奠基人胡正祥（1896-1966），中国植物生理
学奠基人汤佩松（1903-2001），中国消化病学奠基人张
孝骞（1897-1987），中国护理学奠基人聂毓禅（1903-
1998），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保健网、培养了中国
最早的“赤脚医生”（54页）的公共卫生开拓者陈志潜
（1903-2000），近代卫生防疫事业奠基者金宝善（1893-
1984），中国妇产科奠基人林巧稚（1901-1983），中国
核医学事业创始人王世真（1916-2016），以及中国著名

热带病学家、李宗恩最优秀的学生之一钟惠澜（1901-
1987）等。特别要指出的是，传记还讲述了普通中国人
闻所未闻的从二十世纪初至1940年代后期为中国创立了
亚洲一流医学院作出无私贡献的洛氏基金会和该基金会
派遣的一大群最优秀的美国医学家，其中有“世界公共
卫生之父”兰安生（John B. Grant），太平洋战争爆发
后遭日军逮捕直至日本战败方才获释的协和院长胡恒德
（Henry S. Houghton），以及抗战结束后向洛氏基金会
建议把自主权交给中国人、使其彻底独立于洛氏基金会
的格拉格医生（Dr. Alan Gregg）。

                                （下接第B1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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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人类的进步，团体尽可制裁个人反于团体的行动，却不能

强制他变更自己的思想。而个人方面呢，自己有一种思想，也应该

勇敢地发表，这不但是你的权利，也是你对人类文化的义务。

李宗恩《国庆节讲演》， 1938年10月10日

生活应该是有意义的。我们不能够醉生梦死的空活一辈子。我

们活一天要有一天的成绩。我们要从自己的志愿由实现的当中取得

满足。我们要让自己到了老年没有什么懊悔，临死都一点不觉得遗

憾，这就是每个人必须有一个职业，或者干一番事业，或者研究一

种学问。

李宗恩《为什么要提倡健全生活》，1939年7月1日

编者按：当今，中国14
亿人口的人均寿命已达74岁，
最新的医疗技术在城乡广泛
应用。但一百年前，中国4亿
人口的人均寿命仅35岁，各种
疾病流行，中国人的体质虚
弱到被称作“东亚病夫”。

这一翻天覆地的变化应
归功于中国的早期医学教育
家。他们在20世纪初把西方医
学带回中国，研究危害中国人
民健康的各种疾病，培养第一
代本土医生和学者。最难得的
是，他们在抗战之初，放弃舒
适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到艰苦
的大后方继续治病救人、教书
育人，使无数流亡学生得以完
成学业，为抗战建国贡献自己
的力量。李宗恩医生——国立
贵阳医学院创始人、协和医学
院第一任中国籍院长，就是其
中的一位医学教育家。今年是
李宗恩医生125周年诞辰，其
孙女李维华历时十年创作和编
辑的李宗恩纪念文集（《民国
医学教育家李宗恩》《李宗恩
先生编年事辑》《李宗恩医生
文存》）终于完成。该套文
集即将被国会图书馆和14所高
等学府的东亚图书馆收藏。 

抚今思昔，敬往思来。
让 我 们 从 这 些 文 字 和 档 案
中 了 解 那 段 珍 贵 的 历 史 。

▲1958年9月，离京前李宗恩和孙子、孙女拍了唯一一张照片

▲在格拉斯哥大学留学时的李宗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