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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新千年的曙光已照耀全球，新世纪的教育面临

更大的挑战与机遇；素质教育的全面实施，学生减

负的大力推行，基础教育改革如火如荼的开展等等，

都对新世纪的教育和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能否立足于新世纪，成为新世纪的主人和强者，

关键在于你是否拥有足够的竞争资本和超强的竞争

能力，能否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中小学时期

正是积累知识与培养素质的关键时期，应该及早认

清自己，进行自我设计，有针对性地进行自我训练，

全方位塑造自己。他们必须具备更为开阔的视野、

更为敏锐的触觉、更为广博的知识，才能适应历史

发展、社会进步的需要，才能肩负起建设好祖国、

造福人类的重任。人才的成长，除了主观因素外，

在客观上也需要各种物质和精神的条件，其中，能

否源源不断地为他们提供优质图书，对于中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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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关键性的条件。

本丛书门类博杂、囊括百科，举凡天文、地理、

动物、植物、历史、文学、语言、建筑、科技、美

术、音乐、绘画、饮食、体育、军事、卫生以至学

校图书馆各个类别的图书都有涉及和介绍。丛书主

要表现在观点新、题材新、角度新和手法新，内容

丰富，覆盖面广，形式活泼，语言流畅，通俗易懂，

富于科学性、可读性、趣味性。本书将成为广大中

小学生增长知识、发展智慧、促进成才的亲密朋友。

我们衷心地希望，广大的中小学生一定为当好

新世纪的主人，知难而进，从书本、从实践中吸取

现代科学知识的营养，使自己的视野更开阔、思想

更活跃、思路更敏捷，更聪敏能干，成长为杰出的

现代化人才，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奋斗。

编　者



书书书

目　　 


录

· １　　　　 ·
















目　　录

奉献精神

１．临床医学家张孝骞 （２）……………………………………

２．一代名净方荣翔 （３３）………………………………………

３．为天文学奋斗６０年的张钰哲 （５４）………………………

４．人民的好医生赵雪芳 （７１）…………………………………

红领巾精神

１．早懂事，早当家 （９０）………………………………………

２．手拉手，心连心 （１０６）……………………………………

３．永不低头 （１１９）……………………………………………

４．永不凋谢的韶华 （１２２）……………………………………

５．独生女和孤儿村的故事 （１２７）……………………………

６．强者之歌 （１３８）……………………………………………

７．她有一个心愿 （１４４）………………………………………



书书书

奉

献

精

神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奉献精神·


红领巾精神

· ２　　　　 ·
















１．临床医学家张孝骞

“自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第一所西医医院在中国古老的大

地上创建以来，中国西医学的发展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道

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西医院里的中国医生屈指

可数。本世纪初，我国一批优秀的医学家，以他们的聪明才

智和辛勤劳动，进行了开拓性的工作。他们编写中文教材，

创办中文学术刊物，培养了大批中国医学士，从而为我国现

代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那众多的开拓者之中，张孝骞

便是佼佼者之一。”

这是卫生部部长陈敏章在１９８８年为纪念张孝骞教授逝

世一周年而写下的一段文字。他同时指出，张孝骞教授为我

国现代医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我国现代医学发展

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不仅给我们留下了他的卓越的医

学成就，而且给我们留下了一笔极为珍贵的精神财富。

陈敏章作为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领导人和一名资深的医

学专家，对张孝骞教授的评价无疑是审慎而精当的。张孝骞

一生从医、从教６６年，他个人的经历与我国现代医学的起

步和发展是同步的。他的足迹，不仅反映了我国医学事业的

艰难历程，而且展现了一位中国医生刻苦的求索精神和崇高

的思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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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不起校服的孩子

那是１９世纪末期，湖南长沙乡下有一位名叫张泽邕的

自耕农，突然产生了弃农经商的念头。他将家搬进了长沙城

里，开始经营粮食生意。实际上，他不过是办起了一个小得

可怜的家庭作坊，凭着一台石碓，舂米出售，用繁重的劳动

换起微薄的收入。然而，这个扛惯了锄头的老实农民毕竟不

长于商业之道，没过多久，生意便赔了本，作坊只得关门。

这就是张孝骞家庭的中期经历。张泽邕是他的祖父。那

个舂米作坊的历史，他只是后来听说的。而家境的贫困，却

是他目睹过的事实。

当张孝骞于１８９７年１２月２８日出生时，父亲张 远正

在做家庭教师。他的收入，仅能勉强维持全家的生活。后

来，父亲中了秀才，住进了书院，但家庭经济状况并未得到

改善。不久，科举制度废除了，父亲为了寻求新的出路，便

进了明德专科学校去学习理化，毕业后当了一名中学教员。

低微的薪金，仍然仅够糊口。在张孝骞最初的记忆中，只是

一副副愁苦的面容，一个个衣衫褴褛的身影。

有一件事情，是张孝骞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那时，他进了长郡中学。这是长沙有名的一所公立中

学，学生们大都住校。张孝骞由于付不起膳宿费，只得走

读，湖南人称之为读 “通学”。他早去晚归，中午便到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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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店去吃一碗面条或一块烧饼。

有一天放学的时候，校长在校门口拦住了他：“学校准

备每人做一套校服。你回去告诉家长，明天把钱交到学校

来。”

张孝骞一惊，喃喃地说：“家里没有钱，我不想做了。”

“不做了？”校长打量了他一眼，“其他同学都穿校服了，

你还穿这件长袍？”

张孝骞低下了头，脸一直红到了脖子根。其实，他何尝

不想做一身校服呢！可是他知道，家里一定拿不出这笔钱

来。自己的弟弟妹妹又多，家里有十来口人要吃饭，二妹孝

元长期生病，连买药都常常急得爸爸妈妈直搔头，哪里还有

闲钱去做校服！身上的这件长袍，还是用爸爸的一件旧衣服

改制的呢！

校长见他那副为难的样子，心里有了几分同情。于是，

他改换了一种平缓的语气说： “好了，好了。的确做不了，

也就不勉强了。只是，你回家以后，还是对爸爸妈妈说一

声，看看能不能想点办法。”

张孝骞点头答应了，急急忙忙向家里奔去。

一进家门，见妈妈正在纳鞋底。他放下书包，走到妈妈

跟前：“妈，刚才校长说……”

话刚出口，妹妹就在床上没完没了地咳嗽起来。过了好

大一阵子，她才吐出一口浓痰，接着便哇哇地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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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元，不要着急，病会好的，会好的。”妈妈一边抚摩

着妹妹烧得绯红的脸颊，一边安慰道。

祖父从里屋走了出来，瓮声瓮气地说：“孝元这孩子的

病，不能再这样拖下去了，得想办法去治才行呀。这几天，

她咳嗽特别厉害，痰里面还有血丝呢。”

“有什么办法呢，能卖的东西都卖掉了。”母亲开始用衣

袖抹起眼泪来，不断地拍着妹妹身上的被子，“好孩子，睡

觉吧，睡吧，总会好的，总会好的……”

祖父连声叹气，急得直跺脚。

妹妹昏昏入睡了。两颗晶莹的泪珠，在她那瘦削的脸上

闪闪发光。

“孩子，校长给你说什么啦？”母亲仍旧纳着鞋底，想起

了孝骞还未说完的那句话。

“没有，没有说什么呀。”张孝骞慌了神，一时不知道说

什么好。

“你刚才不是说校长有话吗。”母亲还在追问。

张孝骞把牙关咬得紧紧的，竭力使自己镇定下来。他终

于灵机一动，用一句假话应付了这难堪的局面： “校长说，

明天要早一点到学校去。”

屋内静寂了，只有母亲纳鞋底的丝丝声和妹妹粗重的呼

吸声，显得冷清而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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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厉的祖父

张孝骞家里虽然很穷，可对孩子的教育一点儿也不马

虎。祖父从自己贫困潦倒的一生中，总结了一条处世哲理：

必须以学问为立身之根本。还在张孝骞咿呀学语的时候，祖

父就常常把他关在屋子里，教他认字，给他讲读书明理的好

处。他给孩子立下了很多规矩：不准同外边的小孩玩，不准

说假话，对人要有礼貌，吃饭菜不能挑拣等等。

张孝骞刚到６岁，祖父就把他送进了一所私塾，整天读

些四书、五经之类的东西。张孝骞虽然不懂课文的内容，但

读得很认真，并且能按先生的要求背诵下来。

年纪渐大，祖父对他的要求越来越严。有时从学校回来

稍晚了一点，祖父就会很不高兴：“你到什么地方去了，怎

么这时候才回来？可不能像个野孩子似的，到外边去胡乱跑

呀！”有时在饭桌上，孩子的筷子向好一点的菜碗里多伸了

几次，祖父就会板起面孔教训说：“小孩应该好菜差菜都能

吃，光爱吃好的怎么行！”有时大人说话，孩子在旁边插了

一句嘴，祖父顿时就沉下脸来，喝斥道：“大人说话，你赶

什么热闹！多嘴多舌的，成什么体统！”

张孝骞在上小学的时候，家里来了一位长沙乡下的客

人。孩子见了这位陌生人，不免感到羞涩，没有向客人打招

呼，就自个儿悄悄地躲开了。客人一走，祖父就狠狠地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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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孝骞一顿：“这像什么话！家里来了客人，你竟不打招呼，

人家会怎么看待你，会怎么看待我们这个家庭！小孩子应懂

得以礼待人，否则就是缺少家教！”

还有一年的深秋，几个中学同学来邀张孝骞一起去岳麓

山观赏红叶。张孝骞虽然生长在长沙，却从来没有去过岳麓

山。有时他听人说起岳麓山的风光景物，心里甚为向往。如

今有同学来找他，不免动了一点游兴。他向祖父央求说：

“爷爷，我想到岳麓山去玩一次，只玩这一次，您看行吗？”

祖父看了一眼他那恳切的神态，又看了看站在他身后的

几个兴致勃勃的同学，不忍心让他们失望，终于点头同意

了。“早些回来啊，”祖父不放心地叮嘱道，“晚上还要做功

课。”

张孝骞喜出望外，一边答应着，一边像小鸟似的飞出了

家门。

这一天大家玩得特别高兴。待太阳西沉的时候，他们才

猛然意识到是该回家的时候。从山上到湘江渡口还有很长一

段路程。下得山来，湘江边已挤满了晚归待渡的人群。他们

等待了很长时间才得以上船。此时，江面上已一片漆黑，只

有小船上的点点灯火在江中静静地漂游。

过了江，张孝骞就急急忙忙向家中奔去，可是，预料中

的事情果然发生了。

当他走进家门时，祖父正脸色阴沉地坐在一把椅子上生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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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闷气，明明见了孙子回来也不理睬。桌上的饭菜摆得好好

的，全都不冒热气了，想必是等待了一段不短的时间。

母亲见孩子回来，急忙用毛巾为他擦了擦脸上的汗水，

关切地说：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肚子一定饿了，快吃饭

吧！”

张孝骞还未来得及回答，祖父已猛然从座位上站了起

来：“吃什么饭！玩可以当饭吃！”

张孝骞毕恭毕敬地站在那儿，连句解释的话也不敢说，

他知道自己错了，也不打算为自己辩护，只是等着祖父进一

步的责罚。母亲一边把他往饭桌旁边推，一边对他说：“也

难怪爷爷生气，这么晚了，家里人可担心哩！”

“孩子说话要诚实！”祖父虽然坐回了原处，可脸上的怒

气仍旧未消，“你答应早些回来，为什么说话不算数？”

其实，这次回家晚了，只是因为一伙同学到了一起，已

是身不由己，并非他故意要欺骗家长所致。然而，张孝骞还

是不打算辩解。他知道祖父是对的，遵从祖父的教导才是自

己应做的事情。

心灵的天平

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从武昌爆发，很快波及长沙。长沙

成立了学生军。在这股革命浪潮的推动下，正在长沙长郡中

学上学的张孝骞产生了用枪杆子来改造社会的冲动。他瞒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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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报名去参加学生军。可是，一检查身体，他的右眼所

患的先天性视网膜炎便暴露出来了。他没有被录取。

用枪杆子改造社会的幻想破灭以后，张孝骞又产生了用

笔杆子改造社会的愿望。他目睹了社会的黑暗、政治的腐败

和人民的贫困，认为这一切都是因为国家工业技术落后所带

来的后果，决心走工业救国的道路。

１９１４年冬季，张孝骞从长郡中学毕业了。在这个生活

的十字路口，一家人竟产生了三种不同的想法。

张孝骞希望能继续升学，但他不愿意学其他专业，一心

要报考工业院校，因为只有发展工业才能使国家摆脱贫穷和

落后。

父亲因倦于教学生涯，早就有退职回家的打算，无奈生

活的担子太重，一时不能脱身。他好不容易盼到张孝骞从中

学毕业，认为时机已到，便动员孩子到商店去当学徒，挣钱

养家。

祖父反对父亲的意见。他说：“孩子以第一名的成绩从

中学毕业，证明他可以造就，怎么能让他半途而废呢！”

祖父也不同意孙子的意见。他劝告张孝骞：“湖南高等

工业学校要等到明年秋季才招生；到外地去上学，不用说家

里供养不起，就连考试的盘缠钱也拿不出来。依我看，不一

定坚持非学工业不可，行行出状元，哪里的土地不发芽呢！”

恰好在这时，湖南省育群学会与美国雅礼学会合办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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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湘雅医学院，开始冬季招生。担任了湘雅医学院董事的长

郡中学校长，想起了这个做不起校服、但却以第一名成绩毕

业的学生，便前来动员张孝骞报考。

张孝骞因害怕失学，也就答应了。不过，这只是权宜之

计，等到半年以后，他准备再去投考湖南高等工业学校。

就这样，张孝骞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湘雅医学院，成

了这所学校的第一批学生。入学以后，他虽然 “身在曹营心

在汉”，但功课还是学得很好，成绩始终处于前列。

半年的时光转瞬即逝。当张孝骞要去报孝工业学校的时

候，祖父又一次出来劝阻他：“湘雅有很优秀的教师，又有

很齐全的教学设备，你为什么不打算学下去，而非要弃医学

工不可呢？”

“我们的国家太穷了，不发展工业就无以立国！”张孝骞

不加思索地回答。

祖父还是不同意张孝骞的意见。他说：“中国又何止是

贫穷呢，疾病也是一种灾祸啊！所谓贫病交加，才真正是当

前中国老百姓的现状和绝境！治穷治病，都同样可以为百姓

造福，二者决无厚薄之分。”

祖父说出这一番话来，实在出乎张孝骞的意外。他反复

咀嚼着祖父这番话的味道，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目标。

这天夜里，张孝骞彻夜未眠。他反复把 “贫”、“病”两

个字投向心灵天平的两端，比较它们的分量。贫，固然是普






奉献精神

· １１　　　 ·
















遍现象，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人到处皆有；而病，不也同

样是一个无处不在的魔鬼吗。在中国穷苦百姓的家庭，哪里

听不到病人的呻吟，哪里看不到病魔的身影！贫，助长了病

魔的猖獗；而病，又把人们投向更贫的深渊。原来，贫和病

不过是同一个恶魔的两只魔爪，不可能有孰重孰轻的区别。

张孝赛由社会又想到自己的家庭。他的二妹孝元已于两

年前死于肺结核，而三妹孝昭也正在受到结核病的折磨。他

的家庭就是一个中国社会的缩影：孝元因家中无钱治病而去

世，孝昭又正在重蹈覆辙，在贫病交加中消耗自己的生命。

他脑子里映出了一大群病魔缠身的人的影子：有熟悉的，有

陌生的；有老人，有小孩；有男的，也有女的。他们脸色凄

惨，苦不堪言，失神的双眼中闪现着期待援救的光。这些人

全都压到了天平的一端……

心灵的天平倾斜了。献身医学事业的热情在张孝骞的心

中燃起了烈焰。

从湘雅到协和

张孝骞终于在人生道路上跨出了最关键的一步：回到了

湘雅医学院的课堂上。

当那颗悬着的心找到了归宿的时候，张孝骞才真正感到

了湘雅医学院的魅力。这里有安静的学习环境，有齐全的教

学设备，有优秀的任课教师，有规模较大的附属医院，还有



奉献精神·


红领巾精神

· １２　　　 ·
















足够作为学费和膳食费的奖学金。在此之前，北洋军阀教育

部也开办过医科学校，但学制均不超过四年。１９世纪末至

２０世纪初，美国的约翰·霍布金斯大学掀起了一股医学教

育改革的浪潮。湘雅医学院的开办，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这

股改革浪潮的影响。当时，有一个叫胡美的美国人，是一个

极有声望的改革者。他早年毕业于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医学

院，是英国著名内科学家奥斯勒的学生。后来，他到中国传

教，依靠国际捐款，在长沙开办了一所拥有１５０个床位的医

院。以后，这所医院就成了湘雅医学院的教学医院。胡美本

人亦到学校任教，并以奥斯勒的著名著作 《奥氏内科学》为

教材。他还将学制定为七年，使湘雅成为当时国内教学标准

最高的医学院之一。

胡美在授课中，常向学生讲述奥斯勒的故事，使大家听

得津津有味。张孝骞后来选定内科专业，便是受了他的影

响。

还有一位名叫徐善祥的中国教师，也是张孝骞所崇敬的

人物。辛亥革命以后，他用中文写了一本 《化学》教科书，

又用英文写了一本 《分析化学》。他在湘雅任教时，就以这

两本书为教材。徐老师既教书，又教人，对学生要求甚严。

他不断以自己的进步政治主张去引导学生，支持学生反对湖

南军阀张敬尧的斗争。

在这样的环境中，张孝骞的思想和学业都进步很快。他






奉献精神

· １３　　　 ·
















积极参加了宣传 “五四”运动的讲演和集会，也曾是 《湘江

评论》、《新湖南》等进步刊物的热心读者和撰稿人。他那聪

颖的天资、勤奋的习惯、刻苦的精神、与学校良好的教育条

件结合在一起，使他顺利地迈过了医学教育的第一道门槛。

当他１９２１年从湘雅医学院毕业时，考试成绩和临床研究两

个第一名的金牌，竟然佩戴在他一个人身上。

毕业以后何去何从，是张孝骞在医学道路上必须迈过的

第二道门槛。

现代医学像一棵独立支撑的大树，在那粗壮的树干上已

经长出若干分枝。按研究内容、对象和方法来区分，整个医

学可分为临床医学、基础医学和预防医学三大部分。临床医

学是医学的作战部队，它的任务是根据病人的临床表现，从

整体出发，综合研究疾病的原因、发病原理和病理过程，进

而作出诊断，通过治疗以消除疾病。基础医学则以同医疗和

卫生各专业学科有关的基础理论为研究对象，揭示人体生

理、病理的本质及其联系。它以科学实验为基础，又以它的

成果来为临床医学和预防医学服务。预防医学与上述两方面

均有不同。它从预防疾病的观点出发，专门研究预防和消灭

病害、讲究卫生、增强体质、改善和创造有利于健康的生产

环境和生活条件。还有一种实验医学。它介于临床医学和基

础医学之间，即既做基础研究，又直接应用于临床。

张孝骞毕业后，被留在湘雅医学院当住院医师，成了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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