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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人奉行的宗旨是“爱”：爱人，爱一切动植物。

——我作为医生，首先就是爱我的病人。我认为医生的责任是对病人负责，努力把他们

从病痛中解救出来。

——我和同事、同学、亲戚相处也按此原则，和平、友善、热心与负责。

杜念祖教授是这样教他的学生：

——一个人做事应该有勇于负责、敢于当先的精神。成功之路往往是在克服多种艰难之

中获得的。

——报酬是社会对你的献出所付的代价，但报酬也未必合理。应对之道是，不必斤斤计

较得与失，因为你得到了往往比经济上的收入更令人感到欣慰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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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祝贺我国南方眼科手术开拓者——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荣誉教授杜念祖先生九十华诞！

本书是他的同事和学生在向杜念祖教授专访的基础上，广泛探访其他同事，通过讲述、征集文

章和照片以及查阅有关档案资料编辑而成。

本书如实地向我们展示杜念祖教授与其同事对我国的眼科事业孜孜以求，为开创我国南方眼科

发展而默默奉献的艰难历程。同时，书中所描述的内容也是中山眼科中心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创业

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杜念祖教授1922年10月24日出生于广州，1941年考入中山大学医学院，得到梁伯强、杨简等名

师的言传身教，受益终身。

1946年至1948年在台湾大学附属医院实习，大学毕业后留台湾大学任助教。

1948年夏回广州，担任中山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住院医生并白手起家和同事共同创立医学院校

眼科门诊。

1953年8月，他带领中山大学医学院眼科团队与岭南大学医学院眼科团队率先合并为华南医学院

眼科教研组。

中山眼科中心是在中央和省委关怀重视下，由陈耀真教授和毛文书教授创议和领导下建立的。

它担负着医疗、教学和科研三大任务，而具体负责眼科临床工作的是杜念祖教授。杜念祖教授在中

山眼科中心工作的41年里，担任过临床眼科副主任及眼科医院的副院长。临床各科困难、复杂的手

术，如角膜病、视网膜病、白内障、眼外伤、眼眶、眼肿瘤与眼整形科等都是由杜念祖教授亲自带

头与同事们开展起来的。

这些临床专科的手术方式是杜念祖教授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逐一开创并不断发展提高的。

他在1980年编写出版的《眼科手术学》，总结了国内外眼科手术的精华，用图文并茂的方法，介绍

序
言

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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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多年的临床手术经验，为我国眼科手术的发展做出杰出的贡献。

1954年他成功开展国内第一例白内障囊内摘除手术。

1959年他倡议和组织了国内第一支眼科医疗队，此举受到广东省委的充分肯定，召开专题会议

表彰，被推广并命名为“乌兰牧骑”医疗队；医疗队为农村广大患者解除痛苦，使白内障患者重见

光明。

由于对眼科手术的突出贡献，杜念祖教授在1990年、1997年和2001年先后三次荣获国家科技进

步奖的二等奖、三等奖。

杜念祖教授医德高尚、医术精湛。人们公认他为人正直、心地善良、胸怀坦荡和淡泊名利。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的员工们经过几十年艰苦卓绝的努力，使医院的临床医疗水平处于全国

领先地位，在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这一切都归功于中山眼科中心几代人的努力，也是他们贡献

毕生精力的结果，而杜念祖教授是当之无愧的中山眼科临床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值得我

们永远学习和尊重。

第一，学习他的高尚医德。以解除病人痛苦为天职，毫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和报酬。

第二，学习他勇挑重担、艰苦奋斗、敢为人先的开拓创新精神。

第三，学习他的团队精神。他善于调动同事的积极性和创新性；他耐心地培训眼科临床人才，

无私地为中山眼科中心培养和造就一支优秀人才队伍。

第四，学习他继承了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他敬重陈耀真教授和毛文书教授的领导，念念不忘

名师梁伯强、李辰等老教授的言传身教。

原中山医科大学党委书记

　　　　　　　　　　　　　　　　　　　　　　　　刘希正
　　　　　　　　　　　　　　　　　　　　　　　　　　　　　　　　　　 2012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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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幼年家庭，经济拮据，母亲贤惠

1922年10月24日，杜念祖出生在广州。

他爷爷是一位儒医，在广东省顺德县大良镇

行医，那是珠江三角洲的水网地区，曾以丝

业及养殖业成为富裕之乡。父亲杜日东因是

长子，被送当时广东最高学府——广雅书

院就学，并以优异成绩毕业。当时因仕途已

绝，在找不到合适工作之下，父亲跑到香港

教书，多年后又回到广州定居，以自由职业

身份为人作秘书。以后经济状况逐渐好转，

家庭可进入一个中上人家的稳定生活。后经

国内多年战乱波及，生活十分艰难。

母亲李漱芳是顺德县书香世家之女，贤惠能干。育有四男二女，杜念祖排第五。母亲是一家主

持人，那时因父亲收入不丰，除养育儿女之外，她还为人缝衣，以补贴生活费用。杜念祖自幼与母

同床睡，每在夜间醒来，仍见她把电灯引入蚊帐内，在帐内为人缝衣。她还是家中的保健师，她从

爷爷处学得点中医药知识，家中儿女有病都是由她口授些中药，由子女去药材店买药、煮制，六个

儿女也就如此长大。

二、家庭庞大，和睦相处

生母早逝，父亲续弦。后母朴实勤劳，

操持家务，扶育子女。她生了六个女儿，其

中一个夭折。这样全家就有十一个孩子，即

大姐亲亲、二哥文瞻、三哥汝俭、四姐念

劬、老五念祖、六弟养志、七妹敬长、八妹

耀媚、十妹毋固、十一妹梦兰、十二妹伟

明。

庞大的家庭从来没有争吵，彼此和洽共

处。习惯了大的照顾小的，小的服从大的，

直到大家都长大。虽然各奔东西，各自成

家，但仍然互相照顾。杜念祖从中学到上大学多蒙长姐和哥哥照顾。后来杜念祖又成为弟妹们成长

的助手。

父母亲与几个兄弟姐妹，摄于1940年。

上世纪20年代的广州的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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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家庭，在生活并不富裕的状况下，却能友爱相助，得之于父母亲以身作则，故他们兄弟

姊妹，都能互相仿效并努力读书，大部分都学有所成。

三、小学、中学阶段

1927年，年仅5岁的杜念祖便被送进广州市立第十五小学

读书。

小学时的杜念祖念书并不用功，家中也没有人督促他读

书，所以养成他好玩的性格。那时家住在中华北路一条小巷

里，对面便是新开建的净慧公园。公园是满清时代的将军衙

门，面积相当大，但荒废已久，大部分地方长满野生植物，

蛇、虫、野狐、鸟雀都有。那是小孩子的天堂，掏鸟窝、抓蟋

蟀、爬树，小时候的杜念祖玩得不亦乐乎。后来这里又建成文

化馆，不时有美术展览。也有简单的体操器械，看到大人在单

杠上玩各种各样的花式，他也很羡慕，很快也学会三四个花式，这就是杜念祖最快乐的童年记忆。

不幸的是小学毕业却考不上中学，被迫多读一年六年级，改在广州市立第七小学就读。毕业后，居

然考上当时是最难考的市立师范学校和市立第一中学。

2001年11个兄

弟 姐 妹 齐 聚 广

州，后排左一是

杜念祖教授。

父母亲及其孙子辈，摄于19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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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念祖在小学读了七年书，从5岁一直读到12岁，回顾这段学习过程，虽不用功，但也养成他的

爱和平、关心别人痛苦的性格。这和他在小学爱好图书有关，他一旦下课，便跑到图书馆看那些少

儿类的读物。那些读物大都是有关爱护动物、友爱待人之类的内容，爱护动物、善待别人也就从这

时候深入一个儿童的心，长大也不会忘记。

1934年—1938年杜念祖进入初中读书。

在读广州市一中的初中一年级时，他依然是喜动好玩，以致留了一级。这是他的第二次留级，

他对读书的目的仍茫然不解。但是到了初二，杜念祖一改好玩天性，开始专心读书。

到他读初中三年级时，日军已开始轰炸广州。他只好随母亲和弟妹们逃避到顺德老家，并在顺

德大良借读于顺德县立中学。

半年后，他又随母亲重回广州，回到广州市一中。但当时的市教育局把广州市立中学改为高中

和初中两个学校。初中称为市初中集训队，除了各班级的课程外，还加上军队式的编制，进行半军

事管理，每日有操练，战争气氛很浓。

不久，战祸也跟着来临，日本飞机再次轰炸广州，杜念祖所在的集训队组织了紧急救援小组到

被炸灾区，他也参加了。眼看那被炸塌的房子下压着死去及受伤的人，杜念祖感到从未有过的思想

震动，战争原来如此残酷！

广州当时也陷入被日本侵占的危险，父亲决定迁居香港。不久全家便抛弃了广州老家，经中

山、澳门到了香港。

杜念祖读高中的三年（1938—1941）里，受日本军队入侵的影响，迁转各地，动荡不安。高一

上学期，重视教育的父亲在香港把他送到一间私立的知用中学读书。半年后，由于广州市立高中里

的原有老师组织了一间市高中补习学校，除原来市高中的学生外，也收容港、澳的学生，杜念祖有

机会从香港回广州就读这间中学。

高二时，杜念祖就读广东省教育厅新开办的一所中区临时学校，校址在澳门河对面的中山县湾

仔区。

然而灾祸又再来临。日军入侵中山，临近澳门，学校紧急疏散到澳门，天主教堂给男女学生分

别提供住宿场所。杜念祖因此得以暂留。但最后他还是决定迁到香港，借读于德明中学。

经过患难的同学感到留在香港也不是长远之计，同学之间商量，分成小组分批回到广东北部连

县的东坡，转入广东文理学院附中。

那时学生除住在学校临时借用的炮楼或公共地方之外，多租住民宅空余房子。战时生活破坏

了正常时代学生规规矩矩把精力全部投放在学习上的传统习惯，学生不大用心读书，而喜爱交际活

动，即喜欢互相访问、谈天说地，其中就有左派学生秘密组织的读书会等宣传学习共产党的马克思

主义，也有共产党地下组织在秘密活动。

高中的三年，是杜念祖有了较明显改变的三年。初中以前，他对社会茫然无知。在高中相交的

同学不少从各地各校来，给他增长了不少见识。尤其是从高中二年级起，他离家在校寄宿，同学间

的接触更为频密，思想交流也更多了。他开始也参加了公共活动，还当过班长和学生自治会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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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家庭和睦，艰难苦读，走上学医路（1922—1948）

在政治上开始接触一些特别关心时局及思想左倾的青年人，扩阔了自己的视界，这是他一生中改变

自己思想最大的一个时期。

四、大学学医

1941年，杜念祖考入中山大学医学院。其实他原来并非想学医，他喜欢动植物，故学农是他的

理想专业。但父亲要他考医科，他听从了父亲的意见改报医科，从此他走上了毕生从事医学事业的

道路。

1941年杜念祖入学时的中山大学医学院的院址，在今广东北部的乐昌县城。

进入医学院，杜念祖回顾自己中学、小学时的经历，深深悔恨自己的幼稚贪玩，不用心学习，

他暗下决心，痛改前非，从开学起便积极学习，专心攻读。当时二年级的生理课由院长李雨生兼

任，病理科由梁伯强教授任教，解剖科由杨简教授任教。

梁伯强教授在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到德国进修，两年后回国接受中山大学之聘为病理学教

授，并在中山大学建立病理学研究所。病理学研究所成绩显著，日后成为中国最出色的病理学培训

人才基地。

1943年，新的病理研究所终于在抗战时期的乐昌建成，在物资缺乏的情况下，梁教授用尽办法

一一解决困难，如缺乏容器便改用土制瓦缸，没有福尔马林就改用糖浆储藏人体标本等。这种白手

起家的精神，杜念祖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十分敬佩这样一位教授。

梁教授上病理课时，看到杜念祖这位学生的好学与主动，在上课前，他便让学生杜念祖把病理

课的讲义提纲先抄在黑板上，人体标本也准备好，显微镜标本也先用色笔绘出简图放在标本旁边，

让学生在看显微镜的同时描绘颜色图。整个学习过程严格认真，准备充分。

梁伯强教授这种认真的教学要求，对杜念祖真正起到一种无形的鞭挞作用。他悟出一个道理：

原来对同一件事，不同人会有不同的对待。这种无声的教育，真正开

启了杜念祖对病理教授的崇拜。他在回忆这段大学生活时说：“我当

时立下的誓言是以后任何时候，都要以梁伯强教授的言传身教为准

则。现在看来，我一生能坚持努力从事医疗工作，全部孕育于良师的

教导。我日后的工作能略有所成，也基于此。”

杜念祖在中山大学医学院学医时，因病理学、解剖学都有上课前口

头提问的规则，被问者如答不上来是有点丢人的。因此，哪个学生书读

得好不好，也可相互从口问中知道一些，同班同学里有一位比较娇小的

女学生，她每次都回答得十分准确，给杜念祖留下很好的印象。

那时的学生是要抄讲义，未能及时抄到的可以借同学的再抄。在

这一互相抄笔记的过程中，杜念祖看到这位女同学所抄写的讲义，字梁伯强教授（1899—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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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秀丽，美如其人，于是萌生了对这位貌美聪

明同学的爱意。

这位比较娇小的同班女学生，名字叫许香

桂。本来比杜念祖高一年级，但因她抗日战争

时期停过一年学，这样他们才成为同班同学。

在班里，她是年纪比较小的学生，她的父亲毕

业于北京大学，曾经在广州做教授和律师工

作，对她的要求一直都非常严格，所以她也是

较年幼便开始读书。

经过两人相互了解，双方看到各自的爱好

与成绩，竟是那样地情投意合，很自然发展成

了恋人。

1944年，日军将来，中山大学各学院师

生开始撤散，有从乐昌再向东进入梅县再回家

乡的，也有向西到连县去的。医学院的部分人

经仁化再到梅县，以后在那复课。但也有不少

师生跟着院长李雨生、梁伯强教授留在仁化附

近，杜念祖也是其中之一。他和一批同学住在

一所小学内。

有一天街上传来日军来了的消息，杜念祖

出门一看，一下被惊呆了。他看见三个日本兵

正对着几个中国伤兵开枪。他赶忙招呼大家快逃，并和另一位低班同学从后门走到田地上，往北朝

有树丛的地方跑。日军在他们后面开枪。

在大学住处未能逃出的同学，男女都受了劫掠，并带走男同学去为他们挑东西。所幸晚间大多

都能逃出。

大学生们辗转向北行逃到湖南的汝城，那里是第九战区的据点，军队颇多。梁伯强等与战区卫

生处处长商量，设法收容医学院的师生。蒙处长的答允，介绍师生到各部队当军医。杜念祖一个人

被分到师野战医院，在那里做了半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他便申请回校复课，经师部批准，于1945

年夏季和一些朋友回到广州。

到了大学五年级时，转入最后一年的实习。杜念祖是班代表，参与张罗寻找全班同学的实习岗

位。但那时广州民生凋敝，没有多少医院能够吸收实习生。

许香桂有位姐姐及姐夫赴台湾工作，他们来信说，台湾大学很好，可以去那里实习。许香桂和

杜念祖商量后决定到台湾碰碰运气。那时，他们俩已建立起比一般同学更亲密的关系了。

杜念祖和许香桂及几位同学辗转由广州湾到了台湾高雄。随后他们都到了台北，到台湾大学医

杜念祖教授的夫人许香桂女士近照，2002年摄于荷兰

国际花卉展会。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