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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同舟７０年

心研所　石美鑫

　　２００７年是中山医院建院７０周年，７０年弹指一挥间。回顾往

昔，思绪万千！

１９３６年，我考入国立上海医学院。新建的医学院为黄色琉璃

瓦宫殿式４层楼建筑，东侧紧邻上医的主要教学医院———中山医

院。它的建筑风格与医学院相似，但占地面积更大，楼层更高，更

为雄伟。我们虽与中山近在咫尺，却都不敢随意进入医院。１９３７

年４月，国立上海医学院新校舍落成暨中山医院开幕典礼，同时还

举行中华医学会第４届大会、中华麻风病学会第３届大会、中华医

学史学会第１次中国医史文献展览会。期间，我才第１次进入中山

医院游览。１９４３年，我从上医毕业并留校在重庆上医教学医院任

外科助理住院医师。１９４６年１１月，中山医院复院，沈克非教授任

院长，不久后，我从红十字会总医院调入中山医院外科工作。这

样，在参观游览中山医院９年多之后，我终于成为中山医院的一名

工作人员。

从１９４８～１９５６年将近１０年期间，我至少有２次可能离开中山

医院。１９４６年秋我班同学聂崇铭（后改名方春望，曾任山东医学院

院长）等３人去解放区工作，约我同行。我欣然慨允，但要等到完

成外科总住院医师培训，掌握较充实的临床工作能力后再前往解

放区。为了实现这个承诺，１９４８年我在完成总住院医师培训后，婉

谢沈克非教授选送我赴美学习的安排，但因肺结核病复发住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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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区行程只能暂时推迟。１９４９年春，我出院后，与当时地下党组

织上海市卫生局药政处唐国裕同志商量，拟４月初联合中山医院

外科、妇产科、眼科、内科、放射科医护人员７人取道青岛转赴山东

解放区。行期确定后又接到指示，解放军即将渡江解放江南，命留

沪迎接解放。上海解放后，黄家驷教授向上医军管会申请我留上

医工作。这样我就在新解放的上海中山医院继续从事医疗、教学

工作。１９５６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抽调一批上海医学院教辅人员

赴重庆建立重庆医学院。按规定我应该调重庆。当时黄家驷教授

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考虑到上医胸心外科的具体情况，他向

学校提出把我留在上海，从此，我在中山医院扎下了根。

上海解放前夕，我在女外科、儿外科病房各工作了一段时间，

同时还参加了创立不久的胸外科工作。１９５０年冬我参加了上海市

第１批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１９５１年夏天返沪后，沈克非和

黄家驷教授确定我从事胸外科专业。最初，中山医院胸外科设床

位２０张，收治的病人主要是肺结核病，还有一些肺化脓性感染病

例和食管癌、肺癌、纵隔肿瘤等。胸外科业务逐渐发展后，床位增

加到５０张左右。１９５２年４月参考苏联模式，中山医院更名为上海

医学院外科学院，胸外科床位又增加了４０多张，不但收治病例数

明显增加，每年还接受全国各省市大量外科医师和护士来中山医

院进行胸外科专业医务人员培训。在院长兼科主任黄家驷教授的

领导下，胸外科还帮助江湾原国防医学院附属医院、澄衷肺病疗养

院开展胸外科工作。１９５５年８月，上海第一医院下属教学医院又

将临床专科医院恢复为综合性医院。１９５６年８月恢复原名中山医

院。在这一段时间里，我国防治结核病工作取得很大成绩，胸外科

病例中肺结核病人日益减少，肿瘤病人逐渐增多。在治疗方法上

用肺切除术治疗肺结核病例逐渐超过施行胸廓改形术的病例。新

的手术如全脓胸全肺切除术、胸骨后空肠代食管术等均于１９５３年

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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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中山医院心血管外科也进展迅速。１９５３年中山医院成

功地施行国内首例体肺循环分流术治疗法洛四联症。１９５４年在缺

少无创伤血管钳的困难情况下创造了先缝合动脉导管的两端再切

断缝合动脉导管的新操作方法。其后半年中连续应用于７例病人

均获得成功。１９５７年４月国内首例先天性食管闭锁及食管气管瘘

婴儿在中山医院施行一期手术获得成功。１９５４年兰锡纯教授施行

二尖瓣狭窄扩张分离术获得成功后，众多心脏病人希望接受外科

治疗，推动了我国心脏血管外科的发展。中山胸外科在麻醉科、心

内科等科室的支持帮助下进行了大量低温下心脏直视手术的动物

实验研究工作。在此基础上，１９５８年４月中山医院成功地为一位

印尼华侨施行国内首例低温下心房间隔缺损直视缝合术。１９５８年

底上海市在中山医院建立胸病研究所，当时即确定以心脏血管疾

病的防治作为研究重点。进一步开展心外科临床工作必须掌握体

外循环医疗技术，当时卫生部有意拨给一笔外汇购买人工心肺机。

但由于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封锁禁运，有钱也无处买，唯一出路只

有自力更生、自行研制。在上海第一医学院、上海市卫生局、中山

医院各级领导的支持下，我们有关临床科室和后勤部门紧密团结、

多方虚心求助、认真探索，从材料、设计、性能检测、动物实验全面

开展研究试制工作。在上海市众多工厂和单位的大力协助下，逐

步取得进展。经过２年多的艰苦奋斗，终于制成国产静立垂屏式

人工心肺机和有关体外循环的管道装备。中山医院和市立第一人

民医院胸外科医师进行了近２００次体外循环心脏直视手术动物实

验，并经上海市卫生局组织专家对动物实验研究评估认可后，从

１９５９年９月２１日起到当年１２月８日在上海市６所医院应用自制

静立垂屏式人工心肺机施行体外循环心内直视手术１１例，９例获

得良好疗效，其中１例为法洛四联症根治术。在１９５９年开展主动

脉弓全弓切除移植术。１９６１年我们又进一步开展深低温体外循环

的实验研究，并于１９６２年应用于左心室室壁瘤切除术和１９６４年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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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二尖瓣瓣膜整复术。１９７２年起，研制人工生物瓣成功，并应用

于临床。

时间过得很快，弹指之间我已在中山医院工作了６０年。６０年

来，我在中山这个摇篮中，在领导和老师、同事们的关怀下，逐步成

长、成熟，懂得如何做一个合格的人，做一名合格的医生。在沈克

非和黄家驷两位老师的教导下，我先经受严格的外科医师培训，再

进一步成为胸心外科专科医师。在我长期从事胸心外科医疗、教

学、科研工作中，曾先后进行低温下心脏直视手术、人工心肺机研

制、体外循环心脏直视手术、深低温体外循环、人工心脏瓣膜等动

物实验和临床应用等研究工作。在国内首例开展胸心手术１０多

项：如体－肺循环分流术、胸骨后空肠代食管术、全脓胸全肺切除术、

先天性食管闭锁及气管食管瘘根治术、主动脉全弓切除移植术、动

脉导管未闭缝合切断术、法洛四联症根治术、异位右锁骨下动脉结

扎切断术、右径二尖瓣狭窄扩张分离术、二尖瓣狭窄合并关闭不全

直视矫治术、低温下心房间隔缺损缝合术、体外循环下主动脉瓣窦

动脉瘤破裂缝补术、左心室室壁瘤切除术和硬脑膜生物瓣膜替换

术等。主编《实用外科学》、《现代外科学》、《胸心外科手术图解》、

《血管外科手术图谱》、《乡村医生手册》、《中华胸心血管外科杂

志》、《上海生物医学工程杂志》等。参加编写全国高等医学院校教

科书《外科学》、《沈克非外科学》、《黄家驷外科学》、《血管外科学》、

《胸心外科手术学》等书。发表学术论著近百篇。并任《辞海》、《大

辞海》、《胸部外科学》、《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副主编。曾任国务院

学位委员会委员，卫生部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胸心血管外

科学会、中华医学教育学会、中华心血管病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华

医学会、上海市医学会副会长，上海市科协副主席，上海市胸心血

管外科学会主任委员，上海市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理事长，上海市学

位委员会顾问，上海第一医学院院长、上海医科大学顾问等职务。

６０年来，我亲身经历了中山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不断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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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而取得的辉煌业绩。中山医院以优良的医疗作风、精湛的医

疗技术、严格的科学管理、自强不息的创新精神，为医院自身、为国

内外医疗机构培育了一批又一批的医学人才。不断提高医疗技

术，使一些原来在国内不能治的疑难疾病变成为能治、可治，而且

可以治愈，为广大病人造福，体现了“一切为了病人”的崇高医德、

医风。通过医疗服务和人才培养，中山医院在国内外得到较高的

评价。６０年来，我参加了中山医院创建胸心外科的艰苦历程，见证

了上海市胸病研究所、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的筹建经过；从先立

一块牌子到建成再扩建的一座座医疗科研大楼；从胸外科发展成

为心外科和普胸外科两个临床科室；喜见中山医院心胸外科和心

研所业务的飞跃发展；更为高兴的是看到新人辈出、朝气蓬勃，青

胜于蓝。全院上下团结协作是我院各项业务得以顺利开展的另一

个重要因素。以胸外科为例，创建初期，４位青年医师分别来自不

同学校（上医、中正、岭南、同济），但相互之间关系和谐，每个人都

置身于集体之中，出谋献策，尽心尽力，完成任务。有关科室之间

也各尽所能、密切配合。面对奖励，首先想到兄弟科室和同事。２０

世纪６０年代初期，一次加薪，陶寿淇教授和我都破格晋升三级。

为此，我感到不安，顾虑有可能产生负面影响，我逐级从中山总支

到上医党委陈述意见，辞谢特殊待遇。

值此中山医院建院７０周年之际，我衷心祝愿中山医院继续弘

扬“一切为了病人”的中山精神，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团结创

新，不断前进，勇攀高峰！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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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中山

冯友贤＊?

　　中山医院是培育我茁壮成长的摇篮。

那里有着３位我所难忘的老师：严师沈克非教授，恩师黄家驷

教授和导师崔之义教授。他们的言行和举止深刻地烙印在我的成

长发展过程中。他们工作勤奋，不断创新，为培养年轻有为医师，

不遗余力。

我于１９４６年毕业于上医后，跟随黄家驷教授，是他选中我进

入外科这个领域。次年（１９４７年）我被调派往刚重建的中山，转随

沈克非教授。沈教授为人刚直，医德高尚，对工作要求极严格。当

时抗战虽已胜利，但是百业萧条、民不聊生。部分医师离开医学院

附属医院在外挂牌开业，而沈教授持反对态度。他认为医师的神

圣职责就是救死扶伤、为病人服务，不能为了开业赚钱而忽视为病

人服务；同时他认为医生私下不宜接受病人的礼物，一切应按医院

的规章制度办事。

恩师黄家驷教授于１９４６年期间返国后，即在上医附属医院内

开展胸外科工作，后又领导全国心脏、血管外科工作。这充分展示

他所树立的不断创新之典范。

在导师崔之义教授的直接指导下，我在中山开展了血管外科

工作。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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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开展血管外科这门新学科，３位老师均不遗余力地支持我。

如沈克非教授经常提供我有关血管外科的原版书籍。黄家驷教授

在百忙之中，为我编著的第２版《血管外科学》撰写序言。崔之义

教授大力支持在中山医院开展血管外科工作，并亲自与我赴上海

纺织机构与有关专业人员讨论以蚕丝制造人造血管的问题。这些

都是为开创、发展我国血管外科事业上起着很大的作用。

至于我本人，仅在上述３位老师的启迪与指引下，踏着他们的

足迹，为发展我国血管外科事业尽一份绵薄之力！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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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生永结中山缘

心研所　陈灏珠

　　 六载寒窗学有成，悬壶沪上技益精。

回看岁月峥嵘处，报我中山哺育情！

我谨以此诗献给中山医院建院７０年，也纪念我与中山医院共

同度过的６０年难忘岁月。

大学生涯：流亡漂泊，靠湾中山

我出生在香港，在那里接受小学和中学教育。１９４１年太平

洋战争爆发，日寇侵占香港，全家逃难回到老家广东，在广东完成

了中学学业。１９４３年秋，在国难和家难中，考入国立中正医学

院。大学６年级时，受时任中山医院院长、外科专家沈克非教授

的邀请，由医学教育家王子玕教授推荐两位实习医师到中山实

习，学校根据择优遴选的原则推荐了我和黄文华同学。１９４８年７

月，我平生第一次踏入了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所大型综合性

医院———中山医院的大门，看到了中山医院带有民族风格气宇轩

昂的６层大楼，遇到了许多闻名遐迩的著名医学家，见到了中山

济济的医学人才。尽管那时解放战争在激烈进行，时局仍在动荡

之中，可我内心充满了对国家、对中山未来的信心和希望，像在大

海里漂泊了多年的船最终找到了停靠的港湾，从此与中山医院结

下不解之缘。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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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实习：播种辛苦，收获希望

初到中山，作为实习医生，任务是到各临床科室轮转受训，这

期间我有幸得到了中山各科老师给予的正规而又严格的临床医学

基本训练。按照医院规定，住在实习医师宿舍里，每天２４小时负

责为病人服务，连续观察每一位病人的病情。每周只有周日的下

午休息半天。天天问病史、写病史、背病史和汇报病史，做体格检

查和实验室检查（当时血、尿、粪常规检查等均由实习医师做），分

析病情，提出初步诊断和治疗意见。观察病情的演变，写病程录，

写会诊和做辅助检查的申请单等。学会和实施各种常规诊治操

作，清晨为病人抽静脉血送化验，上级医师做手术时当好助手、术

后伤口换药。看门诊、开处方，有时还协助上级医师处理急诊病

人，及辅导５年级同学见习。此外还要收集资料写毕业论文。因

为２４小时负责制，休息的时间很少，晚上即使入睡了病人半夜里

病情发生变化得起来去处理。所以这既是学习又是工作的一年实

习医师生涯过得很辛苦，但也乐在其中，因为我没有辜负学校和中

山医院各科老师对我的教导和期望，优异地完成了所有实习课程。

实习阶段学到的基本功和严谨的工作作风，使我终身受益。１９４９

年５月上海解放后的第２个月，我正式成为了中山医院的一员，感

到生活充满了阳光和希望。

悬壶之处：精益求精，展鲲鹏志

作为新中国成长的第一批临床医师，我目睹了建国后中山各

项事业的迅速发展。中山医院的院训教导着我，毛泽东主席“为人

民服务”、“对技术精益求精”的名言激励着我。在４年的住院医师

期间，我坚持住在医院里，每天２４小时负责为病人服务。并有幸

能在林兆耆、钱德、吴绍青、陶寿淇、朱益栋、陈悦书、钟学礼和李宗

明教授等著名医学家的亲自指导下工作和学习，逐渐锻炼成具备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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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诊治疑难内科病人、进行内科教学和科研的一名内科临床医

生。在“祖国哪里需要，哪里就有中山人”的感召下，１９５０年，我参

加了上海市郊区解放军血吸虫病防治工作，荣立三等功。１９５１年，

我参加抗美援朝医疗队救护伤病员工作，荣立一等功。抗美援朝

医疗队回院后的第３年，我成为内科主治医师，选择了心血管病专

业，继续在陶寿淇教授的指导下开展心血管病的医、教、研工作。

１９５７年时任中山医院院长的著名心胸外科专家黄家驷教授和陶寿

淇教授选派我到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著名心脏病学专家黄宛和方

圻教授处进修心脏导管术。回院后我主持建立了中山医院心脏导

管室开展心脏导管工作。１９５８年末，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在中

山医院内成立，为我和所有中山的心脏科医生提供了更为广阔的

舞台和事业发展的空间。１９６２年，我编著的《心脏插管检查的临床

应用》出版，同年陶寿淇教授和我举办了中山医院第一届心血管病

诊断技术学习班，１９５５～１９６６年期间我发表这方面的论文近４０

篇，成为我国心血管病介入性诊断和治疗的奠基者之一。１９６５年

上海第一医学院和中山医院准备培养一批业务骨干，我被遴选上，

院领导特请陶寿淇教授作为导师，陶教授和我共同制定了培养计

划。可惜刚开始实施不久，１９６６年“文革”爆发了，所有计划成为

泡影。

十年浩劫：陷入困境，共渡难关

“文革”期间中山遇到极大的困难。教学、科研工作陷于停顿。

“医、护、工一条龙”、“不分高低年医师一律三班倒看急诊”、“上山

下乡巡回医疗”。这期间我受命总管有１００张病床的“跃进病房”，

因病人多医生少，几乎天天晚上都被叫醒去抢救危重病人，工作的

劳累可想而知。除了医院的临床任务外，处于困境中的中山和中

山人依然认真履行救死扶伤的社会职责。１９６８年我参加医疗队到

贵州省威宁县巡回医疗１年；１９６９年又参加医疗队到云南省通海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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