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瑞金医院，曾用名“广慈医院”，1907 年 10 月 13 日在上海开业，
至 1948 年，整座医院的建筑面积达到 40000 平方米，病床 780 张，
被当时的人们称为“远东第一大医院”。 上世纪 70 年代，改用现在的名
字。 探寻这座百年老院的历史，绕不开它初创之际的时代背景———彼
时的上海，华洋杂处，西学东渐，这所西式医院让老百姓接触到西方医
学的同时，也在医院内部经历了不同医学文明之间的“对话”。 这期间，
无数才华横溢的中国医生从这里走出来，他们不断完善、丰富着这所
医院对社会责任 、人道主义精神 、医学创新 、乃至现代医患关系的理
解。 绵延百年走至今，熏出了独特的瑞金人文现象。

——— 编者

印象中的 “瑞金先生”
近代中国的西医不少是“海归”或是从被

誉为“东方哈佛”的圣约翰大学、震旦医学院等
毕业的学生。他们中不乏富有理想的年轻人，尤
其是一些“海归”，接受了一流的西方医学教育，
却并不贪恋西方的宽裕生活， 一心想着学成后
归国，报效祖国，用所学帮助同胞。

当时，西方医学刚刚进入中国，但水平参
差不齐，正是这批聪明、踏实的中国医生不断拓
荒， 他们中很多人后来成为中国近代医学的奠
基人。如今再看当年他们是如何看病、如何带教
学生，如沐春风。

口袋里始终放一支牙刷的医生

董方中的上衣口袋里 ， 始终放着一支牙
刷。 为的就是随时随地外出会诊仍能保持卫生
习惯。

在学生们的记忆里， 董先生查房时总是
西装革履 、斯斯文文 ，日常接触中又是那么的
平易近人，从来不口出恶言。 但一旦上了手术
台 ，他立刻化身为 “棺材板里能救活人 ”的神
医、“出神入化”的快刀手。 他在松江搞血吸虫
病防治时 ，带领曹德生 、李宏为等跟农民们一
起劳动，同吃同住，丝毫没有专家架子，但一旦
动起手术却是随叫随到 ，手到病除 ，被农民们
亲切地称为“神刀”。

据蔡伟耀回忆， 师母李杏芳医生经常在家
做好饭，等等董教授不回家，打电话到医院才知
道又被临时请去会诊了。 全上海任何一家医院
请董方中会诊，他骑上自行车就去，从不推托。
但是终于有一次， 他在骑车去新华医院会诊的
路上，突然胸闷倒下，检查后发现心脏瓣膜出了
问题。

中文 “蹩脚” 的中国医生

傅培彬 、董方中 、周锡庚等老教授长期学
习和生活在国外 ，中文表达能力一般 ，但是他
们仍然坚持给医学生上大课 ，讲完一遍 ，旁边
的林言箴、连肖莪等助教再帮忙给学生们解释
一遍。 大师们的讲课，结合了大量临床病例和
实践操作，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

董方中给学生们讲解外科小手术，结合实
际操作，讲怎样做脓肿切开，怎样拔甲，学生们
听得目不转睛。

张圣道教授口才很好 ， 讲起课来慷慨激
昂、妙趣横生，大学生们愿意听 、听得懂 、记得
牢， 但每次上课之前他都要再次翻书找资料、
反复练习，不敢有丝毫 “吃老本 ”的想法 ，因为
他始终记得曾有一位其他医院的老师给大学
生们上课，仗着自己外语好，资格老，没做认真
准备就信口开河 ，被傅培彬老师严厉批评 “你
的法语是讲得很好， 但今天你没有认真准备，
这堂课还是不合格！ ”

搬个板凳坐在病人身边问病史

傅培彬要求实习医生 “问病史时 ，最好搬
个凳子坐在病人旁边问， 这样病人很定心，觉
得你有时间听他讲，他会多讲些和疾病有关的

信息给你听。 否则你一直站着问，病
人会觉得你过会儿可能有其它事，或
者病人会觉得你很累，就不愿意多讲
病史了。 ”

现代 “神农尝百草”

上世纪 50 年代，朱仲刚教授带领
皮肤科同事在一批小厂进行调查的过
程中发现 , 由于当时生产条件较差 ，
一些工人皮肤溃烂，关节变形，病症严
重。 从此之后，广慈医院皮肤科就将
“职业性皮肤病”作为主攻方向，在“职
业性皮肤病”领域建树颇丰，是国内首
屈一指的学科先锋。

氯丙嗪是治疗精神病的重要药
物，但人的皮肤一接触这种药物，就容
易红肿、发黑, 又痛又痒。 上海有家药
厂的工人由于接触氯丙嗪全部患了皮
肤病。 朱仲刚为了对氯丙嗪毒性有切
身的体验， 还把三种氯丙嗪原料在自
己皮肤上做试验， 摸索氯丙嗪诱发皮
肤病的防治方法。

之后，广慈医院皮肤科又深入农
村，在上海近郊的多个村庄了解稻田
皮炎的发病情况并宣传如何防治稻
田皮炎。 朱仲刚和同事们一起，赤脚
进入农田，亲身感受农民们的致病环
境，最终研发出一种可以防止水渗入
皮肤的防护油。 稻田皮炎的防治研究
在全国第一次科技大会上获“科技进
步奖”。

▲医院护理小组为邱 财 康 护 理 。
按照当时国际医学的通行标准，烧伤

面积达 89.3%的邱财康， 没有救治希

望。 经过 100 多个日夜的努力，邱财

康康复出院。 中国人自己的烧伤液体

复苏办法，后被国际烧伤医学界誉为

“瑞金公式”，也被永远记在世界烧伤

医学的发展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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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年 5 月 26 日，深夜 11 点，上钢三厂，行

车吊运时主扣意外松了，10 吨半 1300℃的铁水掉

下来，爆炸了……瞬间，一个炼钢工人全身 89.3%
面积的皮肤被灼伤，深度灼伤面积达 23%。 这个工

人的表皮好像焦炭，头肿得像个气球，生命危在旦

夕。 他就是后来被称为“钢铁英雄”的邱财康。
以当时的医学水平、设施条件，像邱财康这样

的病例，存活机会微乎其微。 当时业界公认的美国

烧伤学科权威———伊文思的理论， 仅适用于全身

烧伤面积低于 50%。 这种情况国际上认为没有救

治希望了。
国际权威结论摆在面前， 医学的极限似乎已

划好了生死线，但，医院、邱财康、家属，却都没打

算放弃。 当时的二医和广慈医院迅速组织抢救小

组，由普外科董方中任组长，史济湘任副组长。 此

外，当年的专家名单上还有傅培彬、邝安堃 、杨之

骏、戴自英、张涤生……这些如今在中国医学史上

响当当的大师，当年都聚在邱财康的病床旁。 据统

计，医院当年派出 40 多名最顶尖的专家成立专门

救治小组，还有难以计数的护理团队、后勤小组。
严重烧伤后的病人要经历三个生死关： 休克

关、感染关、植皮关。
在最初两天， 烧伤后的休克关尤其致命。 因

为烧伤后创面大量体液流失， 需要补充体液， 但

补多少， 难以计算———权威的 “伊文思公式” 在

这里不适用了。 为此， 医护人员创新地提出增加

补液尤其是血浆的方法， 以维持正常血容量。 在

此过程中， 救治小组日夜不眠 ， 每 4 小时用 1%
的肝素冲洗一次， 以防血栓形成……邱财康顺利

度过了休克关。
很快，另一个挑战紧随而来，邱财康出现了绿脓

杆菌败血症，并且出现了对多粘菌素的耐药。 这个

感染关如果处理不好，邱财康的右腿就保不住了！
“医院开始集中所有著名的内外科专家，还请

来当时在二医的细菌专家余 教授会诊，细菌系的

学生也都被动员起来。 大家翻遍了国内外文献，终
于在外国文献中看到了一线希望，用噬菌体以毒攻

毒。 ”原二医校长王一飞教授回忆这段往事。
余 教授 1927 年赴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深

造，获博士学位和美国卫生学会金质奖章，是我国

第一位细菌学博士。 在参与抢救邱财康的过程中，
为控制绿脓杆菌感染， 他反复实验制成特异噬菌

体，治疗创面感染获得显著效果。
就这样，经历了 100 多个日夜，这年 11 月 21

日，邱财康康复出院了。 这支上海医学专家大胆尝

试，创新方法，最终形成了中国人自己的烧伤液体

复苏办法，后被国际烧伤医学界誉为“瑞金公式”，
被永远记在世界烧伤医学的发展史上。

在那之后，“钢铁英雄”邱财康成为许多影视文

学作品的主角人物。 1958 年 8 月，巴金专程到医院

看望邱财康，并以他的事迹为蓝本，创作了报告文

学《一场挽救生命的战斗》。 1959 年 9 月，上海天马

电影厂拍摄的歌颂邱财康事迹的电影 《春满人间》
在全国上演，编剧是柯灵，主演是白杨，后者扮演的

即是广慈医院党委书记方群。 后来，孙道临等艺术

家又排演了相关话剧《共产主义凯歌》。
抢救邱财康成功后，瑞金医院烧伤科从普外科

独立出来， 并从此建立起中国危重烧伤救治的雏

形，奠定了我国烧伤外科治疗水平跃居国际领先地

位的基础。 更鲜为人知的是，邱财康病例还意外推

动了我国整形修复外科发展。 1961 年，张涤生在广

慈医院成立整形外科，1966 年该科室迁至上海第

九人民医院，更名为整复外科，成为中国整形外科

四大发源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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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从““广广慈慈医医院院””到到““瑞瑞金金医医院院””
跨跨越越 111100 年年的的东东西西方方医医学学文文明明对对话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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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瑞金医院，梧桐掩映间可见几栋别致的法

式洋房，我们的故事就从这里说起。
1904 年，法国人姚宗李在金神父路、马斯南路

一带（今瑞金二路、思南路一带）筹建医院，经过三

年努力，1907 年，一家新医院在这里开业。 医院对

外的法文名称是圣玛利亚医院， 中文叫 “广慈医

院”，取“广博慈爱，救死扶伤”之意。慈爱之心，从一

开始就嵌入这家医院的基因。
建院初期，这里仅有内外两科，55 张床位，2 名

医生、8 名修女护士。 到 20 世纪 40 年代末，医护人

员开始从以外国人为主变成以中国人为主，并成为

远东地区规模最大的医院。
据 1932 年的 《广慈医院 25 周年纪念》 记载：

“广慈医院贫富俱收， 各视其境遇以付值， 犹如现

状，富者出其膳费，从无因乏资而被拒绝者，即最贫

者，亦得入附设之病床焉，五百病床中三百零二座，
供贫人之用，从未间断，故贫者极乐进广慈医院，药
费优廉，看护周到，身心俱泰。 ”到了 1936 年，全年

门诊 60487 人次，其中一半以上为平民，他们享受

着免费或半费的服务。
“贫富俱收、更求完善”的办院理念并非所有医

院能承担的。 资料记载，广慈医院当时享受了大量

来自社会慈善机构的募捐，医院成为一个容纳社会

善意的平台，并进一步发挥其应有的社会责任与人

道主义精神，这种模式也让它在我国近代医疗卫生

事业上留下值得书写的一笔。
除收治普通病人，广慈医院早年设有对特殊人

群的医疗服务。 1910 年这里添设一个专为囚犯服

务的小病房，这使得广慈医院成为近代中国历史上

唯一设有犯人病房的医院。 1930 年医院又在东北

角上矗立起了一座新“罪犯”病房。与之遥相呼应的

是东南角上的一幢宏伟建筑，它鹤立鸡群，就是人

称“院中院”的隔离病房，当时对外声称为“时疫医

院”，收治各类传染病患。
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知名血液学专家王振义

曾这样回忆当年求学震旦大学医学院（广慈当时为

震旦大学医学院的教学医院）的情景：在学习期间，
学生被一再教育需要富有爱心，不定期到医院的传

染病房为患者做医疗服务。 在他大学五年级时，还
跟着老师参加敬老院的慈善工作。他们作为医学生

做服务工作，每次的报酬是一点饼干，但收获的却

是作为未来医生所肩负的职责感、荣誉感。

曾经的广慈医院严格采用法国医学院教材，用
法语授课，乃至于走到今天，医疗圈的人都晓得，这
是一家“会说法语的医院”。 这段法语传统孕育了

一批著名的“法比派”医生，他们以震旦大学医学院

和一批留学法国、比利时归国的外科医生为代表。
1907 年，法国医师佛来松在广慈执医，兼看内、外

科。 因成功抢救徐家汇大教堂工地脚手架摔下的

建筑工人而出名，从此奠定了广慈外科在上海乃至

全国的领先地位。
法国里昂大学医学院毕业的徐宝彝回国后，

开创了中国人担任广慈医院外科主任的先河。 至

上世纪 40 年代末，广慈医院的外科水平已在全国

首屈一指。 留学比利时归国的傅培彬、程一雄、佘

亚雄和毕业于震旦大学医学院的沈永康、史济湘、
林言箴等承担了外科的主要医疗工作，他们就是后

来广慈“法比派”的代表人物。
有意思的是，上世纪 50 年代，随着我国院系调

整，圣约翰大学医学院、震旦大学医学院和同德医

学院合并（这三校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的前身），
一批留学英美的外科大家加盟广慈医院，他们中的

杰出代表有留学美国的董方中、李杏芳，留学英国

的周锡庚，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的周光裕、柴

本甫、汪道新等，这就是后来俗称的“英美派”。
“两派医生连外科手术打结方式都不同，法比

派教的是用左手打结，英美派教的是用右手打结，
这两派医生在手术台上是不是都要打架？ 并没有，
不仅没有，他们还非常和谐地互动。 ”瑞金医院党

委书记杨伟国乐谈这段历史。
关于“左手打结”，也是广慈流传下来的一段传

奇。 有人说，只要一上手术台，看看医生打结的手

法就能知道是不是广慈学习出身的。 因为广慈医

院外科带教非常讲究应用效果和规范操作，到了近

乎执拗的程度，哪怕是外科最基础的打一个结，也

必须是用左手来打。
为什么一定要左手打结？ 虽然没有明确的书

面解释，但有一种说法是，医生们在手术时用左手

打结，右手还可以剪线，不用助手等其他医生帮忙。
在一个世纪前外科医生稀缺的年代，如此能“一人

包干天下”的全能手术医生还是非常有用的。
并且，一个世纪前的欧洲外科，讲究的是医生能

“从头开到脚”， 培养目标就是外科医生要尽量独当

一面，“左手打结”正与这一理念吻合。
至今，“老二医”（交大医学院前身为上海第二

医科大学）培训出来的外科医生依然保留“左手打

结”的传统。那么，这样的“全能培训”到了今天还有

没有意义？ 在现代手术室里，主刀医生会有很多助

手帮忙，但试想如果在救灾野战医院，医生紧缺，会
左手打结的医生或许更能派上用处。

由法比派与英美派，以及左手打结还是右手打

结，牵涉出的其实是一段历史疑问：两种看起来截

然不同的学术流派，放在一起会不会发生冲突？ 这

样的担心很快就被证明是多余的，“一山二虎”反而

实力大增！
那个阶段，广慈外科形成了在全国医院都非常

罕见的学科双主任设置，科主任“两正两副”格局，
即傅培彬和董方中分别为外科第一、 第二主任，沈
永康和周锡庚任科副主任。在中国近代外科医学史

上，这都是数一数二的人物。 这批医术精湛的外科

主任们相互尊重，群策群力，既认真考虑他人建议，
又提出各自鲜明观点，真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开

创了瑞金乃至中国近代外科发展的许多新纪元。
这种兼容并包的文化在广慈此后的发展历程

中还衍生出许多传奇佳话。
上世纪 50 年代， 陈道隆是广慈医院的中医顾

问，我国内科学泰斗邝安堃就拜师陈道隆，还邀请陈

一起开设中西医联合门诊， 建立了我国最早的中西

医结合疾病诊治体系。 至今，谈及魏氏伤科，不少老

上海还记得瑞金医院草坪上，清晨沐浴于阳光中，身
着白大褂施展拳法的“武林医生”。1958 年，这家医院

里，中医伤科魏指薪同西医骨科叶衍庆合作，共同创

建了上海市伤骨科研究所。 两人协力，各展所长，魏
指薪毫无保留地献出家传秘法，同时学习西医，他们

共同开展了关节脱位、软组织损伤、中药加速骨折愈

合等临床研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
时间走到 1960 年， 邝安堃又邀请理化学家丁

霆加入广慈。 化学家到医院里来做什么？ 他们一个

在实验室，一个在临床，取长补短，从临床问题提出

到实验室解决问题，研究建立了一整套内分泌激素

测试方法， 为内分泌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开基础和临床融合之先河。

““贫贫富富俱俱收收、、 更更求求完完善善””，， 专专辟辟传传染染病病隔隔离离病病房房

一一上上手手术术台台，， 看看看看打打结结的的手手法法就就能能知知道道是是不不是是广广慈慈出出身身

打打破破海海外外权权威威的的 ““伊伊文文思思公公式式””，， ““瑞瑞金金公公式式”” 轰轰动动世世界界

▲根据 “钢铁英雄” 邱财康的

故事改编的电影 《春满人间》 海报。
相关题材成为当时文学艺术创作的

热点之一：巴金专程到医院看望邱财

康，并创作了报告文学《一场挽救生

命的战斗》；随后，白杨主演的《春满

人间》在全国上演，孙道临等创排了

相关话剧作品。

建建院院初初期期的的照照片片，， 曾曾被被制制成成明明信信片片发发行行。。 （（本本版版图图片片由由瑞瑞金金医医院院提提供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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