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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仁心图云关
——记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的海归医护精英

赵 蔷

1939年3月初，随着抗战形势变化，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辗转迁至贵阳市东南郊图
云关，并迅速发展成为抗战时期中国医疗救护的指挥中心和实战战场，一批留学美、英、德、日
等国名牌医科大学的医护专家，放弃高薪待遇，不畏艰难困苦，在图云关吃粗粮、住草棚，救治
伤员、扑灭疫病、培训军医，为支援抗战留下了一段仁心佳话。

林可胜出生于新加坡望族，毕业于英国爱丁堡
大学并获哲学、生理学和科学博士学位，是我国现
代生理学主要奠基人、蜚声国际的生理学家。

抗战期间，医护人员奇缺。林可胜写信、发电
报给朋友、同事和学生，有700多人为他爱国热诚
所感动、景慕他的学养而来参加战场救护。林可胜
曾在协和医院任教授，因此协和系统的故旧和学生
响应最积极，各科系毕业的医护人员几乎全有人投
到林可胜门下，成为战场救护的中坚力量。

抗战时期，中国500万军队，须配备1.5万至
3万名军医，但实际合格军医不到千名。在这个背
景下，林可胜首次将“流动救护队”的救护理念应
用于中国战场，组建卫训所，进行战场救护人员培
训，制订基本教育、辅助教育、深造教育三种模
式，分为 3 个月短期培训和 3 年、6 年的长期课
程；成立护士学校，开办临床检验、X射线技术、
环境卫生工程等班级；组织专家编写了一套规范科
学、简明实用的教材；在陕西、福建、湖北、四
川、湖南、滇缅等地建立6个分所。在他的苦心经
营下，1940年至1942年救护总队达到全盛时期，
大小医疗队发展到150个，医务人员及各种辅助工
作人员达到 3420人 （包括训练总所），培训军医
1.5万多人，他们的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各地。

为了解决药品、器械、资金不足等问题，争取
华侨和国际友人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援，林可胜多
次访美，为救护总队募集物资和资金。因他在欧美
医学界享有的声望，美国医学和社会各界知名人士
积极响应，进步新闻记者史沫特莱帮助他作了大量
宣传工作。据统计，在林可胜任职的6年间，美国
各界人士捐献给救护总队的款项总计约6600万美
元，而当时国民政府一年向美国贷款不过1500万美
元，这些捐款对救护总队的迅速发展壮大起到了重
要作用。

在中国战场采访的英国女记者弗雷特·厄特利
对救护总队节俭却又高效的工作感到惊讶：“隶属

某一部队医院的医疗队由外科医生、敷裹员和护士
组成。一个完整的医疗队有20人，每月花费80英
镑，一天能完成300个伤员包扎任务的护理队，每
月开支仅50英镑。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红十字会
工作经费是如何的节约。”在林可胜身边工作多年
的周美玉曾回忆：“虽然战前战后林可胜替国家筹
募到为数众多的捐款及药品器材，但他本人却两袖
清风，以至于赴美前，夫妇两人旅费都成问题。没
办法只好卖东西，连袜子都拿出来卖，那是别人送
给他的新袜，其经济拮据可见一斑。”

除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各个战区以外，林可胜同
时也派出医疗队赴延安、太行、太岳、江西、皖南
等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为伤病员及群众
服务，极大地支持了抗战军医救护工作。

林可胜领导下的救护总队对共产党的支援活动
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强烈不满，被指控为“亲
共”，并要求他去重庆说明情况，蒋介石在与他的
面谈中，先是赞赏了他的工作能力，又责问他“左
倾颇甚，阴助延安”，而林可胜则回答“红十字会
是国际组织”。此番作答引起蒋介石的恼恨，经商
震与宋美龄的疏通和美国友人的支持，林可胜才未
被调离救护总队。

从重庆回到贵阳，林可胜又被军统特务抓走，经
说情才得以保释出来。后蒋介石派人进驻到救护总
队，成立“政治部”，专做“整顿”和“清洗”工作，导致
正常工作无法开展。1942年9月，林可胜无奈辞去
救护总队总队长职务，当时大部分高级医务人员随
之相继离去，总队长职务由胡兰生、汤蠡舟先后接
任，维持到1945年抗战胜利，盛极一时的救护总队
逐步衰落下去，至1946年5月底解散。

第三次长沙会战之后，美国《时代》周刊有一
篇文章这样写道：“在中国对抗日本帝国的血腥战
争中，有许多的医生和护士走向战场，在战壕里为
受伤官兵裹伤。请记住两个伟大的名字，中国的林
可胜先生和加拿大人诺尔曼·白求恩先生。”英国
记者詹姆斯·贝兰特高度评价林可胜：“凡是参观
过林博士医疗救援团队的人，都对这位领导者的见
解和人品，留有美好的印象。他对中国军医的培
训，他的战地服务团队的工作，将彪炳于中国救死
扶伤史册”。海基会首任秘书长陈长文赞誉“林可
胜可谓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提灯天使’。”

“提灯天使”林可胜

荣独山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
医学博士，任战时卫训所放射学
室主任教官，中国放射学泰斗。

荣独山利用国际捐助的一批
X光机，组建了X光队。由于X光
机数量少、用途大，特别是外伤
骨折伤员，经过X光透视和拍照
片后，对治疗帮助很大，因而备
受重视。救护总队自武汉开始迁
往长沙、祁阳、贵阳图云关时，
X 光队部一直跟随着医务股。X
光队的工作分为两部分：一部分

是在全国各地医疗队中的工作；一
部分是在图云关的工作。在图云关
期间，X光队工作任务较重，当时
荣独山兼战时卫训所总所X光技术
军级教官，既要领导X光队队部和
总所光学组工作，又要负责其他业
务指导工作，尽管他对大家要求非
常严格，但大家对他却非常尊重，
在他带领下，图云关的X光科成为
了全国X光科的中心。

生活中的荣独山是一位极具亲
和力的人。救护总队在图云关期间，

许多医疗护理用具都是就地取材因
陋就简制作而成，如医院的便盆，是
利用废弃的五加仑煤油桶斜着剪开
成差不多大小的三角形，磨去边缘
金属毛刺，放在自制木架上制成。由
于有些病人水肿体重加大，怕木架
承受不了，因此，制作好后，得请体
重两百多磅的荣独山先试坐，如果
坐上去木架不垮，说明承受病人体
重也没问题。于是，大家都诙谐地称
荣独山是“义务坐便器检验员”。

荣独山是中国放射学奠基人，
他在抗战时期编著的《X线诊断学》
是中国第一部X线教材，被誉为放射
学的圣经，直到今天还在使用；1953
年，他参与研制的中国第一台X光机
研发成功并投产；1958年，荣独山组
织制定的矽肺X线诊断标准超过了
国际水平，标准持续使用30年。

放射学泰斗荣独山

刘永懋是美国哈佛大学工学博
士，著名卫生工程专家，任救护总队环
境卫生指导员。

疫情总是伴随战争如期而至，疫
病的死亡率往往超过战场的战死率。
鼠疫、回归热、斑症伤寒等流行性传
染病主要通过虱子、跳蚤、蚊子等昆
虫传播病菌。由于当时条件艰苦，加
之公共卫生知识缺乏、对防疫重视不
够，有的伤员盖的被子已经被虱子染
成了黑色。于是，刘永懋他们除了加
强伤病员虱疥治理，还在前线部队推
行灭虱治疥。因专业设备不足，刘永
懋创建了灭虱治疥站，治理方式主要
是把士兵衣服挂在灭虱站里木框架
中，用铁锅蒸汽进行消毒。工作开始
时，由于灭虱器蒸汽温度不够不能杀
死虱子，士兵、伤员洗澡后换下消毒
衣服不能取出，只能披着棉大衣等
待，为了不让他们着急，刘永懋就组

织大家唱歌活跃气氛。队员们帮助伤员
洗澡，歌声彼落此起，士气很高，通宵
工作直至鸡鸣三唱。

刘永懋回忆当时状况：“我找了两个
卫生稽查，改装53加仑的空汽油桶，做
成锅炉，烧热水，布置成一个简单的减虱
治疥站，在56后方医院，把较轻的伤兵
患者先行灭虱、洗澡、治疥。”救护总队奥
地利籍医生富华德描述了军中用酒桶灭
虫的情景：“用大酒桶改造成灭虱站，将
大酒桶放在铸铁大锅上，蒸汽进入酒桶
后，所有的虱子都得出来报到。”

刘永懋的综合灭虱防疫措施，效果
极好，受到军队和伤患大众的普遍欢迎。
随后，救护总队持续在部队、军医院中大
规模进行灭虱站建设并向社会推广，提
高了军队战斗力和对灭虱治疥公共卫生
认识水平，使当时的国民公共病——疥
疮的发病率由90%下降到10%，堪称一大
奇迹。

灭虱治疥站创建人刘永懋

汤蠡舟毕业于日本千叶医科大
学。为参加总队救护工作，从上海举
家西迁贵阳，他随部队内撤，辗转于衡
阳、长沙、南昌、吉安和祁阳等地救护
伤员。林可胜辞职后，1942 年 9月，
汤蠡舟任救护总队副总队长一职，后
任总队长，直至1945年11月救护总
队解散。

汤蠡舟承接林可胜总队长主持救
护总队工作后，最难能可贵，也是最展
现其领导智慧和胸襟品德的，是当红
十字总会高层众口指斥前任总队长林
可胜“左倾颇甚”“涉嫌亲共”“个人募
捐”“越级汇报”时，他顾全大局，以国
家利益为重，对调任远征军军医视察
监督的林可胜给予了密切配合和全力
支持，在整个缅北、滇西会战中，救护
总队承诺增派的医务队以及外籍医
生，全部按要求派达指定任务地点，与
此前派去的医疗队密切配合，开展战
场救护。

汤蠡舟在条件十分艰苦的图云关
生活了三年，因生活极端困难而导致
全家营养不良。汤蠡舟一家曾在图云
关所住的茅草房前拍摄了一张全家福
照片，照片上一家都十分清瘦，汤蠡舟
在照片背面戏题“一群瘦人”，这张照
片也成为汤家当年艰苦生活及温馨和
睦家庭的真实写照。物质生活虽然极
其困苦，但在大义当前，他却不惜倾囊
相助，据救护总队《救护通讯》1943年
10月第一期记载，汤蠡舟因救护工作
成绩突出，获“中比庚款委员会”颁发

奖金一千元，他却将奖金全部用于捐建
“本部工作人员殉职纪念碑”，纪念救护
总队因公殉职、积劳病故的114位英雄。

救护总队解散后，汤蠡舟出任中国
红十字会副秘书长。1948年，出于对国
民政府腐败黑暗统治的不满，他辞去国
民党内职务，回到一手创办的东南医学
院（现安徽医科大学）。新中国成立之
初，汤蠡舟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率
领家族和东南医学院师生，内迁安徽。

还有许多留学回国的医护专家为救
民族于危难，置生死于度外，群英齐聚贵
阳图云关，他们有：留美医学博士、救护
总队医防指导员容启荣，美国耶鲁大学
公共卫生学博士、救护总队总干事兼副
总队长彭达谋，美国康奈尔大学生物学
博士、战时卫训所生物学组主任、学科组
组长林绍文，就职于日本东京大学医学
院、协助管理卫训总所的严智钟，美国纽
约大学医学博士、战时卫训所教务组组
长、生理科主任兼教务主任柳安昌……

这些从海外归来投身战场救护的医
护专家，多是当时医疗、卫生领域颇负盛
名、颇具建树的领军人物，他们遵循“人
道、公正、中立、独立”等基本原则，以“博
爱恤兵，救死扶伤”为行动宗旨，奔走于全
国各个抗日战场，在救亡图存的洪流里处
处可见他们的踪影，这就是海归们爱国报
国的不变底色、战争年代的医者仁心！

（本文作者系中国致公党中央党史
研究与党务工作委员会委员、贵州省统
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副会长、致公党贵州
省委会调研处处长、一级调研员）

最后一任总队长汤蠡舟

屠开元是德国柏林大学医学
院博士，1937年回国投身抗战，
先后担任救护总队指导员、战时
卫训所矫形外科学组学科主任。
是我国骨科学和创伤外科学的奠
基人和开拓者。

战争是残酷的，那时每天都
有大批伤员被送到图云关，为抢
救伤病员，医生们殚精竭力，不分
昼夜，屠开元常常为多救一名伤
员而“宵衣旰食，夙兴夜寐”，曾为
治疗伤员七天七夜没有合眼，累
到后来甚至站着都能睡着了。

由于当时条件简陋、艰苦，军
人肢体一旦发生火器损伤或者开
放性骨折，经常不得已而截肢，很多
抗日将士因此成了肢体不全的残
疾人。屠开元创立并形成一套系
统的骨科伤病诊治方法，如首创骨
折手法整复的原则及操作技术，骨
折复位后用无衬垫石膏固定技术，

既节约材料，又固定密贴、牢固可靠，
打破了石膏固定后就需长期卧床的惯
例，而且疗效也特别好，使截肢病例大
大减少，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也为
他赢得了“屠石膏”的称号。

后来屠开元对学生回忆说：“当
年条件之差你们是不能想象的，所
要的设备都得自己动手制作，以应
付战时救伤需要。当时的石膏绷带
是自己动手做的，飞机架、人字形石
膏架等都要自己设计制作。一开
始，我用石膏托，然后用纱布绷带固
定，要往后方运送的时候，在伤票上
要写明具体情况，若是在运送途中
发生疼痛，则可拆除纱布绷带。我

们医疗队也经常要后撤，经过我治
疗过的伤员也有机会再见面，看到
他们经过治疗后的情况良好，也增
加了我的信心。”

屠开元救治了数不清的战士和
平民，战场救治也让他积累了大量
的创伤外科经验，为新中国创伤骨
科 的 创 立 奠 定 了 坚 实 的 基 础 。
1949年，屠开元组织建立了我国第
一个骨库，被誉为新中国诞生后医
学界里的第一项重要成果。1960
年，他在极度简陋的条件下，成功开
展了世界首例离断肢体再植的动物
实验，为我国创建断肢再植术奠定
了坚实基础。

骨科学、创伤外科学奠基人屠开元

过祖源是美国北卡罗来纳大
学工学硕士，任救护总队卫生工
程指导员兼卫训所教授，负责战
地卫生工程培训工作，解决军队
营地供水、排污和灭菌工作。

在长期抗战中，战地防疫工
作的重要一环就是改善军队卫
生。当时住院的病兵多、伤兵少，
病兵中的多见病是痢疾、腹泻、伤
寒等肠胃传染病。这些传染病主
要是细菌污染饮水、食物引起的；
其次是虱子传染的斑疹伤寒。尤
其是北方气候寒冷的地方，士兵
个人卫生差，衣服不常洗，身上长
虱子长疥疮，引起伤寒病传播。
因防疫措施不够等因素对抗战军
队战斗力造成了很大影响。

救护总队是战时最早开展环
境卫生工作的单位。为了更好地

培训战地急需的卫生工程人员，过
祖源与刘永懋、倪世槐执笔为战时
卫训所编写了我国第一部用于战地
服务的《环境卫生学规程》。1938
年冬季，救护总队撰写环境卫生防
治策略，提出军部驻地环境卫生要
抓好的四项重点工作：一是保护饮
用水源卫生，加强水质处理，改良水
井和抽水设备，重视饮水消毒；二是
修建厕所，妥善处理利用粪便和污
水；三是修建焚毁炉和垃圾堆放场，
防止蚊蝇滋生；四是修建灭虱、淋
浴、治疥站，防止传染病，加强卫生
保健。他们先在一个连队试点，发
动官兵献计献策，土法上马，尽可能
在不花钱只出力的情况下得到改
善。然后通过组织参观试点连队加
以推广，模仿照办。以师为单位，进
行检查评比，再由全军组织评比。

制定出具体检查项目和标准，每项
定出分数，以总分多少区别高低优
劣。这项工作涉及各部队荣誉，因
此都愿意积极开展，成效非常明显，
使部队患病率大大下降。

抗战期间冯玉祥将军曾到贵阳
救护总队视察，过祖源等根据红十
字会派驻在野战区的医疗、护理、防
疫、环卫等队送回的工作报告，向冯
玉祥作了汇报。在谈到虱子与斑疹
伤寒的事时，过祖源还向冯玉祥介
绍了虱子在历次战争中所起到的可
怕作用。冯玉祥盛赞了救护总队开
展的“灭虱、洗澡、治疥”计划。1943
年7月，美国医药援华会主席柯尔波
到湖北视察部队卫生工作后，赞叹
不止地说：“愈到前线，部队环境卫
生愈优良，印象之佳，出乎意料。”

新中国成立后，过祖源率先推动
了我国给水排水设计工作，组织编制
了中国第一个给水工程和排水工程
设计规范（草案）及给水排水定型设
计与标准设计，其后又开拓了水污染
防治科学研究工作，并在开创环境保
护科学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给排水与环境科学开拓者过祖源

周美玉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公共
卫生硕士、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
育学院硕士。任救护总队护理负责
人，主持建立了规范的军队护理制
度，故有“军护之母”之誉。

初到救护总队，周美玉的首个任
务就是药品分类。因专业不是主攻药
剂，在药剂师同事协助下，她整理编
写了标准材料包分类使用册，采用英
文字母将药品、器材、设备按其性能
或用途分别制成标准包装，用一编号
进行标识，如：C类代表化学药品，
包括内科用药、外科用药、传染病药
等；D类表示敷料类，包括绷带、手
术巾、被单等；E类是医疗用具类，
包括外科手术用医疗器械及体温计等
常用器具。这一创举经验后来被救护
总队沿用，并形成《中国红十字会卫
生材料标准表》，标准包制成后即分
送各大队部材料分库，极大地方便了
战时医护人员申请、分发、携带和规
范应用。

抗战时期公立和私立护士学校很
少，护理工作一直是部队医院中最薄
弱环节，严重影响护理质量，降低医
疗效果。针对这一现状，1941年周
美玉建议成立军护学校，以推动护理

工作。这一建议与林可胜心中所想不谋
而合，于是，卫训总所开始考虑筹办高
级护理职业学校。

周美玉认为护理理念重于医疗而精
神慰藉又重于药物，所以她谆谆告诫护
士们，不管伤兵怎样，都应以兄妹之情
对待。伤员们因为作战负伤，心情不
好，加上缺乏卫生常识，有时常会闹情
绪。训练有素的护士性格温和，伤员发
起脾气来也不吭声，只是认真做好护理
工作，伤员多是男性，对着温柔的女护
士，情绪也渐渐平复了。

“军护之母”周美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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