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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朱恒璧是我国杰出的医学教育家、药理学家，曾和颜福庆先生一起创办国立上海医学院（上海医科大
学的前身）。
本传记用翔实的史料记述了朱老为医学教育事业奋斗一生的历程以及“为人群服务”、“为人群灭除
病苦”的办学宗旨和艰苦创业、矢志不移的精神。
本书不少史料是鲜为人知的，是一本难得的传记和爱国主义教育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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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五、怀念朱恒壁老师    刘育民①    1987年8月初得悉我师朱恒璧教授病故，深感悲痛。
9月   10～12日上海医科大学举行60周年校庆，我被邀请参加，并参观   了基础部分的设施和教学等方
面的活动，盛况空前，远非我所预   料，我不仅为母校的壮大成长感到高兴，更深为我们老一辈创业
者   建立的优良传统和付出的艰辛劳动所感动。
    我1939年入上医，那时上海已沦陷，国民党迁都重庆，学校也   撤到后方，只留下几个初级班在上海
，就读于旧法租界海格路的红   十字会医院内(现华山医院)，当然是个“地下”学校。
我只知道那   时院长是朱恒璧。
其他事一概不知。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事发   生，日军进据租界，我怕这个地下学校可能遭到困难，也是由于一   种爱国
心的驱使，我们那个班大概有60％的同学于1942年春从上   海向内地迁移，连同下面两个班，估计内迁
的学生为八九十人。
兵   分两路，我是随南路的，经杭州、金华、鹰潭、衡阳、桂林、贵阳等20   余城市，4月12日出发，7
月13日才抵达重庆歌乐山，除准备了三   四年的行装之外，就背了几箱书，钱当然是很有限的，走一
步，看一   步，直到离开鹰潭，总算穿过了日本人的封锁线，摆脱了追兵，真   险!有的时候，少数同
学还买不到车票，就步行，甚至推独轮车走   上几十里。
那时年轻，并不觉得很苦，到达一个安静点的地方，才P121舒展一下。
到了歌乐山，心旷神怡，从狭小压抑的租界，来到祖国 的大自然，呼吸到自由新鲜的空气，其舒畅之
情非我笔所能形容。
 校舍已准备好了，还有医院、卫生院等单位，显然是一个学府区。
 我不记得是在怎样一个情节下第一次见到老院长的，但是我逐渐 意识到这一切是与他的魄力和号召
分不开的。
我们这一届应当是 1945年夏毕业，由于征调军医，所以大家提前半年毕业，正式参加 工作为1945年1
月。
我到歌乐山后，就立意不行医，不搞生理就搞 生化，这个意图，朱老早就知道，他支持我，并促我跟
随冯德培，意 及此人为佼佼者，跟他不会错。
北平沦陷后，协和关门，朱老把冯 请到上医来。
他来上医后，我即当他的助教，应征当军医之事，当 然也就免了。
大概是1944年初，前中央研究院邀请林可胜筹建一 个医学研究所，林那时是军医署长，不可能直接抓
这工作，故请冯 为代理筹备处主任，是年12月，筹备处正式成立，我就转到前中央 研究院了。
冯辞去上医教授，同时推荐徐丰彦教授任他的原职，一 切均经朱院长赞助玉成，由此可看出朱老的眼
光和胸怀。
从这以 后，我遂深知朱老眼界和气魄，力拒门户之见，具体就不列举了。
 附带提一下，他广容香港医学院学生，也颇看得出他的政治家风 度。
其次，在我所接触与朱老同辈的医药学专家中，没有第二个人 像他那样强调临床前期学术领域对医学
发展的重要性。
我不时在 他老人家的家中小叙，他也喜欢对我在这两方面“吹牛”，我是很乐 意听的。
关于这一点，我在1980年后与他在杭州再度接触时，感 受尤深，他不但复习了高等数学，并且对什么
遗传基因、核磁共振、 生物量子学等等，都不是仅浅尝辄止的地步，那时他已90高龄，而 生活清苦，
但毫无怨言倦色，我自叹弗如。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我暂去前中央大学物理系借读一年，于 1946年秋才回到上海，直到20世纪50
年代我只听说他老人家被P122免去上医院长之职，什么原因从未听说个清楚，颇为感慨。
我于 1965年下乡搞“四清”，随即爆发“文化大革命”，一直到1978年才 正式复职，因此只得等到20
世纪80年代初，才有机会去杭州时，探 望他老人家两次。
此时我才获得他所写的简单类似自传的一份东 西，自此我才对他获得一个更完整的印象。
本拟今年9月去杭州 再探望他老人家一次，估计到这将会是最后一别，不幸他老人家早 走了个把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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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我得悉浙医大金书记在追悼会上所作的悼文， 恰如其分，感人颇深。
    其实我同朱老接触的时问不多，不超过3年和两次短暂的拜 访，我不可能知道细节。
月有盈缺，人无完人，但朱老给我的一个 总的轮廓是，不愧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表率，他那严谨的
治学精 神，宽坦的胸怀，深寓智慧的洞察力，值得我们这些晚辈怀念和学 习。
联系追忆朱老的生平和这次参加上海医科大学60周年校庆， 使我更深知要维持和发扬一个优良的传统
，需要我们后人不断的 努力。
我给朱老师唁电的最后一句：“老师安息吧，自有后来人。
” 我已年过花甲，自然谈不上什么后来人，我所指的，是指那些当之 无愧的后来人。
P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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