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成立救护总队

林可胜，祖籍中国福建，1897 年 10 月 15 日出生于新加坡，16 岁时考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院，

1920～1924年先后获哲学、生理学和科学博士学位。1924年，林可胜受聘于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理学系，

次年成为学校首位华人系主任。他发起成立中国生理学会，主持创办《中国生理学杂志》（英文版），推动我

国生理科学实现飞跃式发展。林可胜以精湛的医术和丰硕的学术成果蜚声海内外，被誉为“中国生命科学

之父”。更为可贵的是，在国家生死存亡危机日益加重的背景下，林可胜毅然放弃安稳的生活，义无反顾地

奔赴战场，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

杨 娜

崔鹤同 据《人民政协报》

1935年，严文井两次高考失利后来到了北京图书

馆。他少有文才，此时文思如潮，一连写了好几篇文

章。但是，他不知道到哪儿去发表这些文章。

他想到了沈从文。高中时期他读过沈从文的一本

选集。沈从文富于浪漫色彩，幻想风情的小说和散文，

和谐雅丽，五彩缤纷，艺术上达到令人惊异的诗意和真

实，以及他在湘西浓郁的少数民族生活中寄托的对美

的人性的追求，也深深地感染和吸引着严文井。

于是，他把这些文章一股脑儿全部寄给了沈从

文。想让他看看自己的文章，了解自己的情感和思

绪。当时沈从文正在主编天津《大公报》的《文艺》副

刊。事后，严文井又为自己的幼稚和冲动而后悔。未

曾想，过了些日子，忽然接到了沈从文的一封短笺。他

批评严文井写得太多太快，劝导他多动手修改自己的

文章，学会修改自己的文章，但没有提到他那些小文章

的下落。

这封短笺对严文井的一生可是一件大事，对那几

句近乎冷冰冰的话他一连看了好几遍，反复玩味他那

唯一的要求。从此以后，他就照沈从文的话做，写了文

章不急于寄出，先挑挑毛病，修改几遍再说，也渐渐从

修改中体会到了写作的艰难和乐趣。

沈从文并没有在自己主编的报刊上采用严文井的

文章，但没过多久，他的那些小文章就在萧乾和凌叔华

主持的报刊上陆续发表了，显然，这是经沈从文的手转

去的。

此后，严文井牢记沈从文的劝导，文章写好后，斟

酌再三，改了又改，接连在萧乾接编的《大公报》“小公

园”栏目频频发表，又在天津、上海、武汉的报刊上不断

亮相，也把原名严文锦改用笔名严文井，正式步入文

坛，并小有名气了。

沈从文劝导严文井

1939年 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

“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标志着

蒋介石集团开始执行一条消极抗日、积极反共

的路线。林可胜领导下的救护总队对共产党

的支援活动引起国民党当局的强烈不满，被指

控为“亲共”。蒋介石责怪林可胜“左倾颇甚”

“阴助延安”。1942年，林可胜辞去救护总队队

长职务。同年，由于在中国生理学领域作出的

杰出贡献，林可胜当选为美国科学院第一位华

人院士。

1944年底，林可胜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军医

署署长。抗日战争胜利后，林可胜创办国防医

学院，大力培训中国自己的军医人才。1946

年，沈其震随叶剑英赴北平参加由中国共产

党、中国国民党、美国代表团三方组成的“军事

调处执行部”，得知林可胜正在北平视察军医

工作，沈其震向叶剑英请示去看望林可胜，叶

剑英当即批准并表示，“像林可胜这样同情我

军的爱国将领，在国民党军队里比较少见，我

也应当去拜访他”。双方会面后，叶剑英对林

可胜在抗战时期大力支援八路军、新四军的行

为表达了敬意与感谢。

1948 年，林可胜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同年，蒋介石拟任命林可胜为国民政府卫生部

部长，被他拒绝。全国解放前夕，国民政府命令

林可胜迁台，他表面答应，实际并未去台湾任

职，而是移居美国，先后担任几所大学的教授，

在生理学药理研究方面作出了许多贡献。1969

年7月8日，林可胜因患食道癌逝世，终年72岁。

2021年 9月 10日，北京协和医学院为其新

命名的“可胜大楼”揭牌，此举不仅是向林可胜

在中国生理学研究、学科建设方面取得的举世

瞩目的成就致敬，更是因为他为中华民族抗战

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奔走抗战前线的林可胜医生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

着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临时救护委

员会，林可胜临危受命担任总干事。1938年春，林可

胜在汉口组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并出任队长，他

改变以往在大城市设置伤兵医院的做法，而是派出医

疗队深入战地随军救护。过去伤兵因得不到及时医

治而轻伤转重、重伤致死的情况大有改进，部队士气

大大提升，战斗力得到有效保障。随着战局日益严

峻，救护总队先迁长沙，继迁祁阳，1939年3月落址于

贵阳图云关。那里原本是一片荒芜的山谷，林可胜与

队员们一起平整土地、修建医院以及材料仓库等。他

还积极募集资金和医药器材，在其任内共募得捐款

6600多万美元，极大提升了救护总队的战地救治能

力。救护总队全盛时下辖150支战场救护队，医务人

员及各种辅助工作人员多达3420人，拥有救护汽车

200多辆，是抗战时期全国的医疗救护中枢。

中国共产党对林可胜领导的救护总队十分重

视。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建立后，中共中央长江局就指示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

出面与林可胜建立联系。1938年夏，中国共产党红十

字会支部成立，在救护总队积极宣传党的全面抗战路

线，动员医务人员积极投入抗战救护工作。救护总队

迁至图云关后，中共红十字会支部进一步壮大，发展

党员20余人，充实和加强了救护总队的进步力量。

1939年，红十字会党支部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

国共产党红十字会总支委员会，明确总支委员会的

工作任务是继续团结、争取林可胜队长，在医务人员

中进行政治教育；发起成立群众性的救亡组织“红十

字会书报供应站”，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

党的抗日主张；广泛动员医务人员到抗战前线参加

救护工作；积极发展党员。到1940年春，中国共产党

在红十字会的工作取得重大进展，党的影响不断扩

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得到大多数医学专家、医护人

员的认可。

在中共红十字会党支部和总支委员会的

宣传动员下，林可胜十分认同中国共产党倡导

的全面抗战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在战地救护工作中，除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各

个战区以外，林可胜也向八路军和新四军派遣

医疗队、赠予医药物品，有效改善了敌后抗日

根据地的救护条件，对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

重要作用。

1937 年底，周恩来请求救护总队协助八路

军开展当地的医疗卫生救护工作，林可胜立即

派出第7、第23、第39医疗队带着药品和器械奔

赴西北。在陕北工作的两年多时间里，第23医

疗队完成各类大小手术3000余台，无一死亡病

例，受到边区政府的高度赞扬。当该队奉命调

走时，周恩来、朱德亲自前往送行。1938年，林

可胜主动派遣两个医疗队、一个医护队和一个X

光队前往延安，为八路军开展战地救护服务，受

到延安军民的热烈欢迎。同年秋，林可胜亲自

带领4支医疗队到延安等地指导救护工作，受到

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称赞。林可胜还派遣国

际援华医疗队到敌后抗日根据地，白求恩、柯棣

华等都经由他派赴边区服务。

林可胜还积极援助新四军的医疗工作。

1937年10月，刚刚成立的新四军缺少医务人员，

此时林可胜正在组建救护总队，他将自己手里

志愿参加战地救护工作的医生名单交给新四军

军医处处长沈其震。沈其震从中挑选了一些有

战伤救治经验的医护人员，组建起新四军的第

一支医护队伍。1939年秋，沈其震再次来到贵

阳图云关，希望林可胜能提供医药支援。林可

胜按照沈其震递交的申请单加倍拨发药品，包

括当时极为缺乏的奎宁片（抗疟疾药）。他还派

遣两支医疗队前去支援新四军。这些医疗援助

对新四军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

B大力支援敌后抗日根据地 C培训中国军医人才

据《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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