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乐夫原名罗尔夫·贝克尔，是一名德国共产党员。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医生，也是一

位反法西斯战士。他曾作为军医在中国参加抗日战争，秉持国际共产主义精神为中国军民

服务。

王坤

抗战时期，为激励中国人的反

侵略、反分裂、反独裁、反投降的斗

争精神，郭沫若在重庆创作了“六大

历史剧”：《棠棣之花》《屈原》《虎符》

《高渐离》《南冠离》《孔雀胆》，其中

《屈原》被公认为这时期郭沫若历史

剧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一部代

表作。

1942年4月3日，《屈原》在重庆

国泰大戏院公演，首演就取得了巨

大成功。据统计，17天里共卖出了

32000张票，很多人甚至从成都、贵

阳和桂林赶来看戏。当时的《新华

日报》称：“上座之佳，空前未有。”

尽管《屈原》的首演出取得了成

功，郭沫若对剧中的“你是没有骨气

的文人”这句台词并不满意，总感觉

“不够味”，苦思冥想了一天一夜，还

是没有找到替换的词句。第二天晚

上演出前，郭沫若找到饰演婵娟的

女演员张瑞芳，说他对这句话不满

意，想改动，张瑞芳说：“我也感觉这

句话力度不够，不足表达婵娟对宋

玉的痛恨。”郭沫若说：“我想了一

夜，还是找不到合适的表达方式，要

不，在‘没有骨气’后面加上‘无耻

的’三个字？”张瑞芳当场进行表演，

但仍然感觉不满意。郭沫若左右为

难，想改动又不知道怎么修改，眼看

演出就要开始了，又不忍心放弃。

正在这个时候，旁边一个叫张逸生

的演员突然说：“把‘你是’改成‘你

这’不就行了吗？”郭沫若认真琢磨

后，觉得可行，就欣然接受了这个演

员的“一字”修改意见，演出效果更

完美了。

《屈原》的历史作用和艺术价

值，是我们不能否认的。特别值得

一提的是，郭沫若在创作修改这部

经典话剧时，忘我投入的创作激情，

几乎用了 10 天的时间夜以继日地

完成，以及欣喜接受他人“一字”修

改的敬业精神，都值得今天的我们

学习。 包广杰 据《人民政协报》

郭沫若喜受“一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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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乐夫：参加中国抗战的德国“白求恩”

追随心中理想而投身革命事业

1906年 12月 12日，白乐夫出生在德国埃伯斯

瓦尔德。他的父亲是一名药剂师，受家庭影响，他

进入医学院学医。在青年时代，白乐夫就对纳粹的

残暴统治深恶痛绝，对民众的悲惨遭遇深感同情，

这样的经历和思想也促使他后来走上了革命道

路。因为崇敬加拿大医生诺尔曼·白求恩，他到了

中国后为自己取名白乐夫，他说：“我姓白，白求恩

的白。我是一条快乐的汉子，所以叫白乐夫。”

1936年7月，佛朗哥在德国和意大利政府的武

装支持下，发动内战，妄图颠覆刚刚成立的西班牙

民选共和国。得知消息的白乐夫义愤填膺，辗转丹

麦、比利时、法国，于次年2月27日抵达西班牙阿尔

巴塞特，作为军医参与西班牙内战，实现了他投身

革命的理想，但由于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失败，白

乐夫也被关进了集中营。

但是白乐夫对于革命的向往没有改变。1939

年，他响应国际医药援华会的号召，远渡重洋来到

中国，参加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战争。正如他说的，

“当年，西班牙反法西斯斗争失败后，我们就把希望

寄托在中国和苏联身上”。他希望在这里看到反法

西斯战争的胜利。

1939 年 5 月 20 日，白乐夫与奥地利医生严斐

德、捷克医生纪瑞德乘坐货轮，从英国利物浦出发，

押送国际医药援华会筹集的捐款、药品和医疗器材

来到中国。经过一个多月的漫长旅程，他们到达香

港。由于当时中国沿海的港口被日军占领，白乐夫

一行人绕道越南，再从广西入境，最后到达当时中

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所在地——贵阳图云关。

A

在中国行医过程中不畏艰难救死扶伤

经过短暂的休整，白乐夫等外国医生和中国医

生混编成若干医疗队奔赴各地。在医疗队的8年时

间里，白乐夫去过中国许多省市，包括贵州、湖南、

江西等地。

由于饱受战火多年，前线的生活和工作条件都

极其恶劣。在行医过程中，白乐夫及同事早已将住

茅草屋、睡竹板床、吃糙米饭视为家常便饭。而1把

小刀、1个钳子和7个血管钳，往往就是一台手术的

全部器械。尽管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白乐夫依然

秉持作为医生的职业素养，坚持在红十字旗帜下工

作，为中国抗战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在随军队行医的过程中，白乐夫目睹了日军轰

炸和杀戮对中国普通百姓造成的伤害，心情十分沉

重。但眼前残酷的现实也激起了他的斗志，使他更

加忘我地工作，最大限度地救治中国军民。在中国

的行医过程中，白乐夫不为名利，一直将救治中国人

放在第一位。在江西修水县，由于伤患众多，高强度

的工作和虚弱的身体状况使白乐夫感染了斑疹伤

寒。幸亏得到八路军及时的医治，他才死里逃生。

1944年，白乐夫受红十字会的委托，在云南楚

雄建立野战医院。尽管困难重重，但是白乐夫总能

想办法克服。例如，他们在两个椅子上架个板子，

在木板上挖个洞，就可以让伤员躺在上面当作病

床。为了对付伤病员身上的虱子，白乐夫想出了

用热水蒸气杀灭跳蚤的办法，使得医院一直保持

没有跳蚤、没有虫害的纪录。一位放养的小男孩

被狼咬伤，肚子被咬破，一部分肠子都掉了出来，

但幸运的是肠子没有破。白乐夫为其洗净伤口，

将肠子复位，并在伤口上安上了引流管。小男孩

的家人得知后对他感激不尽。面对中国人的称

赞，白乐夫总是“感到自己十分渺小”。他在回忆

录中写道：“我作为医生，感到满足的最美好的经

历是：我坐在奄奄一息的垂危病人床旁的一张小

椅子上，能够对病人进行输液抢救。当液体还在

慢慢地进入静脉的时候，我看到病人苍白的脸又

开始变样、变红，复苏起来。”

在来到中国7年后，白乐夫如愿去了解放区。

1946年夏天，白乐夫跟随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乘

坐一艘装载粮食和医疗器材的轮船，从上海来到山

东烟台。在胶东期间，他参与了在当地大为流行的

黑热病的救治工作，这种病容易导致患者腹部肿

胀，如果不及时治疗，可致人丧命。在救治过程中，

他还在当地建起一所小医院，培训了许多医务人

员，在他和同事们的努力下，疫情最终得到了控

制。在中国奋斗和工作了8年后，白乐夫于1947年

底返回德国。

B

中国成为他一生牵挂的地方

回到德国后，白乐夫在马丁·路德大学担任教

授，后又出任专区政府卫生部司长等职。民主德国

政府先后授予他“国家功勋银质奖章”“反法西斯战

士勋章”，德国红十字会授予他金质奖章和“人民医

生”光荣称号。

离开后的白乐夫仍一直牵挂着中国。家里到

处摆放着中国的陶瓷、字画和书籍。他常说：“在中

国的八年，是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八年。”“我一直

牵挂着那些在我一生中工作和生活得很有意义的

地方，很想看看它们所发生的变化和现状。”

1985年，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邀请，白

乐夫第二次访华，他先后参观了其工作过的贵阳图

云关、云南楚雄和山东烟台。在楚雄的参观中，当

他得知曾经的飞机场和野战医院变成了良田和粮

库时，白乐夫感慨：“四十年，变化太大了，太大了！”

他的脑海中充满了曾经的回忆，临走时，他将自己

珍藏了40年的照片留在了楚雄。

为纪念在中国的行医经历，白乐夫出版了回忆

录《我在中国当医生》，详细记述了他在中国的行医

经历，并向世界介绍了真正的中国。这部回忆录已

被翻译成多语种出版。

1999年12月12日，白乐夫以93岁高龄走完了

他不平凡的一生。他作为医生自愿援华并不遗余

力地救死扶伤的事迹赢得了中国人民的尊重，他投

身中国革命的壮举也为中国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

胜利作出了贡献。 据《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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