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日战争中救死扶伤的华侨生理学家林可胜

陈 民

 !年至 ∀ #年的抗日战争
,
是一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

。

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
,
素具爱国爱乡优良传统的

海外华侨
,
与祖国同胞敌汽同仇

,
共赴国难

。

他们出钱出力
,
请

缨杀敌
,
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

。

新加坡华侨
、

著名生

理学家林可胜
,
舍弃国外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
只身回国组织

阵地救护队
,
创建救护总站

,
为中华民族的解放

,
作出极其可贵

的贡献
,
就是其中一个突出的实例

。

林可胜
,
西名罗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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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年 3月 #

日生于新加坡
,
祖籍福建省海澄县 ∃今龙海县 1

。

父亲是新加坡著

名医生
、

社会活动家林久庆
,
曾任孙中山的机要秘书和随身医生

,

后任厦门大学校长 4 母亲黄端琼是著名同盟会员黄乃裳之女
。

由

于家学渊源
,
林可胜 2岁就被送往英国爱丁堡上学

,
中学毕 业 后

考进爱丁堡大学
,
专攻医科

。

临毕业前
,
适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

发
,
林可胜应征服兵役

,
被分配在英国南部朴茨茅斯附近的印军 医

院当外科助理
。 ∀年紧张的战地医护工作

,
对他后来在祖国 创 办

救护总站
,
无疑是很有裨益的

。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
林可胜复

学
,

年以优异的成绩
,
连续获得医学内科和医学外科学士的

学位
,
并留校当生理学讲师

。
5 3年与 5 ∀年

, 又先后获得哲学

博士与科学博士的学位
。 5  年

,
曾领美国罗氏基金 会 研 究 员

衔
,
赴芝加哥大学从事研究工作

。

5 #年秋
,
立志为造福人类而献身于医学科学的林可胜

,

应

聘回到了祖国
,
担任北平协和医学院生理学教授兼系主任

,
为协

和医学院第一个华人教授
,
其时年仅52 岁

。

当时少数美国教授颇

不以为然
,
常故意与他为难

。

有一次林可胜作有关大脑结构与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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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方面的学术报告
,
当场一位美国神经科教授有意提出一个相当

刁钻的问题
, 语气甚为轻慢

。

林可胜立刻拿起几种彩色粉笔绘出

大脑结构
,
针对问题作了详细解答

,
并附带提出一个别的问题反

问
,
该美国教授却无言对答

,
十分狼狈

。

从此 以后
,
美国人再也不

敢小看他了
。

林可胜在协和任教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
。

这几十

年问
,
他刻苦钻研

,
锐意创新

, 在科研
、

教学
、

培养 人 才 等 方

而
,

都有突出成绩
,
使我国的生理学研究达到世界水平

。

他多次

在英美各国生理学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

‘

蜚声国内外
。  !∀年

,

他创建
“
中国生理学会

” 。

第二年
, 又创刊 《生理学杂志

·

》并任

主编
。  !# 年至  ∃。年

,
任中华医学会会长

。

他在消化生理学和

痛觉生理学两方面
,
都是先驱

,
是我国现代生理学的莫基人

。

%

 ∃&年&月& 日 ,
卢构桥的炮声震撼着北平

,
林可胜毅然走出

书斋
, 准备奔赴抗日的最前线

。

为 了免去后顾之忧
,

他携子女去
新加坡 ∋ ,

将孩子安顿后即只身回到武汉组织 中国红十字总会救

护队
, 为祖国的抗战贡献自己的力量

。

随着战争的发展
,
鉴于战

争的持久性和医护人员的紧缺
, 他在贵阳图云关创设救护总站

,

除办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和训练示范病房以培养战地 医 护 人 员

外
, 还附设药品及医疗器械制造厂

。

当时的卫生人员训练所
,
实

际上集中了医学各方面
,
包括基础医学在内的专门人才

,
如荣独

山
、

·

容启荣
、

张先林
、

周寿恺等 “协和
”

早年毕业生
,
其规模之

大
, 人才之众

,
远远超过国内任何一所医学院

,
这说明林可胜具

有相当的号召力和组织领 导才能
。

由于他的国际声望
,
救护总站

张锡钧
( 《 回忆中国生理学先组林可胜 》 ,

载 ‘ 中国近代 生理 学六 十年 》 ,

湖南教育出版社  #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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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可胜的第一位夫人玛格丽特 ∗ + , − . , − / 0 1 系英国 苏格兰 人
,

于  ∃∀年在

协和医院病故
,

遗下一子一 女
2

卢沟桥事交后
,

林可胜把子女安盆在新加坟

他父亲处
2

一 个月后
,

他只身回国参加执 日战争
。

他这3 奔赴国难的爱国行

为
,

在新加坡华侨中颇得好评
2

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
,

他和国 民党元老张 2
江的女儿张梢英在上海结婚

2

!  



得到国际进步团体
、

个人以及爱国华侨的广泛支持
。

总站始终得封

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大力支援和帮 助
。 “
同盟

’
曾 派

德国友好人士王安娜与救护总站保持联系
,
经常对红十字会的工

作和伤病员及难民情况作出书面报告
,
及时对 外报 道 宣传

,

从而寡到大量的捐款和医药物品
。

救护总站先 后 派 遭 了 4 4 多

个救护队分赴各战区
,

并在五个战区设立分站
。

抗战初期
,
前线

由于缺医少药 , 伤兵得不到及时的医护
,
往往轻伤转重

,
重伤致

死
,
造成不应有的伤残与死亡

,
严重影响到士气和战 斗 力

。

正

如保卫中国同盟的代表  ∃#年夏天视察南 昌附近 的伤 兵 收 容

所时所描述的( “那里活像一幅地狱图
。

那些军服上血迹斑斑的

伤兵
,
被炸弹炸掉了手脚

,

身体半裸着
,
被收容在几个临时搭成

的脏房子里
,

挤得满浦的
。 医师告诉我说 ( 头部和腹部 中弹

,

便没有什么希望了
。

即使是轻伤
,
在医院生疽死去的也不少

。 ” %

自救护总站在前线设立战地医院后
,

情况大有改进
,
伤 兵 运 到

后
,
及时加以医治

,
轻伤者医至痊愈即重返战场

,
重伤员则经过

紧急处置后
,
转移到后方医院

。

 ∃#年4 月长沙大火后 , 大批伤病员捅向后方
,
由于卫生条

件差 , 大多数官兵患有皮肤病
,
痛苦不堪

。

当时林可胜正移驻湖

南祁阳
,
他把大汽油桶改装成锅护

,
设置成简易灭虱治疥站

,
在

5 ∀个后方医院进行灭虱
、

治疥
,
并给予特别营养

,
疗效显著

,
深

受广大官兵的欢迎
。

 6。年夏
,
林可胜亲自率领医师

,
深入到各战区考察军医设

施
,
当时有许多地区不通公路

,
全靠步行

,
盛夏烈 日下

,
他时常

光着上身
,
头包白布

,
走在前头

。

每天午饭后
,
他就在小村的长

凳上躺着歇息
,
他训练 自己该睡就睡

,
要醒即醒

,

始终保持充沛

的精力
。

他们行走了&。天 ,
回贵阳后就拟定了一个 “水与污物管

〔德 1王安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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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计划
’ , 主要是针对水致传染病与肠胃病的预防

,
先在长沙前

线试行
,

后也推广到各战区
,

从而减少 了军 队的传染病
,
这对改善

6一大官兵的健康状况
,
增强部队的战斗力

,
起着积极的作用

。

他认

为
,

部队驻扎乡村
,

不仅部队本身的环境卫生要搞好
,
还要训练部

队改善乡村的环境卫生
,
将来胜利后

,
大批士兵复员回到自己的

家乡
,
便可把农村的卫生做好

。

这样
,
现在的工作即可为将来的

建国时期的公共卫生打好基础
。

这一颇有远见的计划
,
也体现他

的拳拳爱国之心
。

他怀着对抗战官兵的深挚感情
,
在医疗上总是

精益求精
。

平时办公
,
他对报销单据之类

,
连看也不 看 就 批 上

“7 +
” ,

交出纳去办 4 而对医疗报告
,
则总是认真审阅

,
从 不

放过
。
有一年圣诞节的傍晚

,
从前线转来一大批伤兵

,
救护总站

的工作人员因时间已晚
,
说病房已满

, 不予收容
。

伤兵们只好抖

缩地躺在训练医院门口
。

时近半夜
,
林可胜得知这一情况后

,
立

即下山视察
,
当场大发脾气

,
命令立即停止欢庆圣诞的晚会

,
全

体医护及事务人员紧急集合
,
打开训练示范病房

,
安置好全部伤

兵 ,
并煮粥给他们吃

, 一直忙到第二天黎明
。

林可胜的工作作风

及其作为一个医务人员救死扶伤的责任感
,
由此可见一斑

。

著名

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于 ∀ 3年率领南洋华侨慰劳团回国慰问
,
对

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现象颇多非议
,
唯独对林可胜专心 任 职 及 其

“努力之精神
,
极其赞许

,
并主动应承逐月由南侨总会捐助 万

元给救护总站
。

 6!年至  66年, 林可胜奉命随中国远征军出国到缅甸
,

任

中缅印战区司令官史迪威将军的医药总监
。

这期间
,
由于战 况紧

张
,

他经常每 日工作∀ 个小时
,

真可谓身心交瘁
。

他因此多次得到

中国政府的嘉奖
, 以及英

、

美政府的授勋
。

 65年抗 日战争胜利后
,
林可胜将各军医学校和战时卫生人

员训练所
,
调整改组为国防医学院

,
创建军医中心教育制度

,
培

训中国自己的军医人才
,
同时还负责筹建中央研究院 医 学 研 究

陈井庚
( ‘ 甫侨 回忆录 , ,

新加坡
,

甫洋印翻社
, 4 6∀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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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

∀ 2年
,
林可胜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的院士

。

同 年
,
蒋 介石

拟委任他为国民政府卫生部部长
,
但他坚辞不就

,
而 于 ∀ 年

#月去美国
。

回想当年他怀着发展中国现代生理学的雄心壮 志 而

慨然归国
,
他曾对亲密的朋友表示离开祖国的悔恨心情

。

到美

国后
,
他先后任伊利诺大学客座生理研究教授

、

克莱顿大学医学

院生 理学与药理学教授兼系主任
。  5!年后

,

他又受聘于印地安那

州迈尔斯实验所
,
负责生理

、

药理研究工作及医学科 学 研 究 指

导
。

他一贯治学精勤
,
学风严谨

, 于生理学与药理学 方 面 贡 献

尤著
。

早在∃4 年代 ,
他因发现 “肠抑胃素

” % 而著称 于 国 际 医

学界
。

晚年在国外
,
对于疼痛及止痛机制作了

2

比较深入的研究
,

先后发表了4 余篇论文 ,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

。

世界

各地不少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
,
聘请他为名誉成员

。  ∀ 年
,
吞

港大学曾授予他科学博士名誉学位
。

 ∀  年&月 #日 ,
林可胜因患食道癌逝世于牙买加的京士敦

。

乍者单位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1

张拐钧
( 《 回忆 中国生理学 先驭林可 胜 》

,

载 《 中国 近代生理学六十 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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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仲胃素 是一 种胃肠徽素
,

是由食进脂肪后在肠内引起的
2

林可胜发现 了这

个物质
,

并为 它命名
“

7 8 0/ − 9 . , :0 − 9 8 / 2 ,

至今仍被 胃肠学家广泛引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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