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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生理学家

张镜如 1984 年 6 月

至 1988 年 9 月担任

上海第一医学院院

长、上海医科大学校

长。自 1947 年考入

上海医学院后，他就

与上医的命运连在

一起，一直为上医做

贡献。

在上医读书的

第 一 年 ，他 学 习 公

民、国文、数学、化

学、物理、生物等基

础 学 科 。 二 、三 年

级，他学习解剖学、

胚胎学、组织学、细

菌学、生理学、药理

学等专业基础课。

当时没有统一

教材，大多数老师是

留美留英归国，上课

主要依据自编英文

讲义，或者是国外的

教材书籍，所以十分

重视英语教学，除了

英语专业课，数学、

物理、化学、生物等

基础课程都是用英

语或双语教学。和

许多同学一样，张镜

如 也 感 到 十 分 吃

力。他每次听课时

都仔仔细细地做听

课笔记，课后再参阅

英文原版教材，不断

地补齐英语短板，还

要掌握其中的医学

知识，这样的学习强度和难度

比起高中时代要困难很多。学

校实行严格的淘汰制，成绩稍

不留意就会面临被退学的危

机。无数个深夜，张镜如坐在

蜡灯下“开夜车”。教材看得累

了，伸个懒腰，在书架上随手拿

出一本书，读一读以前觉得晦

涩难懂的古诗词。他时常在笔

记结尾处写下韩愈《进学解》中

的诗句：“业精于勤荒于嬉，行

成于思毁于随”，勉励自己学医

要有吃苦的精神。

英文授课在大三期间出现

变化，学校领导提出在课堂和病

房授课要用汉语。同学们提出

要中文讲义，但是老师们几乎没

有一本中文的医学教科书。于

是所有人抱着一本《高氏医学辞

汇》对照着中英文大规模翻译，

这些讲义后来也就成为新中国

医学教育的经典教材。

每 门 基 础 课 除 了 课 堂 讲

解，还设有实习课，二者都占一

定的学分比重。所谓实习课，

就是老师带领学生在各科实习

室进行实验。张镜如认真对待

实验，遇到困难会积极地向老

师们请教，这为他后来承担课

堂实验示教任务，以及留校后

带学生做实验打下了基础。前

期基础打好后，到了四、五年

级，张镜如开始学习具体医学

科目，有内科学、外科学、整形

外科学、精神病学、眼科学、生

理病理学、小儿科学、产妇科

学、实验外科、眼耳鼻喉科、泌

尿学、神经病学、治疗学、放射

学等。在五年级时，张镜如还

参加了两次学校组织的轮转实

习，分别是在华山医学大内科，

和中山医院大外科，这两次实

习的成绩是83.5分。

1951 年，根据上级指示精

神，上医开始有计划地组织高

级医师及三年级以上学生，赴

疫区进行血吸虫病防治工作。

年底，张镜如完成了在中国红

十字会第一医院（今华山医院）

大内科轮转实习。接到学校指

令，他担任小组长，带领 6 个组

员跟随部队赶赴受灾严重的青

浦开展血吸虫病治疗工作。他

曾回忆，“这一段在农村的实习

经历，亲眼目睹上医师生在‘为

人民服务’的教诲下献身血防，

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至今难

忘。但愿这种精神传承永久。”

从此确立要做生理学研究的想

法 ，确 立 了 未 来 自 己 要 走 的

路。当时学校正在积极筹备创

办全国高级师资培训班，于是

报考高师班就成为张镜如的目

标，第二年，他成为第二届生理

学高师班的学生。

在这段培训期间，张镜如学

习了较多基本技能，包括在喷灯

上学吹玻璃烧制简单实验器械、

学制赛璐珞记录笔尖、绑扎玛利

氏气鼓，以及慢性动物实验手术

等，大大提升了动手解决问题的

能力。

在 生 理 高 师 班 的 这 一 年

里，经过锤炼，张镜如迅速成

长。1953年8月，他结束在生理

高师班的学习，被分配到所熟

悉的上医生理学教研室当助

教，一边带学生实验，一边在徐

丰彦教授的指导下继续学习。

正是在这一阶段，张镜如开始

攀登生理学这座大厦。

慕梁 何宜娟（校档案馆）

冬，百媚千花蓦转空。

心涡起，踱步晚阳红。

冬，野径寻梅必有踪。

寒风起，香雾漫苍穹。

冬，气定神闲坐似钟。

炉台暖，静悟饮禅浓。

（朱永超 2019年国学班）

十六字令三首

古人云：“文以达吾心，画以

适吾意。”绘画创作与哲学思考一

向有着深厚的联系。

一九八七年，当我第一次到

中国旅行时，我买了一幅书法作

品，上面是《孙子兵法》战略的四

个字:“风林火山”。一九九0年，

我开始学书法。三年之后，我的

兴趣拓展到中国现代水墨画的领

域。

从这一刻起，我的心中似乎

响起某个声音，告诉自己“我将成

为书法家。”这个想法打乱我原有

的逻辑。在那个年代，我正历经

一段内心的转化，让我做出人生

中重大的决定，中国艺术的表达

形式引发我内心丰沛的情感，正

伴随了这个转化的过程。

在我的生命与作画经验中，

我无意独白，而是希望和路途上

相遇的友人继续对话，同时陪伴

友人继续追寻。

打从童年起，我的视力就很

差。对于极度近距离的东西，我

没有视力的问题，所以我嗜书如

狂。但墨水对我来说，一度是令

人敬而远之的东西，只要一靠近，

就会弄得全身黑，四处墨。几十

年后，三十岁左右，第一次有机会

写书法，我感到快乐无比。我终

于可以在纸上尽情挥酒，而且乱

墨也有可能变得很美。中国的书

画世界里，墨随笔运，留下的就是

水墨的痕迹，没有脏不脏的问题，

画的美丑端看个人心手的节奏。

在早期畏惧墨水的心理下，其实

墨对我还是有一股无言的魅力。

在我十二、三岁时，我记得看过一

幅雨果(Victor Hugo)的素描，奇

山上耸立着阴暗的德国城堡，令

我深为着迷。

心灵的自由是一条无止尽的

道路，我在水墨与书法中的发现，

只是这条路途中的一站，但也是极

具象征意义的一站。怎样才是一

个自由的人?自由的人不容易被描

绘，不容易被定型。不定的特性或

许是自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自由的人不需要说太多话，

不一定用嘴说。透过众多的表达

语言，他全心去表达想法。他说

出的每一句话都是他感受到生命

中最深刻的点滴，这些生命的印

痕有时轻淡飘忽，有时沉重强

烈。自由的心表达出来的语言，

就像书法作品，可以见到缓重轻

急的对比。言的墨不在乎丑，它

是内心世界直觉的印记，正如老

子《道德经》第八十一章所说的:

“信言不美”。

自由的人是个活着的人。

他痛苦，他激动，他渴求，他快

乐。外在环境的人来人往、一事

一物、一石一木在他的心中留下

印记，但他有取舍，有愤慨，有赞

赏，而不失衡。生命的律动在他

心中日益蓬勃，直到四海为家，

直到他的心与穷人、富人同在一

起，直到他的心与本国人、外国

人同在一起，直到他的心与万物

合为一体。内心的宽广容纳天

地万物。自由的心不会分裂，感

受天地万物的同时，自然地走向

整合的境界。

艺术旅程对我来说，就是一

种心灵体验，让我找回内心道路

中的某些事物。中国绘画理论中

所谓“一笔画”，就是表达了一心

的自由。一笔画就是透过外在形

形色色的万象，用心的眼光观照

而成的艺术风格。

艺术创作如同自由的心一般

是具有感染力的，它邀请观画者

品尝创作者的自由。艺术创作是

自由眼光的表达，表达了一段永

不止息的过渡:从受困到解脱，不

断重新开始、不断深化的过程。

艺术家不自由，他因转化得到自

由。艺术家时时刻刻憧憬着自

由，他透过一件件创作，将自我解

放的道路越走越长。这就是为什

么每一件创作都是必要的，因为

每件作品都说明自由不是一个稳

定的状态，自由是一个过渡。艺

术家的每件创作都是对观画者的

一个呼唤，一旦艺术创作唤醒观

画者内心自由的律动，是否回应

这股律动将是观画者的决定。

我从来不担心我的创作是东

方的、还是西方的，我选择对我最

美好的部分，凭着直觉，心随意

动。我创造，所以我新生。

魏明德（Benoit Vermander
哲学学院教授）

水墨创作是对自由的追寻

在夏季的尾声，我们远赴千

里，来到玉树市第三民族中学，

来到已渐显秋意的高原深处。

在高原的群峰峻岭间，在漫天的

皑皑白雪中，在疏朗的清空润月

下，那些属于我们的故事自然而

然地生发。

当看到孩子们因我们口中前

所未闻的精彩眼中顿时熠熠生

辉，我们满腔都是要为孩子们创

造一个彩色世界的热血。

深夜备课时，看着窗外如大

海一般涌动的夜色，我们总会思

绪万千。在这片深沉汹涌的星

海之中，星星们尽着自己的力

量，把点点滴滴的微光凝成淡淡

亮斑，投射向苍茫大地。每一点

“星光”都值得我们探索和发

现。“星辰大海”，也是我们的征

途——如果通过短短一年的支

教和陪伴，能够让孩子们尽可能

多地理解和掌握书本上的知识，

并且让他们明白努力和上进的

意义；若能将他们朦胧暗淡的视

野擦亮，将他们感知外部世界的

厚障壁凿开一角，已是不虚此

行。

我们合力劈开虚空的屏障，

山外零碎的曦光落到孩子们身

上，这是如此动人心弦。看着他

们欢欣的笑颜，又会想起故乡南

方同样如此热烈的温暖。

在玉树清朗的天空下，我们

从夏末步入深冬。群峰巍巍，雪

落风吹去，岁月便将翻了新篇。

第25届研支团青海点

故事绽放在雪域高原故事绽放在雪域高原

张镜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