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月 3 日晚，电影《中国乒乓

之绝地反击》主创团队走进复旦

大学，在相辉堂举办观影活动及

交流分享会。

晚上 6:30 分，相辉堂座无虚

席，600 多名复旦师生在 137 分

钟的影片里，重温了中国乒乓从

低谷重回巅峰的澎湃岁月。

从残兵败将到冠军队伍，从

“打不死的小强”到“大魔王”，从

至暗时刻到重回乒坛之巅，今

天，《中国乒乓》为我们讲述“输

过，但没怂过”的勇气，“球不落

地就不放弃”的毅力和黎明破

晓、拨云见日的美丽。

影片《中国乒乓之绝地反

击》根据真实故事改编，讲述了

在男乒被“欧洲列强”碾压的 90

年代初，留洋教练戴敏佳请缨回

国，带领新兵老将在天津世锦赛

绝地反击，拯救男乒的故事。

观影中笑与泪交织，随着片

尾曲的响起，现场观众席掌声如

雷。

放映结束后，伴着欢呼声，

主创团队代表，《中国乒乓》导

演、演员邓超登台，与现场复旦

师生分享电影创作感悟。现场

同学们积极举手，说出所感所

悟。

来自复旦二附校的学生提

问，“为什么选择乒乓球这个题

材去拍电影？”邓超笑道：“其实

你们已经是答案了。”他希望通

过讲述英雄的故事，来让更多人

记住英雄，努力成为英雄。

聊到拍摄过程中的苦与乐、

笑与泪，邓超坦言，《中国乒乓》

在拍摄的过程中费了很大的功

夫教会教演员如何打球，从握拍

的方式、打球的动作、乃至看球

的眼神一一还原原型，“在训练

的八个月中，我们濒临过崩溃，

但这种崩溃是对的，因为这是我

们接近运动员的第一步。”

“中国的乒乓球的发展史有

很多重大事件，您为何选择这段

历史？”现场一位同学问道。邓

超表示，在电影剧本反复打磨的

过程中，认为这个故事“是一个

不得不拍的好故事，非常令人着

迷。”面对失败，战胜失败，这是

一群人用行动雕刻时光、不负使

命的故事。

观影现场还有一位同学举着

左手，久久不放，等待成为幸运的

“发言人”。她表示自己很受电影

触动，通过电影意识到荣誉属于

所有中国乒乓人，无论有没有上

场，无论有名还是无名，无论是教

练还是选手。“感谢你给了乒乓球

粉丝一个机会，去看到中国乒乓

发展的一个历史，不论是它的低

谷，还是它的的辉煌。”眼角闪着

泪光，她微笑说道。

一位中文系同学在观影过

程中，用文字在社交平台上记录

下观感，她认为“这是一个汗与

泪、哭与笑的故事，是家与国的

小爱和大爱，这是一个励志的故

事，也是一个以小见大的故事，

更 是 一 个 饱 含 中 国 智 慧 的 故

事。”

交流结束后，邓超与复旦大

学乒乓球队的同学进行了球艺

切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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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伯庸和医学生对谈大医精神
《大医》写到那些上医人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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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 日晚，复旦上医明道

楼二楼报告厅座无虚席。著名

作家马伯庸携新作《大医》做客

复旦上医文化讲堂暨第二十期

枫雅讲坛，带来《虚构与史实

——文学视野下的近代医学钩

沉》专题讲座，分享他在《大医》

创作过程中的思考，并与医学史

专家、同仁、医学生等共话中国

近代医学往事，探讨何为大医精

神。

马伯庸分享医学往事

马伯庸是人民文学奖、朱自

清散文奖、茅盾文学新人奖得

主，致力于“考据型历史小说”的

探索。其新近创作的长篇历史

小说《大医》分为“破晓篇”和“日

出篇”两部出版，与复旦上医渊

源颇深。书中讲述三个出身、性

格、际遇各不相同的年轻人，踏

入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开始他

们跌宕起伏的医海生涯。

马伯庸 2017 年因参观华山

医院院史馆萌生创作动机，到前

期调研与写作期间走访华山医

院院史馆、旧档案库，这部作品

的诞生与上医有千丝万缕的关

系 。 书 中 主 要 情 节 的 发 生 地

——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正是

如今华山医院的前身，书中提及

的颜福庆、沈克非、朱恒璧等诸

位医学大家均是上医先贤，他们

以言传身教培养出一代又一代

优秀的上医人。

马伯庸在讲座中分享了一

系列妙趣横生的医学往事，并向

医学生们解读了尘封档案背后

一以贯之的大医精神。

“大医精神其实和‘为人群

服务、为强国奋斗’的上医精神

一脉相承。”马伯庸讲述 1910 年

发生的上海鼠疫案例，当时中国

红十字会总医院（今华山医院）

派出医护人员深入百姓，开展疫

情防控指导，最终有效控制了此

次疫情。“防疫不只是科学，更是

社会学。这一事件展示了中国

公共卫生的源头核心理念，就是

要充分考虑百姓的心理。上医

提倡的‘为人群服务’很好地诠

释了这一理念。”

马伯庸在后记中写道，“在

调研和创作过程中，查到了太多

值得起立致敬的真实人物，也看

到 了 太 多 值 得 浓 墨 重 书 的 事

迹。”比如，“想写写上医前辈汤

飞凡，他在抗战期间极艰苦的环

境下，奇迹般地研发出了中国第

一批青霉素。”讲座现场，马伯庸

分享了这段往事。作为中国第

一代医学微生物专家，1944 年，

汤飞凡当时在昆明一处简陋的

实验室内，带着几个学生，手头

只有十几根试管和一个锅炉。

他们绞尽脑汁地用各种土办法，

来解决设备匮乏的窘境，克服重

重困难研发出中国第一支盘尼

西林（青霉素）。

医术中蕴含人文情怀

“‘为人群服务’正是心怀大

医之心，多站在患者角度去思考

问题、解决问题。在座的都是未

来的白衣战士，希望大家听了前

辈们的故事后能对自己的责任和

定位有更清晰的认识，更多一份

医者的责任感，让大医精神在上

医始终薪火相传。”马伯庸表示。

在随后的圆桌论坛环节，马

伯庸和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高晞、上海市老年医学中心副院

长杨震，华山医院院办副主任唐

弘等医学史专家和同仁对谈，并

与现场医学生交流互动。

高晞表示，希望医学生们打

开视野，看到医术之外蕴含的历

史人文情怀，“‘为人群服务’是

扎根在每天日常之中的精神力

量，相信在座的医学生中会走出

很多未来的‘大医’。”

杨震表示，每个时期都需要

大医精神的引领支撑。尤其在

当今时代，更需要形成群体的力

量。对于医学生而言，长期的积

淀尤为重要，希望更多的医学生

能感悟并传承大医精神。

唐弘表示，自建院以来，华

山医院的医务工作者始终坚守

大医精神和红十字初心，在国家

和人民需要的时候，像前辈们一

样勇敢、坚定地站出来。他希望

医学生们能在积累中沉淀，在历

练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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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福庆
作为上医创

始 人 、中 国

著名的医学

教 育 家 、公

共 卫 生 学

家 、中 华 医

学会创始人

之一，颜福庆在书中的“出镜率”

颇高，可以说，是书中几位年轻人

从医道路上的精神引领。在书

中，颜福庆是一位始终对底层民

众抱有极强的悲悯与同情的医

者，毕生专注于公共卫生事业发

展，“人设”与真实人物十分贴合。

项松茂 书中出场频率较高

的还有一位和上医的发展息息相

关的人物——项松茂。他多次在

主人公深陷困境之时施以援手。

历史上的项松茂作为一位爱国实

业家，对我

国制药事业

和药学教育

事业的发展

做出重要贡

献。上医的

老建筑“松

德堂”正是

其子项绳武继承父亲遗志，捐款

襄助上医建造而成。

沈克非 书中为罹患胃癌的

主人公主刀的是时任中山医院院

长 的 沈 克

非。沈克非

是中国著名

的外科学奠

基 人 之 一 ，

一 级 教 授 ，

有“ 外 科 第

一刀”之称，

手术操作技术精湛。他的手术记

录内容详尽，而且从不要别人代

写，总是自己写好底稿由秘书打

字，经他签名后送到病房，从不拖

延。

崔之义 书中主人公孙希递

交申请入朝医疗支援的志愿书，

为其签字的

崔之义院长

是中国显微

外 科 先 驱 ，

二 级 教 授 ，

先后任红十

字会第一医

院 外 科 主

任 、院 长 兼

华东医院首任院长、中山医院第

五任院长，上海第一医学院（今复

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教授、副院

长。

《大医》书中提到了他们——

■邓超和同学们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