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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大道践德，是上医最后一位一级教授
百余件展品讲述钱惪无私奉献的一生

庆祝建校116周年

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复旦大学官
方媒体平台开设“红色基
因，赓续百年”专栏，推出
100 集融媒体系列报道
《青年问：百年复旦光荣底
色》。100 天听青年人讲
100 个故事。通过图文、
音频、视频等形式，全方
位、多媒体、立体讲述一代
又一代复旦人听党话、跟
党走的生动故事，展现一
代又一代复旦人前赴后
继、接力奋斗的光辉画卷，
引导广大师生学史明理、
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
力行，学党史、悟思想、办
实事、开新局，凝聚起全体
复旦人迈进新征程、奋进
新时代的强大力量。

“一级教授”，一个已经远去

的称号。在搜索引擎中输入这四

个字，会看到如雷贯耳的名字，那

些为共和国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

学奠基的名字。1956年，全国评

选出了第一批一级教授，彼时的

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

海医学院）拥有 16 位一级教授。

但60年代之后，这个称号逐渐淡

出视野，正因此，这批一级教授成

了历史上珍贵的一笔记录。

钱惪教授是我国著名传染病

学家和医学教育家，中国共产党

党员，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

染科主要创始人，曾任华山医院

院长、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复旦大

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

劳模奖章记录血防功绩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血吸虫

病在南方肆虐，对人民群众的生

命造成了严重威胁，苏德隆、郁维

等多位上医人都在抗击血吸虫病

的第一线。1950年，在上海郊区

驻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受到了

血吸虫病的侵扰，钱惪被上海市

市长陈毅亲自任命为血吸虫病防

治大队的治疗顾问，来到郊区。

当时解放军都散住在农民家中，

没有集中的医疗场所供钱惪等人

开展工作。他开启了没日没夜的

巡诊之路，病人在哪，他就跑去

哪，有时候累得在路上走着走着

就滑倒在路边，瞌睡过去。有一

次出诊的地方偏僻，要先从嘉定

坐公共汽车到外岗，下了车要骑

马再跑七八里路。回程的时候已

经暮色笼罩，钱惪舍不得乘车，想

骑马直接回嘉定，不料马儿调皮，

在路上把钱惪掀了下去，他这才

听从同伴换了车。在车上还一直

可惜：“太浪费了，实在不应该！”

除了悉心照料病患，钱惪也

对治疗方法进行了改进，大大提

高了治疗效率，使部队在较短的

时间内恢复了战斗力。因为工作

出色，钱惪因此荣立二等功，并被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九兵团授予

“理论与实际结合，科学与技术结

合，为人民服务的模范教授”称

号。还被评为首届全国工农兵劳

动模范，成为医学界首批全国劳

模之一。1950 年 9 月下旬，他作

为华东地区的代表之一赴京出席

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及战斗英雄

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朱德等党

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一小功”致敬最可爱的人

1951年，钱惪作为上海市第

一批抗美援朝志愿手术大队队

副，来到东北前线。这已经不是

钱惪第一次参与军队医疗，也不

是第一次与官兵相处，但他依旧

被志愿军战士们浴血奋战、流血

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深深感动着。

他在前线医疗工作中凡事亲力亲

为，时刻守护在危重伤病员身边，

抢救了大批受到战争创伤的“最

可爱的人”。当年7月，钱惪被中

国人民志愿军后勤卫生部记“一

小功”。《解放日报》记者还记录下

了当时的珍贵照片。

8 个月的医疗支援完成，已

经返回上海的钱惪满腔澎湃，创

作了《我怀念着你们》在《文汇报》

上发表：“虽然我们远隔关山，但

我怀念您们，不论在前方或后方，

我们的精神一致，我保证在今后

工作中一定会像以前一样献出我

的力量来支援您们。”这段共同奋

斗的日子在钱惪心里分量很重，

直到晚年，他还经常在家饱含热

泪，挥舞着手臂，唱起《中国人民

志愿军战歌》：雄赳赳，气昂昂，跨

过鸭绿江……

风雨山城再创业

195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

决定“抽调上海第一医学院部分

人员在重庆新建一座医学院”。

王乐三受上医院长兼党委书记陈

同生的委托，动员钱惪率队前往

重庆。当时已是上医副院长的钱

惪毫不犹豫，答应了王乐三的请

求，这也使钱惪迎来了生命版图

上最大的一次转折。这次他年近

半百，带着家人，也带着同事们，

400多个上海人在山城重庆扎了

根。

从长江尾到长江头，重庆的

山风雨雾伴着他们艰难创业，钱

惪带领着 400 多位同事，在荒山

上白手起家，奇迹般地创建了重

庆医学院，80 年代中期，重庆医

学院已经成为四川省省属重点高

校。1985年，四川省政府任命已

卸任的钱惪为重庆医科大学名誉

校长，这是重医历史上唯一的一

位名誉校长。现在，他的雕像立

在重医校园内，守护着一代代医

学生茁壮成长。

从直从心高风亮节

钱惪将人生的半个世纪奉献

给了重庆，过得清贫勤俭，一套蓝

色咔叽布中山装穿到破洞发白，

家里一套破旧木沙发接待了外

宾、官员和同事。同事和家人收

到他的信，必是用废纸的反面写

的。

他虽对自己苛刻，却慷慨对

人，将大量个人所得捐赠给有

需要的地方。据同事描述，如

果看见经济条件不好的患者，

他会直接将口袋中的现金赠与

患者。1965 年起，钱惪每月缴

纳党费 100 元，80 年代又把稿

费、奖金等交作党费。至 1996

年 12 月累计缴纳党费达数万

元。1980 年，钱惪捐赠多年积

蓄 2 万元，作为重庆市科协礼堂

的建设经费。期颐之年的他听

闻东南亚海啸、复旦百年校庆

时，还一次又一次交代家属进

行捐赠。

2006年1月21日，钱惪在重

庆因病去世，享年 100 岁。后人

遵照他的遗愿，将骨灰分成三部

分：一部分留在他奉献了半生的

重庆医科大学校园中心的黄桷树

下；一部分带回母校上医，与一号

楼前的白玉兰树共同生长；最后

一部分撒入长江，让他沿着1958

年来重庆的路，回归大海。

至此，上医最后的一位一级

教授，走完了大道践德的一生。

他未曾留下许多财富，却将高尚

德行铺洒大道，馨香贻后人。

5 月 27 日上午，为迎接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纪念中共

党员钱惪教授诞辰115周年，《大

道践德——钱惪教授捐赠纪念

展》在复旦大学图书馆（医科馆）

开幕。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原副

院长、西迁教授左景鉴之女，上海

市原副市长、复旦大学上海医学

院教授左焕琛，中国工程院院士、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教授闻玉

梅，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校友会

会长、复旦大学原常务副校长、上

海医学院原院长桂永浩，复旦大

学上海医学院党委副书记张艳

萍，重庆医科大学党委副书记、副

校长邓世雄，复旦大学图书馆馆

长陈思和，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

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西迁老教

授及后人代表，复旦大学、复旦上

医及重庆医科大学相关部处和院

系代表等共同见证展览揭幕。

钱惪教授 1932 年毕业于国

立中央大学医学院（现复旦大学

上海医学院），是上医建校后的第

二届毕业生，生前对母校始终抱

有深厚的情感。他的家人在其过

世后，化私为公，陆续将他的照

片、手稿、奖章、证书、衣物等约

500件珍贵史料捐赠给母校图书

馆。

本次展览由复旦大学图书馆

联合华山医院感染科主办，复旦

大学档案馆协办，得到了复旦大

学上海医学院党委宣传部/教师

工作部和重庆医科大学各相关单

位的大力支持。百余张图片和

100件实物生动反映了钱惪教授

一生的奋斗历程。

钱惪未曾留下许多财富，却

将高尚德行铺洒大道，馨香贻后

人，这些均可在《大道践德——钱

惪教授捐赠纪念展》中窥见。

展览目前对校内师生及附属

医院员工开放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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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惪教授捐赠纪念展开幕

钱惪 重医校园的钱惪雕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