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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裕璧 

1942年，正是抗日战争处于最艰苦的阶段，我与几位医学界老友在当时湖北省

省会恩施共同创建了湖北省有史以来的第一所医科专业学府——湖北医学院，并有

幸担任了第一任院长。现将湖北医学院前一段经历的史实记录下来，留给后人评

述。 

提起创办湖北医学院的原始思想动机，还得追溯到1929年至1934年我在德国留

学期间发生的一件事。一天，一位瑞典籍的同学问我：贵省有多少人口?我答：3600

万。又问：有几所医学院?我答：一所也没有。他十分诧异，瞪大眼费解地看着我，

好大一会才说：人口这样多的省份怎么连一所医学院都没有?医护人员如何培养?

3600万人生了病怎么办?……一连串的发问深深地刺痛了我的民族自尊心，我感到热

血在周身沸腾，暗自发誓，将来学成回国，一定创办一所医学院，为国家、为湖北

造就一大批高级医护人才，彻底改变医学教育水乎低下、人民健康无保障的落后面

貌。 

因此，我在德国留学期间，除了发奋攻读外，还特别注意德国高等医学教育的

特点，从院校结构、管理方法，到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材、考试方法各方面，

无不悉心考察，比较优劣，并节衣缩食，自费购置了大量教学参考资料及一整套病

理组织切片。 

1934年，我结束了在德国的留学生活，回到阔别五年的祖国。先应聘在广州中

山大学医学院任外科副教授，1938年转至贵阳安顺军医大学工作。1941年，再度回

到中山大学执教。但无论走到哪里，也无论环境、条件有什么改变，我始终不改初

衷，并利用一切机会结识医学人才。 

20年代，武昌城内原有一所医专学校，学制为六年，1927年， 国民革命军北伐

攻破武昌城，校内尚有一批预科班学生。不久，学校无形关闭，这批学生便由武汉

大学负经费责任，转至中山大学医学院继续学习。我在中山大学时，因为同乡的关

系，这批学生和我比较接近，我在与他们交谈中谈到，将来我想回到湖北创办医学

院；到那时，希望他们也能前往，佐我一臂之力。学生们听了十分高兴，纷纷表示

毕业后愿随师办学，振兴湖北的医学教育事业。在贵阳军医大，我的身边也聚集着

一批热血青年，虽大多非湖北籍人，但为我的抱负所感，愿为湖北医学院的创办尽

力。以后，这些学生中不少人践约来鄂，成为湖北医学院创始骨干，并在各个历史

时期，为湖北医学院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尽管我早有创办湖北医学院的愿望，但真正使我下决心回到湖北，却是一件偶

然的事所促成。 

旧中国的医学界一向分为德日派和英美派，两大派系之间，壁垒森严，勾心斗

角十分严重。当年的中山大学医学院便是所德日派师资占多数的院校，当我第二次

返回中山大学时，教育部派了一位英美派人士做院长。此人是教育部长朱家骅一位

老友的女婿，虽也曾留德学医，但一无所成，所以教授们十分反感，不甘受其领

导。时间久了，矛盾激化，教授联名向校方建议，举我为医学院院长。为调解矛



盾，中山大学校长许崇清亲自来做我的工作，他说，你有什么意见可提出来商量，

但象这样由教授们推选院长，中央不会同意，教育界也无先例，恐也不妥，此事就

此作罢吧!我表示同意，一场风波逐渐平息。但我的处境却因之日益不妙。 

1942年，我突然接到留德同学杨光第等人寄自湖北的来信，称陈诚、朱怀冰等

人邀我回湖北负责筹建湖北医学院。我不禁喜出望外，随即辞去了中山大学医学院

的教职，携带家眷来到了战时的湖北省会恩施。到恩施后，一开始我对陈诚寄有很

大希望。自认为不认识个大人物想做番事业谈何容易?如今机会来了．既然陈诚嘱命

我办湖北医学院，就一定会尽全力支持我把学校办得有声有色，成为战时教育的模

范。 

哪知事情绝非我想的那样天真，一接触到建校实际，问题就来了，要校舍无校

舍，几经努力，才接收了思施郊外沙湾的一所高级护士职业学校，作了医学院校

址。经费更紧张，省政府卫生处照例只肯拨给一个班次的经费(因为1942年秋，医学

院首届招收了60余名学生，只够一个班次的标准)，这可怜巴巴的一点钱，怎够维持

偌大个学院的开支呢?至于扩大学校规模，添置先进教学设备，就更属奢望了．到后

来，连师生们的一日三餐都难以为继，迫不得已，去找陈诚。陈诚已经了解我来

意，当面不表明态度，而是把我让到挤满许多来访者的客厅．对每个人都敷衍寒暄

几句，使你无从启齿，哭笑不得，只得扫兴而归。通过这事，我对陈诚的幻想完全

破灭，彼此间的关系亦开始恶化。事后经过多方了解。我才知道了陈诚要我创办湖

北医学院的真实何在。 

原来重庆期间，陈诚和陈立夫、陈果夫兄弟及朱家骅等人之间有矛盾，彼此争

权夺利，各自发展自己势力。当陈诚来到湖北当了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

席后，就想通过所谓“建设新湖北”的口号，捞取政治资本，根据他的“新湖北建

设计划”，战时的湖北将建成一所综合性的最高学府——“湖北大学”，下设四个

院，即工学院、农学院、教育学院和医学院。在我来恩施之前，恩施已有了由专科

升栳的农学院、教育学院，工学院也正在筹备，于是陈诚便对省政府卫生处处长，

我的同乡，留德同学卢镜澄讲，请他多物色些湖北籍的医学人才，尽快把医学院筹

办起来。卢便写信请来了杨光第，接着又邀请我，并称陈诚、朱怀冰等人对我非常

器重，明确我负筹备之责等等。以后我又听陈诚讲，现在武汉大学已迁至四川乐

山．将来抗战胜利后肯定没有湖北大学复员快，他可以让湖北大学先把武汉大学的

原址占用，至于武汉大学迁回武汉有什么困难，他以后再想办法解决。言下之意，

是企图以湖北大学取代武汉大学，树立他的个人威信。事实上，陈诚很快就调离湖

北，到重庆任军政部长去了。他没有也不可能给我们这些办教育的人以实际支持。 

既然得不到官方的支持，我们就只好依靠全院师生团结一心、艰苦奋斗了。医

学院接收的高级护士职业学校，原只有一问瓦房，几间草屋，卫生条件很差。我们

来后首先挖了两口水井，做起了美观的护栏和井台，井水经过沙石层过滤，清澈如

镜，味道甘甜。为此，当时的省教育厅长张伯瑾还特地题赠了“双清”二宇，表示

赞赏。其次，利用当地出产的山石，开成石条，按照中国古典建筑风格修了—些新

校舍。还清整铺平出一大块空地当做操场，四周栽树，尽量美化环境。一次，继陈

城之后当省主席的王东原到医学院视察后，曾称赞说，你们的学校办得很漂亮，象

个高等学府的样子。 

由于经费问题无法解决，我只好把高级护士职业学校的名额也往上报，居然获

得批准。以后又陆续招进了几班本科生和几班专科生；又领到了几个班的经费，总

算把门面维持下来。 

师资问题也颇费周折，我想虽然医学院条件很差，但是还要尽可能开齐所有功

课，让学生学到应该掌握的知识，不让学生们白白浪费几年好光阴；但要开齐几十

门功课，必须想方设法去找老师。 



首先，我聘请了省立医院一批优秀医生，如杨光第、何钦圣、刘克亮、董道

蕴、胡金鑫和余传贤等。其次，利用往日的关系，从中山大学医学院、贵阳军医

大、江苏医学院和湖南师范学院延请了一批老师和学生。其三，从恩施其他几所院

校中聘请了几名教师，教基础课程。我自己亲自讲授德语和解剖学。 

在学校管理上，基本沿用德国院校成规，制定了严格的校规和作息制度，学生

一律过集体生活，睡高低床，床单被褥、生活教具放得整整齐齐，吃饭时围成一

圈，不许端着碗东游西荡。在教学上，要求很严，随时抽查教学质量，对教课马虎

的老师和学习不认真的学生提出严厉的批评，丝毫不讲情面。我把办好湖北医学院

当作毕生的事业。在生活上力争和学生打成一片。在我的督促和全院师生的共同努

力下，校园内遵纪好学蔚然成风，从没有学生因学习成绩差或调皮捣蛋受到处罚。 

为办好学校，每年我还要跑趟重庆，从英、美大使馆索取最新的教学参考资

料，我还记得，英国大使馆的李约瑟(国际著名的研究中国科技史的专家)送给我一

台显微镜，我连同从德国带回的一台一起捐给了学校。 

当时，恩施流亡学生较多，生活极为艰苦，陈诚便命省教育厅实行所谓“奖学

金”制度，但每人每月只有8元钱的伙食费，24斤粮食，不能彻底解决问题。我看医

学院的一些学生，每日里只能吃酱菜咽饭，景况可怜，所以和同学们商量：能否对

有家庭接济的学生少发或不发助学金，以调剂最困难的学生，同时大家各尽所能，

将手头能集中起来的钱统一交给学校支配，学校再设法予以补助，以图提高伙食质

量。结果，学生们都按我说的办了，生活迅速得到改善。消息传到省参议会议长石

瑛那里，他很感兴趣，并向陈诚反映，说医学院办法很不错，学生吃得饱，能否在

其他学校加以推广。 

不料陈诚听到后，认为破坏了他的公费制度，命令取消这个办法。我闻讯后十

分为难，打算恢复到以前状态，学生们不同意。正在左右为难之际，陈诚调离恩施

了，这场风波得以乎息。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不久，我即随着当时的湖北省主席

王东原一行回到武汉，极力想为医学院迁复武汉找一个比较理想的校址，刚巧，有

一位负责接收工作的官员是留德生，跟他拉上关系，他当即答应把日军在武昌的陆

军医院及毗邻的江汉中学交我接收。因这两个单位占地面积较大，尤其是陆军医院

设备较齐全，做医学院条件非常合适。正在我忙于具体接收事务时，意外的事发生

了．原在重庆卫生训练所任所长的范乐成这时也到了武昌，他因原单位被解散，居

家赋闲，便想乘机办一所陆军医院，通过军队系统很快拼凑了一套班子，强行驻进

丁陆军医院。我闻讯后，当即拿着国民党行政院批复的文件去找武汉警备总司令郭

忏评理。本来，郭忏和我的私交不错，可这次他却偏袒范乐成，把陆军医院和江汉

中学断给范乐成了。 

医学院由恩施迁来武昌，老师好几百人无处栖身，我再去和郭忏交涉，希望他

能有所动颜，结果仍然无效。这样一来，只得临时借古德寺(印度教庙宇)的空房开

课。不久，医学院再改门庭，寄设于省立医院。以后经过许多周折，有关方面才同

意把原两湖书院旧址的部分(地址在今武昌紫阳路)拨给了湖北医学院，虽然破败不

堪，师生生活条件仍极艰苦，但好歹总算有了立身之地，浮动多时的人心，这才稳

定下来。 

这时，湖北省立医学院已改属省政府卫生处直辖，不再作为医学院的教学医

院。因此，筹建一所附属医院便成当务之急。房子和人员尚勉强能够解决，唯独医

疗设备奇缺。说来也巧，这时由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刚结束，美国政府将一批剩余

军用物资廉价卖给国民党政府，其中包括整套的医院设备在内，什么x光、救护车、

全套手术器械、床单被褥，应有尽有。当时在汉的各医院都分得了一份，唯独湖北

医学院入了另册。我去找美国领事馆查询原因，美国人说这批物资如何分配他们不

管，但事情还可补救，建议我向教育部请领一笔经费，把校舍好好修整一下，然后



再提物资的事。 

我依照他们的意见，找到教育部次长杭立武批发了几千元钱，把学校修得有个

医学院的模样。然后经过美国人出来讲话，价值250万美元的医用设备便拔了过来，

不过，成套的设备早巳分配一空，只好临时拼凑，如没有救护车便改装了一台卡车

等等，从而把湖北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建了起来。 

湖北医学院在旧中国走过的，是一条坎坷不平的道路。所幸是，经过全体师生

的努力奋斗，为国家、为湖北造就了一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医务人才，为改变湖北

医学教育事业及医疗卫生水平落后的面貌，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就个人来说，也实

现了毕生的志愿。 

(李建明记录整理) 

[湖北省政协文史委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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