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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江医学专门学校首任教务长林家瑞 

金东英 马学博 

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1912--1932)附设的滨 

江医学专门学校(以下简称滨江医专)，是现代东北 

地区第一所由中国人创办的医学院校。当年防疫处 

总办兼总医官伍连德博士任校长，防疫处医官林家 

瑞任教务长，实际负责学校日常工作 J。 

林家瑞 (1889--1967)，广东番禺人。1910年 

末，天津陆军军医学堂高年级学生林家瑞作为伍连 

德助手，奔赴哈尔滨防控鼠疫大流行。这位瘦削的 

高个子学生，伴随他的老师深入疫区出生入死，⋯⋯ 

军医学堂大部分是北方籍学生，作为教师，伍连德十 

分欣赏他们强健的体魄、豪爽的性格。当接受清政 

府外务部指令，伍连德即将赴疫区，他要挑选 1名学 

生做此行的助手时，勇敢响应的 2名学生却都是广 

东人。林家瑞被选中，而有些木讷却沉稳的曾普作 

为替补人选，从此伍连德改变了对南方籍学生的印 

象 。 

成功扑灭东三省鼠疫大流行后，林家瑞返回军 

医学堂继续完成他的学业，1912年毕业后任北京禁 

卫军医官长。1912年 1O月，东三省防疫处于哈尔 

滨成立 ，林家瑞加入防疫处，先后任拉哈苏苏(今同 

江)医院、大黑河医院副医官、医官，牛庄(今营口) 

海港检疫医院医官及哈尔滨(滨江)医院驻院医官。 

1921年，林家瑞被公派赴 日本进修细菌学及儿科 

学，获日本医学士学位，归国后任防疫处免疫研究室 

主任(1922)、血清研究室主任(1923)。 

清末至民国年间东三省频繁流行瘟疫，防疫处 

积极主持防控，林家瑞“无役弗与”_3 J，深感东北地 

区缺乏医学尤其是卫生防疫人才，遂建议在防疫处 

和哈尔滨(滨江)医院的基础上创办一所医学校。 

林家瑞的意见得到他的老师兼上司伍连德的赞许， 

并委派林家瑞负责筹办事务和教材编写。林家瑞遂 

于 1926年6月29日、8月11日，以东三省防疫处筹 

建医学校案由，先后呈文黑龙江教育厅备案，及呈请 

本省教育厅协助面向东三省招生事宜(黑龙江省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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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物 ． 

案馆．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致黑龙江教育厅公函． 

1926(民国十五年)，全宗70，目录 1卷号 862．)。 

经多方不懈的努力，1926年9月 8日滨江医学 

专门学校正式成立，伍连德任校长，林家瑞任教务长 

(教务主任)，何邦瑞任总务长。开幕式典礼由林家 

瑞与何邦瑞亲自布置礼堂、接待室，拟定仪式程序， 

井井有条。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张焕相发表训词， 

滨江道尹蔡运升致贺词后，林家瑞代表学校宣读答 

谢词 。 

校长伍连德公务繁忙，兼职较多(防疫处总办 

兼总医官、外务部医官、《中华医学杂志》总编辑 

等)，林家瑞实际主持滨江医专校务，并且与防疫处 

中外专家一样兼任滨江医专授课教师。如伍连德讲 

授公共卫生学；陈永汉担任解剖学、外科学教师；细 

菌学、病理学课程的讲师为奥地利籍病理学家伯力 

士(Pollitzer，R)；叶墨(Jettmar，H)及叶墨夫人教授 

细菌学；林家瑞则承担生理学及英文课程。滨江医 

专采用英语授课，林家瑞每晚7—9时必到教室悉心 

指导自习的同学阅读各科英文讲义，以便同学在课 

堂充分理解授课内容。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老师 

令滨江医专早期毕业生多年后仍记忆犹新。 

林教务长也十分关心学生的身体健康，鼓励同 

学课间锻炼，亲自过问学生伙食。赞同成立学生会， 

支持学生参加“反五路”(1927年日本攫取“满蒙新 

五路”阴谋)游行活动。而林教务长挺身而出，营救 

滨江医专同学的义举更令人难以忘怀。滨江医专开 

学不久后的一天上午，国民党宪兵突然包围学校搜 

捕共产党，闯进学生宿舍搜查书籍报刊，逮捕了第一 

班学生葛成久。林教务长当即晋见滨江医专董事会 

董事长、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张焕相，担保葛成久不 

是共产党人，而是基督教青年会会员。经张焕相交 

涉，林教务长亲赴拘押所据理力争，领 回了葛成 

久 。 

由于办学经费短缺，仰赖哈埠各机关团体捐助， 

东省特别区拨款 3 000元哈大洋维持办学。1928年 

1月 1日启用“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新校名 ，学 

校划归东省特别区教育厅接办，每年拨付办学经费 

44 800元哈大洋，从此学校经费有了稳定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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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家瑞辞去教务长职务，仍时时关心学校的发展。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林家瑞与防疫处其他中外 

专家陈永汉、伯力士(Pollitzer，R．)、叶默 (Jettmar， 

H．)等撤离哈尔滨南下上海，加入卫生署海港检疫 

管理处，林家瑞任检疫医官。解放后被评为一级教 

授，担任上海检疫所技术室主任，1967年病逝。 

林家瑞参与创建 的哈尔滨 医学专 门学校 于 

1936年被 13伪当局派来日本人担任校长，操控了学 

校，1938年，学校更名为“哈尔滨医科大学”。1945 

年，抗 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接 

收了哈尔滨医科大学，1949年4月与延安来的中国 

医科大学第一分校、第二分校合并，从此哈尔滨医科 

大学步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林家瑞自1932年离哈后再未返回哈尔滨医科 

大学，没有 目睹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Et益 

欣欣向荣的哈尔滨医科大学，诚为憾事，今天的哈尔 

滨医科大学学人却铭记着当年筚路蓝缕艰辛办学的 

开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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