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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伍连德先生是我国著名预防医学家、医学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国际著名卫生防疫专家，是中国卫生
防疫、检疫、医学教育、医院管理和医学交流的先驱。
从1907年到1937年的30年间，伍连德为了中国现代医学的建设做出了非凡的贡献，尤其是在1910年东
北大鼠疫中，他作为清政府的全权总医官，率领东三省防疫人员，在不到四个月之间彻底消灭了这场
百年不遇的烈性传染病的流行，拯救了千万人的生命。
除了在卫生防疫上的成就外，伍连德是中华医学会的创建人之一和第一、二任会长，他主持创办了20
多所医院或医学院校，力主收回港口卫生检疫权，还是中国禁毒的主要人物。
    伍连德先生不仅是国际知名的科学家，而且还是爱国知识分子的榜样。
在他的一生中，无论取得多大成绩，享有多高的荣誉，始终把这一切都归功于祖国给予他为国效力的
机会，以为祖国作贡献而自豪，以为人民解除病痛、提高人民健康而欣慰。
    伍连德先生出生在南洋槟榔屿，在英国接受医学教育，学成后毅然回国服务，将自己最宝贵的年华
贡献给中国的卫生防疫事业。
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他一贯以身为中国人而自豪，随时随地为捍卫中国的主权，扩大中国的影响
而努力，无论风云如何变幻，他心中永远以祖国为重。
在他身上充分体现出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是科学家是有自己的祖国的这一道理。
伍连德先生是我国百万留学人员的杰出代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有更多的莘莘学子走出国门，负笈求学。
伍连德先生是值得广大留学人员学习的榜样。
    今天，我们伟大的祖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华民族正在腾飞。
伍连德先生在风雨如磐的旧中国，尚且能够在医疗卫生事业中做出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现在的医学
工作者更应该在医学领域取得世界领先的原始创新成果，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走出一条保障全体
国民健康的独特道路。
这是当代中国医学工作者应有的民族自信和自觉。
    伍连德和北京大学医学部渊源颇深，是附属人民医院的创办人和首任院长。
由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生王哲先生为他写传，也体现了新一代医学工作者继往开来的意愿。
    是为序。
    韩启德    二○○六年十二月十六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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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伍连德是中国卫生防疫事业的奠基人，中国现人科学家中第一位为世界所推崇者。
自1907年从南洋归国服务，30年间始终为中国现代医学的领军人物。
其一生丰富多彩、曲折坎坷，是从晚清到民国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尤其是在1911年东三省大鼠疫流行时，伍连德临危受命，领导了一场由中国人主导的国际防疫行动，
成功地扑灭了数百年不遇的大瘟疫。

本书试图从大历史的角度，通过伍连德这个人物来展现现代医学在中国的传奇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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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哲，医学博士。
笔名京虎子。
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和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毕业后从事艾滋病基础和流行病学研究，后赴美国霍普
金斯大学继续从事艾滋病研究。
现从事电脑业，业余时间进行写作。
继《国士无双伍连德》(获得第二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出版后，又出版了《上帝的跳蚤》、《美国，
一个传奇》、《从华盛顿到奥巴马——美国200多年的家族政治》、《健康10+1》、《长寿从零开始》
等十五部历史、健康类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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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少年苦旅    每个人的故事都应该开始于一个女人，因为每个人都有母亲。
不管这个女人多么平凡，在孩子的眼里她永远是这个世界上最崇高最伟大的女人。
    1857年，在南洋的槟榔屿，年仅13岁的华侨女子林彩繁出嫁了，新郎是25岁的小金铺老板伍祺学。
时辰到了，新郎穿着一身类似清朝官服的礼服，带着花轿和吹鼓手，敲锣打鼓地来到林家，把满脸是
泪的小新娘接到唐人街观音庙旁的新房里。
    新婚燕尔的林彩繁心里没有多少喜悦，有的只是淡淡的哀愁。
从懂事那天起，她就知道，这是她的宿命。
按本地的称呼，彩繁是第二代侨生娘惹。
爷爷和他的新婚丈夫是同乡，都是从广东台山来闯南洋的华侨。
父亲林道解出生在槟榔屿，娶了一位也是本地出生叫KOK的客家女子，头一胎生下了彩繁。
重男轻女的林道解非常失望，取名彩繁的意思是造成麻烦。
没想到后来一连生了五个儿子，然后是两个女儿，最后也是一个儿子，这八个孩子主要是由长女彩繁
照料。
    这时候，林道解心烦的不是没有儿子，而是如何养活一大家子人。
林道解是做装修地毯和其他室内工程的，家境艰难，因此要早早给老大彩繁找个家境比较殷实的人家
，出嫁后可以接济娘家。
    新郎伍祺学属于闯南洋中的佼佼者。
按照当时广东的习俗，家中的长子和女孩子留在家乡，其他男孩子长大后都要出洋闯荡。
伍祺学是家中老四，二哥和三哥去了美国加利福尼亚，他来到南洋，五弟去了澳大利亚。
最后在加州的两个哥哥只能勉强温饱，在澳洲的弟弟穷困潦倒，只有他能够立业并接济父母和兄弟姐
妹。
    16岁那年，穿着一身光亮黑绸制的宽松外套和短裤的伍祺学来到槟榔屿，随身除了一张草席和一只
枕头，就是勇气和希望。
运气很好的伍祺学很快进金铺当学徒，几年后学成手艺，自己开了金铺。
由于手艺好，样式独特，生意很兴隆，雇用了几名助手，专门生产供当地女子佩戴的首饰。
现在应该成家了，同时也是为了给铺子找个老板娘，生意上有个帮手。
    伍林联姻以后的32年问，伍祺学和林彩繁一共生了15个孩子，存活下来的有11个，5男6女。
伍家的金铺生意一直比较稳定，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虽然贫寒但尚可温饱。
    这门亲事果然对林家帮助很大。
家中几个男孩子渐渐长大后，在本地发展起来比较有限，家里也不需要那么多帮手。
这时，正好赶上大清水师在南洋招水手。
当年内忧外患不断的清廷，洋务派占了上风，大力发展海军。
水师的建设完全按英国的模式，因此急需能讲英文，而且能行走海上的水手，林家兄弟正是这样的人
，大儿子林国祯和二儿子林国祥这对双胞胎决定去福州投军。
    可是林家家境贫寒，根本不可能给他俩出路费。
还是大姐彩繁取得家里的同意后，给他俩提供了路费和生活费。
两人到福州参加了大清水师，老二林国祥由于勤奋好学，被选拔人福建船政学堂，成为福建船政学堂
第一批学员，后来升任管带，名列北洋水师的一代天骄。
    国祯和国祥在军中站稳脚跟以后，把几个弟弟相继接到福州，参加了大清水师。
一家兄弟六人同在水师服役，极为罕见。
    几年后，老大林国祯退伍返回槟榔屿，渐次成为槟榔屿最高法院首席通译，娶了一位福建富茶商的
女儿。
老四林国礼退伍后也回到家乡，继承母亲家族的采矿事业。
老五林国湖一直在福建水师服役。
老六林六经因在中法战争中表现出色而获得朝廷颁发的表扬奖状，回到槟榔屿后做了二十多年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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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译，退休后在金宝开矿致富以后，投资建筑成为当地首富。
在怡保拥有大批产业，迄今当地还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林六经市场和林六经故居。
    甲午中日决战，林国祥担任“广乙号”舰管带，与“济远号”舰奉命护送“仁字”军赴朝鲜。
1894年7月25日晨，“广乙”、“济远”返航时，为日舰“吉野”、“秋津洲”、“浪速”所阻拦。
双方激战1小时20分钟。
“广乙”受伤多处，人员伤亡很重，林国祥下令向东北方向逃避。
“广乙”驶至朝鲜西海岸搁浅后，林国祥为免军舰被敌人夺去，下令凿坏锅炉，焚烧火药舱，率领剩
下的79人登岸，往牙山投叶志超军营。
到了军营发现叶志超已经溃逃，便搭乘英国军舰回国。
途中为日舰拦截，被迫签署永不与闻兵事的声明，才被释放回国。
此即为黄海海战前的丰岛海战。
    9月17日中日海军在黄海决战，在旗舰中弹，主帅重伤，北洋水师全军混乱之时，“致远号”舰管带
邓世昌下令对日军旗舰“吉野”做自杀式冲击，最终中弹沉没。
关键时刻“济远”管带方伯谦临阵脱逃。
黄海二战，北洋水师退守威海卫，不再出战。
战后，方伯谦被斩首于旅顺。
朝野上下将林国祥与方伯谦比较，一片赞许。
10月16日，李鸿章奏以林国祥接替方伯谦任“济远”管带。
林国祥接任“济远”管带后，在威海卫之战中并无突出表现。
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后，林国祥被革职。
不久后又被重新启用。
    林家三郎林国裕，在甲午海战中被日军弹片击中，和邓世昌等一起成为壮烈殉国的北洋先烈。
    中国近代史上，最令人惋惜最悲壮的莫过于甲午一战。
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彻底断送了清廷扬威七海的雄心，在南洋更是遍地哀歌，许多南洋子弟在此役中
为祖国捐躯，历史上只有抗日战争时期上千南洋机工牺牲在滇缅公路之时可比。
    所谓祸不单行，刚刚经历过丧弟之痛不久的林彩繁又痛不欲生，因为她最出色的儿子患伤寒，高烧
已经三周，生命垂危。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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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4年的春节，我坐在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郊区的办公室的电脑前，回忆起四年前回国过年的情景。
那是出国后头一次回去过春节，也是最后一次陪父亲过年。
伤感之下，小时候的往事历历在目。
突然有了写作的冲动，那个年代，那些事，那些人，一瞬间从记忆的深处涌现出来，于是从这些深藏
的记忆开始写起。
    第一篇文章是这样结尾的：“把儿时一些记忆写下来，算是纪念为共和国九死一生的开国将帅们，
以及包括家父在内的那些在激情燃烧岁月中为共和国奋斗终生的军人们吧。
”是的，如果不是因为怀念先父，我也不会开始写作，因此也不会有这本传记。
因此，第一个要感谢的是在天的父亲。
不仅仅是因为他是我写作的起因，更因为他和伍连德先生一样，曾是中国的军医。
对此，我非常自豪。
    其次，要感谢我的妻子和儿子。
写这种正统文字，无论从风格上还是在水平上，对我来说都是很艰苦的。
能让我不言放弃、精益求精地完成它，除了伍连德先生伟大的人生外，还有家人的体谅和理解，让我
能够把绝大部分业余时间花在这部书的写作上。
    我之所以要写这部书，正如前言提及，应该归功于我的岳父，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陈天寿教授
，是他提供了这个素材，并不遗余力地帮助我写出来。
    亲人之外，有三个人值得特别地感谢。
一位是我在大学读书时的老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主席、中国科
协主席、欧关同学会理事会会长、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韩启德院士。
韩老。
师在百忙之中为我这个很不成器的学生的这本书写了序，让我受宠若惊。
当年韩老师带课之时，不仅教我们知识，同时也教我们做人为医的道理。
我想，20年了，唯有以此书向老师汇报。
    另一位是伍连德先生的长女伍玉玲女士，在接到我这位素昧平生的晚辈的信后，伍女士欣然同意本
书使用其家传照片，而且不顾年事已高，亲自审阅本书的初稿，纠正其中不少错误，并多次在电话中
提供宝贵的历史资料和见证。
伍女士几十年来不懈地宣传她父亲的平生业绩，如果不是因为她的努力，伍连德，这位对中国近代史
有非凡贡献的人，有可能被世人永远地遗忘了。
伍连德先生不仅仅是他后人的骄傲。
也是全体中国人的骄傲。
    最后一位是福建教育出版社的林冠珍编辑，她不仅是本书的编辑，也是本书的监工和后勤支援。
除了联系各方人士为本书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和文物、审阅草稿、提出意见和建议外，还时时
刻刻地鼓励、督促和监督我，经常把我从网上的嬉笑怒骂中唤回到认真的写作中。
如果没有这样一位认真负责、把这本传记当做一件意义非常的事来做的编辑的话，起码本书的质量会
受很大影响。
这种题材在今天是冷门，如果不是出于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林编辑和福建教育出版社是不会愿意出这
种书的。
    在创作这本传记的过程中，因为对伍连德先生的敬仰和崇拜，结识了海内外不少朋友。
可以说，没有他们的帮助，这部书就很难完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吕文浩博士提供了多篇史料和论文；北京社会科学院窦坤博士在澳大利
亚做访问学者期间，寻访到了伍连德与《泰晤士报》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莫理循一些通信，福建教
育出版社以3澳元复制一页的价格，为我提供了这套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物；著名旅澳历史画家沈嘉蔚
先生，应马来西亚有关部门之邀，画马来西亚历史画，他将伍连德列入了这组历史人物画中，提供了
有关伍连德研究的不少线索，并更正了本书中有关马来亚内容的几点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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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专程去了马来西亚怡保市寻访伍连德诊所，拍了照片，而且派夫人亲赴新加坡，于伍玉玲女士家
中为本书重新翻拍其家传的珍贵照片；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杨斌博士，一位和我神交于网
上的朋友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和大力的帮助；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暨社会科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兼
副主任黄贤强博士热心地帮我联系到伍玉玲女士；湖南经济电视台曾海波编导提供了伯力士等人的资
料。
国家质检总局史志办公室徐鉴编辑多次提供难得的史料；内人的好友Kathleen Glaser女士花了大量时间
帮助复原因年代久远而难以辨认的原信和狂草手迹。
    我的老师、同学和朋友对这部书提供了难以估量的帮助和支持。
他们中有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医学部常委副主任柯杨教授，北京大学医学部基础医学院科研处李平
风副教授，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办公室肖渊副主任，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斯根芬眼科研究所陈东风副
教授，美国Cyberdata Technologies公司执行副总裁景明博士等。
    最后，是我在网上的精神家园，清谈天地(www．talkskvland．com)论坛里数不清的朋友们，他们不
仅为了提供史料上的帮助和探讨，而且在每一天每一刻给我巨大的鼓励和鞭策，无论何时何地，无论
心情如何，有他们，我不曾孤独过，也从未丧失写作的乐趣和信心。
    我最初写东西，就是想趁着记忆没有消失之前，把从童年开始的一些经历写下来。
不料像玩票一样，写作成为我最大的副业。
到现在，我也不认为自己是个作家或者写手，只不过是一个用写作来打发剩余时间的人吧。
写作给我最大的收获，就是真正地用脑子思考问题，而后读东西和思考时便有不同的角度。
    写伍连德传记可以说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就我本人来说是不适合做的，因为我没有那么深的历史功
底，又不是学文科的。
但是，有些事情总是要有人做的，不管是好是坏，做出来就代表我们没有遗忘，代表我们没有忘记自
己的责任。
    在我的生命中，除了伍连德与父亲同为军医这一点外，还和伍连德先生的生命轨迹多次交叉。
伍连德先生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创办人，我则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部。
伍连德先生开创了中国卫生防疫事业，而我也曾经是一名中国防疫人。
伍连德先生曾经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进修，我也在那里度过了五年时光。
我祖籍吉林，先祖应该属于伍连德先生所拯救的千百万人之一。
也许，为伍连德先生写传记是我命中注定的。
    研究历史对我来说是业余的爱好，我写的不是学者的历史，而是百姓的历史。
学者的历史是用来从兴废中发现历史前进的指针，还历史本来面目，让历史为今天做鉴。
百姓的历史是用来从中汲取人生的真谛，领会生活的本质。
在历史面前，每个人都会有所启发、有所收获、有所感叹、有所升华。
不管读过多少本书，看过多少条资料，每个人都有权力、有能力从历史中记下对自己有益的东西，都
有权力、有能力对历史畅所欲言。
    我记下的历史不是为了考古，不是为了正本清源，是为了留给我自己、或者与别人分享的痛心疾首
、热血沸腾和慷慨悲歌。
    我记下的历史不是为了炫耀博学，不是为了沽名钓誉，是为了每天早上起来有我做人的原则、在需
要的时候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
    我记下的历史不是要进行普史宣传，不是想千百年后作为教科书，而是让我在走过的日子里，和剩
下的岁月中，永远不忘身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义务和责任。
    这本书就是这样写成的。
    王哲    2006年12月于美国维吉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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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03年春，当SARS在中国大地肆虐时，在惊慌失措中，在不满和忿忿中，终于有人提起了伍连德，更
多的人也试图开始了解伍连德。
随着作者这部传记的面世，伍连德，那个悲壮年代里为中国补天的英雄，终于走出了尘封已久的历史
，重又回到国人的记忆中。
    王哲所著的《国士无双伍连德》情节生动，文图并茂，文情并驰，再现了伍连德这位国际知名科学
家、爱国知识分子鲜为人知的传奇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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