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是一年清明节，北京市长青园志

愿遗体捐献者纪念碑前堆满了花束。

清明节是一个来源相对复杂的节日，

它是中国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一个，同时

又融合了古代祭祖、寒食等许多社会性节

日的内容。“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清明节

因此有着更多元化的文化负载。

清明节不仅传递了中国古人的科学

经验，还蕴涵着中国人的人文关怀。十字

架前的忏悔或许因为内心的拷问而显得

深沉，但是中国人有自己的方式。宋代高

翥有诗道：“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

各纷然。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

鹃。”清明节祭奠是一种仪式，但其背后

的情和理又远远超越了仪式的范畴。

清明节在北京市长青园祭奠志愿

遗体捐献者便是其内涵的最佳体现。

对医学院的医学生来说，那些志愿捐

献遗体供他们学习、解剖的人，有一个

尊称———“大体老师”。大体老师虽不

能讲话，却用自己的身体教学生们最直

观的医学知识。

北京市红十字会为纪念志愿遗体捐

献者，也为给捐献者家属提供纪念、缅怀

和祭奠的场所，弘扬捐献者的无私奉献

精神，在长青园修建志愿遗体捐献者纪

念碑“生命”，2004年落成揭幕。

每年在北京完成遗体捐献的志愿者

的名字在下一年都会镌刻在纪念碑上，

自 2007年起，北京市红十字会、北京解

剖学会相关人员及北京市各大医学院的

师生代表每年清明节前后都会齐聚长青

园，举办“生命”追思活动，悼念捐献者，

并向捐献者表达敬意。

北京大学医学部也积极进行基础设

施建设，改建解剖学陈列馆、遗体捐献站、

遗体告别厅等，旨在建设有浓重医学人文

色彩的解剖实习室。2009年，北京市遗体

捐献站成立 10周年之际，首都医科大学

人体解剖学教研室指出，应注重捐献站人

文关怀和科学管理，健全相应程序、宣传

捐献意义、呼吁伦理教育、做好统计工作，

这为捐献站之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目前，北京市遗体捐献进入第 2个

10年后依旧蓬勃发展。自 2010 年起，

各大有影响力的新闻网站每年清明节

前后都会对“生命”追思活动及当年北

京市志愿遗体捐献登记与实际完成的

情况进行报道。

2011年，北京大学医学部解剖楼告

别厅内设立遗体捐献者纪念墙，这是国

内高校第一座为遗体捐献者设立的纪念

墙。墙上每一个水晶纪念盒都对应一位

捐献者，盒子中存放着捐献者的头发、手

迹等物品。

2012年，北京市红十字会对“生命”

纪念碑进行了扩容改造，主体碑升高至

12.6 米，墓碑群采用大理石墓墙，描金

镌刻捐献者的名字。此后，北京市红十

字会在其官网对志愿捐献遗体暂行办

法、登记手续及流程、网上祭奠及接收站

简介进行了完善。

3家志愿遗体登记站均注重借助媒

体进行广泛宣传，给社会以积极影响，促

进遗体捐献。截至 2021年底，北京市已

有 2.8万余名志愿者登记，3932人（包

括 1999年前接收的遗体捐献者）实现了

遗体捐献。2018年全年的志愿遗体接收

数目首次超过了 300例，这极大缓解了

北京地区人体解剖学教学标本不足的情

况，为北京医学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做出

了很大的贡献。

除北京市，全国各地也都设有纪念

志愿捐献遗体者的纪念碑或公墓。例

如武汉拥有我国规模最大的遗体器官

捐献者纪念碑，其刻名字的设计容量为

50万个。目前采用在纪念墙上刻铜牌

的方式将捐献者的名字永久保存，向捐

献者致以高规格、永恒、庄严、肃穆的

感谢与纪念。

今年 3月 1日，上海市在上海福寿园

举办以“生命在奉献中延续”为主题的上

海市红十字遗体（器官、角膜）捐献缅怀纪

念活动。活动现场，全体人员怀着崇敬的

心情聆听祭文，向捐献者默哀致敬，聆听

遗体捐献者家属的感人故事，在《生命之

歌》庄重的旋律中向实现大爱的捐献者们

致敬、献花，表达深切的缅怀。

上海福寿园当天正式上线了移动端

的遗体（器官、角膜）捐献纪念云空间，将

实景纪念园（纪念碑）搬上互联网。捐献

者家属可随时随地追思逝者、留言祝福

和网上献花。

广州市增城正果万安园人文纪念公

园有一块专门的墓地，其墓碑上刻着广东

省所有遗体捐献者的姓名。每年清明节前

后，陵园里都会举行专门的缅怀活动，纪

念每一位推动医学进步的大体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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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1 日上午，在轻轻的音乐声

中，海南省红十字会组织志愿者、器官捐

献协调员、海南医学院师生等人员在海

南医学院举行了捐献者徐先生的告别仪

式，缅怀他的无私大爱。

徐先生捐献了自己的全部大器官

（心脏、肺脏、肝脏、肾脏）以及眼角膜，至

少挽救 5名终末期患者的生命，让 2名

患者重见光明。同时，他将遗体捐献给海

南医学院供医学研究和教学，续写人间

大爱。

由于本科生人数多、大体老师数量

少，技术人员会对标本进行解剖，制作

成教学标本，让学生近距离观察、触摸

神经、器官。对于人数较少的研究生，

学校会将 6~8 位不同专业的研究生搭

配在一起，针对自己专业所需，动手进

行解剖。

“这样做也是为了让学生在最短时

间内接收最多知识。有时候研究生解剖

完了，遗体处理一下还能继续用于本科

生的教学。大体老师来之不易，一定要尊

重、要严肃、要用好。”广东医科大学人

体解剖学教研室副主任苏开鑫说道。徐

先生捐献的遗体将对海南医学院的人体

解剖教学起到重要作用。

徐先生因脑溢血于 2月 10 日抢救

无效离世。在核实身份时，医护人员发现

徐先生已于 2021年 12月 26日在中国

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管理系统做了

登记注册，成为一名人体器官捐献志愿

者。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协调员在征得其

家属同意后，按照徐先生生前的意愿，捐

献全部大器官、眼角膜和遗体。

这是一个特殊的告别仪式，由于徐

先生的哥哥因故不能赶到海南，海南省

器官捐献协调员宋志安与徐先生的哥哥

视频通话，让家属们通过视频看到了徐

先生的告别仪式。

告别仪式后，徐先生的哥哥通过视

频讲述了弟弟生前的故事。徐先生的哥

哥说：“弟弟是我从小带大的，弟弟从小

不跟人吵架、打架；他是一个厨师，不管

去哪里打工，老板都喜欢他，他的手艺很

好，顾客也喜欢吃他做的菜。弟弟是一个

善良、朴实、不善言谈的人。他生前就做

了器官捐献登记，如今完成了弟弟的遗

愿，为弟弟捐献器官和遗体的事情感到

骄傲。”

生前，徐先生在三亚一家饭店做

厨师，春节前后两次生病住院。2 月 5

日，饭店老板到住所看望出院后的徐

先生时，发现他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将其送医救治，被诊断为脑出血，病

情危重。2 月 10 日下午 1 点，徐先生

因病不治离世。

他们在续写人间大爱
因丁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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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遗体捐献者纪

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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