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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外科学界的一盏明灯
———纪念曾宪九教授诞辰 周年大会举行

缅怀

因本报记者 张思玮

8 月 30 日，北京协和医院召开纪

念曾宪九教授诞辰 110周年大会，深切

缅怀曾宪九教授为我国医学科学事业

作出的卓越贡献、学术思想与崇高风

范，激励当代协和人弘扬优良传统，勇

立创新潮头，汇聚起推动医院高质量发

展、护佑人民健康的强大合力。

曾宪九教授是我国杰出的外科学

家、医学科学家、医学教育家，中国现

代基本外科的重要奠基人，中国危重病

医学的开创者，中国肠外肠内营养学科

的先驱。他是“老协和”培养出来的医

学精英的典范，更是传承协和优良传统

的重要推动者。曾宪九教授从 1956年

起长期担任该院外科学系主任，高瞻远

瞩布局学科，矢志不渝探索创新，呕心

沥血培养人才，为协和医院外科乃至中

国现代外科的发展贡献了毕生精力和

心血，被国际外科同行誉为“世界外科

学界的一盏明灯”。

作为协和后辈的我们，无时无刻不

受到以曾宪九教授为代表的先辈们的深

刻影响，世界观、人生观都发生了潜移默

化的改变。我们被他们所改变。我们不

仅要学习他们治病救人的知识和本领，

更要学习他们对科学知识孜孜不倦的追

求、对工作严谨求精的态度、对年轻人毫

无保留的指导和提携、对患者无微不至

的关心与照护。

当前，协和面临着从医疗中心向医

学中心的改变，这对我们也提出了新

的要求。对于今天已经挑起大梁的我

们，是否需要经常反躬自省———我为

上述改变做了些什么。不断提升看病

治病的本领乃医者本分，这远远不够，

单纯增加诊疗数量不应该是我们追求

的唯一目标。我们不应只满足于完成

门诊、病房和手术等常规工作。

作为具有悠久历史传承的教学医院，

我们理应引导年轻医生和医学生，不仅教

授他们医学知识，还应让他们体会到医学

的温度；作为引领医学进步的国家队，我

们理应在学习中练就缜密的思考、敏锐的

洞察，积极探索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在

现有诊疗路径之外寻求新的突破，回答新

时代给协和、给我们提出的新命题。

协和的第一个百年间，许多像曾宪

九教授这样的协和前辈，用自己的大

医情怀改变了协和，也改变了中国医

学的历史。如今，协和迈进了新的百

年，我们也应当像前辈们一样，用自己

的所学所知所会与所能，影响并改变

我们的患者、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学

生、我们的科室、我们的医院，乃至我

们的学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和“重回学术巅峰”的协和

梦，贡献智慧与力量。

徐强

作为协和“后浪”中的一员，虽与曾宪九

教授年隔 70余岁，但对前辈竟是无比的熟悉

和亲切，因为这里一直流传着他的故事。

1940年，26岁的曾宪九博士毕业，他看

到胰头周围肿瘤患者难以医治、很快病亡的

苦痛，主动选择开展胰腺病研究。他广泛查

阅资料、反复构思尝试，11年后，他以超人的

胆识和底气完成了中国第一台胰十二指肠切

除术，为当时国内几乎只能“等死”的胰头癌

患者提供了仅有的延长生命的治疗办法。此

后，为挽救外科危重病人，曾教授牵头开展

了胃肠外营养支持的研究工作；为提高胰腺

病诊疗水平，成立了“胰腺疾病协作组”。医

者大爱让曾老围绕着一个个临床难题，一次

次地开创了属于那个时代的新质生产力。

今天我们缅怀曾老，站在这位伟大又和

蔼可亲的前辈面前，我也在不停地思考：作为

新一代的协和青年，我们在面对无数慕名而

来的“急危重、疑难罕”患者时，有没有曾老那

般迎难而上的勇气与“十年磨一剑”的定力？

我辈青年该如何为之？

我想，心存感恩、胸怀大爱是一切工作的

起点。

作为青年人，我们要感恩协和，让我们能

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拥有更高的起点和更

广阔的舞台；我们要感谢病人，他们把健康和

性命托付到我们手上。我们要像曾老那样，虽

然见惯生死仍把病人的苦痛放在心上，为他

们点亮希望的灯。

同时，协和人应当攻坚克难、勇攀高峰，敢

于向最难的问题发起挑战。随着科技的发展，世

界范围内对于疾病的认知已经从个体经验的积

累到向宏观方向汇集成大数据研究、向微观方

向解析到细胞和分子层面。我们要像曾宪九教

授一样，掌握临床技能的同时，以科研为武器，

不断开拓自己的知识边界，立足国际视野，探索

科学前沿，广泛寻求宏观和微观领域的专家合

作，共同攻克疾病难题。唯有如此，才能推动学

科的高质量发展，进而造福更多患者。

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副主任徐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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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发感受到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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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里的原则坚守和血液流淌。

我无缘与先生谋面并从中

受教。然而，我和大家一样，始终

能够感受到，协和杰出大师———

曾宪九教授一直陪伴在我们身

边，从未离去。作为中

国胰腺外科奠基人和

现代外科领域的先驱，

他的人格魅力、专业成

就、领袖气质和人文

精神一如既往地与我

们朝夕相伴，融为一

体，成为协和金字招

牌的精髓和内涵所在，成为我

们内心深处的一股精神力量。

他老人家仿佛一直在静静地观

望着、期待着、激励着一代又一

代的协和学子“弘扬优良传统，

勇立创新潮头”。

从曾宪九教授的身上，我们

看到的是国之大者的医者仁心。

弥留之际，患者仍是他“最后的

牵挂”，我们看到的是先生于无

声处践行“待患者如亲人，提高

病人满意度”的办院理念。曾宪

九教授一生虚怀若谷、低调做

人，胸怀远志、不畏近难。在迷茫

中坚守自我，在浮躁中聆听内

心。他的人格品质永远是我们学

习的榜样。

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重症医学中心主任杜斌：

改变以及被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