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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医”是安徽医疗卫生领域“响亮”的名字，其前身为1926年创建于上海的东南医学院及附属医院。

建院90余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安医”紧随新中国的发展步伐，同呼吸、共命运，几代安医人不

忘初心、砥砺前行，书写了医学报国、情暖江淮的杏林史篇。

今天，回顾这段赤诚报国的历史，重温这段从无到有的变迁，品味这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可以从中感受

到安医人的神圣职责，安医人的精神风采，安医人建功立业的深厚底蕴，并将激励着后辈们在新的起点上

奋斗再起航，创新再发展。

凤凰涅槃

在我九岁那年冬天，一艘鸣着汽笛的小火轮把我带到

了淮河边的怀远县城，我们兄弟三人是随父母（注：汤蠡舟夫

妇）从上海来到安徽的。当时怀远是个交通十分不便、十年

九涝的贫穷小县城。东南医学院整体数百教职员工，能从最

繁华的十里洋场上海搬往这样一个小地方，谈何容易。

1949 年 5 月，上海迎来了解放。中共华东局发出了“面

向农村，走向内地”的号召，东南医学院率先响应。1949年8

月 3 日，在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崔义田部长主持下，以汤

蠡舟和张锡祺为代表，接受了内迁任务。随后成立内迁工作

委员会，汤蠡舟任主任委员。

1949年12月27日，东南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开始整体

内迁。在汤蠡舟的率领下，随迁 340 人，连续两天两夜未休

息，于12月29日到达怀远县西门岗。那时，从上海到怀远，

先得乘绿皮火车，从上海到南京，花两个小时摆渡过长江，由

浦口到蚌埠，由蚌埠搬上小火轮，再经过水路，最终到达怀远

码头。一路还需时刻提防敌机的袭击。1950 年元旦，东南

医学院附属医院宣布开诊。在解放后的数月之内，就完成了

决策、动员、看址、筹划、搬迁等一系列繁重任务，可想而知，

需要有多大的毅力和克服多大的困难。汤蠡舟动员了自己

的同学、同事和学生时，还竭力动员诸多亲属来到了生活艰

苦的怀远县。

汤蠡舟能够有此决心和举动，是与他一贯的无畏精神和

行事风格分不开的，他把为国为民永远摆放在第一位。

1925 年，他结束 7 年多的公费留日学医生涯，首先前往

广州，参加了北伐战争，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医院医务主

任。1926年，在时局动荡、学潮风起，在学校关停的形势下，

他应郭琦元先生之邀，回上海参与创办东南医学院，任医务

长兼东南医学院院长。尽管内感经费不足，外受军阀压迫，

却挽救了上海和广州面临失学的数百名医学生，使他们得以

继续学业。

1932 年，第一次淞沪会战爆发后，何香凝女士把“国难

战士救护训练班”的学员60人组成红十字会第七救护队，汤

蠡舟义不容辞地担任起队长一职。并在苏州设立第七队后

方伤兵医院，可收容二千余人，由汤蠡舟任院长。

第一次淞沪会战虽结束，时局仍日趋紧张，未雨绸缪，中

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委员会于 1936 年 6 月在上海成立，汤

蠡舟为执行委员。此后，1936年12月，汤蠡舟应“中华职业

教育社”邀请，编辑《救护与防毒》一书，由上海市救护委员会

出了三版，供培训医护人员使用。

第二次淞沪会战开始，1937 年 8 月第十一救护医院成

立，汤蠡舟任院长。1937 年 10 月，第十一救护医院由于开

办以来成绩卓著，移驻松江改为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驻松第一

重伤医院，仍由汤蠡舟任院长。

随着战线的西移，救护队撤出了上海地区。1938 年 6

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战时救护委员会在长沙改称为救护总

队部。1939年3月，救护总队转移至贵阳市的图云关，直到

抗日战争胜利。其间，汤蠡舟从一名基层的救护队长，逐步

升任为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部主持工作的副总队长

和最后一任总队长。

救护总队是当时国内最大的战时医疗中心，有 3000 多

名各类医护人员，包括 40 余名国外友人，遍布各大战区，驰

聘在战斗一线赴汤蹈火，救治了 2600 多万兵民。同时，付

出了 40 多名队员殉职的代价。汤蠡舟等人捐出自己的奖

金，在图云关救护总队部门前建起了一座殉职员工纪念碑。

其间，汤蠡舟曾带队去过皖南新四军总部，送药品、器

械，帮助训练医务人员，曾得到过叶挺军长赠送的战利品。

朱德总司令曾请求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派医疗队前去

帮助开展医疗防疫工作。总队部随即组织了一个 36人赴太

行山的医疗队。

1952 年 2 月 28 日，在“全国人民拥护周外长声明抗议

侵朝美军撒布细菌决心以实际行动更积极地支援朝鲜前

线”一文中曾报道：1947 年参加“日内瓦公约”修改工作，现

任东南医学院院长、皖北区医务工作者协会筹委会副主任

汤蠡舟斥责敌方在朝鲜进行细菌战是违反国际公约的惨

无人道的行为。

1953年，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在总团长贺龙率

领下，于 10 月 4 日离京赴朝，慰问中朝人民军队和朝鲜人

民。汤蠡舟担任四分团副团长，如愿以偿到达朝鲜。在前

线，特别关注他所熟悉的战地救护工作。12月中旬回国后，

不辞劳苦奔波于多地做报告，宣传中朝军民的英雄事迹。长

期的积劳成疾，1954 年春，他查出患了肝硬化，不得不脱离

工作岗位，1957年10月去世。(本文为汤章城撰写的回忆父

亲汤蠡舟不平凡的一生)

□ 汤章城 文/图

汤蠡舟：医学报国，率团援皖
追寻父亲的足迹

汤蠡舟撰写的战地救护训练班教材，1936 年出版

上世纪 40 年代，抗日战争胜利前，汤蠡舟（左三）和夫

人许雅（右二）与孩子们在贵州贵阳图云关山上的留影，照片

背面写有：一群瘦人

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第四总分团第四分团全体代

表合影（图中圈内为汤蠡舟）

汤蠡舟（1896-1957），上海人。他

参加过北伐战争，创建了东南医学院，

参与了“日内瓦公约”的修改，他投身于

抗日战争，协助过新四军。在新中国成

立之初，响应党的号召，率领家族和东

南医学院师生，内迁安徽怀远县。东南

医学院1952年更名为安徽医学院，1996

年更名为安徽医科大学。

汤蠡舟曾任：安徽省人大代表、安

徽省政协常委、民盟安徽省常委、安徽

省卫生厅副厅长、安徽医学院副院长

等职。

汤蠡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