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求恩的人生秘事 

 

林森 

2009 年 08 月 20 日 14:17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字号 大 中 小】 打印 留言 社区 网摘 手机点评  纠

错 

E-mail 推荐： 
提交

 

 
 

 

 

 

 

  （《党史文苑》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与陶行知邂逅 促成援华 后决定 

 

  因爱与英国姑娘结合 也因爱与妻子两度分手 

 

  同是国际主义抗日战士 他乡相遇成为患难知己 

 

  《中国肥田里的秽草》：少有人知的深情之作 

 

  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加拿大著名外科医生白求恩，在中国抗日战争前线救治

八路军伤员时感染丹毒而光荣献身。当时，毛泽东专门为他撰写了一篇《纪念白求

恩》的著名文章，白求恩的名字从此植根于几代中国人的心里。白求恩在中国抗日

战场上的英勇事迹，人们都很熟悉了，但他光辉人生中的另一面却鲜为人知。 

 

  与陶行知邂逅 促成援华 后决定 

 

  白求恩 1890 年出生于加拿大一个叫格雷文赫斯特的小镇，祖上在加拿大社会

中地位显要。他的祖父是多伦多三一学院医学院的创始人，父亲是虔诚的牧师。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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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良好教育的影响，白求恩从小就很有潜质，做事非常认真。高中毕业后，他进

入多伦多大学学医。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先后两次加入皇家陆军和

海军医疗队，分别赴法国和英国，冒着枪林弹雨在火线上抢救过伤员。白求恩 26

岁时获得医学博士学位，32 岁时获英国爱丁堡皇家医学奖，曾任蒙特利尔皇家维

多利亚医院胸外科医师和圣心医院胸外科主任，创造和设计了不少新的医疗器具，

发表了许多论文。他曾两次入选美洲胸外科协会执委会成员，并任美国胸外科学会

理事。他发明和定名的“白求恩肋骨剪”至今仍在世界各地沿用。白求恩对穷人非

常同情，长期免费为他们提供治疗，并亲手组织了加拿大第一个促进社会化医疗的

“蒙特利尔人民健康保险集团”。1936 年德意志法西斯武装干涉西班牙革命时，

他随加拿大志愿军到前线，为反法西斯的西班牙人民服务，其间发明和制作了被誉

为“军事医学伟大发明”的流动采血和输血设备。 

 

  1937 年，白求恩偶然得知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便萌生了再次出国进行医疗救

援的想法。一次他对妻子弗朗西斯说：“我们要到人民中间去。”妻子不解地问：

“你说的‘我们’是谁？”白求恩神秘地说了这样一句：“是愿意和我一起去的

人。”当然，此时的白求恩已是医术高明、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外科医生了，他的

工作非常重要而忙碌，是很难离开的。白求恩犹豫着，在等待时机。 

 

  这时，他遇到了一个中国人，此人便是陶行知。陶行知当时是中国教育界的著

名人士，也是一位满腔热血的爱国义士。面对日军的野蛮行径，他大义凛然，自筹

经费，先后辗转了 20 多个国家，发动华侨和国际进步人士支持祖国抗战。1937 年

7 月 30 日，陶行知在美国应邀参加了洛杉矶的一个医友晚餐会，就在这次聚会上，

他认识了也应邀参加晚餐会的白求恩。 

 

  白求恩当时的身份是加拿大蒙特利尔圣心医院胸外科主任。得知陶行知先生来

自中国时，他显得异常激动，并主动向陶行知询问中国战场的情况。当听到“七七

事变”后，国共两党在战场上，共产党军队承受着更大的压力，而且伤亡严重，医



疗条件很差，救护人员严重不足时，白求恩当即紧紧地握住陶行知的手说：“谢谢

你告诉我这些情况，决定了，我终于决定了，你们那里需要我这样的医生，我打算

很快去中国！”陶行知先生也紧紧地握住白求恩瘦长而有力的手说：“谢谢白求恩

先生，谢谢您对中国人民的支持和同情！”随后他掏出那个记录援华国际人士名单

的特殊的笔记本，很快地把白求恩的名字写了上去，并记下了与白求恩初步约定的

一些事情。 

 

  白求恩回到加拿大后，立即着手组织医疗队，并准备了随身携带的器械和药品。

1938 年 1 月 8 日，白求恩、简伊文等医护人员一行，以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派遣

援华医疗队的名义启程赴中国。来到中国后，他们谢绝了国民党方面的挽留，由周

恩来安排护送，从汉口直达延安。当晚，毛泽东高兴地接见了他，并请他留在八路

军边区医院工作，但白求恩坚决要到晋察冀前线去。 

因爱与英国姑娘结合 也因爱与妻子两度分手 
 
  人们知道，白求恩到中国时是独身，无妻室子女。其实不然，白求恩年轻时曾有过一段

婚姻，而且爱得情真意切，十分炽热，充满了传奇色彩。 
 
  白求恩曾经的妻子是一位美丽而温婉的英国姑娘，名字叫弗朗西斯·坎贝尔·彭尼，是他

33 岁到爱丁堡参加外科医学会会员考试时认识的。当时弗朗西斯只有 22 岁，她有着一双美

丽温柔的大眼睛，能说一口悦耳动听的爱丁堡语，天真而聪慧。两人一见钟情，考试一结束

便相约去旅行，共同度过了 20 天难忘的美好时光。又经过一年的书信往来，他们于次年正

式结婚，并迁至美国底特律一起生活。 
 
  婚后的白求恩选择了私人医生的职业。因为他一向同情穷人，常常为付不起医药费的病

人免费治病，所以他的病人一天比一天增多，不久染上了肺结核病。这种病在当时是绝症，

几乎没有治愈的希望，有如今天的癌症与爱滋病。这对刚刚沉浸在幸福和甜蜜之中的一对年

轻人来说，无疑是 大的打击。开始白求恩还瞒着妻子，但很快就被弗朗西斯察觉了。她没

有嫌弃白求恩，反而更加周到细致地为他调理生活，希望能让丈夫减轻一些痛苦，这让白求

恩感到十分不安和内疚。一天，他对弗朗西斯说：“亲爱的，你已经知道，死神已来招唤我，

而你才 25 岁，我不能把病传染给你……我们离婚吧！”但弗朗西斯坚决不同意。几个星期后，

白求恩要求回到故乡去疗养，实际上他是想趁此与弗朗西斯分开。弗朗西斯陪他去火车站，

并坚持要与他一起回去，说：“不论发生什么事，我都要在你身边。”白求恩不答应，真诚地

解释道：“因为我爱你，才不能不顾及你的生命和一生幸福。”弗朗西斯哭着说：“死就死吧！

我们生死都要在一起！”白求恩只好狠心地说：“如果你不同意离婚，我就不再治疗！”弗朗

西斯终于拗不过丈夫，一脸泪水地望着白求恩离去。一年后，法院的离婚判决书下来了，弗

朗西斯伤心欲绝，只好回到自己的家乡爱丁堡。 
 



  奇迹总是在人们不经意中发生。这种奇迹就落到了白求恩身上。白求恩与妻子分手后，

仍然深深地思念着弗朗西斯，他以超人的毅力同病魔抗争，并冒着危险在自己身上试用了“人
工气胸疗法”，不料竟获得成功，只用一年时间他的病竟然痊愈了。出院后，他第一件事就

是给弗朗西斯发电报：“病愈，今日离特鲁多。对你感情依旧。”接着又写了一封信，请弗朗

西斯马上回来。弗朗西斯回到故乡后，一直挂念着白求恩的病情，并没有改嫁。一接到令她

惊喜的电报和那封感情真切的信，她就立即回到了蒙特利尔。劫后重生，两人喜不自禁。白

求恩直接带她去教堂，举行了第二次婚礼。 
 
  这时，白求恩被聘为蒙特利尔皇家维多利亚医院外科医生，后又升任圣心医院胸外科主

任，并被选为美国胸外科学会理事，成为著名的加美胸外科专家。白求恩的事业心非常强，

整天埋头于工作和研究，竟常常忽略自己的生活和弗朗西斯的感情需求，这让弗朗西斯感觉

他慢慢变了，变得不通人情了。后来，由于长时间受到冷落，弗朗西斯终于忍受不了生活的

孤寂，提出与白求恩再度分手。白求恩感到很意外，但很快表示理解和同意，因为他知道，

既然她在自己这里不快乐，应当尊重妻子寻找幸福的自由。于是，他们又友好地办理了离婚

手续。 
 
  虽然分手了，但他们仍然是好朋友，偶尔还见个面。关于到中国的事，白求恩还专门到

弗朗西斯那里听取过她的意见。途经香港时，他还给弗朗西斯去信，信中写道“中国需要我”、
“祝你幸福”等。白求恩在黄石口村病危的 后时刻又想起了弗朗西斯，他在遗嘱中写道：“请
求国际援华委员会给我的离婚妻子拨一笔生活的款子……我应负的责任很重……向她说明，

我是十分抱歉的，也告诉她，我曾经是很愉快的。”这对真心相爱的人，爱情至死不渝。 
同是国际主义抗日战士 他乡相遇成为患难知己 
 
  抗战时期，白求恩跟随八路军转战山西、河北一带。在这里，他遇到一位同样从国外来

华支援中国抗日的进步女士，并得到她很多的帮助，从而建立了一种纯洁、真挚而高尚的友

谊。 
 
  那是 1938 年，白求恩来到河北省曲阳县。有一天他从几位乡民那里听到了一个叫凱瑟

琳·霍尔的名字。这是一位新西兰女人，1923 年受新西兰圣公会委派来中国传教并行医多年，

曾在河北省安国县圣公会医院任护士长。1937 年为支持抗日，她在曲阳县宋家庄建起一家

诊疗所，为当地老百姓和受伤的八路军战士治病疗伤，很受当地人尊敬。她有美国护照，出

入北平时可以不受日军的检查。当时，白求恩所在的晋察冀军区医院和医疗队，非常缺少医

药器械，便想通过认识凱瑟琳以得到她的帮助。没想到一见面，凱瑟琳便非常友好和痛快地

答应了他。白求恩非常感激，寒喧之后，发现她是一位爽朗坚强、值得尊敬的女士。 
 
  从那以后，凱瑟琳以安国县教会医院的名义，多次往返于北平和曲阳之间，为八路军购

运药品和医疗器械， 多的时候一年去北平采购达 30 余次。 
 
  白求恩去宋家庄看望凱瑟琳时，很羡慕她诊所里齐全的仪器和药品。凱瑟琳见状，马上

让医生把诊所的手术器械和外科用药打到箱子里，让白求恩带走。凱瑟琳还先后动员和引导

爱国知识分子和医务人员 40 多人到晋察冀军区。安国县圣公会医院的院长杜场曾在凱瑟琳

的动员下，也带领本院 10 多名医务人员投奔八路军，参加了白求恩的医疗队。凱瑟琳如此

慷慨，这让白求恩更加敬重。此后，教会医院做不了的手术，凱瑟琳一请，白求恩就急忙赶

来替他们做；而白求恩有伤员需要去北平敌占区医院治疗时，凱瑟琳就负责接送。后来，他



们还商量在晋察冀边区建立一所医疗卫生学校，为八路军培养更多的医护人员。 
 
  由于在抗战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在生活上也互相关照。凱瑟琳为八路军治伤和运

送药品的事后来引起日军的注意，白求恩很担心她的安全，就在自己的地图上标出宋家庄的

位置，一遇到日军“扫荡”，就提前通知她隐蔽和转移。白求恩见凱瑟琳的住地比较潮湿，就

送给她一张行军床，还时常送一些战利品如罐头之类过去。凱瑟琳知道白求恩在加拿大生活

优裕，而在八路军部队里，物质匮乏，生活极其简单，就常请白求恩来她那里喝羊奶、咖啡，

有时候还把羊奶送到白求恩的住地。得知白求恩爱抽英国烟，她就在去北平购药时顺便为他

买一些回来。这些细致入微的关怀，让白求恩非常感动。 
 
  日军知道凱瑟琳为八路军做事后，准备除掉她，当时正巧她去北平购药才幸免于难。她

回来一看，诊疗所已被日军烧了，知道不能呆下去了，来不及与白求恩告别，便离开了宋家

庄。白求恩得知凱瑟琳走了，欣慰她躲过了一劫，又为再也见不着凱瑟琳而怅然若失。不久，

白求恩又收到了凱瑟琳托人转送来的一批药品和器械，知道她仍在为八路军工作，心里既思

念又感激。 
 
  凱瑟琳离开曲阳后去了香港，但她仍无法忘记曲阳的老百姓和战友白求恩，无法忘记与

白求恩共同为抗日将士疗伤的那段光荣岁月，还有建立医疗卫生学校的计划。于是，她毅然

离开香港，绕道西南至西安，又东进来到河北。但令她没有想到的是，白求恩已不幸染病去

世了。她仰天长叹，失望与内心的伤痛交集，与老战友重逢再合作的期望，瞬间变成了痛苦

而长久的思念。 
 
  后来，凱瑟琳因病以及中华圣公会的“驱逐”，带着极大的遗憾回到了新西兰。解放后，

她再次要求来中国，但因港英当局的阻拦未能成行。后来她在新西兰从事新中友好工作，终

于有机会访华。在那次访问中，凱瑟琳专程到石家庄烈士陵园为白求恩祭扫了陵墓。眼含热

泪，站在白求恩墓前缅怀良久的她，像一尊雕塑，定格在那里，成为一段美好历史的见证。 
 《中国肥田里的秽草》：少有人知的深情之作 
 
  作为一个忙碌于战火纷飞之中的战地医生，白求恩在中国抗日前线一边救治伤员，一边

抽空写下了大量战场救治的教材和见闻笔记，而鲜为人知的是，他还抽空写短篇小说，并寄

回加拿大和美国发表，以唤起更多国际进步人士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和声援。 
 
  白求恩 1939 年 11 月在救治伤员中因感染丹毒殉职后不久，人们发现他生前援华期间曾

在美国《进步周刊》上发表过一篇中国抗日战争题材的小说，名为《中国肥田里的秽草》。

由于白求恩是中国抗战中著名的国际主义战士，殉职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1940 年 5
月出版的香港《大路》杂志便将这篇文章重新转载刊出，使人们对这位高尚的医生另一面的

才华和内心深处的精神品质有所了解。 
 
  这篇小说通过讲述日本人占领华北，实行“三光”政策，激起中国贫苦农民无比憎恨和愤

怒的故事，描写和塑造了河北平原一位朴实而爱国的乡村农夫的形象，从而逼真地反映了日

本侵华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和痛苦以及自己身处中国抗战前线的所见所闻，表达了一个国

际人士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对其爱国之心的敬重。小说笔触细腻，感情真挚，故事委婉感人，

真不能想象这样的艺术作品出自于一位医生笔下。小说在《大路》杂志重新刊出后，当时香

港文化界的一些进步人士和作家纷纷找杂志社索要杂志。大家普遍认为，这篇小说不仅充满



了真挚高尚的情感，带有很强的战时即时性，而且文字功底也不错，“堪称中国抗战的纪实

力作”。 
 
  小说的大致情节是这样的：日本人来了，一位农民老头儿的一半收成被抢走了，还追问

他儿子到哪里去了，是不是参加了八路军。老头儿一肚子的火和恨，他装着呆样子，一句话

也没有说。日本人离开了村庄，老头儿拎着锄头去田里干活，他用锄头狠狠地锄去那些“大
秽草”，然后又用锄头脑狠狠地砸碎它们，嘴里骂着：“日本鬼子，滚你的蛋！”一天，他突

然在田里发现了一颗炮弹，确定是儿子的部队打日本鬼子时遗留下来的。于是，他赶着毛驴

去送炮弹，历经千辛万苦，冒着生命危险，终于找到了儿子所在的部队。这时，他发现儿子

已不是以前的毛头小伙子了，八路军把他训练成了一个成熟而刚毅的战士。老头认定，在这

些穿着晋察冀部队褪色绿制服的小伙子面前，日本人一定会战败，会被赶出中国的土地。想

到这里，老头笑了，也觉着自己为铲除日本鬼子这棵大秽草做了一件事情。 
 
  故事很简单，但主题思想非常明确而突出，充分体现了作者敏锐的观察能力和高超的文

学造诣。有人评价，白求恩的这篇小说与当时一些不熟悉农村和敌后边区实况的作者的作品

相比，更显真实、自然，更具代表性。小说把日本鬼子比做“秽草”，把中国的国土比做“肥
田”，“秽草”侵占“肥田”，形象而生动，也非常符合主人公农民的身份。这是作者巧妙地运

用文学象征手法的结果。小说在人物心理描写方面也很见长，比如在田里锄“秽草”时的心理

描写等，既细腻又生动自然。 
 
  通过这篇小说，我们可以看出，白求恩作为一个国际援华人士，不仅在医术上为中国的

抗日战争作贡献，而且还不忘从其他领域，如从文化道义方面声援中国人民的正义战争。据

加拿大格雷文赫斯特白求恩纪念馆的史料显示，白求恩少年时受到过家族良好的文化教育，

喜欢写作，中学时期曾在校园和当地报刊上发表过诗歌和小说。在一战时期，他随皇家医疗

队先后两次赴法、赴英进行战场救护，其间也写下大量文笔很好的战场见闻笔记。后与英国

爱丁堡姑娘弗朗西斯相识相知后，在婚前一年多时间里，写了 40 多封激情洋溢的情书。事

业中兴后，他不仅医术高明，而且发表的许多论文文字表述都很出色，为当时学界所称道。

白求恩是一位品行高尚、责任心和同情心特别强的人，因此来到中国后，在救治伤员之余，

他通过写一些小说表达自己的内心情感，呼吁社会正义，这是很自然的。据曾在白求恩身边

工作过的人讲，白求恩写的小说不止这一篇，当时晋察冀边区的报纸和延安的报纸上也曾发

表过他的文章，在美国还有别的小说发表。但这些因为战乱和年深时日久，已不为人知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