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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从医执教  载：就是对病人负责
王振义院士回望99年人生——

改革创新的校长

王振义院士出生于1924年11月30日，自

1948年从震旦大学医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院前身）毕业之后，开启了75载从医执教的

职业生涯，他始终将“余于病者当悉心诊治，

不因贫富而歧视，并当尽瘁科学，随其进化而

深造，以期造福于人群”“余于正当诊金之外，

绝不接受不义之财”这两条校训铭记在心。

1953年，时任内科住院总医生的王振义

主动请缨，加入上海市第五批抗美援朝志愿

医疗队，他治愈了大批肺吸虫病战士，被中国

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部记二等功。

王振义致力于改革创新，见证了学校从

“学院”到“大学”的变迁，他力推医工交叉，促

成与交大强强合并，掀开发展新篇章。在任

校长期间，王振义在经费不足、设备不好、人

员不够的薄弱基础条件下，坚持致力于全面

提高学校整体的学术水平，培养德智俱全的

医务工作者。在教学管理方面，王振义推行

学、教责任制，将教学工作制度化，并定期进

行督促检查。这是开卷有益的雏形。在人才

培育方面，王振义提出“破格晋升”的设想，改

善人才结构，使优秀的中青年人才尽早地脱

颖而出。在教学改革方面，他设计了“以临

床问题为引导的基础医学教程”，解决医学课

程重基础理论、轻临床实践的弊端，以讨论启

发式取代单纯灌输式教学。这就是交大医学

赓续传承的基点。

令人敬佩的“药神”

上世纪70年代末，王振义在艰苦卓绝的

环境中，克服重重困难，全身心投入到攻克疑

难杂症的研究中，他带领团

队历经8年探索，终于找到

全反式维甲酸用于治疗急性

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创造性

地提出“全反式维甲酸联合

三氧化二砷的协同治疗方

案”，并从分子生物学角度找

出疾病发病机理和药物作用

的机制，使得这种最为凶险

的白血病从以往仅10%的5

年生存率，提高到94%的高

生存率。随后，法国、日本、

美国的科学家相继重复出类

似的高缓解率，从此诞生了

白血病治疗的“上海方案”。

王振义因此获得国际肿瘤学

界最高奖——凯特林奖。凯

特林奖此前从未颁给亚洲

人，评委会称他为“人类癌症

治疗史上应用诱导分化疗法

获得成功的第一人”。

难能可贵的是，王振义并没有申请专利，

而是无私将之公开，让更多患者能尽快地以

低廉的价格受益。2015年，王振义收到一封

从美国辗转寄来的信，信中有两个孩子的照

片和一名母亲情真意切的感谢。“您的药物治

好了我的病，我现在有了两个孩子，我在网上

搜索发现您来自中国上海，特地写信感谢您

的付出和贡献，我想即使对您说一百万次的

感谢也仍然不足以表达我的谢意。”如今，全

球千千万万患者因此“重生”。

患者杨先生是绍兴人，62岁的他告诉记

者，自己曾经是一名获得过5次嘉奖的特种

兵，当2010年10月被诊断为白血病时，全家

感觉天都塌下来了，还好在瑞金医院18楼病

区，他遇到了王振义院士。王振义院士查房

时详细询问病情并安慰杨先生，让其安心配

合治疗，最终杨先生的白血病得到了很好的

控制，高兴地回了老家。没想到2011年5月

复查时发现脑膜白血病，考虑中枢复发，他再

度受到沉重打击，王院士再一次给了他极大

的鼓励。“我坚定地选择继续治疗，并进行了

多次大剂量化疗和腰穿注射药物，经过治疗，

我的骨髓和脑脊液中白血病细胞完全消失，

当医生宣布我可以停止治疗的时候，我泪流

满面，如获重生。十几年过去了，如今我的病

情一直很稳定，开始享受天伦之乐。我非常

感谢王院士发现了全反式维甲酸，造福了无

数白血病患者，您是我心中真正的‘药神’。”

言传身教的师者

王振义院士在从医执教的75载时光里，

桃李芬芳，教泽绵长。他作为导师共带教了

33名硕士和22名博士。中国红十字会会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名誉

教授、附属瑞金医院终身教授陈竺作为王振

义院士的得意门生，他说，自己和陈赛娟有幸

成为王振义院士的“开门弟子”。他回忆起王

老师当年亲自带教，手把手辅导的场景，至今

历历在目。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王振义院

士曾说过，一个人的学术经历总是由低到高，

随着情况的变化也会有所下降。所以要一代

一代传承，使得这条抛物线叠加上升，最高点

始终是向上的。正是这样的信念让王振义院

士培养扶持了几代血液学领域的中青年才

俊，推动我国基础和临床血液学与相关学科

发展进入国际先进行列。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研究员周光

飚是王振义院士的关门弟子，与大家分享了

王老师教书育人的故事。“2000年8月，多年

的努力及幸运之神的眷顾，使我得以踏入瑞

金医院33舍的大门，成为一名光荣的上海血

液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后来，幸运之神再

次光临，让我成为王老师的关门弟子。随后

的1095个日子里，我在这里度过了人生中最

幸福的学生生涯，王老师不仅关心我，也关爱

其他人，尤其是病人及其亲属，常常拿出自己

的积蓄接济他们。王老师谦逊谦让、大医精

诚的品格影响着身边的每个人，他的精神也

得到了传承，如今血研所根深

叶茂，影响深远。”

在昨天举行的王振义院士

从医执教75周年座谈会上，王

振义院士说，回首99年以来，自

己完成的任务是对病人负责。

“我的血液学研究经历了三个

阶段，那就是血栓与止血、诱导

分化和疑难病例分析。从1954

年到1996年，我一直研究血栓

与止血，写了三本专著。1965—

1999年做诱导分化，写了一本

《诱导分化和细胞凋零》。1996

年把血研所的重任交给陈竺，

开始‘开卷考试’，主要是结合

临床、基础研究，以及最新文献

来进行疑难病例分析，把自己

的临床思路教给学生们，根据

病例讨论做了三本疑难病例，

正在做第四本。我非常感谢团

队和同事们的帮助和支持，感谢在职医务员

工的帮助和悉心医疗，感谢医院提供的支持

和领导关心，如果没

有大家的鼎力相助，

我很难取得今天的

成就。”在每一个阶

段，王振义都潜心钻

研，作为一名医生，

他认为，应该尽可能

汲取广博的知识，不

要局限于自己的专

业领域，这样才能更

好地造福患者。

■ 王振义院士昨天在其从医执教  周年活

动上发表感言 本报记者 孔明哲 摄

11月30日，一位跨越世纪的老人，迎来了他从医执教75周年和他99岁
的生日。他奋斗在医学教育一线数十载，他潜心钻研攻克血液疑难杂症，他
造就了“一门四院士”的佳话……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
术奖获得者、原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校长、上海血液学研究所首任所长、1948
届校友王振义院士。

■     年4月  日，王振义院

士在瑞金医院巡视病房，和年轻

医生一同讨论治疗方案

孙中钦 摄

本报记者 左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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