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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自然段毛泽东批评了我们

队伍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不少人

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

担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这种

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

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原稿中，

毛泽东接着严厉地写道：“对着白

求恩同志应当愧死”。1952 年，毛

泽东在修改这篇文章时把这句话删

掉了。我理解，13 年后，我们队伍

中，特别是医疗卫生战线的工作作

风有了很大好转，涌现了一大批白

求恩式好医生。毛泽东删掉这句话，

是不是也是对这个进步的肯定。

第三自然段中，毛泽东原稿中

写道：“白求恩是个医生，他以医

疗技术为职业，精益求精。”毛泽

东接着写道：“他五十多岁了，干

此一门并未想改换”。然后批评了

见异思迁的人，鄙薄技术工作以为

不足道、以为无出路的人。毛泽东

的批评在当时非常有针对性，很多

人希望上前线，不愿意从事技术工

作。既使干了技术工作也不安心。

毛泽东这句话，就是要求做技术工

作的人要学习白求恩干一行、爱一

行、钻一行。

第四自然段，毛泽东的原稿写

道：“对他的死，我是很歉疚的。”1952

年，毛泽东改为“对于他的死，我

是很悲痛的”。实际上，毛泽东的

的歉疚是发自内心的，他为没能保

护好白求恩，没能把白求恩抢救过

来感到内疚。13 年后，这种悲痛并

没有因为白求恩的远去而减少半分。

从这两个字的修改，我们可以看到

毛泽东对白求恩的深厚情感。也理

解了毛泽东终其一生，始终把白求

恩视为全党学习榜样的良苦用心。

三是格式、字句、标点符号的

修改。仔细对比可以发现，几乎每

一行都有修改。原来标注在每一个

自然段前面括号里的一、二、三、

四取消，使文章更加流畅。原来是

“不远万里渡过太平洋，来到中国”。

删去渡过太平洋，句型更加简洁。

原来是：“他以医疗技术为职业，

精益求精。”改成“对技术精益求精”，

这就和“对工作、对同志”的语句

更加呼应，形成了“三对”精神的

精准表述。“他的医务是最高明的”，

改成“他的医术是很高明的”等等。

都表现了毛泽东作为文章大家、语

言大师的严谨学风。

鲜为人知的两次演讲
 

除了撰文悼念白求恩，鲜为人

知的是，毛泽东在延安白求恩国际

和平医院曾作过两次演讲。一些党

史专家称其为和平医院版的《纪念

白求恩》。

1940 年 11 月 12 日 和 1943 年 7

月，毛泽东两次来到白求恩国际和

平医院参加纪念白求恩的活动，并

对为什么要学习白求恩，怎样学习

白求恩作了精彩演讲，时任该院院

长，毛泽东保健医生的黄树则，时

任八路军卫生部政委的饶正锡和一

些同志，记录了毛泽东的演讲内容。

关于卫生工作的重大意义。毛

泽东说：“革命需要枪杆子，但也

需要各种各样为枪杆子服务的人。

部队需要医生，需要大量的医生。

大家要做‘政治坚定，技术优良’

的医生，做细心负责，有真本领的

医生。如果人家用八抬大轿把你请

去，你本事不大，又马马虎虎。本

来人家病不大，养养就好了，可你

一服药下去，把人吃死了。人家还

不如到菩萨庙领一包香灰。我看香

灰比你的药好，总不会吃死人嘛。”

毛泽东主席指着当时住院的国民党

抗日名将续范亭说：“如果你们能

把续将军的病治好，你们的卫生工

　　除了撰文悼念白求恩，鲜为人知的是，毛泽东在延安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曾做过两次演讲。

右图：收录《纪念白

求恩》的1952年《毛

泽东选集》第二版第

二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