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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回答：“无疑还会如此。我注定

要成为一名医生。”

严谨创新，大医精诚

抗战的艰苦时期，国立中正医

学院和国内其他大学一样，在战火

中不断迁址流亡。陈灏珠后来回忆

说：那段经历教给他三样东西：快

速记笔记的本领、扎实的专业外语

功底和强健的体魄。抗战胜利后，

学习生活终于安定下来。学校的公

医制度、欧美派的英文教育、老师

们的学术修养，深刻地影响到了陈

灏珠的学术风格。

这种来自师长的滋养和传承，在

陈灏珠从医学院毕业，加入上海中山

医院（现名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工作之后，同样是塑造他的精神品格

和专业技能的关键因素。1948年7月，

陈灏珠成为中山医院的实习生，次年

成为正式员工。在当时英才辈出的中

山医院，他感受到巨大的向心力，因

而全情投入，不知疲倦地学习与工作。

他常常忙得吃不上饭睡不好觉，但感

到无比充实满足。

有良师指导，加上自身的勤奋

与不断探索挑战新问题，陈灏珠参

加工作不久就在专业领域有所成就。

1954 年，由陶寿淇教授指导，他在

《中华内科杂志》发表“心肌梗死”

一文。当时我国的冠心病并不多见，

作为冠心病最严重类型之一的心肌

梗死病人也很少见到，因此并未引

起重视，仍沿用“冠状动脉血栓形成”

来描述这种疾病。陈灏珠根据自己

在临床工作中积累的经验，发现冠

状动脉血栓形成后并不都引起心肌

梗死，老的说法并不恰当；他认为

这有必要引起临床医生更多的关注

重视。此文中，他在国内首次采用“心

肌梗死”这一术语，是对这一疾病

诊断概念上的改变。

同样是 1954 年，时年 30 岁的

陈灏珠从住院医生晋升为内科主治

医师。从事医学的哪个细分领域，

他再一次面临选择。“无论农村还

是城市，心脑血管病是我们国家死

亡率最高的疾病。这类疾病跟生活

方式和饮食习惯有关，而从长远趋

势看，患者会越来越多，所以当时

我就有兴趣去研究它。”为国为民，

再一次成为他人生道路选择的决定

因素。从此，心血管内科成为陈灏

珠毕生奉献的事业。

1957年，陈灏珠去北京参加“心

脏导管观摩班”，在学习过程中，

他意识到这项技术有广阔的应用空

间。回到上海后，他建立了中山医

陈灏珠：为国为民的“生命之花”永恒绽放

下图：1948 年国立

中正医学院（第七班）

全班合影，左7为陈

灏珠。

右图：1951 年陈灏

珠（左二）在抗美援

朝医疗队中从事教学

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