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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给志愿军伤病员打针？

之所以想提这个问题，是因

为我担心液质药水瓶子或袋

子会被冻成固体。没想到，

大英雄看到我们教室里有一

架钢琴——其实是全校唯一

的一架钢琴，就给我们弹奏

了一曲很好听的歌谣，并问

我知道这首曲子吗？我当然

只能回答不知道啊——长大

后我才了解到这是任光的作

品《渔光曲》。她没有生气，

又问了我第二个问题：“咱们新中国成立有多少年啦”？我脱

口而出：“八年！”这下她似乎很吃惊地反问我为什么。我就

回答：“因为我今年八岁。而我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所

以新中国也八岁啦！”但接着她一字一顿地告诉我：“毛主席

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已经二十五

年啦！所以，新中国今年是二十五周岁！”

那天晚上，校长亲自到我家家访。父亲和我是校友，父亲

读小学时校长正好是他的班主任。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古汉语，

什么“朽木难雕”啊！什么“孺子不可教也”！我知道那不是

什么好话，此后就不愿意和校长交流。但我对于李蓝丁大姐的

英雄事迹，从此追寻近半个世纪呢。包括我在初中时期，就已

经搞清楚了朝鲜战场上是如何首先保护药品和输液瓶袋的。

1983年，抗美援朝胜利三十周年，我在上海长宁区的延安

中学就读高中。教授我和同学们英语的李老师也是志愿军战士，

他在战斗中负伤后就得到了李蓝丁率领的医疗队及时救护。他一

度和我们颤颤地说如果救治不及时的话，右胳膊就保不住了，就

无法和我们一起打篮球了！那年的国庆节前夕，我又见到了大英

雄。记得是在瑞金宾馆的草坪上喝咖啡！当时咖啡是稀罕物，请

客的是附近瑞金医院的党委书记张明秀。聚会的还有其他革命前

辈，我是作为入团积极分子兼志愿军后代代表有幸出席的。张明

秀是红军和新四军著名将领罗炳辉的夫人。她也是护士长出身，

并且和李蓝丁是新四军时期的生死相依的白衣战友；她比李蓝丁

要年长六岁、四川人，参加了红四方面军和随后的长征。那天晚

上，聊得多的还是抗美援朝话题。因为上年朝鲜领导人金日成访

华，受到了小平同志的热情接待；小平同志还亲自向他介绍了四

川的包产到户使得家庭粮仓满满的政策性效果。而当年9月，中

国党政代表团回访平壤。也就是在那年，我初次接触上海出征的

医疗队对于抗美援朝战地救护的伟大贡献。

了解更多她的事迹

1985至 1989年，我在复旦大学就读本科。那时为了推进校

园国防教育，复旦后来分管文科的副校长庄锡昌在校长谢希德等

校领导支持下，就直接邀请同处杨浦区五角场区域的第二军医大

学（现海军军医大学）选派教官来给我们上课。当时，二军大教

官们除了给我们讲解百万大裁军的必要性、人民海军的创建和战

绩等，讲得最多的内容就是抗美援朝战争案例以及后勤、卫生保

障机制是胜利的必要条件等元素。同样，授课教官资历深、有过

抗美援朝及抗美援越的战场履历。有意思的是：他们都相当自豪

地宣称李蓝丁是二军大杰出校友；因为她得到过毛泽东主席的十

次接见呢。在他们的口述下，李蓝丁事迹逐渐清晰起来。

李蓝丁原名李一冰，1924 年 10 月出生在浙江省海宁县盐

官镇（今郭店镇）仙步南街一个富有而开明的家庭。他父亲毕

业于师范学校，因为是长子长孙，在家主持家政。由于他所受

教育的缘故，家庭教育的中心便是读书求知。在这样的家庭环

境里，李蓝丁从小就养成了喜欢读书的习惯。新知类书籍简直

成了她的幼时伙伴，两个哥哥也自愿充当了她的小教员。

在家乡读小学的时候，李蓝丁从思想进步的老师口中知道

了共产党的概念；甚至她的哥哥也会悄悄地告诉她传说中的朱

　　在大英雄来学校之前，二年级的我们必须的功课就是阅读校长保存多年的连环画

《医疗队长李蓝丁》；校长还鼓励我们要勇于向大英雄请教问题。

入朝参战前的李蓝丁，就被毛泽东

主席赞誉为中国的南丁格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