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称王海燕教授为老

师，有人认为我们在不同

学科只是辈分长幼之故，

实际上，在我成长的一些

重要阶段，我们有着直接

的师生关系，也建立了相

互信任的师生情谊。

1968 年是我进入北

京医学院医疗系的第三

年，文化大革命停课两

年后，根据中央部署开

始复课闹革命。我和何

权瀛等同学获准参加河

北平泉和宽城的教改连

队。教改连队领导中临

床方面的负责人就是王

海燕老师。她领导师生

自编教材，亲自授课，

手把手教我们看病。这

段经历使我亲身感受了

王海燕老师的人格魅力

和组织领导能力。她对

医学教育改革有思想、

观点鲜明、语言犀利、

思想深邃。用现在时髦

的话语讲，很接地气。

文 革 结 束 后， 北 大

医院面临的一个巨大变

革与转型，是从医疗任

务繁忙的临床型医院转

化为科研创新型医院。

但那时，包括我本人在

内的广大医生科研意识

不强，独立设计科研、

管理科研能力很弱，也

不懂如何立项，如何申

报基金。王海燕老师出

任主管科研的副院长，

她重视重点学科建设，

重视人才培养，加强对

重点学科与突出人才科

研创新能力培养与提升，

组织大家学习，组织基

金委和申报基金有经验

的团队讲课传授经验。

在此期间，我第一次获

得了国家自然基金。

当 时， 医 院 心 内 科

的学术地位不高，在全

国学术会议上论文发表

寥寥无几。在王海燕老

师主管科研工作一段时

间内，心内科的学科发

展取得长足进步，科研

创新能力明显加强。1993

年在西安举办的全国心

血管学术年会上，北大

医院的心内科论文入选

数量己名列前茅，超过

了当时的专科医院，在

射频消融与冠状动脉介

入两个领域凸显了国内

的领先优势。

近 年 来， 与 王 海 燕

老师偶然开会碰见，她

总说约个时间谈谈，她

要谈的主要是针砭时弊，

对当下学术界和研究领

域的功利浮躁和潜规则

尖锐批评，对我提出推动

医学回归人文、回归临

床和回归基本功、医学

整合以及反对过度医疗，

给予充分肯定与支持。

敬爱的王海燕老师，

我们永远怀念您，热爱

您，继承发扬您的精神，

做有良心、有良知、有

科学和道德坚守的医生

与研究者，您放心、安心。

编者按： 12 月 17 日上午，我国著名医学家、医学教育家、肾脏病学的学术泰斗、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王海燕教授遗体告别仪式在

北大医院殡仪馆举行。伴随着略带感伤情调的肖邦钢琴曲，令人敬仰的王教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本期特约与王教授相识相知的三位

专家，用他们朴素真挚的文字与情感缅怀这位让人敬畏的医学大家。

20 世纪 80 年代之初，

我与王教授结识。当时

医学国际交流方兴未艾，

北京尚缺少精通日语的

医生，我作为改革开放

后最早一批在日本获得

博士学位的回国者，经

常给中华医学会各部门、

各分会充当日语口语翻

译，而肾病学的活动我

参加得较多，

后来，在中华医学会

内科分会工作中，王海燕

教授是我的领导 。十余

年间的交往，让我了解到

王教授的为人与性格特点。

对于学术上的分歧，

王教授毫不妥协。无论

在什么场合，也无论对

方是否能接受，她都畅

所欲言，毫不留情面。

此后，我进一步了解到，

不单是学术问题，对待

有争议的事情，她也从

不掩饰自己的真实观点，

表达意见喜欢单刀直入，

从不用模棱两可，含糊

圆滑的语言。

有 一 次， 内 科 学 会

讨论当年年会请什么人

来做专题报告，有人建议

请一位已当选院士的名

人，以提高学会“档次”。

但王教授认为该院士在

该领域的实力并不强，

所做工作也较平凡。没

等到别人发言，她老人

家一连说了三个不行，

毫不留情面。

对 于 反 对 的 事 情，

能这样直接彻底地表达

意见，在当今学术界太少

见了，也更加难得可贵。

王教授是一位十分

优秀的临床医生，她的主

要精力永远放在为患者

解决疾苦上。凡是与她讨

论过临床病例者，都

会对她临床知识的

深度与广度留下

深 刻 印 象。 她

在负责内科学

分 会 工 作 期

间，总是念

念不忘帮助

我 国 边 远

地 区 提 高

医疗水平，

也 多 次 身

体力行带领

我们去老根

据地、交通不

便、经济落后地区讲学、

义诊、查房，并乐此不疲。

汶 川 地 震 后， 她 虽

71 岁高龄仍接受卫生部

跨学科专家组长的任命，

奔波于地震区 6 个城市，

16 所医院，拯救许多地

震伤病员的生命。

王教授认为医务工作

者的人生追求不在于发多

少文章，获多少奖励，拥

有多高的职位，更重要的

是获得患者

的 认

可。相对于大自然的宏

伟与万年流长，身处其

中的任何人都是微不足

道的，在短暂有限的人

生中，如果还要斤斤计

较名利来折腾，那就太

不值了，这是她的肺腑

之言。

悬 壶 济 世， 万 众 铭

记；光明磊落，风范长存。

我永远怀念您，飞向彼岸

的海燕大姐！

掐 指 算 来， 在 笔

者 已 知 天 命 的 人 生 之

旅 中， 共 事 时 间 最 长

的 总 编 就 是 王 海 燕 教

授， 我 们 在 办 刊 中 相

识相知逾 20 载。回顾

杂 志 的 历 史， 王 教 授

的 贡 献 历 历 在 目。 从

1989~2013 年，她连续

担任《中华内科杂志》

第 5~9 届编委会编委，

其中第 7 届任副总编，

第 8、9 届（2001~2013

年） 任 总 编 辑。 在 她

主政《中华内科杂志》

的 12 年中，我们这对

忘年之交的密切合

作超过 10 年。

就 任 总 编

伊始，她就将

如何传承昔

日的辉煌并

将 其 发 扬

光大定为

我们追求

的目标。

肩负勿忘

昨天、无

愧 今 天、

不 负 明 天

的使命，我

们 确 立 了 自

己恪守的办刊

宗旨：广纳贤言、

容百家之长，授业

解 惑、 育 千 万 精 英，

确保杂志真正成为中国

医学期刊之精品、内科

名医成长之摇篮。

作为杰出的内科学

家 和 中 华 医 学 会 系 列

杂志的总编，她不仅关

注 最 新 科 研 成 果 的 及

时报道，而且非常注重

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当

新 兴 学 科 不 断 涌 现 和

大 内 科 逐 步 被 专 科 取

代之际，她从医学大家

的 视 角 敏 锐 地 觉 察 到

过 度 专 科 化 给 医 学 带

来的危害。

为 此， 她 提 议 在

《中华内科杂志》开展

“大内科是否有存在必

要”的讨论。王教授不

仅 亲 自 撰 文 阐 述 自 己

的观点，而且出面约请

世 界 内 科 学 会 的 主 席

为杂志撰写评论。在讨

论过程中，她不迷信权

威，力主兼听则明，坚

持以文章的质量为取舍

的唯一标准。正是由于

她的坚持，使得初出茅

庐的年轻医生、公社卫

生院的村医也能够得以

与内科学界的泰斗们同

期发表对这一问题的真

知灼见。

通过广泛地讨论，

最 终 达 成 的 共 识 为：

大 内 科 是 专 科 医 生 成

才 的 基 础， 决 不 可 撤

销。接近 1 年的讨论结

束后，按照她的想法，

我 们 又 将 所 有 发 表 的

讨论文章汇集成册，加

印后广为散发，使得该

活 动 获 得 广 泛 的 业 界

影响，从而进一步强化

了 杂 志 的 导 向 作 用 并

彰显了其影响力。

在办刊的过程中，

她留给笔者印象最深的

就是无为而治，充分信

任和依靠专业的编辑团

队 是 她 办 刊 成 功 的 秘

籍。在恭祝《中华内科

杂志》创刊60周年之际，

当人们向作为总编的她

表示祝贺时，她却谦虚

地说：“我对办刊是外

行，这些成绩的取得完

全应该归功于历代志同

道合者的无私奉献和传

承，也是今日全体办刊

人戮力同心的结果”。

这种功成而不居的大家

风范是其无为而治的典

型表现。正是由于她的

不懈努力，《中华内科

杂志》成绩斐然在 2005

年获得中国期刊的最高

奖——第三届国家期刊

奖。鉴于她对杂志的杰

出贡献，2008 年，王教

授获得中华医学会系列

杂志“突出贡献总编奖”

这一殊荣，成为我国医

学期刊总编行列中当之

无愧的翘楚。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护杏林。尊敬

的王教授，您虽在喜寿

之年已独步青云，但我

们 的 祝 福 必 将 永 远 相

随。愿在远离雾霾、碧

空万里的天堂中，矢志

不渝的王者，依旧似海

燕展翅翱翔！

胸怀坦荡的医学大家
▲ 解放军呼吸病研究所所长  刘又宁

功成而不居的总编
▲ 中华医学会继续教育部主任  游苏宁

高瞻远瞩的科研者
▲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胡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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