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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诣高深的儒雅之师 开疆拓土的学会舵手

游苏宁

　 　 每当清明前后，同济医科大学毕业的弟子们、
尤其是武汉协和医院消化科出身的同侪们，总会聚

在一起缅怀恩师张锦坤教授。 今年的聚会期间，笔
者与侯晓华、刘俊、于君等深得张教授真传，依旧以

消化事业发展为己任的兄弟姐妹们商定，为了缅怀

张教授的一生，更为了忘却的纪念，将努力收集更

多资料以结集出版。 掐指算来，张锦坤教授是 １９９５
年 ４ 月 ２５ 日在镇江出席中华医学会全国消化学会

年会审稿会议期间，突发心脏病不幸驾鹤西去，年
仅 ６２ 岁。 身为其爱徒，自己不仅在学生时期就有幸

师从张教授，而且在工作后的 １０ 年中一直与恩师保

持着情同父子的关系。 尽管时间如白驹过隙，与张

教授阴阳相隔已逾 ２３ 载，笔者也从指点江山、激扬

文字的风华少年渐入花甲之年，但在自己心中，这
位人生之旅的引路人、造诣高深的儒雅之师的音容

宛在。 现将自己对张教授的了解以及与其亲密无

间相处中的雪泥鸿爪笔录于此，以表弟子对恩师最

深切的怀念。

献身医学的协和名医

张锦坤 １９３２ 年出生于人杰地灵的江苏南通，是
我国著名内科学专家，医学教育家。 他 ６ 岁进入清

代状元张鉴创办的新学堂读书，１９４４ 年考入南通中

学，在学校积极参加青年抗日宣传队。 １９５６ 年毕业

于武汉医学院后留在附属协和医院工作，从此开始

了他献身协和近 ４０ 年的精彩学术生涯。 期间他于

１９５９ 年考入北京中苏友好医院（现北京友谊医院）
苏联专家研究生班，１９６１ 年毕业。 他毕生从事内科

学及消化疾病的临床和实验研究。 １９５９ 年在国内

开始尝试腹腔镜检查，１９６０ 年开始进行半曲式胃镜

检查。 １９７８ 年任副教授，开始进行消化道运动的研

究，在国内首次研制出微型腔内压力传感器及消化

图 １　 从左到右分别为易粹琼、张锦坤、肖澍荣

图 ２　 从左到右分别为于皆平、汪鸿志、陈敏章、张锦坤

图 ３　 从左到右分别为于皆平、于中麟、姜若兰、张锦

坤、蔡至道、周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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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运动波形记录仪，获得消化道运动功能检测的重

大突破，１９８４ 年荣获卫生部科技进步二等奖。 １９８５
年任教授。 １９８５ 至 １９８９ 年任同济医科大学附属协

和医院业务副院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以先进

的理念积极倡导科研兴院并创办了《临床消化病杂

志》。 １９８９ 年担任协和医院大内科主任、消化内科

主任、胃肠病研究室主任。 他率先在国内提出非溃

疡性消化不良的理论，从而引起国内对消化不良研

究的热潮，１９９４ 年因此荣获卫生部科技进步三等

奖。 他不仅理论造诣深厚，更难能可贵的是密切结

合临床勇于创新。 １９９０ 年和华中科技大学共同研

制成功便携式 ２４ 小时食管酸碱度检测仪，为中国胃

食管反流性疾病的研究建立了客观的检查方法，为
消化道运动功能的研究开辟了新领域。 作为一位

临床医生，他获科技成果 １２ 项，科技进步奖 １０ 项，
发表论文 ４００ 余篇，其中作为第一作者的文章 １１６
篇，是一位科研成果颇丰的临床名医。

敢为人先树学术正气

作为一位对学术研究精益求精、对患者关怀备

至的杏林大家，张教授不仅在学术研究上屡屡创

新，而且在弘扬科学道德、捍卫科学精神、树立学术

正气上身先士卒、敢为人先。 在其学术研究生涯

中，勇于追求真理，不畏权威，不为商业利益所动，
始终恪守医者良知，其感人事迹不胜枚举。 其中给

笔者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有关体表胃电图临床

应用的评价。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对体表胃电图的

临床应用及科研价值一直存在着争议，由于商业利

益的推波助澜，体表胃电图检测较广泛地在基层医

院开展，不少医院根据仪器说明书上的图形标准，
将患者确诊为慢性胃炎、胃十二指肠溃疡、胃节律

失常及胃癌等。 作为我国消化病学的权威专家，医
者的良知促使张教授认为此风不可长，仅凭体表胃

电图检测结果诊断多种胃病似乎为时过早。 作为

《中华内科杂志》的编委，他建议北京医院消化科潘

其英教授指导其研究生易晓彬进行了有针对性的

研究。 当时已经是《中华内科杂志》编辑的笔者全

程见证了这项研究，不仅为导师们在设计中的独具

匠心惊叹不已，更是为难以辩驳的研究结果而拍案

叫绝。 该研究的结论为：胃电图可能成为一种研究

胃的病理生理学的工具，可能说明某些疾病可以发

生胃节律失常。 但采用目前仪器还不能用来鉴别

和诊断各种不同类型的胃病。 当这一研究结果于

１９９１ 年第 ６ 期《中华内科杂志》上发表时，同期刊登

了笔者约请张教授撰写的专题评论“必须深入评价

体表胃电图的临床应用”。 张教授指出：少数医院

通过较周密的实践，希望对体表胃电图的诊断价值

加以印证，或研究该仪器是否可以成为一项反映胃

运动功能的工具。 但就目前的资料看，胃大部切除

甚至全胃切除者仍能测出图形，胃区以外的远处也

可测出。 因此仍难下结论，尚须进一步认真研究。
张教授的这篇评论文章凸显了捍卫真理的学者风

范，有力地遏制了体表胃电图在胃病临床诊断中的

滥用。

筚路蓝缕创内镜学会

作为名闻遐迩的内科名家，张教授一直积极参

加学会的各种活动，是中华医学会多个学会的骨

干，为学会的创建和发展呕心沥血。 他不仅是中华

医学会内科学分会的常委，也是中华医学会消化病

学分会的常委兼秘书。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消化

内镜技术日趋精进，有关研究逐步深入，从事消化

内镜诊疗的队伍日趋壮大，消化内镜的有识之士迫

切感觉到有必要成立自己的组织，从而萌发创建中

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的初衷。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末期，中华医学会在国内医学界享有盛誉，具有极

高的权威性和学术影响力，要想在其中创建一个分

会极为困难。 为了实现创建新学会的梦想，前辈们

精诚团结、进行了矢志不渝的不懈努力，笔者有幸

亲眼目睹了这一筚路蓝缕的艰辛过程。 观其一生，
张教授都有极高的生活品味，谈吐优雅，兴趣广泛，
衣着考究，一向以儒雅之师和谦谦君子形象示人。
但为了早日促成学会的成立，在那段时间中，张教

授为此频繁往返于北京和武汉之间，经常是突然到

来，无法预订到酒店，就在学会我们的集体宿舍留

宿，不仅在条件极为简陋的宿舍中与晚辈彻夜长

谈，早上还与笔者一起在隆福寺的路边吃小吃。 苍

天不负有心人，在时任卫生部长陈敏章的鼎力支持

下，在香港爱国人士曹世植大力斡旋下，我国消化

界的当代精英张锦坤、于中麟、周岱云、张志宏、汪
鸿志、张齐联、陆星华、鲁焕章、夏玉亭等经过勠力

同心、和衷共济的艰辛努力，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

学分会终于获批。 分会的成立大会于 １９９１ 年 ３ 月

２５ 至 ２８ 日在南京举行，到会的全国各地代表共 ３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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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大会一致推选陈敏章为名誉主任委员，郑芝

田、吴锡琛、张学庸为名誉顾问。 张锦坤为主任委

员，于中麟、周岱云、张志宏为副主任委员。 从此，
中国的消化内镜医生有了自己的组织，学会的发展

驶入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

酷爱出版的学界典范

身为我国内科领域的博学鸿儒，张教授不仅热

衷于临床和科研，也对学术出版情有独钟。 尽管身

处非北上广这些当时国内学术研究的中心，但他在

学术出版方面的建树很早就秀出班行。 他担任国

家教委教材指导委员会委员等 ３１ 种与教材出版有

关的职务，参加编写医学著作 １９ 部，主编著作有

《内科学讲座》《慢性胃炎》《内科疾病的消化系统表

现》等。 尤其是 １９７８ 年出版了国内第一本消化内

镜专著《纤维胃、十二指肠镜的临床应用》，为消化

内镜检查在中国推广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他在

繁忙的临床和科研工作之余，担任《临床消化病杂

志》和《临床内科杂志》主编，《内镜》及《中国实用

内科杂志》副主编，先后担任《中华内科杂志》《中华

消化杂志》《美国医学会杂志中文版》等 １７ 种学术

期刊的编委，为我国的医学教育和学术期刊的发展

付出了大量心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张教授始终认为创办期刊可以进行学术交流，

提高专业学术水平，特别是有助于提高基层临床医

师的专业水平，为此他开始创办 《临床消化病杂

志》。 据该刊现任主编易粹琼教授回忆，在创刊过

程中，他亲力亲为，自己前往出版局申请刊号，并在

医院立下军令状：自筹经费、自负盈亏。 期刊获批

后，为了提高期刊声誉并得到兄弟医院的支持，他
力邀北京协和医院潘国宗教授担任新刊的共同主

编，经过他殚精竭虑的不懈努力，《临床消化病杂

志》创刊号终于在 １９８９ 年元月面试。

造诣高深的儒雅之师

身为武汉协和医院业务副院长、内科及消化科

的掌门人，他对学生的要求绝不只是学习成绩好这

一项，而是倾注大量心血将我们培养成德智体美全

面发展的有用之才，他以自己的切身经历和多种才

艺向学生们展示了一位造诣高深的儒雅之师之风

采。 在他身边的师生都知道，学富五车的张教授绝

非呆板无趣的一介书生，相貌英俊且风度儒雅的他

热爱生活、口才极佳，不仅能娴熟演奏多种乐器，而
且多才多艺。 每当聚会时，他都能一展歌喉而令专

业艺术家赞叹不已。 “勤奋努力地工作，尽情地享

受人生”是他对我们的一贯要求。 张教授也是一位

非常平易近人的谦谦君子，在严肃紧张的临床和科

研工作之外，他创造各种条件活跃生活气氛，并对

遇到困难的学生一向是倾囊相赠。 正因为如此，在
学生们的眼中，他不仅是才高八斗、令人肃然起敬

的良师，更是可以推心置腹、无话不谈的益友。 作

为一位植根临床的科研大家，张教授非常重视临床

教学，努力为国家培养高质量医学人才。 在台上他

思路清晰，环节紧凑，循循善诱，引经据典；在台下

学生们凝神汇聚，如痴如醉，课堂上时常响起学生

们的掌声。 张教授不仅深受学生爱戴，而且多次获

得优秀导师、最佳教师、湖北省科技精英等美誉，是
我们人生旅途中收益良多并难以忘怀的恩师。 回

首自己成长的历程，最值得庆幸的就是能够在大学

校园和踏入社会的前十年一直得到恩师的教诲和

帮助。

量才施用的豁达之师

按照常理，老师都希望将优秀的学生留在自己

身边，无论于公于私都利大于弊。 然而，胸怀天下

的张教授却是其中的另类，他深悟武汉协和医院地

处中南在信息沟通和学术研究上的劣势，积极鼓励

志向高远的学生们浪迹天涯。 笔者以为，张教授对

我国医学界的贡献，并不局限于对医学专著和学术

期刊的付出，其独特之处是不断将同济的优秀学生

输送给中国出版界，以至于一段时间内，中国医学

出版界的当家人全部出自同济，自己“弃医从编”就

是其中的经典案例。 大学毕业前半年，笔者找到张

教授，坦言自己对临床工作并无兴趣，而志在出版

事业，请求他为自己的人生规划指点迷津。 经过多

次长谈，张教授以慈父般的爱护鼓励晚辈追求自己

心灵的呼唤，并推荐我提前参加了中华医学会的招

聘考试，使自己如愿以偿地加盟了这个中国医学期

刊的百年老店，开始了自己“择良而栖三十载、为人

作嫁不归路”的从编生涯。 正是张教授的英明决策

和一路呵护，才使得自己从初出茅庐逐步成长为中

华医学会系列杂志这艘中国期刊航母的掌舵人，也
使得“韬奋出版奖”这一中国出版界最高奖项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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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出现同济培养的医学生。 从 １９８５ 年加盟中华医

学会从事期刊出版，到 １９９５ 年亲自在现场参加恩师

抢救的前夜，每当遭遇举棋不定的人生关键时刻，
张教授总是能及时指点迷津，使自己获益匪浅。 当

自己因为收入太低萌生退出编辑行业的想法时，张
教授勉励自己：我们虽然不是万元户，但我们读书

人都是万元肚，满腹经纶后一定会腹有诗书气自

华，所以不要鼠目寸光，而应该志向高远。 在参加

工作最初的 １０ 年中，教学相长在我们师生之间日趋

精进。 为了办好自己的期刊，张教授对编辑出版业

务常常能不耻下问，令晚辈受宠若惊。 正是这种难

以忘怀的师生之情、无法割舍的忘年之交，成为自

己成长路上克服困难、勇往直前的不竭动力。

壮志未酬的杏林大家

１９９５ 年 ４ 月 ２５ 日，中华医学会全国消化学会

年会审稿会议在江苏镇江举行，张锦坤教授从无锡

的学术会议上赶到镇江，多个连续学术会议的紧张

付出和路途劳顿，导致他心脏病突发。 尽管当时国

内医学泰斗云集，会议的承办者张志宏教授又在江

苏威望极高，动用了一切可以投入的力量，但最终

拘于镇江的医疗条件所限，虽经全力抢救，但最终

回天乏力，张教授于 ２５ 日 ２０ 时 ４５ 分与世长辞，享
年 ６２ 岁。

作为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的创始人之

一及首届主任委员，近 ４０ 年的从医生涯中，他将学

到的先进技术灵活应用于临床，并通过广泛的国际

交流提升中国学者的全球影响力。 他出席国际学

术会议 ２０ 余次，其中 ５ 次作为大会主持人，两次荣

获世界胃肠病学会“消化病学研究杰出贡献者”殊

荣。 他具有极高的政治素质，始终秉持学术要为国

家服务的理念，１９７２ 年受卫生部委托赴瑞士日内瓦

负责国际友人斯诺先生的医疗工作，并为中美建交

积极联络，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回首往事，张教授

的贡献清晰可见，他以自己的远见卓识，不断探索，
以其卓越的才华、渊博的学识为后人树起高山仰止

的丰碑。 作为张教授的弟子，２０ 多年过去，无论我

们身居何处，始终都铭记恩师的教诲：出身于同济

的学生，即使浪迹天涯，也一定要同舟共济。 窃以

为，对今日我国的消化内镜学界，又何尝不该如此。
古人云：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

敬爱的恩师，尽管多年未见，但弟子们的牵挂始终

在心。 ２３ 年前镇江离别前的音容笑貌、江城武汉鲜

花丛中千人最后送别的感人场景，加上那首您最爱

唱的歌曲“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待

到春风传佳讯、我们再相逢”的旋律，始终在晚辈的

脑海中挥之不去。 在中国内镜事业成果丰硕的当

下，我们更加怀念您，尊敬的张教授，阴阳隔界，万
望珍重，蓬山此去无多路，唯托青鸟勤为探。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５⁃１０）

（本文编辑：唐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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