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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按：文中部分资料来源于年卫东教授、梁进雨技师及张晓阳先生（张齐联教授之子）的讲述

恩重如山 情深刻骨

深切缅怀我的师爷张齐联教授

戎龙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内镜中心 １０００３４，Ｅｍａｉｌ： ｒｏｎｇｌｏｎｇ８＠ ｓｉｎａ．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 ／ ｃｍａ．ｊ．ｃｎ３２１４６３⁃２０２００９１６⁃００７７７

张齐联 教授

时间如白驹过隙，正当全

国抗击疫情的战役取得辉煌胜

利并进入新的工作常态之时，
不知不觉又到了 ９ 月。 １ 年前

的 ９ 月 ３０ 日，就在建国 ７０ 周年

大庆的前夕，张齐联教授因病

与世长辞。 蓦然回首，性格耿

直，极具专业精神，不向命运屈

服，为了中国的消化内镜事业

奋斗了大半辈子的张齐联教授

已经离开我们快一年了。 年卫

东教授是领我内镜入门的授业恩师，而他的恩师张齐联教授

就是我的师爷。 张教授对我恩重如山，翻看着那些已发黄的

照片，睹物思人，在师爷驾鹤西去周年祭之际，摘录我心中珍

藏的一些记忆，以表达晚辈的崇敬追思之情和怀念感恩

之意。
半路修行结镜缘 矢志不渝踏征途

张齐联教授是我国著名的临床医学家及消化内镜学家、
医学教育家、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创始人之一、中华

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超声内镜学组创始人、北京医学会消

化内镜学分会创始人之一，曾任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

第四届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消化内镜杂志》第三届编委

会总编辑，是中国开展 ＥＲＣＰ 技术的先驱。
张齐联教授投身消化内镜事业，其实并非他刚从北医

毕业时的初衷，甚至在他早期从事消化内镜之路上充满坎

坷。 张齐联教授生于 １９３６ 年 １２ 月 ５ 日，籍贯江苏镇江。
１９５９ 年大学毕业后，他一直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原北京

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普通外科工作 （曾参加过西北医疗

队，在条件艰苦的甘肃工作过）。 直到有一天，轰动全国的

王世芬烧伤事件，间接但可以说极大程度地改变了他的命

运与未来职业走向。 １９６８ 年，１７ 岁的北京礼花厂工人王世

芬，在火灾中为保护国家财产，遭严重烧伤，全身烧伤面积

９８％；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成功抢救了王世芬，创造了

中国医疗史上的一个奇迹。 张教授当时作为一位而立之年

的白衣天使，始终奋战在抢救第一线。 虽然圆满地完成了

救治任务，自己却因劳累过度患上了较为严重的肾小球肾

炎，不得不暂时离开外科手术台，随后度过了一段颇为苦

闷的治疗与养病的漫长时光。 １９７２ 年，日本专家受邀第一

次在中国举办消化内镜学习班，张教授与后来成为中国消

化内镜界的一代天骄 （陈敏章、于中麟、陆星华等）一同参

加了学习班，那应该是张齐联教授职业生涯中转型进入消

化内镜领域的起点。 其实年卫东老师与我跟张教授一样都

是出身普通外科，都是半路出家从事消化内镜，但却都与

消化内镜结下了终生的缘分。
大家都知道张齐联教授以 ＥＵＳ 造诣高深而闻名遐迩，

但其实最初张教授对单人大肠镜和 ＥＲＣＰ 技术非常感兴趣，
并且做了很多这方面的临床工作。 １９７８ 年，张教授在《中华

医学杂志》发表了“经十二指肠纤维内窥镜逆行性胰胆管造

影”的文章，这是国内第一篇关于 ＥＲＣＰ 的文章； １９８５ 年张

教授在《中华消化杂志》发表了“经内窥镜 Ｎｄ－ＹＡＧ 激光胆

管截石术的临床应用和实验观察 ”的文章，也是国内第一篇

关于内镜激光胆管碎石的文章。
后来因为张教授进行 ＥＲＣＰ 操作的一例患者出现了严

重并发症，当时的科室领导就暂停了张教授 ＥＲＣＰ 的临床工

作，可想而知当时对他的打击相当大。 但张教授并没有因此

气馁，开始转向 ＥＵＳ 技术的开展和推广。 １９８９ 年，张教授在

《中华消化杂志》首次发表了“扇形扫描超声内镜的临床应

用”的文章。 此后张教授终身都致力于单人大肠镜技术及

ＥＵＳ 技术在中国的开展和推广。
日英双语深造诣 夙兴夜寐勤苦得

张教授的英语和日语水平都非常高，尤其是日语。 我是

２００７ 年从普通外科病房转到胃镜室的，记得有一天，看见张

教授跟奥林巴斯公司的一位中国区的高管用日语在大声地

说着什么，那名日本高管只是一个劲地点头哈腰说 “ ｈｉ！
ｈｉ！”，具体什么事我后来并没有去了解，但那一瞬间真的是

觉得张教授太厉害了，可以用日语训话日本人！
张教授对日语的勤学苦练源于学习消化内镜技术伊始，

鉴于日本在消化内镜方面的领先地位，为了能更好地学习与

掌握相关理论与技能，当时尚处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已经 ３６ 岁

的张教授开始自学日语。 北医图书馆没有合适的教材，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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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寻朋友找教材，并拜一位早年日本庆应大

学毕业的老先生为师，每周一课，风雨无阻。 ８０ 年代初，张
教授前往日本国立癌症中心及昭和大学专门学习消化道肿

瘤的内镜早期诊断技术，期间日语水平有了突飞猛进的

提升。
张齐联教授一生重视对外语的学习。 他良好的英语基

础，是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在上海读小学时打下的。 然后在他 ３０
多岁患肾小球肾炎期间，并没有意志消沉，而是加强了英语

学习。 自 ８０ 年代开始，每天早晨 ６—７ 点，是他朗读日语或

英语的时间，几十年如一日，雷打不动。 他的英文书写异常

漂亮，堪称极品，是莎翁时代那种古典的连笔草体，现今即使

在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中，能有此书写水准的人也颇为难

寻。 张教授英语和日语都如此之好，与他的勤奋和终生的努

力是分不开的。 想到我们现在外语上下的功夫，比起张教授

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他的那种勤奋刻苦并且持之以恒的精神

品质尤为值得我们终生学习。
呕心沥血办学会 携手内外开先河

张齐联教授是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的创始人之

一，为学会的创立及发展呕心沥血、殚精竭虑。 １９８５ 年他参

与了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消化内镜学组的创立；１９９１
年在时任卫生部长陈敏章的鼎力支持下，在香港爱国人士曹

世植教授的大力斡旋下，张齐联教授和当时最早从事消化内

镜事业的国内精英张锦坤、于中麟、周岱云、张志宏、汪鸿志、
陆星华、鲁焕章、夏玉亭等一起勠力同心、和衷共济，终于使

得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获批成立。 分会的成立大会

于 １９９１ 年 ３ 月 ２５—２８ 日在南京举行，到会的全国各地代表

共 ３３４ 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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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齐联教授当选第一届委员会常

委兼秘书，１９９６ 年继续当选第二届委员会常委兼秘书。 在

中国最早一批从事内镜事业的学者中，张齐联教授是为数不

多的外科出身的学者，他也开创了内镜事业内外结合的先

河。 １９９２ 年，张齐联教授积极参与了北京医学会消化内镜

学分会的创建并当选为第一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
２０００ 年当选为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第三届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兼秘书，２００３ 年当选为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

会第四届委员会主任委员，２００４ 年担任《中华消化内镜杂

志》第三届编委会总编辑，２００７ 年当选为中华消化内镜学会

第五届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
张教授因为日语和英语都很好，在推动学会工作的同时

也结交了很多国际内镜界的朋友。 ２０００ 年张教授当选为亚

太地区消化内镜学会理事，２００２ 年当选为世界胃肠病组织

及世界消化内镜组织联合教育及培训委员会委员。
张齐联教授为中国消化内镜事业的开创及发展以及将

中国的消化内镜工作推向世界都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２０１５
年，张齐联教授被授予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终身成

就奖！

授业解惑谆谆情 提携后辈不余力

张教授结交了很多日本朋友，其中一位就是大家很熟悉

的木田（Ｋｉｄａ）教授，也是我在日本的老师。 我一直觉得我很

幸运，我是 ２００７ 年由科里安排去外科胃镜室的。 我从最开

始学习胃肠镜就是张齐联教授和年卫东教授天天手把手教

学，为我的内镜之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张教授的脾气有点

大，要求也很严格，但作为师爷的他却从来没有跟我发过脾

气，对我的教学也很耐心，很多时候都是不厌其烦地给我讲

解。 有一次年老师因为有事来不了，张教授对我说你来做

吧，我帮你看着，那个上午我做了 ８ 个大肠镜，有些地方通过

困难的时候，张教授轻轻地在我耳边说注点水会有帮助，我
注了点水，果然就容易找到腔了。 我一直认为这是老教授对

我的特别传授，后来 ２０１０ 年到日本学习才知道那就是现在

大家都已熟知的注水法的大肠镜插入法。
２０１０ 年，我申请了笹川奖学金去日本学习，临行前张齐

联教授亲自给木田教授发了邮件帮我联系相关事宜，并为我

手写了英文的推荐信，那漂亮的英文书写也让我敬佩不已，
遗憾的是当时没有能留下照片。 等到了日本，木田教授对我

也是非常照顾，帮我申请了临床修炼证，给了我很多手把手

临床实际操作的机会。 我和日本医生接受了同等的培训机

会，木田老师经常会提到他和张教授当年一起在德国

Ｓｏｅｈｅｎｄｒａ（蓝庆民）教授那里学习的经历，以及张教授后来

多次邀请他到中国讲学及操作演示，我才理解木田老师对我

的照顾很大程度也是源于张教授的原因，这是张教授对我的

福荫！ 等到回国后，我在日本写的一篇英文文章发表了，张
教授有一天早上看到那篇文章非常高兴，对我说“大事なも
の”，意思就是这是很重要的东西啊，看得出他真的是很高

兴，我也深感没有辜负老教授对我的培养。
张齐联教授一直都很重视对年轻人的培养和对后辈的

提携。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多次在北京及外地举办单人

结肠镜操作学习班，亲自手把手教学员操作，并请来国外专

家一起进行教学。 １９９５ 年，在国内首次举办超声内镜学习

班，后来每年召开一次的全国超声内镜学术会议将此次学习

班定为全国首届超声内镜学术会议。 ２００３ 年当选主任委员

后增补了数位中青年内镜精英为全国委员；２００７ 年带领 １０
余名国内中青年专家赴日本学习 ＥＳＤ 技术，此后 ＥＳＤ 技术

在中国逐渐蓬勃开展起来。 经过他毕生的不懈努力，数十年

来已经桃李满天下。
厚德尚道为北医 内镜遗志励后人

虽然张齐联教授对中国消化内镜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

可磨灭的贡献，桃李满天下，但实际上北大医院的消化内镜

学科却一直没有很大的发展规模。 熟悉北大医院消化内镜

历史的同道都知道，北大医院原来有外科胃镜室、内科胃镜

室和外科胆道镜室三个亚单位，三家各自为政，不能形成合

力，极大地限制了学科的发展。 而且在 ２０１２ 年之前，外科胃

镜室仅有张教授、年卫东老师和我三名医生，真可谓是“三
代单传”。 对于学科融合发展，张教授最初是做过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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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并不能得到当时的科室及医院领导的支持，张教授为人

耿直，曾担任北大医院设备处长，但却没有为自己的专业提

供一点照顾。 当了学会主委后，当时的医院领导依然没有给

予学科发展应有的支持，老大夫曾经一度气急病倒。
２０１２ 年，时任北大医院院长刘玉村决定合并三个亚单

位，成立内镜中心，大力发展消化内镜专业，定下由年卫东教

授主导学术，让我来担任科室的常务副主任负责行政事务。
说实话，最初我考虑自己年资太低而拒绝担任行政职务，但
医院考虑到几家亚单位之间很难平衡，征求张教授的意见，
张教授表示支持我担任行政职务，并在科室成立初期给了我

很大的支持。
２０１５ 年起，张教授因为老伴做手术后需要人照顾，来科

里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 后来张教授记忆力逐渐明显衰退，
每逢过年过节，我与年卫东老师和梁老师去看望老两口，张
教授仍然会问起科里的情况，但张教授逐渐变得除了我们三

个人以外科里其他的人都不认识了。 由于年事已高，多次因

为身体不适到急诊输液。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再次因为肺部感染到

急诊输液，病情本来都好转了，突然急转直下，转入 ＩＣＵ 后终

于回天乏术。 病情突然加重出乎我们的意料，以至于我们都

没来得及向学会领导汇报，我是眼含热泪参与了对张教授最

后的抢救。
我想北大医院的消化内镜学科发展是老大夫未尽的遗

愿，他多希望看到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北大医院内镜事业能

够发展壮大，这个遗憾只有靠我们这些后辈通过不懈地努力

去弥补。 希望在消化内镜界前辈的帮助和指引下，我们能完

成老先生的遗志，为中国的消化内镜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古典音乐养情操 兴趣使然广结缘

除了心爱的内镜事业，张齐联教授酷爱音乐，自中学时

代就是古典音乐发烧友，拉得一手漂亮的小提琴，能演奏众

多古典名曲。 他最钟意的生日礼物，是每年儿子送他的一套

小提琴乐曲光盘，林林总总涵盖了全世界著名交响乐团与小

提琴家演奏的曲目。 共同的爱好，使他与原北大医院泌尿外

科的吴文斌大夫成为挚友，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两人经常相

互交换那些非常老旧的留声机音乐唱片。 １９７９ 年，世界著

名指挥家小泽征尔率领波士顿交响乐团来京演出，那是文革

后西方交响乐团首次来华演出，盛况空前。 他与吴大夫连续

观看多场，兴致盎然，意犹未尽。 可以说除了医学界，他最多

的朋友来自音乐界，包括中央音乐学院、中央乐团的诸多音

乐名家。 就小提琴而言，他最喜爱大卫·奥伊斯特拉赫

（Ｄａｖｉｄ Ｏｉｓｔｒａｃｈ） 与列奥尼德·柯岗（Ｌｅｏｎｉｄ Ｋｏｇａｎ）这两位

前苏联时期杰出小提琴家的演奏。 在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张

齐联教授遗体告别会上，张教授的家人将背景音乐特选为大

卫·奥伊斯特拉赫演奏的小提琴曲，以此送张教授羽化

西去。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北京协和医院消化科潘国宗教授

曾力邀张齐联教授加盟协和，被他婉拒；他离不开为之奋斗

一生的北医。 回顾张教授为中国消化内镜事业奋斗的历程，
游苏宁先生为之撰写的挽联进行了精辟的总结———“广结

镜缘五十载、携手内外开先河， 献身北医一甲子、厚德尚道

励后人”！
张教授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去到许多人梦寐以求的

天堂，尽管天堂中没有病痛，没有疫情，没有人间纷扰，但也

不知道到底有没有老先生钟爱一生的消化内镜！
正逢张教授辞世周年祭之际，谨以此文表达自己无尽的

思念。 张教授，对我恩重如山的师爷，我们永远怀念您！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９⁃１６）

（本文编辑：唐涌进）

·插页目次·
富士胶片（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封 ２
宾得医疗器械（上海）有限公司 对封 ２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中文目次 １
爱尔博（上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对中文目次 ２
阿斯利康（中国） 对英文目次

南微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正文

浙江创想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７１２ａ
北京华亘安邦科技有限公司 ７１２ｂ

常州久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７１６ａ
爱尔博（上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７１６ｂ
安徽养和医疗器械设备有限公司 ７２６ａ
广州市康立明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７２６ｂ
中西部青年导师杯暨奥林巴斯 ＥＵＳ 技能实战大赛宣传 Ａ ７３６ａ
中西部青年导师杯暨奥林巴斯 ＥＵＳ 技能实战大赛宣传 Ｂ ７３６ｂ
江苏奥赛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封 ３
奥林巴斯（北京）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封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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