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于维汉传>>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于维汉传>>

13位ISBN编号：9787040304008

10位ISBN编号：7040304007

出版时间：2012-9

出版时间：高等教育出版社

作者：贾宏图

页数：314

字数：34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于维汉传>>

前言

二十世纪是中华民族千载难逢的伟大时代。
千百万先烈前贤用鲜血和生命争得了百年剧变，民族复兴。
推翻了帝制，肇始了共和，击败了外侮，建立了新中国，独立于世界，赢得了尊严，不再受辱。
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科教兴国，生产力大发展，告别了饥寒，实现了小康。
工业化雷鸣电掣，现代化指日可待。
巨潮洪流，不容阻抑。
    忆百年前之清末，从慈禧太后到满朝文武开始感到科学技术的重要，办“洋务”，派留学，改教育
。
但时机瞬逝，被辛亥革命推翻。
五四运动，民情激昂，吁求“德、赛”升堂，民主治国，科教兴邦。
接踵而来的是18年内战，8年抗日和3年解放。
恃科学救国的青年学子，负笈留学或寒窗苦读，多数未遇机会，辜负了碧血丹心。
    1928年6月9日，蔡元培主持建立了第一个国立科研机构——中央研究院，设理化实业、地质考察、
社会科学和观象台四个研究所，标志国家建制科研机构的开始。
20年后，1948年3月26日遴选出81位院士(理工53，人文28)，几乎都是20世纪初留学海外卓有成就的科
学家。
    中国科技事业的大发展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
1949年11月1日成立了中国科学院，郭沫若任院长。
1950—1960年有2500多名留学海外的科学家、工程师回到祖国，成为大规模发展科技事业的第一批领
导骨干。
国家按计划向苏联、东欧各国派遣1．8万各类科技人员留学，全都按期回国，成为建立科研和现代工
业的骨干力量。
高等学校从解放初期200所，增加到600多所，年招生增至28万人。
到21世纪初，大学2263所，年招生600多万，科技人力总资源量超过5000万，大本以上学历科技人
才1600万，已接近最发达国家水平。
    新中国60年来，从一穷二白成长为科技大国。
年产钢铁从1949年的15万吨增加到2011年的粗钢6．8亿吨，钢材8．8亿吨，几乎是8个最发达国家(G8)
总年产量的二倍。
50年代钢铁超英赶美的梦想终于成真。
水泥年产20亿吨，超过全世界其他国家总产量。
中国已是粮、棉、肉、水产、蛋、化肥等第一生产大国，保障了13亿人口的食品安全。
制造业、土木、水利、电力、交通、运输、电子通讯、超级计算机等领域正迅速逼近世界前沿。
两弹一星、高峡平湖、南水北调、高公高铁、航空航天等伟大工程的成功实施，无可争议地表明了中
国科技事业的进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全国工作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加速实现工业化是当务之急。
大规模社会性基础建设，大科学工程、国防工程等是工业化社会的命脉，是数十年上百年才能完成的
任务。
中科院张光斗、王大珩、师昌绪、张维、侯祥麟、罗沛霖等院士认为，为了顺利完成中华民族这项历
史性任务必须提高工程科学的地位，加速培养更多的工程科技人才。
中国科学院原设的技术科学部已不能满足工程科学发展的时代需要。
他们于1992年致书党中央国务院，建议建立“中国工程科学技术院”。
选举那些在工程科学中做出重大的、创造性成就和贡献，热爱祖国，学风正派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为院
士，授予终身荣誉，赋予科研和建设任务，指导学科发展，培养人才，对国家重大工程科学问题提出
咨询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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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接受了院士们的建议，于1993年决定建立中国工程院，聘请30名中科院院士和遴选的66名院士
共96名为工程院首批院士。
于1994年6月3日召开了成立大会，选举朱光亚院士为首任院长。
中国工程院成立后，全体院士紧密团结全国工程科技界共同奋斗，在各条战线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做出了新的贡献。
    中国的现代科技事业比欧美晚了200年。
20世纪有了巨大进步，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为完成祖国工业化、现代化建设，任重路远，还需要有数代人的持续奋斗才能实现。
况且，世界在进步，科学无止境，社会无终态。
欲把中国建设成科技强国，屹立于世界，必须接续培养造就数代以千万计的优秀科学家和工程师，服
膺接力，担当使命，开拓创新，更L立新功。
    中国工程院决定组织出版《中国工程院院士传记》系列丛书，以记录他们对祖国和社会的丰功伟绩
，传承他们治学为人的高尚品德，开拓创新的科学精神。
他们是科技战线的功臣，民族振兴的脊梁。
我们相信，这套传记的出版，能为史书增添新章，成为史乘中宝贵的科学财富，俾后人传承前贤筚路
蓝缕的创业勇气、魄力和为国家人民舍身奋斗的奉献精神。
这就是中国前进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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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工程院院士传记：于维汉传》主要内容包括：百姓说，他是拯救苍生的“精诚大医”、军
人指挥的“卫生”之战、面对死亡，他曾束手无策、亚冬眠和洋地黄、董凤兰和李淑珍、过年、有这
样一支队伍、贾大房子静悄悄、繁荣，繁荣、光荣村的丰碑、专家说，他是功勋卓著的“首席科学家
”、师生们说，他是堪为人生楷模的“大师”、妻儿说，他是合格的丈夫和父亲、祖国说，他是在大
时代的烽火中练就的大写的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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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贾宏图，黑龙江省人。
黑龙江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
黑龙江省艾史馆馆员。
198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中国作协第五、六、七届委员会委员，中华新闻工作者协会第六、七届常务理事。
曾任中国鲁迅文学奖第二、三、四届报告文学评委。
出版各种文学作晶集十余种，四百多万字。
所著报告文学《大洋的此岸和彼岸》（合作）、《她在丛中笑》、《大森林的回声》获中国作家协会
报告文学奖，报告文学《解冻》获“当代文学奖”和“改革开放30年优秀报告文学奖”。
长篇报告文学《我们的故事》获第四届“徐迟优秀报告文学奖”。
曾多次获东北及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市文学大奖及报刊征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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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寒风呼啸，仿佛要把大地上的所有生灵卷走。
 暴雪狂飞，仿佛要把田野里稀稀落落的村庄全都埋葬。
 一辆白色的救护车，急速地冲出哈尔滨的市区，向北奔驰，穿过灰蒙蒙的呼兰县，又拐向西北。
车过处卷起滚滚雪雾，路上留下深深痕迹。
 路在何方，前面一片苍茫。
 一位穿着皮大衣的年轻人，眉头紧锁，神情焦虑。
他凝望窗外无边无际的大雪，不禁浑身发冷。
 记得五年前的春天，他从海滨城市大连来到这个浪漫的城市时，曾因为错过了下雪的季节而遗憾。
后来他深深地爱上这北方漫天飞舞的大雪，雪把这个欧风弥漫的城市装扮成童话的世界，雪铺满他工
作的校园和医院的小道，那上面印下他青春的脚印；雪也让他的孩子变成了冬天里不怕冷的天使。
 如雪的白是他职业的颜色，圣洁而芬芳，那是他和同仁们救死扶伤的纯真心灵。
他爱白色的雪，正如他爱他神圣的职业。
 可今天，那窗外比城市里更白净的雪更晶莹的雪变得刺眼了，变得冷酷了，甚至让他感受到了一种迎
面扑来的恐怖。
因为一个“幽灵”、一股“瘟疫”、一群“妖孽”，正在荒原深外的村落里横行肆虐，严寒就是这些
“魔鬼”的衣钵，而那遍地的大雪成了无数受害者的裹尸布。
 这种白色的神秘的“瘟疫”就是“克山病”，它正在中国最严寒的黑龙江省的最严寒农村爆发！
 于是接受黑龙江省政府的命令，一支由本省最高的医学圣殿哈尔滨医科大学组成的医疗队，正奔赴病
区，去抢救正在死亡线挣扎的饥寒交迫奄奄一息的农民。
这支医疗队的队长就是他，身材高大、英气勃发的哈尔滨医大附属医院的内科主任、副教授于维汉。
 这是1953年的冬季的一天，那一年于维汉31岁。
浓重的胡须掩饰了他的年龄，而爽朗热情又让他活力四射。
此刻，他神情凝重，面容严峻。
 他没有想到，就是这一次特殊的任务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从此他的命运和这片黑土地上人民的生活
，和在风雪中与病魔抗争的农民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了。
 那时他心里有个信念，因为他从小就会背林则徐的一句话：“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为了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多少先贤慷慨赴死，何况我们面对的是一种病难！
 他和死敌“克山病”的斗争，整整五十年，整整半个世纪，从来没有停止过，也从来没有动摇过，一
直到他2004年一病不起。
他可以告慰他从少年时代就崇拜的科学家居里夫人了。
她说过：“我们应该不虚度一生，应该能够说：‘我已经做了我能做的事。
⋯ 57年后的今天，也是一个风雪迷蒙的日子，清晨，我们也从哈尔滨出发，去追寻于先生的足迹，找
寻那被遗忘的故事。
同行的有于维汉院士的最后一任秘书、中国地方病防治中心克山病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张立君，于先生
的二儿子、哈医大外语教研室的副教授于秉柯（小鸥），为我们开车的郑枝英师傅曾给于先生开过车
。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特殊的团队是我此次采访成功的保证。
 我们出发的那一天，哈尔滨的最高气温是零下20度，最低气温达到零下30度。
北部市县的最低温度已经超过零下40度了。
电视新闻中，哈尔滨到牡丹江和到佳木斯方向的高速公路，因大雪被关闭的消息，更让我们胆战心惊
。
 郑师傅说，北部线没问题，虽然雪也很大，但路还能走。
我穿上了知青时代的毛皮大衣和厚重的防滑鞋，坐在封闭很好的丰田吉普车里，还是不觉得温暖。
我紧裹着大衣，准备迎接风寒。
一路上，张老师、郑师傅和小鸥关于于先生的故事，让我不断地热血沸腾，冷也在不觉中消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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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鸥说，过去路况不好，雪大路滑，父亲每年冬天都下乡，还往全国各地的病区跑。
母亲和我们最担心他在路上的安全。
这么多年他遭遇车祸十多次，每一次都大难不死，如在西藏遇到过泥石流，车差一点被埋了；内蒙还
翻一次车，他的头被缝了十多针；在哈尔滨市里，车也被撞过，头也缝了十多针。
最险的是那次从富裕到齐齐哈尔的路上的车祸，如不是关振中叔叔急中生智奋力抢救，他真的完了。
那次车祸造成了他胸椎骨压缩性骨折、肋骨骨折、锁骨骨折的重伤，被送进齐齐哈尔的医院。
从第二天开始，他就自己进行腰部伸展运动，开始每天能做二十次，痛得他大汗淋漓。
三周以后，用担架抬着他回到哈尔滨。
他锻炼逐渐增加伸展运动的次数，最后一天可做一千五百次，到第五十六天，他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和
工作，马上参加学校工作，还能在松花江游泳了。
后来医大骨伤外科给学生讲课，都用我父亲的例子说明骨折病人进行积极运动的必要，他创造了奇迹
，硬是把被压缩的胸椎骨拉起来了。
当时我妈妈从哈尔滨赶到齐齐哈尔医院照顾父亲，每天接待排着队来看望他的老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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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索菲亚教堂悠长辽远的钟声在这个北方名城的夜空回荡，回荡。
    此刻，一颗巨星从浩瀚的银河中猝然陨落，在黑白交替的天际划过一道银光。
    这时，一位老人在亲人的低泣声中悄然地走了，永远地走了。
”    这就是这篇长文的开头。
万事开头难，有了开头，基本就可以顺水推舟，    当我走进梁思成先生设计的神庙式的大屋顶的大楼
，当我倾听人们对一个刚刚去世的老人深情的怀念时，我就把他锁定为我树碑立传的对象。
因为在场所有人的泪水，滋润了我干枯的灵魂。
    当我趟着过膝的大雪走进德都县贾大房子那寂静的小村，当我倾听克山病区的老人讲述一位教授如
何在他们垂危的时刻，给他们送来希望的时候，我知道我开始了一次艰难的跋涉。
因为于维汉巡诊走过的村落数以千计，遍布全国各地，但是我心向往之，因为这是和一个非凡人物对
话的机会。
    采访从去年最严寒的季节开始，到今年春暖大地的时候结束。
我到了北安、德都、克山、富裕等克山病的老病区；然后我又走进哈医大的校园；接着又去了大连、
北京和沈阳；最后又回到了哈尔滨。
这时残雪消融、柳枝摇曳、桃李露芽。
    和一位学富五斗又经历丰厚的科学家对话，对于一个不懂科学ABc的人，自然是十分艰难的。
我从读书开始，寻找走进他的世界的通道。
这个方法很笨，但由于我的虔诚和勤奋，上帝还是为我打开了一扇看清另一个世界的大门。
这时，我才听懂了有关这位“精诚大医”的故事，我才理解了那场有数以万计医生和科学家参加的拯
救苍生的“国家行动”。
    采访一位已经去世的老人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甚至六十年前的故事，自然十分困难。
但我也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我在采访笔记上写下这样的话：感人的故事和细节，都潜伏在历史和生活的深处，就看你能不能走进
并耐心地倾听。
    当了几十年的记者和作家，第一次被一个人的丰富故事和感人细节折磨得食不甘寝不安。
我一时找不到释放这个故事的出口。
多少次从黑夜到黎明的辗转反侧，时钟像鼓点敲击着我的神经。
那一夜，朦胧中，我仿佛听到了索菲亚教堂的钟声，我立刻翻身下床，在一块纸片上写下这样的话： 
  “当！
当！
当！
在我的身旁——两箱子写满于维汉故事的资料，还有记录居里夫人、野口英世一泻千里了。
我尽量写得简短，以便更多的人读到。
还是写了二十多万字。
    我避开了城市的喧嚣，躲进大山里的一座森林环抱的房子。
这时，大师就先生、钱学森将军、伍连德博士、钟南山院士等大师故事的书籍。
    正是春耕的季节，在我的二分园田地上种下玉米、豆角和向日葵的种子，又栽完茄子、辣椒和西红
柿的秧苗后，便开始了我的写作。
这正如陶渊明诗云：“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
”农作和写作是性质最接近的两种劳动了。
春种，秋收；几分耕耘，几分收获。
我胜任愉快。
    我以为我在写历史——    一位科学家的成长历史与一种疾病的爆发和消亡的历史，一种疾病的爆发
与消亡的历史和一个民族和国家发展的历史。
    我们的主人公于维汉院士从1953年投身到克山病的防治和研究，到他2004年病倒，正好半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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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不长也不短的时间里，于维汉和他的同事们让一种曾威胁一亿多人口生命的克山病消逝了。
这个历史时期也正是中国人民从贫穷走向富裕和安康的时期。
克山病这种被于维汉称为“穷病”的消亡，是带有象征意义的。
这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创造的一种奇迹，是一种“瘟疫”被消灭的奇迹，也是积贫积弱的中国人民走
向富裕和健康的奇迹。
这是以一批科学家献完青春献终身为代价的。
    我常想，如果现在克山病像“非典”(sARs)那样严重，那么于维汉可能会更被人们看重。
但我也想，一个科学家的人生经历对后人的启迪，有时可能比他的科研成果更为宝贵。
在克山病病区的人们充分享受幸福和安康的时候，再回顾于维汉那一代人走过如此艰难的防病和科研
的道路，也许会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一个为国为民献身科学的大家，对我们的人民和国家是多么的重
要！
    我们的时代还需要更多于维汉这样的大家。
    我文章的题目是“追寻于维汉”，我追寻的不仅是一个于维汉，而是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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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工程院院士传记:于维汉传》以记录他们对祖国和社会的丰功伟绩，传承他们治学为人的高尚品
德，开拓创新的科学精神。
他们是科技战线的功臣，民族振兴的脊梁。
我们相信，这套传记的出版，能为史书增添新章，成为史乘中宝贵的科学财富，俾后人传承前贤筚路
蓝缕的创业勇气、魄力和为国家人民舍身奋斗的奉献精神。
这就是中国前进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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