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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中国去行医

马海德，原名乔治·海德姆，祖籍
黎巴嫩，1910年 9月 26日出生于美国
纽约州布法罗市的一个炼钢工人家庭。
贫穷的家境铸就了马海德倔强不屈的性
格，1933年，他在日内瓦大学获得医
科博士学位。

对中国的好奇以及强烈的治病救人
理想促使马海德下决心到中国去行医。
1933年11月，马海德漂洋过海，来到
中国这块陌生的土地上。他在上海九江
路租房子开了一家诊所。其间，与许多
共产国际的进步人士聚在一起，结识了
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新西兰人路易·
艾黎等，当然还有宋庆龄。

1936 年初，宋庆龄告诉马海德，
中共中央为打破国民党的严密封锁，准
备邀请一位医生帮助革命根据地建立医
疗机构，另外邀请一位诚实公正的西方
新闻记者到陕北解放区采访。宋庆龄告
诉马海德，他的条件非常合适，既是医
学博士，又年轻、无家庭牵挂。另一位
被选中的西方新闻记者，就是埃德加·
斯诺。在宋庆龄的安排下，马海德怀揣
半张五英镑的钞票作为接头暗号，奔向
延安。

1936 年 6 月初，马海德先到达南
京，然后乘车北上转道西安，其目的在
于摆脱国民党特务的跟踪。在西安，马
海德找到了手持另外半张五英镑钞票的
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在董健吾的安排
下，马海德与美国记者斯诺闯过重重封
锁线，辗转来到陕北。

在陕北

初到陕北，马海德对于偏僻落后的
黄土高坡非常陌生。然而，在与毛泽东
等中央领导人会谈以后，他被中国共产
党人的乐观精神所感动，立即穿上红军
的服装，对根据地的情况进行考察。

几个月后，斯诺完成了采访，离开
陕北，之后写出了轰动世界的《红星照
耀中国》。而马海德则自愿留在了中国
工农红军，成为红军的卫生顾问。

由于马海德懂得阿拉伯语和阿拉伯
文字，当地回族群众对他尤为信任和尊
重，经常请他到家里吃饭，与他亲切交
谈。马海德给当地回族群众看病，传授
卫生知识，很快与群众打成一片。红军
遂请他帮助做回族群众的工作。于是他
把有关我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摘译成阿拉
伯文字，让红军战士“照猫画虎”地刷
在墙上做宣传，这对于号召回族人民支
援红军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马海德背着宋庆龄送给他的卫生
包，以满腔热情一边紧张地投入诊疗工
作，一边进行调查研究。回族群众中姓
马的人很多，马海德为了表达同回族兄
弟、中国人民友好的心愿，将自己的原
名乔治·海德姆改为马海德。这样一
改，既保留了原来的美国姓，又增加了
边区回族同胞姓氏中常见的“马”字。

1937年2月，马海德经吴亮平介绍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正如他说的，“从此我
能够以主人翁的身份，而不是作为一个客
人置身于这场伟大的解放事业之中，我感
到极大的愉快。”在1938年至1940年仅
仅三年时间里，马海德就为陕北军民治病
4万余人次。

除担任卫生部顾问这一重要职务外，
马海德在抗战时期更重要的工作是保证中
共中央领导人的身体健康。大部分从前线
到延安汇报工作或开会的领导同志，都接
受过马海德医生的检查或治疗，他认为：

“这些同志都是用自己的生命在为中国人
民争取未来的幸福生活，我们必须保证他
们的健康。”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环境中，毛泽东养
成了夜里办公、白天休息的习惯。从医学
保健角度，马海德认真帮助毛泽东调整好
生物钟，以保证他能够完成对全国抗战的
指导工作。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政
治部主任的王稼祥也是马海德重点关注对
象，在长期艰苦的革命环境中，王稼祥积
劳成疾，患有多种疾病。马海德对症下
药，体贴入微。在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

有一次在骑马时不慎跌落并摔断了右臂，
马海德立即组织专家进行会诊，想尽办法
帮助周恩来渡过难关，直到去苏联治疗为
止。

甜蜜的爱情

马海德是个精力充沛、热情洋溢的
人。工作之外，他还参加一些文艺活动，
唱歌、演戏、跳舞是他的最爱。令马海德
高兴的是，他在延安还收获了甜蜜的爱
情。

1939年冬，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学
生苏菲伤风鼻塞，长期不愈，便到延安城
内的医院治疗。那天接诊的恰巧是洋医生
马海德，态度非常认真、热情。苏菲看完
病，心怀美好的印象离去，马海德也被这
位病人的东方女性美深深打动。第二天，
他写了一张便条托人带给苏菲：希望她按
时吃药，早日康复。

当时延安每逢周末，许多单位都举行
舞会，各方人士可以自由参加。鲁迅艺术
学院坐落在延安城东10里处桥儿沟，利
用一座旧天主教堂做舞厅。自从给苏菲看

病后，马海德经常骑马去那里参加周末舞
会，并主动邀请苏菲跳舞。一来二去，两
人的感情逐渐加深。

1940 年 3 月 3 日，30 岁的马海德与
21岁的苏菲到边区政府正式登记领取结
婚证书。结婚证是在一张纸上分左右两
联，本应裁开，男女双方各执一联。但马
海德坚决不让撕开，说：“我们一辈子也
不分开。”领到结婚证后，马海德当即给
好友路易·艾黎打电话，说：“好朋友，
我结婚了，请寄 200 美元。”收到钱后，
马海德在城内饭馆摆了 10桌宴请宾客，
毛泽东、周恩来等应邀出席。1943 年，
他们的儿子降生，取名幼马，随母姓周。

除了治病救人之外，马海德十分注重
与国际友人的交往，并在对外交流方面同
样发挥了积极作用。1937年，马海德担
任中共中央外事组和新华通讯社顾问，帮
助新华社建立了英语对外广播，实现中共
早期的国际宣传。在延安，马海德是外国
友人来访时的义务接待员。他的到来不仅
增强了军民对国际友好的信心，也为今后
的国际交流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从
1938年开始，马海德接待了许多外国医
疗队和友人，包括白求恩率领的医疗队、
印度援华医疗队、德国医生汉斯·米勒、
苏联的阿洛夫以及许多外国记者、专家、
外交官和军人。

随着革命根据地和中共情况真实地向
世界报道，医疗队等工作开展也更加顺
畅。此后，无论担任美军观察组顾问、中
共代表团医疗顾问，还是从事解放救济工
作，马海德总是尽可能向国际友人宣传中
共和解放区情况，争取他们的支持。

投身中国革命以后，马海德先后经历
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洗礼，在不断蔓
延的战火中先后办起了直属医疗所，筹建
了陕甘宁边区医院、八路军医院。在马海
德与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发展了8所中
心 医 院 ， 24 所 分 院 ， 形 成 了 总 计 约
11800张病床的医疗网，为抗日战争及解
放战争的胜利立下不朽功勋。

新中国第一个加入中国国籍的
外国人

新中国成立后，马海德立即提出了加
入中国国籍的申请。因为此时的他，已经
把自己看作新中国的一分子，他要全身心
地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去。

马海德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也赢得了
中国政府的尊重。1950年，在周恩来总
理的亲自批准下，他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加
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对此，马海德感到
非常激动，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新中国
的建设事业中。

1950年，马海德被任命为中央人民
政府卫生部顾问。1953年，在他的提议
下，中国皮肤性病研究所成立，他受命担
任中国麻风病防治中心主任，主要从事性
病和麻风病的防治和研究工作。20世纪
60年代中国政府宣布旧社会遗留下来的
性病在中国已经基本灭绝，这与马海德积
极从事性病研究和治疗是分不开的。

1972年1月24日下午，身患重病的美
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凝视着他的好友，
我国政府派往日内瓦为斯诺看病的医疗组
长马海德说：“乔治，我羡慕你！我羡慕你
走过的道路，我常想，如果当时我也像你一
样留在延安，我今天的境况将是怎样的
呢？”

1988年，78岁的马海德带病坚持工
作，终因体力不支病倒，10月 3日与世
长辞。临终前，他满怀深情地对亲友们
说：“如果让我重新开始生活，我还是要
选择这条道路，这是毫无疑问的。”

依照他的遗嘱，妻子苏菲把他的骨灰
撒进流进延安的延河，撒在那个奉献了他
全部青春岁月的地方。

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和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马海德的故事
黄黎

抗日战争时期，许多国际友人

来华支援中国抗战，并与中国人民

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抗战胜利后，

有的国际友人割舍不了对这块土

地的深情，自愿留在了中国。马海

德就是其中的一位，而且成为新中

国第一个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

人。他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

六届和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1944年，苏菲与马海德在延安。

▲ 1988 年 9 月，卫生部授予马海德的
“无私无畏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光辉典范”奖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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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厦门市同安区大同街道东山社区，有一座建于晚明时期的古朴
民居，这是明代爱国爱乡名臣蔡献臣的故居。

蔡献臣，明万历十七年 （1589 年） 进士，官至光禄寺少卿，
其父蔡贵易也是进士出身。因蔡献臣学问纯正、为官刚正不阿，
明熹宗将“平林”村御赐为“琼林”村，木匾现仍悬挂在金门县
蔡氏家庙内。蔡献臣著作有 《清白堂稿》《仕学潜学讲义》《四书
讲义》等，并曾应邀修纂《同安县志》，至今仍有极高的地方文献
价值。

蔡献臣曾任浙江宁绍巡海道，对海上军事防御有独到见解，多次
上书奏议。当时朝廷有官员认为澎湖驻军消耗军饷，建议朝廷撤走驻
防澎湖的军队，蔡献臣在《论澎湖戍兵不可撤》奏折中坚决反对从澎
湖撤兵，他从地理位置上分析东南沿海局势，论述了澎湖重要的战略
地位；处于九龙口水上要道的浯屿水寨不可裁，务必建立以浯屿为主
轴的防御体系；九龙口诸岛建筑铳城，互为犄角，严守水道，以攻为
守，保障闽海安全。

天启年间，蔡献臣遭宦官构陷，被迫辞官。归田后，蔡献臣对同
安的公益事业十分关心，捐资修建了三秀雪山岩、马巷通利庙、香山
岩僧舍、和尚桥、西安桥等。当时的仁德里海丰田（今集美区后溪镇
坂头桥东）靠苎溪灌溉，上游原建有堤坝，但屡修屡坏，蔡献臣带头
捐巨资在堤旁加修了一道堤岸，长达 6600米，海丰田从此安然无
事，连年保收，百姓受益匪浅，因此立碑，并请名士何乔远作碑文纪
念。

爱国爱乡蔡献臣
本报记者 照宁

日前，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交融汇聚——新疆精品历史文物
展”，展出新疆精品历史文物 209 件 （组），其中，一级品达 52 件
（组），包括彩陶、青铜器、玉器、金器、木器、锦绣服饰、简牍文
书、绘画雕塑、印章钱币、碑铭刻石等。

中国国家博物馆策展人、副研究馆员陈克双介绍，此次展览的
重点文物包括虎纹圆金牌、八龙纹金带扣、箜篌、蓝地人首马身纹
缂毛布、人首微笑牛头陶饮器、《论语·尧曰》 古注本(《孝经
义》)、《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残卷、伏羲女娲绢画、树下美人
图绢画等，这些精品文物蕴含丰富历史文化信息，反映各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体现丝绸之路上文化的交流互鉴，异彩纷
呈。

其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北朝绿地对鸡对羊灯树纹
锦，1972年出土于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地，此锦组织为夹纬经二重
平纹织物，残存为织物的半幅。织物略呈长方形，一侧有完整的织
物幅边，织物以绿色为地，显白色、红、黄色花纹。从残存看，全
副为对称两列横式纹样。图案以灯树为主体。树的基干如台座，枝
叶呈塔形，六只灯分三层作塔式排列。宛似带笑的人面，周边显白
色光芒。灯树上部空隙填以向树而立的对鸡，树下面两侧为伏卧的
大角双羊，羊的颈部系绶带。取谐音“吉祥如意”。该锦色彩鲜
艳，纹饰图案对称，具有多元文化特征。

1967 年吐鲁番市阿斯塔那 45 号墓出土的唐代伏羲女娲麻布
画，用三片原白色麻布缝合，麻布本设色。彩绘伏羲与女娲上身相
拥，下尾相交，伏羲，头戴幞头，穿紧袖内衣，外穿右衽宽袖黑色
长袍，腰间束带，左手执矩尺，右手勾着女娲的脖颈。女娲发束高
髻，穿紧袖衣和半背，下穿条纹裙，身披黑帛，右手执规，左手扶
于伏羲的腰间。伏羲女娲头顶日内绘金乌，下端有象征月亮的玉
兔、桂树和蟾蜍。四周绘云纹和星辰。

1973年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唐代烟色狩猎纹印花绢，
为多块拼对复原，存左幅边，平纹地。主图案为一头向右奔跑状
马，上骑一回首射狮狩猎者，马后为一立状张牙舞爪狮子，猎狗追
兔，猎鹰捕鸟，以及植物环绕狩猎者。整个画面生动写实，气氛紧
张。马的颈后部有烙印，应为当时官马的标记。图案上下连续，左
右对称，反映唐代上层社会狩猎活动的一种情景。采用夹缬花板印
花，先染绢为烟色，用模板夹紧织物，涂浆剂，除去深色，遗有浅
白或浅黄色图案，洗净浆剂即为成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党委书记、副馆长何嘉表示，此次展
览通过展示新疆历史事实、考古实物、文化遗存，让文物说话，让
历史发声。

新疆精品历史文物展
亮相国家博物馆

本报记者 付裕

定窑遗址位于河北曲阳县，烧
瓷始于唐而终于元，时间长达六七
百年之久，产品尤以白瓷而闻名。

唐代瓷盒以圆形为主，多为素
面，至晚唐、五代时盒面多刻划花
纹。至宋时瓷盒形制呈多样性。

此唐代定窑白釉盒上下子母口
扣合，盖顶隆起，腹下内收，圈
足。胎壁较厚，胎质坚硬。里外施
白釉，釉色洁白，釉面莹润。在唐
代，瓷盒主要为日用器，多用于盛
放妇女化妆品，有粉盒、油盒、黛
盒等，此外也有药盒、镜盒或专门
盛放香料之盒。

唐代定窑白釉盒

定窑白釉盒，唐，高 6.9
厘米，口径9.8厘米，足径5.4
厘米。故宫博物院藏。陕甘宁边区民政厅发给马海德、苏菲的婚姻证 八路总部发给马海德的军用证明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