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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教授

• 制度背景

一级教授中的“一级”含义是工资级别，指在全国所有具有教授职称的教师中，这一等级教师的工资水平是最

高的。但其内涵并不仅仅局限于增加工资、提高待遇这么简单，它实际上是对教师在全国学术水平、学术地位

的一种肯定和褒扬，有时候甚至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它被形象地称之为“学术地位的最高标尺”。

——徐彬. 1956年一级教授评定之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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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医 16 位一级教授

1 位上医主要创始人：颜福庆

1 位毕业于湘雅医学院：吴绍青

2 位杰出女性：陈翠贞、王淑贞

5 位上医毕业生：林兆耆（1931届）；钱惪、杨国亮（1932届）；张昌绍（1934届）；  

                苏德隆（1935届）

5 位上医副院长：黄家驷、钱惪、胡懋廉、沈克非、苏德隆

5 位中共党员：钱惪、黄家驷、杨国亮、徐丰彦、苏德隆

6 位九三学社社员：颜福庆、谷镜汧、苏德隆、郭秉宽、荣独山、王淑贞



博学多才 学贯中西



颜福庆（ 1882-1970）
• 公共卫生学
• 耶鲁大学医学博士学位
• 英国利物浦大学
•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吴绍青（ 1895-1980）
• 肺科学
• 湘雅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
• 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
• 美国哥伦比亚医学院

谷镜汧（ 1896-1968）
• 病理学
• 德国海岱山大学医学博士学位
• 美国西奈大学

沈克非（ 1898-1972）
• 外科学
• 美国西奈大学医学博士学位

教育背景



陈翠贞（ 1898-1958）
• 儿科学
•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医学博士学位

王淑贞（ 1899-1991）
• 妇产科学
• 美国芝加哥大学理学学士
• 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医学博士

学位

胡懋廉（ 1899-1971）
• 耳鼻喉科学
• 美国哈佛大学医学博士学位

杨国亮（ 1899-2005）
• 皮肤科学
• 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医学

博士学位
•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等

教育背景



荣独山（ 1901-1988）
• 放射学
• 北京协和医学院医学博士

学位
• 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

徐丰彦（ 1903-1993）
• 生理学
• 复旦大学生理学系
• 英国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郭秉宽（ 1904-1991）
• 眼科学
• 维也纳大学医学博士学位

黄家驷（ 1906-1984）
• 胸外科学
• 北京协和医学院医学博士

学位
• 美国密歇根大学硕士学位

教育背景



钱惪（ 1906-2006）
• 传染病学
• 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医学

博士学位
• 美国波士顿大学

张昌绍（ 1906-1967）
• 药理学 
• 国立上海医学院医学博士

学位
• 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苏德隆（ 1906-1985）
• 公共卫生学
• 国立上海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
• 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硕士
• 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林兆耆（ 1907-1992）
• 内科学
• 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医学

博士学位
• 英国利物浦大学

教育背景



群星璀璨 汇集上医



• 上医主要创始人

• 邀请聘任

• 毕业留校

• 医院合并

• 工作调动

• 主动应聘



上医主要创始人

• 颜福庆，字克卿，上海市人。中国著名

的医学教育家、公共卫生学家、国家一级

教授。1956年加入九三学社。曾任湘雅医

学专门学校（湘雅医学院前身）院长、北

京协和医学院副院长。国立上海医学院首

任院长，上医主要创始人。



上医主要
创始人

• 1909年获医学博士学位，是亚洲第一位耶鲁大学医学博士。毕业后应

耶鲁大学校友胡美邀请到医院行医

• 1914年与美国人胡美共同创办长沙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湘雅医学院前

身），并任该校第一任校长

• 1926年任北平协和医学院副院长

• 1927年，创办国内第一所国立医学院——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



邀请聘任

• 谷镜汧，字渭卿，浙江余姚人。我国病理学奠基人之一、医学教育家、

国家一级教授，上医创办人之一，上医病理学科的创始人。1956年加入

九三学社。

• 1926年就职于北京协和医学院病理科

• 1927年应颜福庆院长之邀任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病理学讲师

• 1931年赴美国西奈大学病理学进修，1932年8月后回国，历任上医副教

授、教授

• 1941年任上医教务主任，1945年任国立上海医学院代理院长

• 1946年内迁人员返沪后，继续出任国立上海医学院教务主任、代理院长



邀请聘任

• 吴绍青，安徽巢县人。中国防痨先驱、著名呼吸病专家，国家一级

教授。1921年获湘雅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

• 1927年出任南昌医院第一任中国籍院长

• 1929年赴美国哈佛医学院任研究员

• 1932年回国出任南昌医院代理院长兼任肺科主任，并在南昌西郊创办

肺结核疗养院

• 1938年，朱恒璧代理院长聘他为国立上海医学院肺科教授，负责上医

内迁昆明事宜。内迁期间出任中央医院副院长、院长

• 学校回迁上海后，任澄衷肺科疗养院（今上海市肺科医院）院长

• 建国后，在上海医学院率先建成独立的肺科教研室，出任教研室主任



邀请聘任

• 郭秉宽，福建龙岩人。中国眼科学奠基人之一、医学教育家、国家一级

教授，上海医学院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的主要创建人之一。1956年加入九

三学社。

• 1934年获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

• 1936年9月回国，在同济大学医学院任教

• 抗战时期，他辗转在江西、贵阳、重庆等地进行战地救护工作

• 解放后接受上海医学院聘请，担任医学院教授和附属中山医院眼科主任

• 1952年，郭秉宽参与筹建了上医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任眼科主任并兼任

副院长



邀请聘任

• 荣独山，原名荣宝岩，江苏无锡县人。我国放射医学奠基人之一、国家一

级教授。中华放射学会和《中华放射学杂志》创始人。1956年加入九三学社。

• 1929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留校任放射科住院医师

• 1933年赴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放射研究所进修放射诊断，1934年学成回国

继续在协和工作，任放射科主治医师

• 1936年任南京中央大学放射科主任

• 1946年携夫人林飞卿再度赴美于密苏里州州立肿瘤医院进修放射治疗学。

1947年底回国，任国防医学院放射科主任、教授，同时兼任同济大学医学院

教授

• 1949年9月，荣独山与夫人应上海市人民政府卫生部门邀请一起到上海医学

院任职



• 林兆耆，上海人。我国内科学主要奠基人之一、国家一级教授。1931年

作为首届毕业生毕业于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上医前身）。

• 1931年毕业后留校，就职于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今华山医院）

• 1933年考取庚子赔款奖学金赴英国利物浦大学留学，1936年学成回国，被

聘为国立上海医学院讲师，次年8月任副教授

• 1945年任上医内科系教授、主任

• 1952年，任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内科学院(华山医院)副院长

• 1955年4月，医学系成立，任系主任，领导内、外、妇、儿、神经、五官等

18个教研组

• 1961年9月22日任中山医院院长

毕业留校



• 杨国亮，四川邛崃人。中国现代皮肤病学主要奠基人之一、国家一级

教授。中共党员。1932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

• 1932年毕业后留校在上医第一教学医院（今华山医院）皮肤科工作，

1938年任讲师

• 1939年11月，随学校内迁至昆明，后迁至重庆

• 1941年任副教授，1944年任教授

• 历任上海医科大学教授、皮肤病学研究所所长、皮肤病学教研室主任，

华山医院皮肤科主任

毕业留校



• 张昌绍，江苏嘉定（今属上海）人。中国药理学奠基人之一、医学教

育家、国家一级教授。1934年毕业于国立上海医学院。

• 1934年毕业后留校任药理学助教

• 1937年赴英国伦敦大学进修，1939年获博士学位，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 1940年到美国哈佛大学访问进修,1941年回国随学校内迁重庆，任国立

上海医学院药理学副教授、教授，药理教研室主任，兼任中央卫生实验

院研究员

• 1946年随学校返回上海，任上海医学院药理学教研室主任

毕业留校



毕业留校

• 苏德隆，南京市人。我国流行病学奠基人之一、国家一级教授。

1935年毕业于国立上海医学院。1962年加入九三学社，1980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

• 1935年以上医第五届第一名毕业，获得金质奖章。毕业后留校从事

公共卫生工作，他是颜福庆最得意的门生之一

• 1944年赴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卫生学院留学，获公共卫生学硕士学位

• 1945年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并被接受为英国皇

家统计学会、微生物学会会员

• 历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副院长，预防医学研究所

所长，上海市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



医院合并

• 王淑贞，江苏吴县人。中国现代妇产科奠基人之一、国家一级教授。1956

年加入九三学社。

• 1925年获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同年在该医学院附属医院任医师

1年

• 1926年回国任上海西门妇孺医院妇科主任

• 1932年同时出任上海女子医院院长，成为该校第一位中国籍院长。1942年

为不让医院沦落到日本侵略者手中，她毅然解散了医院

• 抗日战争胜利后再远渡重洋，为重建医院筹款，两年后，完成医院重建。

重建后的医院外墙、屋顶均为红色，被上海市民亲切称为“红房子”医院

• 1951年西门妇孺医院与红十字会第一医院（今华山医院）、中山医院妇产

科合并为上海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王淑贞出任妇产科医院院长

• 自20世纪50年代，还任上海第一医学院教授、妇产科教研组主任



医院合并

• 陈翠贞，北京市人。我国儿科学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国家一级教授。

• 1924年获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回国，就职于北京协

和医院任儿科助理住院医师

• 1929年与同在协和工作的外科医师沈克非结婚。此后随沈克非调至芜湖

弋矶山医院任儿科医师。不久又一起赴南京创办中央医院，任儿科主任，

同时任南京中央大学，南京军医学校特邀儿科讲师等职

• 南京沦陷后，中央医院内迁至湖南长沙又转迁贵阳、成都。后中央医院

内迁重庆，1941年成为国立上海医学院的附属教学医院。陈翠贞任中央

医院儿科主任，并同时出任上医儿科教授



医院合并

• 沈克非，原名沈贤亚，浙江嵊县人。中国现代外科学奠基人和先驱者之一、

国家一级教授。

• 1924年获美国西奈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后留附属教学医院工作

• 1926年回国，应邀就职于北京协和医学院外科

• 1929年离开协和来到安徽芜湖弋矶山医院出任外科主任，不久应卫生署署长

刘瑞恒邀请去南京创建南京中央医院。医院建成后任首任外科主任，后出任

副院长、院长

• 1937年奉命带领医院全部人员及部分设备西撤长沙，转移贵阳，再迁重庆。

兼任湘雅医学院、贵阳医学院和内迁重庆的国立上海医学院的外科学教授，

任三校的外科学业务指导和教学工作

• 抗战胜利后，回国立上海医学院任外科主任、教授、中山医院院长

• 1958年12月，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



医院合并

• 钱惪，字孟修，江苏省江阴县人。传染病学家、医学教育家、国家一级教授。中

共党员。1932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

• 1932年毕业后在上海同仁医院任住院医师，后去南京中央医院工作,1933-1936年

先后任内科住院医师、住院总医师

• 1939-1944年，先后任重庆中央医院内科代理副主任、副主任、代理主任

• 1941年内迁重庆的国立上海医学院将重庆中央医院接收为学校附属教学医院，钱

惪兼任国立上海医学院名誉副教授

• 1946-1958年任上海医学院内科教授

• 1956-1958年8月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

• 1956年，作为上医副院长接受创建重庆医学院的任务，带领上海第一医学院各级

教职医护人员400余人，西迁重庆创建重庆医学院



工作调动

• 胡懋廉，字洁民，天津市人。中国现代耳鼻喉科学奠基人之一、医学教育

家、国家一级教授。

• 1921年毕业于北京国立医学专门学校。毕业后留校任教一年，后去北京协和

医学院附属耳鼻喉科任助理住院医师

• 1934年担任南京中央医院耳鼻喉科主任，1937年后任中央医院代理院长，负

责医院西迁工作。抗战胜利后随中央医院回迁南京

• 解放前夕从南京调任上海市第二劳工医院建立耳鼻喉科。1950年出任上海公

济医院（今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兼耳鼻喉科主任

• 1951年调入上海医学院筹建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1952年7月出任眼耳鼻喉

科医院首任院长

• 1956年5月起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



主动应聘

• 黄家驷，字午峰，江西玉山人。中国胸外科奠基人之一、国家一级教授。

生物医学工程学奠基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共党员。

• 1933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后留校任协和医院外科医师

• 1932年日军进逼长城古北口，他参加协和医疗队，奔赴热河前线救死扶伤

• 1935年应聘至国立上海医学院，历任外科主治医师、讲师、副教授等职

• 1951年12月至1958年11月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

• 1958年调任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任院长



主动应聘

• 徐丰彦，浙江淳安人。中国现代生理学奠基人之一、医学教育家、国家

一级教授。中共党员。

• 1927年以第一名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理学系。同年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创立。

9月和生理学家蔡翘一起应聘，分别出任新组建的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生

理学助教和副教授

• 在蔡翘的带领下，徐丰彦为医学院的学生开设生理学课程，并共同创建了

上医第一个生理实验室

• 1936年留学回国后就任南京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副研究员

• 1939年在成都中央大学医学院工作

• 1945年受聘出任国立上海医学院生理系教授。1946年随学校师生返沪在上

医重新组建生理学系



开疆拓土 著书立说



• 现代中国医学教育重要奠基人。颜福庆1927年创建国内第一所国立医学院，将“预防医学”贯

穿办学实践。1928年7月在医学院内组建公共卫生科，兼公共卫生科教授。同年8月，吴淞卫生

公所正式成立，颜福庆规定医学专业学生必须在吴淞公共卫生教育实验区接受1个月的公共卫生

实习，这是全国医学院校最早确立“预防为主”的教学思想。他是国内最早将公共卫生学引进

国内的学者。

• 推行“公医制”，明确医学院的专职教师不可以营利为目的私人开业。内科教授林兆耆曾一度

私人开业，后在颜福庆影响下，放弃了个人诊所，全身心投入上医教学，取得杰出成就。

办学引领



• 1915年，颜福庆与公共卫生学家，中国检疫、防疫事业先驱

伍连德等人共同发起在上海组建中华医学会，任第一届会长。

同年11月，创刊《中华医学杂志》。提出学会的宗旨是：巩

固医家交流、尊重医德医权、普及医学卫生、联络华洋医届。

• 中华医学会宣言书 [J] . 中华医学杂志,1915,01( 01 ): 

50-52.

• 1947年陈翠贞负责筹建《中华儿科杂志》，1950年7月《中

华儿科杂志》创刊，陈翠贞出任刊物主编。

• 1952年，荣独山与谢志光、汪绍训等创办了中华放射学会和

《中华放射学杂志》，担任中华放射学会副主任委员、《中

华放射学杂志》副主编。

学术引领



医院引领

• 1937年颜福庆创建中山医院

• 中山医院落成典礼的开幕报告中对医学生说：“我们上医，认定做医生和护士的人选，必须要

有牺牲个人、服务社会的精神。服务医学事业，不存在升官发财的心理。若然有人拿服务人类、

以公众利益去学医，这才是最好的，取这种目的的人，才是人类的服务者。如果在医院和学院

的全体同仁，皆能抱此决心，则中国的医学事业，定会有相当的进步。所以，比起物质上的需

求，医学人才的服务精神才是最为重要的。”



• 1950年在中山医院，沈克非勇闯外科禁区，完成了国内第一例右额叶脑瘤切除术，并推动上

医在国内首先创建了神经外科。开创了我国神经外科先河，催生了中国神经外科事业。

• 1952年荣独山参与制造成功中国第一台200毫安X线机，第一台国产X线机安装在中山医院内

试用，从此奠定了国产X线机的生产基础。

• 1952年吴绍青与军事医学科学院合作试制“异烟肼”，经过科研攻关，于1953年研制成功国

产“异烟肼”，该药疗效高、副作用少、且价格低廉，对于中国结核病防治事业意义深远。

技术引领



• 钱惪带头西迁创建重庆医学院：他举家西迁，带领上医四百

多位教师和医务工作者扎根川渝，历任重庆医学院副院长、

院长，重庆医科大学名誉校长，为重医的创建和发展倾尽半

生心血，为西南地区的卫生事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 陈翠贞助力重医儿科筹建：她克服上医儿科系刚成立的困难，

顾全大局，动员调动全系骨干力量近30人支援重医儿科筹建，

亲自赴重庆指导工作，使得重医在很短时间建立儿科系。

风范引领



著作引领

《妇产科学》

王淑贞  1960年

《病理学总论》

谷镜汧 1951年

《眼科学》

郭秉宽 1950年



著作引领

林兆耆

• 1964年《内科学》

• 1952年《实用内科学》



著作引领

沈克非 

• 1963年 《外科学》

荣独山

• 1953年 《普通X射线诊断学》

• 1961年 《X线诊断学》



医学报国 大公无私



• 黄家驷组织参与前线救护。1937年8月13日淞沪战争爆发，学校

组成红十字会第一救护队参加前线救护，该救护队为流动手术队，

黄家驷任副队长，医疗队赴无锡筹建伤兵医院。

• 钱惪投身血防送瘟神。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亲自任命钱惪为血吸

虫病防治大队治疗顾问。他对治疗血吸虫病的锑剂使用量十分果

敢，在他的带领下，医疗队的治疗效果大大提高，第三野战军第

九兵团因此授予他“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为人民服务的模范教授”

称号，荣立二等功。他还在1982年主编了《实用血吸虫病》，对

各地血吸虫病防治工作起到指导作用。



• 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 1951年1月，来自上海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的108人组成

第二大队参加首批上海市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一

级教授黄家驷和钱惪等带头报名参加，分别出任总队长

兼第二手术大队队长、第二手术大队副大队长，带队奔

赴东北前线。医疗队驻扎在东北齐齐哈尔第二陆军医院，

担负教学和医疗的双重任务，全力救治前方送来的伤病

员。

1951年7月钱惪在抗美援朝中荣立“一小功”

1951年1月黄家驷、钱惪出发参加抗美援朝



• 1951年8月，上医组建第二批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

第七大队。

• 沈克非任医疗手术总队技术顾问团主任顾问。1952年7

月，沈克非主编的《抗美援朝战伤处理文集》由东北军

区后勤卫生部出版。1952年末负责在沈阳筹建中央军委

卫生部中心血库，并任血库主任。林兆耆任第七大队医

疗队顾问，奉命筹备军医学校。

1951年林兆耆（二排左七）参加抗美援朝



• 胡懋廉一生清廉正气，两袖清风。他多次要求领导

减去他作为医学院顾问的津贴费，还教育子女不要

贪图享受，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服务。

• 荣独山和夫人林飞卿分别是一级、二级教授，虽收

入不低，但勤俭节约。于1981年向上医捐款6万元，

设立了“荣林氏奖学金” 。
荣林氏奖学金奖章

胡懋廉教授四位子女大幅画卷



• 谷镜汧多次撰写文章宣传开展尸体解剖

的重要性，并身体力行，捐赠遗体用于

解剖，为上海市开展志愿捐赠遗体工作

奠定了基础。

解剖志愿书刊登于1955年《大众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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