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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您并不很熟悉，但说起中华民族的文明始祖尧帝我想大

家一定都不会陌生。我要自豪地告诉您的正是：唐县就是尧

帝的出生地。唐县在历史称古唐侯国，因尧受封于此故也被

称为唐尧，唐县也由此得名。所以我应该对大家说一声：欢

迎您来到尧帝的故乡！ 古老的历史，必然孕育了众多的人文

景观并沉淀深厚的历史文化。唐县有古北岳恒山--大茂山、

华北道教圣地--青虚山和建于北宋庆历年间具有极高的文物

价值的卧佛寺摩崖石造像等。在近代历史中，唐县更因革命

老区和模范抗日根据地而闻名。在抗日战争时期唐县因晋察

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而成为晋察冀边区的经济和文化中心。

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柯棣华大夫曾在此地长期工作

和生活，并以身殉职于河北唐县。今天我将带大家参观的就

是唐县县城北面两公里的钟鸣山下的白求恩柯棣华纪念馆。 

在我们的向纪念馆行使的路上，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建馆

的经过。 白求恩、柯棣华以身殉职后，为了弘扬他们的精神

，增进中加、中印人民的友谊，边区军民克服了重重困难，

于1940年和1943年分别在唐县军城南关为白求恩和柯棣华大

夫修建了陵墓。1971年，在唐县县城为两位国际友人建立了

纪念馆。随着馆藏资料的丰富和对外交往的不断发展，原有

的纪念馆已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建设新馆已成为唐县人民

的强烈愿望。 1984年3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来唐县视察

工作，并亲笔为纪念馆题写了馆名。1985年，经河北省人民



政府批准，馆址北迁，在钟鸣山下另建新馆。1986年11月，

新馆落成。1986年11月2日，中、加两国白求恩纪念馆结为姊

妹馆。建馆以来，先后接待国际、国内各界人士达160余万人

次。纪念馆已经成为向广大观众进行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教

育的大课堂。1995年，纪念馆被保定市委、市政府命名为保

定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97年，被河北省委、省政府命名

为河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同年6月，被中宣部命名为全国

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我们眼前这一组建筑气势宏大、雄

伟壮观的建筑就是白求恩柯棣华纪念馆。高高耸立的牌楼上

方的"唐县白求恩柯棣华纪念馆"的馆名是由胡耀邦同志亲笔

题写的。 整个白求恩柯棣华纪念馆占地面积45955平方米，建

筑面积2300平方米，是全国规模最大的白求恩、柯棣华纪念

馆。整个建筑以它宏伟的气势、精美的造型和独特的建筑风

格列入德国法兰克福《世界工艺美术大辞典》。1991年，美

国国际展览中心盛情邀请该馆参加其国际大展；1992年，北

京黎光耀教授主编的《中国博物馆大全》把该馆列入其中

；1993年，山东出版的《中国博物馆大观》该馆榜上有名

；1994年，国家文物局编纂的《中国博物馆志》也将该馆收

入其内。加拿大园艺家贝林先生曾把他亲手培育的被加拿大

政府命名的"白求恩精神花"（杜鹃花）空运赠送该馆。如今

这里已经成为国内外友人瞩目的地方。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

馆内，大家可以看到满眼绿色，苍松翠柏交相辉映。我们眼

前的这个一卧碑上方镌刻着的就是白求恩和柯棣华的浮雕头

像，下方镌刻着用中英文对照的两位国际主义战士的生平简

介。 我们拾级而上的是南低北高的108级花岗岩石阶，站

在108级条石台阶上，回首南望，整个县城尽收眼底。放眼远



眺，定州开元寺塔隐约可见。馆区内雪松参天，桧柏挺立，

宏伟庄严，令人肃然起敬。 白求恩柯棣华纪念馆的主体建筑

分为"两馆一堂"，北侧中央八角型结构的是纪念堂；西侧为

白求恩纪念馆；东侧为柯棣华纪念馆。"纪念堂"由聂荣臻元

帅亲笔题写，可容纳近千人，主要用于举办各种类型的纪念

活动。 下面请大家先随我参观白求恩纪念馆。 白求恩纪念馆

有三个展厅，珍藏着白求恩生前工作、生活的图片101幅，实

物31件。展出的主要内容分为六个部分，下面我来带大家一

一参观。 一、坎坷的青少年时代 1890年3月3日，白求恩出生

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格雷文赫斯特镇一个牧师的家庭。他的祖

父是当地一个很有名望的医生。白求恩从8岁就立志学医，要

成为像他爷爷那样的人。白求恩的童年，是在一个衣食无忧

的小康人家度过的。他真正饱尝人生的艰辛是从大学时代开

始的。为了筹备上学的费用，白求恩在街头卖过报纸；在大

学的食堂里当过侍者；在内河航行的轮船上当过烧火工；在

伐木场当过伐木工人。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白求

恩被迫中断学业，应征入伍。1916年，白求恩毕业于加拿大

多伦多大学医学院。1923年8月，与弗朗西丝结为夫妇。1926

年的夏天，白求恩患上了可怕的肺结核病。在当时，肺结核

病的危险如同我们今天的癌症。患有肺结核的病人和被判死

刑的犯人一样，只能等死。为了不拖累年轻的妻子，白求恩

忍痛和弗朗西丝分手了。 在一份医学杂志上，白求恩发观了

一个新的治疗方法--"人工气胸疗法"。于是，白求恩在自己的

身上大胆试验。两个月以后，奇迹出现了。白求恩用这种方

法不仅治好了自己的肺结核病，而且还使他在胸外科疾病的

研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并发明了许多胸外科医疗器械。成



名以后，白求恩并没有忘记那些生活贫苦的穷人，他在自己

的家乡，开办了加拿大医学史上第一个免费诊所，为那里的

穷人免费看病。1935年11月，白求恩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加

入加拿大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二、

投身国际反法西斯前线 1936年7月18日，西班牙法西斯分子佛

朗哥发动武装叛乱，德、意法西斯头子希特勒、墨索里尼

派20万军队协助作战。美、英、法等国在"不干涉政策"的掩护

下暗中支持叛军。54个国家的进步力量联合组成国际纵队，

与西班牙共产党和劳动人民并肩作战。白求恩加入了加拿大

志愿军，投身西班牙战场，参加反法西斯的战斗。11月3日，

白求恩率医疗队抵达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白求恩到达马德里

的时候，正是德、意法西斯军队对这个城市发动猛烈进攻的

时候。他在马德里组织了世界上第一支人工输血队，把鲜血

直接送到前线上去，从而挽救了许多伤员的生命。他的创举

轰动了整个前线，二战时，这个方法被交战国双方纷纷仿效

。 三、奔赴中国抗日战场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

了全面的侵华战争。 1937年7月30日，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

先生应邀参加美国洛杉矶医友晚餐会。恰巧，白求恩大夫也

应邀参加晚宴，当他走到陶行知面前时，主人热情地向白求

恩作了介绍。当白求恩听说陶行知来自战火纷飞的中国时，

立即紧紧握住他的手。陶行知向白求恩介绍了"七七事变"后

中国面临的严峻形势，白求恩被陶行知的满腔爱国热情所感

动。于是，在征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同意后，白

求恩很快组建了一支医疗队。1938年1月8日，白求恩率加、

美援华医疗队自温哥华码头启程，乘"亚洲女皇号"轮船取道

香港转赴中国内地。轮船抵达香港后，白求恩一行又转乘飞



机来到武汉。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受到了周恩来副主席

的亲切接见。在周恩来副主席的安排下，白求恩率医疗队离

开武汉奔赴延安。 1938年3月21日，白求恩率医疗队来到西安

，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朱德总司令亲切会见了白求恩。3月

底，白求恩率医疗队到达延安。到延安后的第二天傍晚，毛

泽东主席亲切会见了白求恩。白求恩请求组织医疗队到前线

去，直接为伤员服务，最大限度地降低死亡率。当时，抗日

战争正处于最艰苦阶段，敌强我弱，战斗频繁，前线急需训

练有素的医务人员。因此，毛主席批准了白求恩的请求

。1938年5月2日，白求恩率医疗队离开延安，前往晋察冀边

区。 四、战斗在晋察冀边区 1937年10月，八路军115师主力南

下，留下政委聂荣臻率2000余人的部队以五台山为中心，发

动晋察冀边界地区广大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根

据地，1938年1月建立晋察冀边区抗日民主政权。 (一)初到五

台 1938年7月17日，白求恩率医疗队到达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驻

地--山西省五台县金刚库村。他见到聂荣臻司令员的第一句

话就是："告诉我，司令员同志，我的战斗岗位在哪里?"聂荣

臻向白求恩介绍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形势和军区的卫生工

作，并聘请他担任军区卫生顾问。第二天清晨，白求恩就以

军区卫士顾问的身份视察设在松岩口的后方医院。一周内检

查伤员521名，平均每天行走几十里的山路。一个月内实施手

术147例，这对于一个年近半百，一叶肺已失去机能的白求恩

来说，要付出多么大的精力呵!实际上，白求恩的活动远不止

抢救伤员，他想创办一所模范医院，边教学边示范，为我军

培养一批有经验的医务人员。 1938年8月11日，毛主席发来电

报，同意白求恩担任卫生顾问，并批准了他关于建设"模范医



院"的报告。毛主席在电报中指示，请军区每月发给白求

恩100元津贴。为了照顾白求恩的生活，聂荣臻请求他接受这

笔津贴。白求恩原封不动地把钱退了回去，并且严肃地说："

我是来支援中国的民族解放的，我要钱做什么?我要穿得好吃

得好就在加拿大，不来中国了。" 1938年9月15日，模范医院

在松岩口村落成。 (二)巡回医疗 模范医院的建立，挽救了大

批八路军指战员的生命。但是，战争每分钟都在流血，许多

重伤员几经周折转移到医院，往往因为延误时机而死亡。于

是，白求恩及时总结经验，根据游击战争的特点，迅速组织

起医疗队到前线去，进行战地救护。 1938年11月29日，359旅

在雁北广灵公路伏击日寇。白求恩率医疗队到前线进行战地

救护，连续工作48小时，为71名伤员实施手术。由于抢救及

时，绝大多数伤员重新获得了生命，并且大多数伤员的伤口

没有感染。成功的救护，使得白求恩异常兴奋，并给了他宝

贵的启示。 1938年冬，白求恩在唐县由翻译董越千介绍，拜

访了新西兰传教士凯瑟琳，提出请她帮忙的要求。凯瑟琳应

白求恩的请求，先后30余次到北平采购医疗器材和药品，为

八路军建立了一条地下医疗药品输送站，为中国人民的民族

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巡回医疗中，白求恩发明了

类似驴驮子的运输工具--药驮子，它的里面装载的医疗器械

和药品，可以进行100次的手术和500次的包扎，非常适用于

战地救护。因此，被根据地军民亲切地称之为"卢沟桥"。

1939年2月15日，白求恩在唐县花塔村度过了他来华后的第一

个春节。春节过后，白求恩率东征医疗队前往冀中抗日战场

。 (三)东征冀中 白求恩既是医生，又是无畏的战士，哪里战

斗最激烈，他就奔向哪里。他遵照聂司令员的指示，率东征



医疗队过平汉铁路来到冀中。在冀中军区司令部肃宁东湾里

村，受到贺龙师长和吕正操司令员的热烈欢迎。 1939年4月23

日凌晨，驻河间的日、伪军2000余人包围了我八路军120师716

团第三营在齐会村的驻地，著名的齐会战斗在贺龙师长的指

挥下打响了。在这次战斗中，白求恩将战地手术室设在了离

齐会村仅有3公里的真武庙。除了吃饭和短暂的休息外，白求

恩没有离开过手术台。炮弹接二连三地在附近爆炸，白求恩

却十分镇静地做手术。齐会战斗连续打了3天3夜，白求恩连

续工作了69个小时，为115名伤员做了手术。他在极端困难的

条件下冒着生命危险，以精湛的医术和高度责任心创造了治

愈率最高的纪录。 (四)创办卫校 1939年6月底，白求恩率东征

医疗队返回冀西唐县，聂荣臻同志在唐县和家庄为白求恩接

风洗尘，同时，邀请他列席晋察冀边区党代会。一个外国人

被邀请参加晋察冀边区的党代会，白求恩认为这充分表明了

中国共产党对他的信任。党代会以后，为了给根据地培养一

支训练有素的医疗队，他建议创办卫生学校，为我军培养一

大批能够独立工作的医务人员。 1939年9月18日，晋察冀军区

卫生学校在唐县牛眼沟村正式成立。白求恩向卫校赠送了显

微镜、X光机、小闹钟和医疗书籍。 (五)情洒唐县 唐县地处

冀西太行山东麓，山川秀丽，抗日战争时期为晋察冀军区司

令部所在地。当年，白求恩曾多次到这里巡回医疗。他奔走

在崇山峻岭，出入于枪林弹雨，以严谨的工作态度和卓越的

医疗技术，满腔热忱地为抗日军民服务。每到驻地，就为当

地群众治病，而且从不接受礼物。当群众提着礼物来感谢他

时，他总是说："你不要感谢我，我是八路军的医生，你应该

感谢八路军才对。"白求恩视群众为亲人，与根据地军民结下



了深厚的友谊。 (六)生命似火 白求恩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

业，拒绝生活上的特殊照顾，甘愿布衣粗食、风餐露宿。他

一息尚存，就不忘战斗。在临终时刻，他想到的仍然是伤员

、是战友，他以超人的毅力、超负荷的工作，创造出非凡的

业绩，把一切都奉献给了人类最壮丽的事业。 1939年10月20

日，是白求恩原定回国的日期，晋察冀军区为白求恩回国召

开了欢送大会。就在这时，日寇以"战地专家"阿布规秀为总

指挥，集中了27000余人的兵力，对我冀西抗日根据地发动了

疯狂的"冬季大扫荡"。听到日军扫荡的消息后，白求恩立即

推迟了回国的行程，要求参加反扫荡。军区司令部批准了他

的请求，由他率领医疗队，赶赴摩天岭前线，将手术站设在

离前线仅3.5公里的孙家庄小庙。 前线的战斗在激烈地进行，

我军的伤员也在不断增加。战场形势千变万化，司令部命令

：医疗队立即从孙家庄一带撤出。原来是从北线进攻的敌人

，为了摆脱被各个歼灭的命运，要以孙家庄为中心重新集结

。考虑到医疗队的安全，司令部命令立即转移。医疗队决定

将轻伤员先行转走，留下急需手术的十几名重伤员，术后同

医疗队一起转移。 时间紧迫，手术在顺利地进行，突然，哨

兵跑来报告："对面山上发现敌人!"白求恩和其他医生不动声

色，只是暗暗地加快了手术动作。一个手术还没做完，哨兵

第二次跑来报告："敌人正向这里逼近!"这时，还有10名伤员

等待手术。白求恩走出小庙，竖起拇指，目测了距离，发现

敌人离小庙还有5公里。于是命令："再增加两张手术台，同

时手术。"3张手术台同时手术，大大加快了速度。当最后一

名伤员抬上手术台时，我警卫部队已经同敌人的先头部队接

上火了。这时，只听得枪声、炮声响成一片。同志们都劝白



求恩赶快转移。躺在手术台上的伤员也说："白大夫，您快走

吧！给我一颗手榴弹，等鬼子来了，我就和他们拼了。"白求

恩却说："孩子，谁也没有权力把你留下。现在要不实施手术

，你这条腿就保不住了。"说完，白求恩就立即为这位伤员进

行手术。手术中，白求恩的左手中指被碎骨刺破，但他仍然

坚持为伤员做完手术。等白求恩带着伤员刚刚转移，鬼子的

先头部队就冲进了孙家庄。 10月29日，白求恩手指的伤口发

炎了。但是，他没有声张。11月1日，在甘河净后方医院发观

一名颈部患丹毒合并蜂窝组织炎的伤员。由于手术复杂，白

求恩决定亲自手术。在手术中，白求恩受伤的左手中指受到

了致命的感染。11月2日，他带着伤痛检查了200多名伤员

。11月3日，他用手套将伤口裹好，又为13名伤员做了手术。

黄土岭战斗打响后，白求恩又带着伤痛参加了战地救护。整

整一天，白求恩都在主持救治工作。他四肢无力，浑身发冷

，体温高烧达39.6度。由于病痛的折磨，他终于支持不住了。

医疗队的同志们想尽一切办法进行抢救。但是，白求恩的病

情仍在继续恶化。11月10日，军区首长命令白求恩回后方医

院进行治疗。送白求恩去后方的担架离开了前线，他躺在担

架上不无感慨地说："我十二分惦念的是前方流血的战士，假

使我还有一点儿支持的力量，我一定留在前方。"11月10日下

午3时，护送白求恩的担架来到唐县黄石口村，这里离后方医

院只有6公里了。但是，白求恩感到生命即将离他而去，他想

争取一点儿时间，为中国革命再做一点贡献。于是，他坚持

住在黄石口，不去后方医院。11月11日上午，白求恩给在花

盆后方医院养伤的翻译朗林写了一封信，并让人立即送走。

在后方医院，朗林同志含泪读完了这封信。在信中，白求恩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惦念着战斗，惦念着伤员，惦念着军

区的卫生工作，而惟独没有想到他自己。 白求恩病危的消息

，牵动着根据地军民的心。军区首长派林金亮医生赶来抢救

；战士们从前线送来刚刚缴获的急需药品；黄石口的老乡们

赶来要求献血⋯⋯各种各样的办法都用上了，由于白求恩的

病情继续恶化，大夫们深感回天无力。"#F8F8F8"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