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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39 年 11 月白求恩不幸逝世后，中国共产党借鉴传统旌表制度，大力褒扬白求恩大夫，既契合了中华

民族崇拜英雄的传统，又充分发挥了其劝善垂戒的社会教化作用，教育和动员人民群众参加抗战，进一步增强其抗

战到底的斗志; 中国共产党还号召广大军民学习白求恩精神，并把一般性号召转变为具体行动指南，在解放区尤其

是医疗战线上开展“创造白求恩式的医生”活动，把革命精神转化为革命行动，增强了革命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广泛地向全国人民宣传白求恩英雄事迹和革命精神，无形中树立了一个完美的无产阶级革命

者高大形象，用故事的力量实现了党的意识形态人格化的建构，促进了新民主主义政治文化建设，在潜移默化中创

造了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情感和政治认同。这样就实现了白求恩叙事从故事到革命精神的创造性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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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ole Model，Ｒevolutionary Spirit and Political Identity: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in Norman Bethune Narrative before Founding of PＲ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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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n Norman Bethune passed away in November 1939，the CPC followed the traditional commendation sys-
tem and praised Dr． Norman Bethune． This practice conformed to the Chinese tradition of hero worship; besides，it embod-
ied the social function of admonishing the good and warning the evil，and it would inspire and mobilize the people to partici-
pate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nd to fight with courage． The CPC also called on the military members and civilians in the
base areas to learn from Norman Bethune． In the liberated areas，especially in the medical profession，the campaign“Doc-
tor Norman Bethune as Our Model”was launched to transform the revolutionary spirit into material strength，strengthening
its cohesion and fighting capacity． At the same time，the CPC widely publicized Doctor Bethune's heroic deeds and revolu-

tionary spirit to the whole nation，virtually establishing a perfect image of proletarian internationalist hero． Thus，the true
story of Doctor Bethune constituted a powerful element in the personification process of the CPC ideology，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Democratic political culture．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emotion towards the Party and their po-
litical identity was gradually and successfully established． This not only became the spiritual strength that enabled the CPC
to achieve the revolutionary victory，but also posesses the profound political appeal that is still exercising huge influenc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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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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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 1939 年白求恩去世后，国内陆续出版了大量关于白求恩的文献资料，据 2017 年不完全统

计，“仅公开发表的文章就不下万余篇，小册子不下千余种，大部头作品也不下百余部，还有许多诗

歌、散文、小说、脚本、连环画等文学作品，还有多种报纸杂志和会议文集，还有大量的领导讲话、内
部文件、学习笔记等等”①，至今其数量更为庞大，内容包括了亲朋故友回忆白求恩、介绍白求恩生

平事迹、宣传白求恩精神、研究白求恩精神的历史作用及时代价值等; 海外学者也出版了少量研究

白求恩的论著，真实地描写了白求恩成长的全过程，②使人们更加全面地了解了白求恩，认识到他

是一个有血有肉的英雄人物。不过，国内成果大都属于政治宣传，偏重于现实意义; 海外学者虽然

从学术角度研究白求恩，但不足以说明其与中国革命的密切关系，以致人们虽然对白求恩和白求

恩精神耳熟能详，但对他怎样从一名革命烈士上升为中国革命精神谱系中一员知之甚少，故本文

从历史学角度，追溯新中国成立前白求恩精神的建构和传播过程。

一、褒扬抗日英雄: 进一步增强根据地军民抗战到底的斗志

中华民族素有崇拜英雄和学习楷模的历史传统，自先秦以来，几乎每一个朝代都建立了旌表

制度，为忠臣、孝子、义士乃至贞节烈妇等赐匾额、立牌坊，旌表其行，以彰其德，并达到劝善垂戒、
教化民众的目的。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借鉴旌表制度传统，大张旗鼓地褒扬革命英

烈。1939 年 3 月，毛泽东等致电八路军和新四军政治部，要求各级政治机关注意收集民族英雄范

例，“表扬这些英雄及其英勇行为，对外宣传与对内教育均有重大意义。”③由此，中共褒扬英雄模范

工作进一步走向了经常化，后来，晋察冀边区、陕甘宁边区等地多次召开群英大会或英模大会，褒

扬各行各业的英雄模范人物和集体，掀起了边区军民学英模、争先进的工作热潮。
亨利·诺尔曼·白求恩 1890 年 3 月 4 日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州格雷文赫斯特镇一个富裕的

牧师家庭，是一名医学博士，擅长胸外科医术，在加拿大、英国和美国等地医学界享有盛名，工作顺

利，生活优渥。1935 年 11 月，白求恩加入了加拿大共产党，自此投身于人类解放事业。1936 年白

求恩奔赴西班牙，参加了马德里保卫战，抗击法西斯侵略者。
1937 年 7 月，中国全国抗战爆发后，国际上许多正义人士热情支援中国。1938 年 1 月，白求恩

大夫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率领医疗队来华抗战; 4 月 1 日，白求恩抵达延安后，谢

绝了留在相对安全的延安工作的建议，说“自己来延安就是要去前线，绝对不能留在后方”; 6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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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白求恩来到了晋察冀边区，担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① 聂荣臻等人劝他先休息，白求恩却说，

“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休息的。你们……要把我当成一挺机关枪使用”。② 到达边区医院的第二

天，他就开始忙碌地工作，白天看病、做手术，晚上为医生和护士编写图解手册; 每隔一天，还给医

务人员上课，努力推动边区医务工作正规化建设; 同时，他多次组织流动医疗队，挺进冀中、晋西北

等地，“哪里有伤员，白求恩大夫就出现在那里”。③

白求恩在华北敌后工作了近两年时间，战斗时在前线积极抢救伤员，平时经常为老百姓治病，

深受边区广大军民的欢迎和爱戴。不幸的是，1939 年 10 月 29 日白求恩在救治伤员时，左手中指

被碎骨刺伤而感染败血症，11 月 12 日，因医治无效在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逝世，终年 49 岁。白求

恩逝世后，晋察冀边区军民极为悲痛。那时，日军正在“扫荡”边区，直到 17 日下午，在反“扫荡”战

斗间隙，晋察冀军区为白求恩举行了简短的告别仪式，暂时将他的遗体秘密掩埋在于家寨村南郎

山沟门。1940 年 1 月 5 日，晋察冀边区取得了反“扫荡”胜利后，遂在唐县军城南关村隆重地举行

了追悼白求恩大夫大会，赞扬白求恩“寒衣土布之服，饥餐粗粝之粮，救死枪林之下，扶伤炮火之场

……医术精于华佗，精神比于墨翟; 非热爱乎人类，谁曾至于此极”。④ 会后，正式安葬了白求恩大

夫。后来，聂荣臻回忆道，“白求恩同志逝世的时候，我们正在抗击日军的疯狂‘扫荡’，但是，边区

党政军领导机关和边区军民，依然在反‘扫荡’的间隙，为这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举行了隆重的

安葬仪式。后来，还在河北唐县军城村，精心设计修建了白求恩墓。这在当时边区的条件下，可说

是最高的规格了。”⑤

白求恩逝世的消息传到延安后，在陕甘宁边区军民中也引起了很大反响。11 月 21 日，中共中

央致电晋察冀边区，指出，“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同志，不远万里来华参战，在晋察冀边区八路军

服务两年，其牺牲精神，其工作热忱，其责任心，均称模范”，“白求恩同志的这种国际主义的精神，

值得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的学习，值得中华民国全国人民的尊敬”。⑥ 22 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

议，决定“举行追悼白求恩大会，并由中共中央、八路军和追悼大会向其家属发慰问电”。⑦ 由中共

中央决定为一名革命烈士召开追悼会，这可谓是中共历史上的第一次。23 日，中共中央致电慰问

白求恩家属，对白求恩“为世界人类解放事业与对中国抗战的伟大贡献，表示深切的敬意”。朱德

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延安各界追悼白求恩大夫筹备委员会也分别致电白求恩家属，对他不

幸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和亲切的慰问。⑧

12 月 1 日，延安各界人民在中央大礼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白求恩大夫大会。毛泽东题写了挽

词:“学习白求恩同志的国际精神，学习他的牺牲精神、责任心与工作热忱”; 陕甘宁边区政府也赠

送了挽联:“万里跋涉，树立国际和平，堪称共产党员模范; 一腔热血，壮我抗战阵垒，应作医界北斗

泰山”。⑨ 大会还向白求恩家属发了慰问电:“全延安党、政、军、民、学各界人士，均认为这是中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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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与全世界人民之重大损失，极表哀痛，除举行追悼大会，并表扬劳绩外，特电致慰问之意。”①

12 月 23 日，八路军总部通令全军沉痛哀悼白求恩大夫，“他是在革命中死的，是在中国抗战、
中国革命事业中死的……全八路军将士为白大夫的死而同声痛哭，我们将以更坚苦卓绝的精神来

继续白大夫未竟的革命事业，以答报白大夫对于我们的热望。”②次日，八路军总部在山西省武乡县

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朱德号召八路军全体指战员更加英勇作战，夺取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胜

利，以此来纪念白求恩大夫。③ 同期，其他根据地也遵照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陆续召开

了白求恩大夫追悼会，如白求恩大夫从未到过的盂县也召开了“纪念白求恩追悼会”。④ 同月，八路

军政治部在《八路军军政杂志》第 12 期上专门开设了《哀悼国际友人诺尔曼·白求恩博士特辑》，

刊载了党中央、八路军总部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等慰问白求恩家属电，以及雷加写的《友人白求恩》
等文章。此后，每逢白求恩逝世纪念日，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等一般都举行纪念活动，褒扬了白

求恩英雄事迹，号召人们尤其是中共党员学习白求恩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及其优良品质，进

一步扩大了其影响力和影响范围。
为了永久地纪念白求恩大夫，1939 年 12 月 1 日，八路军军医处决定，将延安八路军军医院改

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⑤ 此后，其它解放区也陆续以白求恩的名字更名或新建立一些医院、
学校。如 1940 年 1 月，原晋察冀军区后方医院正式更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这是八路军第二

所以白求恩名字命名的医院，其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2 月 16 日，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正式易名为晋

察冀军区白求恩卫生学校，现为吉林大学白求恩医学部。⑥ 据不完全统计，至 1946 年，各解放区共

建立了 40 多所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及其分院，成立了 8 所白求恩卫生学校。⑦

总之，中共继承传统的旌表制度方法，大张旗鼓地褒扬白求恩烈士，使更多的人了解、怀念和

铭记其英雄事迹和革命精神，这已经不是单纯的纪念，而是进一步鼓舞广大敌后军民的抗战意志，

增强他们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这种做法契合了中国重视伦理感情的历史传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

人对这名国际主义战士的崇敬乃至极其温情的一面，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许多人因国民党的长期

丑化宣传而以为共产党专搞阶级斗争、不通伦理亲情等刻板认知，较好地树立了共产党的正面

形象。

二、学习革命精神: 在解放区开展“创造白求恩式的医生”活动

孔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白求恩具有高尚的共产主义思想和国际主义精

神，为敌后抗战作出了卓越贡献，令人崇敬和难以忘怀。中共大力褒扬其为中国抗战作出的贡献，

号召广大人民群众向白求恩学习，还进一步把普遍性号召转变为具体行动指南，要求解放区军民

尤其是医务工作者积极学习白求恩的革命精神和优良的工作作风，为抗战作出更大贡献。
1939 年 12 月初，八路军政治部、卫生部决定编辑出版《诺尔曼·白求恩纪念册》，特意向毛泽

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约稿。12 月 21 日，毛泽东写了《学习白求恩》一文，概述了白求恩大夫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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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抗战的经历，赞扬他对工作“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极端的热情”和对技术“精益求精”，具

有国际主义精神、共产主义理想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和道德修养，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

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① 这就把普普通通的

白求恩的名字升华为一个完美的共产主义者的象征符号，并号召每个共产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向

白求恩学习，成为延续至今的学习白求恩活动的嚆矢。后来，学者姜义华认为，“这就是教化，一种

道德伦理，一种责任精神”，“是中国传统的民族精神的一个概括”。② 这本纪念册仅印了 1000 册，

主要在延安卫生机关、晋察冀军区卫生系统发行。③ 然而，《学习白求恩》一文思想性、艺术性俱佳，

且通俗易懂，非常有助于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遂

不胫而走，许多人通过手抄、油印等方式传阅这篇文章，使其在各根据地迅速地传播开来，成为人

们学习白求恩精神的理论指南。
此后，中央军委等部门多次号召广大医务工作者继承白求恩大夫的遗志，诚恳地接受他的宝

贵精神遗产，完成他未竟的事业。1940 年 3 月，中央军委卫生部提出，“希望全体医务工作者，站在

工作的立场上，用自我批评的精神，热烈的对白求恩同志的工作各方面成就加以深刻的讨论与研

究，并具体实现到工作中去。这样白求恩同志便没有死，永远活在我们心里，活在我们实际工作

中!”④11 月 12 日，毛泽东参加了延安中国医科大学纪念白求恩大夫逝世一周年大会，指出，革命

需要枪杆子，可是光有枪杆子还不行，还要有各种各样为拿枪杆子的人服务的人，部队需要医生，

需要大量的医生。他抚摸着讲桌上的白求恩石膏像，对广大师生说，“你们要向他学习”。⑤

晋察冀边区率先开展了学习白求恩大夫活动。早在 1940 年 1 月 4 日，晋察冀军区《抗敌三日

刊》出版了“追悼国际友人白求恩大夫专刊”，军区主要领导人集中发表文章，缅怀白求恩大夫的丰

功伟绩，号召人们学习白求恩。聂荣臻明确提出，“我们要学习白求恩同志!”⑥13 日，聂荣臻再次

要求“边区担任医务工作同志应一致向白大夫学习”，“学习白求恩大夫积极顽强彻底的工作作风，

发扬白大夫刻苦耐劳国际友爱的伟大精神。”⑦此后，晋察冀军区医务部门中很快开展了学习白求

恩、创造白求恩模范工作者的活动。如 1942 年冀中军区卫生部女护士张喆“在这残酷的‘扫荡’
‘清剿’的一年中，她独自救护了 80 多个伤员，使他们恢复了健康、重上战场”。⑧

1942 年春，第十八集团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提出，“在全军医务人员中开展向白求恩同志

学习，创造白求恩式的医生的活动”; 5 月 5 日，第十八集团军野战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正式发出“学

习白求恩大夫”的命令，各抗日根据地很快开展了“创造白求恩式的医生的活动”。⑨ 11 月 13 日，

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召开了纪念白求恩逝世 3 周年扩大纪念会，向全军卫生部门发出竞选“白求恩

工作者”的通知及竞选办法，指出，“纪念白求恩，必须发扬广大白氏的伟大国际共产主义者，忠于

职务的革命工作者的精神，成为八路军卫生工作者自己的工作作风与品格，克服现时卫生部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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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的一切不良倾向，彻底执行当前上级所给予的一切工作任务。并发动全军卫生部门工作中的

全体工作人员竞选‘白求恩工作者’。”①12 月，晋察冀军区又召开了卫生工作会议，聂荣臻指出，

“今后明确规定卫生机关的任务，是‘一切为了伤病员’，怎样进行治疗，保证早日出院，恢复健康，

减少死亡与残废”;“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强的医生，不要堆在行政机关里，所有医务行政机关与人

员都应该接近病人，到医院中去”。② 军区卫生部部长姜齐贤也要求培训业务干部，提高技术水平;

要像白求恩那样做革命的医务职业家，学习白求恩和柯棣华的工作作风。③

1943 年 7 月，野战卫生部钱信忠部长总结了各地学习白求恩活动的情况，归纳了白求恩的优

良作风与高贵品质的具体内容，包括关心爱护病人的态度、始终如一的忠于技术工作、艰苦工作克

服困难的精神、耐心的教育工作、精密的组织工作和科学的统计工作、没有大医生的架子、伟大的

国际主义精神等 7 个方面，要求医务人员“以白求恩同志的工作作风，为我们全体医务卫生人员的

作风; 以白求恩同志的工作方向，为我们全体医务卫生人员的工作方向”，努力克服医疗工作中的

各种错误，如放任自流机械的工作作风、粗枝大叶、自以为是、形式主义和不负责任等，“共同努力，

个个练成白大夫式的医生、白大夫式的医务工作者”。④ 这就进一步推动了各根据地学习白求恩大

夫的活动。如 1943 年冬，晋察冀边区反“扫荡”期间，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一面组织“战地手术组”
“巡回医疗队”，跟随部队战斗在抗日前线; 一面由医生、护士带领一部分伤病员，分散隐蔽在深山

野洞和地窖内，他们日夜守护在伤病员的身旁，保证伤病员的安全和尽快恢复健康。如邢竹林大

夫在敌人搜索部队脚下的山洞里为十数名伤员做手术，及时地救助伤病员; 梁克融医生到处搜集

验方，自己制作药品，克服了药品短缺的困难; 模范护士苏景芳不畏艰难条件，总是以深厚的阶级

感情照顾伤病员，获得了伤病员的爱戴等。⑤ 不久，晋察冀军区授予邢竹林医生“白求恩模范工作

者”的称号; 1944 年 2 月，他又被评为三等战斗英雄，并参加了晋察冀边区首届群英会。⑥

1944 年 7 月 7 日，朱德总司令号召“开展新英雄主义运动”，“以群众所最熟悉的和最钦佩的群

众英雄及其业绩来教育群众，以群众英雄的活榜样号召大家前进”。⑦ 此后，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陆

续开展了新英雄主义运动，其中，医务部门提出以白求恩为榜样，学习他“一切为了伤病员”的精

神，“创造成千上万个白求恩式的工作者”。⑧ 1943 年年底，延安白求恩和平医院在白求恩逝世 4
周年纪念大会上，通过了《学习白求恩十项公约》，主要包括:“体贴伤病同志痛苦，重视伤病同志生

命”“想尽一切办法忠诚地为伤病同志服务”“面向工作，不怕做得多，只怕做得少”“忠于职务，不

见异思迁，不好高骛远”“舍己救人，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等。⑨ 广大医务工作者以此为标准，发

扬“对工作极端地负责任，对技术精益求精”的白求恩精神，努力做好医务工作，涌现出许多白求恩

式的英雄模范人物。1945 年 1 月 14 日，陕甘宁边区召开了群英大会，丁强被授予甲等英模奖，曲

正、黄树则、徐根竹、邵达、周百其、郑文甫被授予乙等英模奖; 瑏瑠白求恩和平医院也被军委卫生部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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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模范医院”。①

解放战争时期，更多的医务工作人员加入了革命队伍，他们的技术水平和工作热情都比较高，

但其思想认识一时还落后于革命形势的需要，“有很多同志思想上常是存在着许多不正确的观点，

因此在工作中也就经常表现出不满意和不安心。”因此，各解放区非常重视医务工作者思想教育工

作，把学习白求恩“作为业务思想上的武器”，规定学习毛泽东的《学习白求恩》等文件，“要求各医

疗卫生机关的负责同志，必须有组织有领导的来进行这一文件的学习，使医务工作同志们反复阅

读、反省和讨论”，不断纠正错误思想，使他们“在业务思想上武装起来; 为‘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而认真切实的服务于人民”。②

各解放区还出版了一些学习资料，如 1948 年 8 月，大众书店、东北书店等出版了《白求恩与阿

洛夫》; 1949 年 4 月后，天津市卫生接管处编印了《医务工作者的道路》，东北军区后勤卫生部和东

北政委会卫生部出版了《论医务工作者的道路》，华北军区后勤卫生部政治部编印了《白求恩与阿

诺夫———医务工作者的新方向》等，这些书都收录了毛泽东《学习白求恩》和《诺尔曼·白求恩断

片》两文，生动地介绍了白求恩的英雄事迹，在抽象的革命理论与具象的英雄人物之间形成了直观

的对应关系，用感人的故事说明了革命的大道理，具体而直观地阐释了革命医务工作者的努力方

向，帮助他们很快放弃了各种不正确的观点，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投入到革命斗争中去，为

最大多数人民群众服务，才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广大医务工作者积极学习白求恩大夫的革命精神和精湛的医疗技术，并以此作为衡量医务工

作者良窳的标尺，涌现出了许多白求恩式的医生和医疗集体，如东北的丁志辉流动医院、华东的李

兰丁医疗队和何永福医疗队等。③ 1949 年华北军区卫生部总结道:“在共产党的正确的领导，与白

求恩工作精神和作风指导下，我们虽然处在日寇频繁扫荡的环境中，仍能采取分散的荫蔽的形式

管理伤病员保证了他们的安全，并紧张而秘密地完成了治疗任务。当时治疗伤员占 68%，治好病

员占 93%。”解放战争时期又建立了野战卫生勤务组织工作，建立了由火线至兵团与后方医院的一

系列的阶梯治疗，“据 66 团调查，负伤后 79. 77% 伤员在 15 分钟内能得到包伤，73. 27% 伤员半小

时内可运至卫生队( 距火线三里) ”，④这样非常有利于伤员恢复健康，巩固了部队战斗力。

三、传播英雄故事: 建构与弘扬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文化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频繁制造“摩擦”事件，污蔑中共“实行封建割据”，“三年来他们

在河北的表现呢，只是看见他们作游避的行动，未尝看见他们作一次轰轰烈烈的抵抗的努力”。⑤

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在国外，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封锁政策，很多人被蒙住了眼睛……那里的许

多人对于解放区几乎是什么也不知道的”⑥，难免对中共认识不清甚至产生了偏见。
为了使人们了解根据地的真实情况，1939 年 5 月，中共中央进一步加强宣传工作，“注意宣传

鼓动工作的通俗化、大众化、民族化，力求各种宣传品的生动与活泼”; 1941 年 5 月，中宣部又提出，

“以客观事实证明八路军、新四军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合法地位( 合于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合于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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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遗嘱，合于抗战建国纲领) ”;“以真凭实据粉碎其造谣诬蔑，以公开揭露对付其秘密宣传。”①然

而，囿于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固有敌意，中共很难在国统区进行公开、广泛的社会宣传，而白求恩是

一名来华参战的外国人，其特殊的身份和第三方的立场具有更大的可信度和说服力，于是，中共有

意识地采取新闻报道形式，宣传白求恩感人事迹和革命精神，以便澄清国民党的造谣污蔑。
1939 年 11 月 25 日，美国友人马海德发表了《哀悼诺尔曼·白求恩博士》长文，比较全面地介

绍了白求恩在残酷的敌后战争环境中战斗与生活的情况，“他一身就兼具了高度的政治觉悟，高妙

的医疗技术和真正的组织能力”，“总在不知疲倦地工作，有时甚至在一天之内替 10 个以上至 15
个人施行手术，”“亲自领导一个医疗队在前方工作，离开火线从来不曾超过 8 里地，他的绝大部分

的治疗工作，是在这样靠近火线的地方执行的”。② 这就间接地宣传了边区军民坚决抗战的事实，

揭破了国民党对中共“游而不击”的污蔑和攻击。12 月 4 日，《新华日报》刊载了《悼念白求恩大

夫》一文，向国统区人民介绍了白求恩大夫在华北敌后抗战中的卓越贡献。12 月 15 日，马海德又

在《保卫中国同盟通讯》上发表了《一个为中国而斗争的战士的牺牲》一文，向海外人民介绍了白求

恩大夫的动人事迹。12 月 30 日，《解放》杂志特别开设了“纪念我们的国际友人———白求恩同志”
专栏，刊载了《中共中央悼白大夫电》《中共中央慰问白大夫家属电》《朱彭总副司令慰问白大夫家

属电》《延安各界追悼大会慰问白大夫家属电》《白求恩同志给聂司令等的信》和马海德的《纪念诺

尔曼·白求恩博士》等文章，较全面地介绍了根据地人民褒扬和纪念白求恩的活动。此后，在白求

恩逝世 3 周年、4 周年纪念日时，《新华日报》也都刊载了纪念白求恩的文章。
白求恩所作所为看似都是一些平凡、琐碎的小事，但其中蕴含着高尚的人性、人道主义、国际

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思想，为那些饱受战乱之苦、精神陷入迷茫的人们提供了健康向上的精神食

粮; 不管人们的政治立场如何，他们几乎都能在白求恩身上找到适合自己学习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故白求恩故事很快在根据地内、外传播开来，其影响力甚至深入到沦陷区。1940 年初，有人在上海

报刊上发表文章，赞扬白求恩怀有“伟大的人类同情”，“不管帝国主义者是怎样地疯狂，然而伟大

的人类同情却不能被炮火所毁灭，这一真理，我们在白求恩博士身上又一次得到证明了”; 直言不

讳地批评许多国人“似是长在世外一样”，缺乏同情心，“就拿执行医生业务的来讲，直到今天，还有

许多在‘孤岛’上游手好闲，宁可为老爷们、少奶奶们摸摸肚皮推推筋骨”; 最后，号召后方的医务工

作者尽快地醒悟过来，以白求恩大夫为榜样，放弃安稳的生活，参加到抗战中来。③

1942 年后，各根据地文艺工作者按照“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掀起了创作反

映解放区人民斗争的文艺作品的热潮，宣传白求恩文章也顺势而起。周而复曾经在晋察冀边区工

作多年，耳闻目睹了许多白求恩感人事迹，更“迫切地感到有责任及早用文艺形式写出来，报告给

前方( 包括敌后广大地区) 和后方人民”; ④1944 年 11 月上旬，在白求恩大夫逝世 5 周年前夕，他在

《解放日报》上连载了长达 2 万多字的报告文学《诺尔曼·白求恩断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塑

造了一个完美的革命者政治形象，全面准确地宣传了敌后根据地人民的工作和生活，对于消除许

多人对共产党和敌后根据地的误解发挥了较好作用。1945 年八路军联防政治部把这篇报告文学

单独编辑成册，首次公开出版。
1947 年 10 月，中共中央提出了“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口号后，就需要进一步构建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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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主义政治文化，促进全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然而，新解放区和国统区群众大多对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缺乏正确的了解和认识，尤其是知识分子大多信奉自由主义甚至

利己主义，他们虽然对国民党专制统治不满，但“受了长期的反动政治教育，与长期从事于程度不

等的反动宣传工作，或有浓厚的糊涂思想”，①对共产党存在许多误解甚至敌意，“许多读者怕读进

步的作品，以为进步的作品都是枯燥乏味的，句子往往长到二三十字一句，不容易看懂”②。当时，

中共在国统区的秘密宣传范围有限且较为抽象笼统，难以引起人们的理解和共鸣; 而文艺宣传具

有形象、生动、通俗易懂等特点，人们比较容易接受和理解，借此宣传党的政策和解放区的情况，可

以潜移默化地构建新民主主义政治文化，支持和认同新民主主义革命。1946 年 6 月，时任华北联

合大学副校长的周扬在张家口市编辑出版了《解放区短篇创作选》，其中收录了《诺尔曼·白求恩

断片》一文，不久，东北书店、光明书店等数次出版该书; 1949 年 5 月，周扬又编辑出版了“中国人民

文艺丛书”，再次把《诺尔曼·白求恩断片》收录其中。同期，华中新华书店、江淮出版社、华东新华

书店总店、东北书店等先后出版了《诺尔曼·白求恩断片》单行本。
1946 年 12 月，周而复创作完成了长篇小说《白求恩大夫》，用动人的笔触和真切感人的描写，

再现了白求恩医生在敌后抗战中一个个平凡而伟大的故事，使读者看到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的完人形象，而且他是一个国际友人，更易于引起国统区人民的共鸣。1948 年 7 月 1 日香港《小说

月刊》第 1 卷第 1 期开始连载这部小说，1949 年 2 月知识出版社首次在上海出版了《白求恩大夫》
单行本，首页上用大字印上了毛泽东的一段话，“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

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 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中国共产

党员，每个都要学习他这种精神”。有人特意在一份基督教会刊物上发表了书评，认为那段话也

“是毛泽东先生对这本书所作的最恰当的评价”，该书“通过了白求恩大夫这个人物，告诉了读者，

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人民所进行的解放事业，是得到全世界的进步人士的支持

的!”白求恩大夫“抢救伤员，训练医务干部; 感化落后分子，使中国革命的队伍更加壮大! 更加有

力! 这种伟大的国际主义的精神，是应该加以表扬，加以颂赞的”。又说，该书“厚厚的 381 页，但

人们看过了以后，没有一个能不把这本书看完，因为文笔、故事、人物，都太吸引人了，使人恨不得

一口气把它看完”。③ 该小说思想性、艺术性俱佳，迥异于国统区迎合小市民脾胃的“流行”的所谓

文艺作品，更跳出色情与荒诞等低级趣味的俗套，展现出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获得社会广泛好

评，很快就销售一空。同年 5 月、11 月分别再版和第 3 版，印刷总数达到了 1 万册，这一销量在当

时来说的确是惊人的。
这些文艺作品进一步在全国扩大了白求恩故事及其精神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其中隐含着独

立、自由、民主、平等和富强等新社会理想，极大地强化了文艺作品的社会教化作用，为已经厌倦了

国统区政治腐败和社会黑暗的广大民众打开了另一个崭新世界的窗户，极具思想冲击力和震撼

力。一方面，它以感人的艺术表达形式，塑造了一名高尚、纯粹、有道德、脱离低级趣味、有益于人

民的人的政治形象，无形中打破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习惯认知，阐释了共产党人完美的人格

和人性观照，这极大地改变了国人尤其是国统区民众因国民党的长期丑化宣传而形成的共产党人

残酷无情的政治偏见，潜移默化地对共产党人产生情感认同; 另一方面，它把抽象的革命道理用人

们喜闻乐见的文学话语表现出来，用鲜活的事例把共产党人的理想和新社会具象化，在很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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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契合了国统区人民对未来自由、平等社会的想象，具有强烈的政治代入感，进而比较容易接受党

的纲领和政策，构建了新民主主义政治文化，并产生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为建立新中国奠定

了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
白求恩故事还被编入了学校教材，这更具有深远影响力。1948 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指定华北

局宣传部编制一套全国统一使用的中小学教科书; 1949 年 3 月，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审定和出版

了《中等国文》，“力求立场、观点、思想方法比较正确”，“以树立青年革命的人生观与实事求是的

科学态度”。① 其中，第四册第八、九课连续节选了《诺尔曼·白求恩断片》部分，这在教科书历史

上实属罕见。1949 年秋季开学时，这套教科书在新、老解放区大量发行。据统计，仅上海联合出版

社就出版了中小学教科书和工人读本 930 万册，除供应了上海 1500 多所中小学校、工人夜校外，还

供应了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地区。② 这就进一步增强了白求恩精神的影响面和持续影响

力，使一届又一届学生通过学习白求恩故事，直接接受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并在实践过程中

将其传承下去，更好地树立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成为新中国新社会的一代新人。

结 语

从白求恩逝世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形势、中心任务等发展变化，多次

转变白求恩叙事的主题和方式，广泛地宣传了白求恩故事和革命精神。从最初褒扬和纪念白求恩

大夫，很快发展为学习白求恩精神、争取成为“白求恩式的医生”; 最后，广泛开展文化宣传、学习活

动，进一步传播了白求恩革命精神，并迅速地从党内和根据地扩展到党外和国统区。这种做法超

越了传统褒扬制度，具有更深刻的革命内涵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国共产党通过系统地、多层次、多样性的褒扬、宣传和学习活动，层层累积地建构了一个无

产阶级革命者的完美形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中华民族崇拜英雄的文化传统，充分发挥了其

劝善垂戒的教化作用，深深地感动、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使他们从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的束缚下

解放出来了，积极地投入到革命斗争中来; 同时，它把白求恩革命精神转化为物质力量，不仅培养

了许多“白求恩式医生”，还使大批的医务工作者很快地克服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牢固地树立

了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更重要的是它把“白求恩”这个普普通通的人名升华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政

治符号，用故事的力量实现了党的意识形态人格化的建构，向全国人民具体而生动地诠释了中国

共产党的思想理论、革命精神和道德价值观，形象地阐释了“共产党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救

中国”的无私奉献精神，推动了新民主主义政治文化的建设，在潜移默化中强化了人民群众对党的

政治认同和政治情感。这样，就实现了白求恩叙事从故事到革命精神的创造性转化。这不仅成为

中国共产党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取之不竭的精神源泉，更具有深远的政治号召力和感染

力，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共产主义新人，至今仍然发挥着巨大的精神作用。

( 责任编辑 尹正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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