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忠于职业心系病患
鞠躬尽瘁心系家乡

担任人民医院院长 带领医院快速发展

亲眼所见群众疾苦 少年立志成良医

天下瑞安人4 2023年1月5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陈瑞建 ▏编辑 林长凯

地址：浙江省瑞安市安阳街道万松东路 218 号 邮编：325299 电话：（0577） 总编办：65816333 发行部：65836178 广告部：65917777 广告发布登记证：3303812017001B 全年订价：258 元 印刷：温州浙报文化有限公司

“爱在左，情在右，走在生命两旁，随时撒种，

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花香弥漫，使穿

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

却不悲凉。”这是冰心老人沁人心脾的诗句，也是

王湘衡为医的毕生追求。王湘衡平时沉默寡言，

不苟言笑，但待人接物却满腔热情。他坐诊时对

熟人生人一个样、干部群众一个样、“城里人”“乡

下人”一个样。他时常对人说：“医生治病岂可以

贫富贵贱分等？”他嫉恶如仇，从善如流，行风正

派，不谋私利，视病人如亲人，从不收病人的馈赠，

认为收人的钱物，会贬低自己的人格，影响整个医

院的声誉。

王湘衡担任瑞安人民医院院长长达17年，1966

年在“文革”中受到冲击批判时，他问心无愧，泰然处

之，静心坚持看小儿科门诊。1976年，年届70岁的

王湘衡退休，在瑞安人民医院从医长达27年。

1984年7月，王湘衡重新受邀参加瑞安政协第

五届第一次会议，由儿子王鉴中扶着乘三轮车到会

场，听了时任瑞安县委书记张桂生的报告，他为瑞安

几年来取得的成绩和人民医院飞速发展而激动不已，

会后连写了几份提案，为瑞安县发展建言献策。

1986年7月19日，王湘衡旧病复发，不幸逝

世。追悼会上有一副挽联：“忠于职守，谦恭待人，

诸葛一生唯谨慎；明辨是非，紧跟时代，吕端大事

不糊涂。”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位爱国爱乡高

级知识分子不平凡的一生。

少年立志学医 一生医者仁心

王湘衡：悬壶济世慈博缘
■夏海豹/文

千百年来，医生，一直是个神圣的职

业，值得尊重的职业。“医者父母心”是古

人对医者道德修养的精辟之谈。天下最

大的爱，莫过于父母爱孩子，而“医者父母

心”就是要求医生面对病人，要像对自己

的子女一样去关心他、爱护他。

王湘衡、王超六兄弟俩都是瑞安的历

史名人，一个从医，一个办学，都很有名

气。作为哥哥的王湘衡在新中国成立初

期担任了瑞安人民医院的首任院长，一干

就是17年，为医院发展呕心沥血，鞠躬尽

瘁，其医术和事迹至今仍为人们所传颂。

【人物名片】
王湘衡（1907 年—1986 年），原名王毓

芳，瑞安城关人。1925 年瑞安中学初中毕

业。1935年毕业于上海同德医学院，先后被

江苏吴江县医院、无锡能仁医院、温州瓯海医

院、瑞安县卫生院聘为医师，尤精西医内科和

小儿科。1949年至1966年任瑞安县人民医院

院长。瑞安县一至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县人委委员，瑞安政协四、五届委员。1956年

当选瑞安县第二届人民政府副县长。

1907年，王湘衡（名毓芳）出生

在瑞安城关汇头街的一个殷实的家

庭。他幼年丧父，与母亲弟弟相依

为命。1925年，王湘衡瑞安中学初

中毕业后，和弟弟王超六一同考入

温州中学高中部学习。他的一篇议

论文受到当时的语文教师、著名文

学家朱自清先生的赏识，朱自清对

其大加赞扬，评语为“独具只眼”。

在温州中学学习时，王湘衡亲眼目

睹了伤寒流行，霍乱猖獗，夺去许多

人的生命，于是立志“不为良相、愿

为良医”，考入上海同德医学院。

他勤奋学习，终日手不释卷，寒

窗苦读久坐而导致背微驼。王湘衡

医学院毕业后，即任无锡能仁医院、

吴江县医院医师。吴江地方物阜民

富，部分人有吸食鸦片的恶习。因

王湘衡负责戒毒工作耐心仔细，态

度和蔼，以诚感人，男女烟民纷纷自

觉来要求戒毒。不出数月，断瘾者

五六百人，地方政府与民众感激不

尽，上下交誉。后来，“八·一三”事

变爆发，吴江地处苏州、上海之间，

敌机时来投弹扫射，医院搬迁，王湘

衡乃回瑞安自设诊所。

医疗技术是一种仁术，以救死

扶伤为己任，涉及千家万户。王湘

衡医学知识扎实，临床经验丰富，

素精内科，尤长小儿科，听诊、叩诊

特别准确。他看病对症下药，处方

不轻易用进口药和高价药，以减轻

病患经济负担，如遇困难户往往送

医赠药。仙降有一贫苦农民徐老

伯，在城中从事一些帮工等小活，

突患急性脑膜炎，病情危急，人已

昏迷，大小便失禁，经王湘衡悉心

救治，最后痊愈。考虑到徐老伯一

家生活条件艰苦，王湘衡对他的医

药费分文不取，徐老伯全家对王湘

衡感恩不尽。又如其弟王超六任

瑞中校长期间，寒暑假招生，考生

七八百名，体检中的心、肺部等项

目，都由王湘衡义务负责，他仔细

检查，慎下结论，一字似千钧。

抗日战争期间，王湘衡被瑞

安县卫生院聘为特约医师，在抗

战中救护伤员，往往废寝忘食。

在一次霍乱流行中，王湘衡奋勇

抢救病员，卓著劳绩，得到当时政

府的褒奖和社会称赞。抗日战争

胜利后，温州瓯海医院也慕名聘

他为医师。

1937年，江溪新渡桥人洪天

遂创办了瑞安县卫生院。受战争

影响，当时瑞安县卫生院内忧外

患，惨淡经营，处于风雨飘摇之

中。1941年，日寇侵占瑞安城，

医院院舍、设备破坏殆尽，后经数

度辗转搬迁，更是雪上加霜，难以

维计。1949年5月，瑞安和平解

放，百废俱兴，瑞安县人民政府筹

备委员会派人接管县卫生院。当

时医院只有12间旧屋，医疗设备

异常简陋，仅有西医4人，医师2

人，护士19人，病床25张。接管

小组认为，尽快物色一位精通业

务、深孚众望的人担任院长是关

键。王湘衡因被认为是德高望重

的名医而成为首选，但他却认为

自己缺乏行政能力，多次婉辞，最

后终被党和政府的诚意所感动，

毅然受聘。

1949年 10月，王湘衡担任

瑞安人民医院首任院长。任职期

间，他处处以身作则，勤恳工作，

废寝忘食，深谋远虑。首先延揽

王汉青、项棣荪、金慎之、方朴如、

池仲贤等名医组成坚强的医疗骨

干队伍，通过社会招聘、名中医带

徒、在职培训等办法壮大基本医

疗队伍；再次通过依靠党和政府

的支持，拨款扩建病房和科室，增

添医疗设备。例如通过瑞籍华东

军政委员会卫生科主任黄火兴同

志的支持，购得万能手术台，当时

在温州地区仅此一台，接着无影

灯及手术室器械相继到位，外科

的手术范围扩大了，一些急诊手

术再也不需转送温州的大医院

了。至1954年年底，仅经历5年

时间的发展，瑞安人民医院已初

具规模，医护人员达50多人，病

床增至102张。1966年“文革”

前，瑞安人民医院的硬件设备、医

疗水平和管理能力在全国县级卫

生院中已名列前茅，特别是还建

立了完整的医疗和病房档案，这

在全国县级医院中是罕见的，因

此受到省卫生厅检查团的表扬。

王湘衡曾被邀请参加全国医院院

长会议，全国来自县级医院仅两

人（另一位来自广东）。

1956年，作为无党派民主人

士的王湘衡还被推选为瑞安县第

二届人民政府副县长，主管文学教

育卫生工作，并在第一届县人民代

表大会上代表政府作了开幕致词。

王湘衡王湘衡（（前排左一前排左一））夫妇和弟弟王超六夫妇和弟弟王超六（（第二排左一第二排左一））夫妇合影夫妇合影

19421942年年，，人民医院全院职工合影人民医院全院职工合影

19541954年年，，人民医院手术室全体医务人员人民医院手术室全体医务人员
与医院领导合影与医院领导合影

19761976年年，，王湘衡王湘衡（（前排左三前排左三））与八位同事一起光与八位同事一起光
荣退休荣退休，，与医师职工合影留念与医师职工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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