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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记忆：
烽火岁月中的生命方舟
1983 年 9 月，贵阳市人民政府将图云关

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85 年 11 月，贵

州省人民政府将“国际援华医疗队旧址”确

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同年，贵阳市委、

市政府在图云关建“国际援华医疗队纪念

碑”；2005 年，作为原救护总队卫训所工作

人员杨锡寿的女儿，杨永楦选择图云关的

抗战救护史作为调研课题，成为贵阳图云

关抗战纪念馆的历史探寻者。

近日，在贵阳图云关抗战纪念馆，杨永

楦站在沙盘前，指着还原的房子、山脉和道

路为参观者讲述着当年的故事——

1939 年 2 月，爱国华侨林可胜博士率

领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从武汉、长沙

穿越战火，抵达贵阳图云关，在此扎根直

至抗战胜利。期间 ，救护总队在此建立

起完善的组织体系：战地救护指挥、医务

执行、业务派出、培训及后勤保障机构协

同运作，队伍也从组建初期的 37 支救护

队扩展到 178 支，鼎盛时有 3420 名工作人

员、200 辆救护车。

来自英国、波兰、德国、奥地利等 9 个

国家的 37 名医疗志愿者被统称为“西班牙

大夫”——他们都曾参加西班牙反法西斯

战争，多为共产党员，初衷是像白求恩一

样直接参加战地救护。为融入中国，他们

取了中文名：傅拉都、白乐夫、柯芝兰、甘

扬道……他们扎根图云关整整六年。

图云关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成为医学

人才的摇篮。该训练所采用“实习为主、讲

授为辅”的速成模式，三个月就能培训出

能上前线的医护人员。据统计，训练所连

同 5 个分所共培训医护人员超 2 万人，远超

当时国内任何医学院校。

参观中，杨永楦指着图云关中华红十

字救护总队旧址还原沙盘中的篮球场介

绍，那里战时有八对夫妻举行集体婚礼；园

林路边的二层小楼被称为“马来亚楼”，曾

是林可胜的住所。

1939 年至 1945 年间，图云关创造了惊

人的救援成就：实施手术近 20 万次、骨折

复位 3.5 万余人，住院治疗 200 余万人，门

诊军民 450 余万人次，预防接种 460 余万

人次。

全国抗战救护体系的“心脏”
——探访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贵阳图云关抗战纪念园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董容语 文/图

在贵阳层峦叠翠的“黔南首关”——图云关，国际援华医疗队纪念碑前的鲜花常新。这里，曾
是全国抗战救护体系的“心脏”。历经80余载风雨洗礼，人道主义精神的脉搏依然在此跳动，化作
一座守望历史的精神灯塔。

1938年 1月至1945年 10月间，这片扼守黔中咽喉的山岭，汇聚了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军
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陆军第167后方医院、美军第27野战医院等机构。彼时的图云关，不仅
是战时中国救护体系的中枢，更是全国最大的医学中心与军医培训基地，成为支撑前线浴血奋战
的“生命补给线”。

三千多名中国医护人员与数十位外籍专家在此集结。他们超越党派、宗教、国籍与肤色的藩
篱，坚守着人道主义的八条救护信念。他们大多数人从图云关出发，奔赴炮火连天的前线，在血
与火中用手术刀、绷带和药品构筑起一道守护生命的“血肉长城”。

如今，国际援华医疗队纪念碑、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旧址英雄群像、贵阳图云关抗战纪念馆
等共同组成了图云关的纪念地标——“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贵阳图云关抗战纪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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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往事：
救护总队的中共党支部

在贵阳抗战救护的历史中，位于城郊图云关的中国

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与市中心的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曾

有一段鲜为人知的红色往事。

渊源始于武汉。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创始人林

可胜博士在武汉期间，结识了后任八路军贵阳交通站

站长的袁超俊。

1938 年夏，在八路军驻湘代表徐特立指示下，隶属

于中共长沙市委北区委员会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

特别党支部在长沙成立，由郭绍兴担任书记，这是一个

具有战斗力的支部。后来，周恩来同志在将特别党支部

的直接领导关系交给袁超俊时特别强调：“红十字会知

识分子多，爱国华侨多，要做好统战工作，任务很重，要

领导好。”

1939 年春，救护总队迁至贵阳图云关。搬迁刚一结

束，支部书记郭绍兴即持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组织介

绍信找到袁超俊，接转了党的组织关系，并汇报了特支

工作及党员发展情况。同年春夏之交，袁超俊以在图

云关 167 医院治病为掩护，秘密主持召开了救护总队党

员会议，宣布成立中共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总支部

委员会，进一步健全了党的组织建设。

1939 年冬，经袁超俊的沟通，林可胜同意向八路军

捐赠一批急需的药品和医疗器械。林可胜还亲自安排

车辆将这些物资运送至西安八路军办事处。

在图云关这片热土上，曾活跃着许多著名的共产党

员，如后来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章文晋、曾任北京医院

院长的计苏华等。他们既是救死扶伤的医者，也是隐

蔽战线的战士。

如今，在贵阳图云关抗战纪念馆内的人物厅，有

8000 余名中外救护队员名单铭刻在电脑名录里。驻足

于此，杨永楦能如数家珍地说出其中许多人：如新中

国首任红十字会总会秘书长胡兰生，抗美援朝外科大

队长、上海第二医学院副院长倪葆春，东南医学院附

属医院院长汤蠡舟等等。

十年蝶变：
从历史记忆到精神地标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到

80 周年的十年里，图云关不断发生着变化。

2015 年 8 月 30 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活动在图云关森林公园举行。活动现场，

各界人士敬献鲜花、祭奠英烈，这一天意义非凡。杨永楦记

得，近 70 位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队员

后人齐聚于此。父辈共同的战斗经历让他们彼此相认，这份

跨越时空的连接，也为日后纪念馆的建设奠定了重要的文物

捐赠基础。

杨永楦坦言，她对图云关历史价值的深刻认识始于55岁之

后。“过去只模糊记得父母在此行医，常听他们提起林可胜、周寿

恺、荣独山等名字，还有那些并肩作战的外国医生。”直到2005年

遇见周寿恺教授之女周菡，共同的历史使命感促使她决心发掘这

段尘封往事。在杨永楦的积极倡议和奔走下，“中国红十字会救

护总队”纪念碑于 2013 年在图云关森林公园庄严落成。

经贵州省委、省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共同申报，2017

年，国家批准建设“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贵阳图云关抗战纪

念园”。杨永楦作为纪念园建设和展陈组专家，日夜搜集整理

资料，后在贵阳市政协文史委的支持下，出版“图云关抗战救

护”文史资料，并且征集到来自美国、匈牙利、台湾等地的纪念

品，极大丰富了纪念馆的藏品，提升了图云关的影响力。

2022 年初，“贵阳图云关抗战纪念馆”建成开放，成为各级

党组织开展党日活动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

2025 年 3 月，电影《图云关》杀青；5 月 8 日，在第 78 个“世界

红十字日”到来之际，主题曲《爱与和平》(女声版)发布，在纪念

“世界红十字日”的同时，也向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的人致敬。

十年间，纪念园园区总用地面积达 3 公顷，总建筑面积

3000 平方米，设计保留了历史原貌：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旧

址、林可胜住所、国际援华医疗队纪念碑、高田宜墓等历史遗

迹被精心保护，新建了纪念馆、史诗墙、追思园、殉职员工纪念

碑（复原）等设施。

其中，纪念馆作为核心建筑，总面积 2500 平方米，设三个

展厅，通过运用声光电技术，生动展示了救护总队和卫训所在

抗战岁月中的杰出贡献。馆藏抗战时不远万里从美国运送来

的“奎宁”“盘宁西林”原装药品，林可胜的遗物，以及《战时卫

生工作规程》等珍贵史料。

2023 年 1 月，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档案入选第五批《中

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十年间，这段历史的光芒在书本中闪耀：《战地红十字——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抗战实录》《在血与火中穿行》《国际援

华医疗队在战时中国（1937-1945）》《图云关抗战救护》《国殇：

抗战时期的红十字医疗救护》等著作发布。

国家认证的档案文献、庄严肃穆的纪念空间、感人至深的

文艺作品……十年耕耘，图云关守护并传递着那份穿越烽火

的博爱与担当。

全球回响：
跨越山海的历史追寻

图云关的历史价值，早已跨越时空，成为全球各界人士共

同发掘和追寻的共同记忆。

1987 年，贵阳市政协编辑出版《文史资料·第 22 辑》，收录

十九篇抗战亲历者的“三亲史料”，其中杨锡寿所撰《回忆周寿

恺主任》，更在 18 年后成为其女杨永楦与周寿恺之女周菡相

识、共同追寻父辈足迹的重要契机。

从上世纪 80 年代至今，图云关经历了从遗址、纪念碑到纪

念馆的三重蜕变。近二十年间，杨永楦成为守护这段历史的

关键人物。为了还原历史场景，她无数次踏足图云关，向老居

民探询往事，这份执着令人动容。

2019 年 8 月 20 日，正值贵阳图云关抗战纪念馆筹备之际，

一场意义深远的展陈物品捐赠仪式在图云关举行，来自世界

各地的救护总队队员后人齐聚于此——林可胜外孙女捐赠了

林可胜的荣誉纪念品、杨永楦捐出父亲杨锡寿使用过的樟木

箱、樊开淑捐出父亲樊哲松的随身医药救护箱、汤蠡舟之子汤

章城捐赠了珍贵的红十字救护总队印章、刘新民捐出父亲刘

恭人的军大衣、匈牙利医生沈恩之子从布鲁塞尔带来父亲的

军装和护照……

坚实的本土档案是历史追寻的基础。贵州省档案馆、贵

阳市档案馆藏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档案共计 4098 卷，是目

前发现的体量最为庞大、内容最为系统的救护总队抗战救护

档案史料。这批档案还原了抗战时期战地救护工作的历史面

貌，为还原历史提供了依据。不过，仍有大量影片、音频、文字

资料散落海外，呼唤着全球性的追寻。

2025 年 5 月 27 日，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贵州赴

美访问团小心翼翼地翻阅着尘封 80 年的档案，留存在这里的

史料详细记录了国际援华医疗队在物资、经费等方面援助中

国的情况。这次跨洋寻档行动，揭开了抗战时期一段鲜为人

知的国际合作篇章。资料显示，来自 14 个国家的 48 位外籍

医务工作者曾加入救护总队。德国共产党员白乐夫曾与奥

地利医生严斐德、捷克医生纪瑞德一起乘坐货轮，经过一个

多月的漫长旅程抵达中国。

如今，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贵阳图云关抗战纪念园已成

为中国红十字会和贵州省重要的对外交流平台。据贵阳红十字

会统计，截至2025年4月，纪念园参观人次已突破30万。

贵阳图云关抗战纪念馆展出的呈报救护

委员会拟迁贵阳文件 (贵州省档案馆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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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殉难员工纪念碑。

贵阳图云关抗战纪念馆展陈一角。

杨永楦（右 6）在沙盘前向大家介绍那段烽火岁月。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队员后人捐献的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