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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邱冰清

88 岁的医生戴传孝家中挂着一张珍贵的黑
白照片，下方写着：一九六五年，敬爱的周总理
远涉重洋在海外接见中国首批援桑医疗队合影。
照片中，周总理侧后方站着一位年轻人，他就是
戴传孝。

“一晃 55 年过去了，时间过得真快，在桑
给巴尔的日子好像就在昨天，历历在目。”那段
经历，是戴传孝一生最大的荣耀。

“秘密的任务”

1963 年初，江苏省人民医院的年轻医生戴
传孝接到一个秘密的援外任务。“周总理亲自指
派，由江苏省负责组建援外医疗队。”戴传孝
说，经过严格政审、业务考核等，最终确定了来
自沈阳、北京、洛阳及南京的 13 人组成医疗
队，涉及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等多个专业。

此后一年时间里他与队友在南京学习外文，
并在医院科室轮岗。“只知道参加重要援外任
务，至于具体去哪里、做什么、何时去、去多久
都不清楚，但我们无条件服从组织上的决定。”

1964 年 5 月，戴传孝辞别妻子和两个年幼
的孩子，赶赴北京参加出国前的集中训练。刚开
始集训时，得知要前往索马里进行医疗援助，戴
传孝与队友大量查阅当地资料。“没多久突然告
诉我们，因为桑给巴尔独立了（编注： 1963 年
6 月 24 日获得自治， 1964 年 1 月 12 日成立桑
给巴尔人民共和国， 1964 年 4 月 26 日，坦噶尼
喀和桑给巴尔组成联合共和国，同年 10 月 29 日
改国名为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我们要紧急前
往那里援医。”集训的三个月里，戴传孝与队友
了解当地风土人情、学习如何吃西餐，接受了外
交礼仪、爱国主义教育等培训。

国家给每人发了 600 元置装费，相当于当时
医生一年的工资。队员们到指定商店买了西装、
大衣、衬衫、领带等，戴传孝笑着说：“刚开始
穿还不习惯，从来没这么洋气过。” 8 月，当精
神上、物质上都做好了准备，医疗援助队从上海出
发，辗转巴基斯坦、也门、肯尼亚、坦噶尼喀，十几
天后抵达桑给巴尔。

“闯三关”

88 岁的戴传孝清楚地记得“ 1964 年 8 月
28 日”这个日期，这是医疗队正式进驻当地列
宁医院开始工作的日子。抵达桑给巴尔的第二
天，医疗队就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

在桑给巴尔的前三个月，医疗队下榻在一家
简陋的旅馆，没吃过一粒米。在桑给巴尔碰到的
“语言关、生活关、风土人情关”让戴传孝至今
难忘。

刚独立的桑给巴尔在当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
国家之一，吃靠“三棵树”：椰子树、木瓜树、
菠萝树；穿靠“三块布”：头上、上衣、下衣各
是一块布。“热带水果倒是充足，但西餐真是吃
不惯，中国人不吃大米饭没有饱足感。”有些队
员一到饭点就掉眼泪，吃不下、吃不饱，后来领
事馆每周末招待队员们一顿大米饭，“那感觉比
在国内吃一顿山珍海味还香甜！”

岛上生活条件艰苦，队员们精神上孤单寂寞，
与家中联系只能依靠两个月来一次的外交部“信
使”。“大家都是含着眼泪写家书，‘信使’成为我们
的精神寄托，带来家里人的消息，再把我们的信带
给家里人。”

桑给巴尔岛当地的斯瓦希里语没少让医疗队
员们费心。当地通用斯瓦希里语，会说英语的人不
多。为了克服语言障碍，医疗队员们每天除了一起
强化英语训练，还要在急诊、手术之外挤出时间学
习当地语言，以便交流。到现在，戴传孝还能记得
当时最常用的几句斯瓦希里语：“早”“哪里痛”“一
点点痛”“轻一点还是重一点”……

医疗队队长洒景浩是军人出身，在他的带领
下中国援桑医疗队实行半军事化管理，每天生活
非常规律。早起锻炼身体、学习外文，上班、下班均
为集体行动。下班后，听广播、下海游泳都是日
常……点点滴滴，都已变为让队员怀念的日子。

“我们依赖你”

1964 年桑给巴尔刚刚摆脱英国殖民统治获
得独立，英国医生全部撤走，当地缺医少药现象十
分严重，许多患者不得不自己购买医院没有的药
品和医疗用品，没有钱的病人只能放弃治疗。

第一批中国医疗队援桑时带去了大量的药品
和医疗器械。但是输液需要的生理盐水这样基础
性药物怎么办？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医师孟奇
开始尝试自己制作生理盐水。此后慢慢尝试制作
其他药品，这促使了后期队员们在桑给巴尔建立
了第一个制药车间。

对初来乍到的中国医疗队员来说，最大的挑
战还不是条件艰苦，而是当地人不了解中国、更
不了解中国医生。彼时，保加利亚、巴基斯坦、
古巴等国的医疗人员已先期抵达，“他们是一名
医生携妻带子，而我们是团队协作。”

“那时候工作不管白天、不管晚上、不管假日，
大家以医院为家，只要病人有需求我们随叫随到。
当地人找不到其他国家的医生，后来都知道要找
中国医生。”戴传孝介绍，当时是 24 小时值班
制，每次两人一班，一个星期下来几乎每个人要值
三至四次的夜班。夜里的手术常常持续到凌晨，
队员顾不上休息又要接着上第二天的手术。不到
一年时间，其他国家的援助医生陆续离开。“从
那时起，列宁医院真正成为中国人的医院。”

除了在医院，每个星期医疗队都会抽出半天
时间，带上医疗设备和药品到偏僻的乡村、最缺医

少药的地方进行义诊。医疗队每到一个地方，当地
的百姓早早地排着长长的队伍，乌泱泱一片，等待
中国医生的到来。因为了解中国医生的作风和技
术，桑岛居民们在路上遇到中国医疗队队员，都会
竖起大拇指朝他们喊“China，China，Doctor”。

“毫不夸张地说，那时候中国面孔在总统府
可以直进直出。”戴传孝说。

痛失队友

在桑给巴尔，中国医疗队也付出了意想不到
的代价。张宗震是医疗队中的针灸医生， 1965
年 5 月，因为原本做过胃部手术身体不好，外加
当地天气炎热，照例随队下乡进行巡回医疗结束
后的当晚，张宗震突发脑出血。整整两天两夜，
所有的医疗队队员都投入抢救，但还是没能把他
救回来。

“感情上我们无法接受他的离开，大家一起
去的总该一起回家。既然不能一起回，起码要把
他的骨灰送回家。”戴传孝说，当地没有火化的
风俗习惯，医疗队队员将张宗震的遗体平放在木
柴上，队员人手一只火把围着他的遗体，亲手点
燃柴火，后将骨灰收敛，送回祖国。“那是很残
忍的，亲手点燃，眼看着自己的队员一点点消
失。”

就在医疗队将张宗震骨灰送回国后不久，周
恩来总理访问桑给巴尔，听说了这件事后，他的一
句“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让队员们
茅塞顿开，此后牺牲的医护人员便一直长眠于桑
给巴尔，见证那里的变迁。

“奇迹般的手术”

戴传孝家中保留着一张 1966 年 12 月 13 日
发行的当地报纸和一张泛黄的《人民日报》。
1966 年，他和另一位外科医生周志耀在桑给巴
尔完成当地首例断肢再植手术，被当地报纸称为
“奇迹般的手术”。

1966 年 5 月，椰子厂工人哈米西左前臂被粉
碎机轧伤，肌肉、肌腱和血管几乎全被轧断，只有
一根动脉和一根神经没有断。这只几乎全断的手
同前臂只连着一小块皮肉。这样严重的粉碎性轧
伤，由于创面大，容易感染，通常是做截肢手
术。考虑到哈米西将来的工作和生活，医疗队副队
长、原南京鼓楼医院院长周志耀和戴传孝决定实
施断肢再植。“截肢最简单、最方便，但没有一只胳
膊对于一个人的人生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这种手术当时在国内也属非常复杂的手术，
成功的概率不高。 1963 年，上海医生陈中伟完
成了世界首例断肢再植，周志耀和戴传孝决定
“赌一把”。全队人员悉数到齐全力救治，手术
时间从上午八点一直持续到下午四点。“在中
国，碰到疑难杂症可以往上海、北京转，那时的
我们没有退路，只能向前。”

半年时间里，医疗队员先后为哈米西做了植
骨、固定、植皮、修复等 5 次手术。出院时，哈米西
已经能够用左手取食物、穿衣服，并做一些轻便的
工作。新华社于 1967 年 1 月以《中国医生接活了
桑给巴尔老工人一只几乎完全被轧断的手》为标
题报道了这件新闻，随后被人民日报刊载。

留下一支永远不走的医疗队

1965 年周恩来总理访问桑给巴尔，戴传
孝作为周总理在桑岛的临时保健医生出现在那
张珍贵的合影中。

“周总理问医疗队队员想不想家，实际上
大家很想家但不好意思说，就说不想家。周总
理说，离开祖国、家人，哪有不想家的。中国
医疗队迟早是要走的，要培训桑给巴尔医务人
员，使他们都能独立工作，给当地人民留下一
支永远不走的医疗队。”牢记周总理的嘱托，
第一批医疗队开始了艰难而繁重的培训工作。

从那时起，医疗队成员开始手把手指导当
地医生，向他们传授技术，从常见病、多发病
着手，提高他们的基本技能与诊疗水平。

1967 年，第一批援桑医疗队踏上回国的旅
程。1975 年，桑给巴尔政府从一直跟随中国医
疗队工作学习的当地技术骨干中，选拔出 14 名
学员到南京进修深造。戴传孝笑称当时老师的
英语水平，特别是直接口语教学能力远不能与
今天相比。每堂课都由带教老师先演示一遍，请
老教授听，纠正发音，再正式上课堂。就在这样
的“预演”下，他们完成了带教 14 名桑给巴尔学
员的光荣任务。这些人都成为桑给巴尔第一代
由中国医生培养的医疗技术骨干。

丁香的“中国味”

从 1964 年开始，55 年来，江苏累计向桑

给巴尔派出 29 期 740 人次的医疗团队。2019
年 7 月，第 29 期中国(江苏)援桑给巴尔医疗
队历经长途跋涉，抵达桑给巴尔，开始了他们
“每日开刀、夜夜急诊”的援外医疗生活。

“平时在国内只要做好医生工作就行，但这
里不行，你必须是医生、老师、护士、设计师……
一切从零开始。”在桑给巴尔开展援医工作的第
一个月，医疗队队员深切体会了老队员在《“非
常”纪事》中给他们的“非”常提醒。

桑给巴尔的海风加快了手术器械的腐蚀，
手术器械极易生锈；没有氧气，全麻手术不能
开展……江苏省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林小
俊告诉记者，很多的困难要求医生因地制宜，
创造性解决问题。

伴随着惊讶的，还有惊喜。
经过中国医疗队多年的努力，林小俊感受到

当地医生诊断水平和手术能力都有了较大提高。
以眼科为例，门诊常见病基本能正确诊断；一些眼
球外伤手术能处理得很好；住院病人术前用药和
准备、术中机器调试做得到位；术后护理和用药比
较规范。“这让我减轻了很多负担和顾虑，也说明
我们长期的援助让当地形成一套规范的流程。”

从“开一刀救一个病人”、提供医疗设
备、提高当地医生医疗技能，到更注重培养当
地医生的诊断思维、规范操作及改善当地医院
管理制度，中国医疗队正将国内的工作经验与
当地医疗特点相结合，在授人以渔的过程中，
不断发出中国声音、留下中国印记。

未来，在开满丁香的桑给巴尔岛上，中国
医疗援助的动人篇章将会持久地书写下去。

医疗“援桑”：那些闪亮的日子

▲“一九六五年，敬爱的周总理远涉重洋在海外接见中国首批援桑医疗队合影”。照片中，周总理侧后方站着的那位年轻人就是戴传孝。

中国首批援桑医疗队队员与所在国同事、领事馆工作人员等合影。 本版图片均为邱冰清翻拍

▲正处于复原中的哈米西与两位救他的医生（左一周
志耀，右一戴传孝）。

▲周志耀（左一）和戴传孝（左二）在为哈米西进行断肢再植手术。

▲戴传孝（中）和医疗队队员在桑给巴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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