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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中国同盟驻延安的代表马海德 

 

2020 年 9 月 26 日是宋庆龄的国际友人马海德诞辰 110 周年纪念日。1933 年，获得医

学博士学位的美国青年马海德来到上海。在来华工作的 55 年中，他将全部智慧和毕生精力

奉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1936 年，在宋庆龄的安排下，马海德前往陕甘革

命根据地。1937 年 2 月，他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了第一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

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保卫中国同盟驻延安的代表，协助国际和平医院建设，为抗日根据地

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争取国际医疗援助。抗战胜利后，他继续履行中国福利基金会驻延安代

表的使命，为解放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做了大量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加入中国国籍，

任卫生部顾问，致力于性病和麻风病的防治与研究，获得举世瞩目的成果。 

 

马海德原名沙菲克·乔治·海德姆（Shafick George Hatem），1910 年 9 月 26 日出生于美

国纽约州布法罗市的一个黎巴嫩籍工人家庭。作为家中长子，贫苦的家庭环境让马海德养成

了勇于拼搏、自强不息的品格。在高中时，他曾半工半读完成学业。由于幼年时全家患病，

曾受到一位老医生的无偿帮助，马海德立志成为一位正直、善良的医生。 

 



 

马海德（后排中间）与弟妹三人的合影 

 

高中时期的马海德 

 

1927 年秋，马海德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卡罗来纳大学攻读医学预科。两年后，他怀揣

成为医生的梦想，转入黎巴嫩贝鲁特美国大学医学院攻读临床诊断。1931 年，他前往瑞士

日内瓦大学深造，于 1933 年 7 月毕业，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马海德在瑞士日内瓦 

 

毕业后，马海德与他的两位同窗好友克士、雷文森决定一起前往中国。他计划在中国进

行医学实习，考察东方热带病，同时了解中国社会情况。1933 年 9 月 5 日，他们抵达上海。

尽管一开始他并不打算在中国逗留太久，但在接下来的 55 年里，中国成了他的第二故乡。 

 

 

马海德（左）与同学克士（中）、雷文森（右）在法国实习时的合影 

 

一、结识革命导师宋庆龄 

 

初至上海，马海德与克士、雷文森在仁济医院、同仁医院等几家医疗机构内工作。1934

年 1 月，他们在九江路 10 号大陆银行大厦内开设了诊所。通过工作，他看到了中国更真实

的一面——“战乱、饥饿、瘟疫，人们饥寒交迫”。复杂的社会现状让他逐渐意识到仅仅医治

人们身体上的疼痛是远远不够的，他开始思考社会方面的问题。 

 

 
1933 年马海德到达上海，时年 23 岁 



 

20 世纪 30 年代初的仁济医院 

 
马海德 1934 年在诊所内留影 

 

不久，马海德认识了在上海的一些外国进步人士。与汉斯·希伯、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和

路易·艾黎等人的交往和谈话使他明白，有人正在努力地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而且只有社

会得以改善，医生才能真正发挥长处。1934 年 11 月，为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节，多位国际友

人在史沫特莱家中聚会。正是在这场聚会上，马海德结识了他敬仰已久的孙夫人——宋庆龄。 

 

 
宋庆龄 1934 年在上海留影 

 



在宋庆龄的关怀下，艾黎和希伯等人组织了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马海德也是其中一员。

在学习小组中，他第一次阅读到《共产党宣言》等书籍，初步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

点和方法去认识社会。宋庆龄鼓励马海德进行社会调查，了解上海工人阶级的生活情况。在

艾黎的帮助下，马海德以科学研究为名，先后到二三十个工厂调查职业病和营养不良的情况，

并发表学术报告《上海镀铬业工人之卫生研究》（英文）。在目睹中国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后，

马海德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震动，他认识到：“工人的出路是反抗，社会的出路是革命，在

这场斗争中我应该和中国工人站在一起。” 

 

 

1936 年 5 月，《上海镀铬业工人之卫生研究》正式发表 

 

马海德的进步加深了宋庆龄对他的信任。她将马海德的诊所安排给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

作为联络开会的地方，还派他作为医生去南京的监狱探望共产国际执委会国际部驻上海工作

人员牛兰夫妇。1935 年夏天，宋庆龄嘱咐马海德开车将两位客人送到码头，登上一艘开往

苏联的轮船。后来，他才知道这两位客人是前往苏联，试图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的陈云和陈

潭秋。马海德还为宋庆龄支持创办的进步刊物《中国呼声》撰稿，呼吁民众团结抗日。通过

协助革命工作，马海德对中国人民的感情日益深厚，参加中国革命的决心更加坚定，正如他

日后所说：“我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能够救中国”。 

 

二、扎根陕北的马大夫 

 

马海德多次向宋庆龄提出前往革命根据地工作的请求，但一直未能成行。1936 年春，

宋庆龄获得中共中央拟“邀请一位公道的记者和一名医生到陕北”的消息。6 月，经宋庆龄介

绍，马海德终于如愿以偿，奔赴陕北。与他同行的是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据马海德回

忆，他与斯诺各自出发，在郑州会合，前往西安。在西安短暂停留一段时间后，他们与装扮

成古董商的“王牧师”董健吾接头，随后穿越层层封锁，抵达陕北。 

 



 
马海德和斯诺到达陕北保安时，受到当地军民的热烈欢迎 

 

7 月 9 日，马海德与斯诺到达安塞白家坪，受到周恩来的亲切接见，周恩来还为他们拟

定了陕北考察的线路和项目。7 月 13 日，他们到达当时中共中央驻地保安（今志丹县），见

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向他们详细介绍了中国的社会和历史，中国共产党的长征和革命战略等。

这让马海德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将这几次与毛泽东的谈话称为

“至关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教育”。 

 

 

斯诺赠送给宋庆龄的毛泽东、周恩来照片（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藏） 

 

毛泽东对马海德提出了一项特别委托，请他在考察途中关注根据地的医疗卫生单位，对

根据地医疗条件的改善提出具体的意见。于是，马海德带着任务，在燕京大学学生黄华的陪

同下，与斯诺一起进行考察。9 月，斯诺结束采访准备返回保安，马海德决定留下来。分别

之时，马海德嘱咐斯诺不要将他写进著作中，因为一旦他在陕北的事情被报道出来，在上海

的朋友可能因此受到伤害。 

 



 
马海德在考察途中为斯诺（右一）拍摄的骑马照 

 

与斯诺分别后，马海德和黄华跟随红一方面军南下西兰公路，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当

时，马海德还没有中文名字，为了便于结识群众，他为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姓——“马”，这是

当地回族同胞中常见的姓氏。“海德”二字则来源于他的美国姓。于是，“马海德”这个名字逐

渐在根据地中为人所熟知，大家都亲切地叫他“马大夫”或“老马”。 

 

1936 年 10 月 22 日，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马海德见证了这一激

动人心的历史性时刻。在走访和行军过程中，他考察了红军前线和后方的医疗卫生单位，用

英文撰写《视察红军卫生工作的意见书》，并提出了改进根据地医疗事业的建议。毛泽东十

分欣赏这份实事求是的报告，亲自任命马海德为中央军委卫生部顾问。 

 

 
马海德撰写的红军卫生工作意见书中译版封面（周幼马提供） 

 

马海德被根据地朝气蓬勃的革命氛围深深吸引，他看到一支纪律严明、意志如钢、深受

人民爱戴的革命队伍，感受到“中国的未来和希望”，他决定参加革命。1936 年底，他提交了

入党申请书。1937 年初，马海德随部队从保安进驻延安，于 2 月 10 日加入中国共产党，从

此，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成了他毕生的事业。 

 



 

马海德拍摄的延安宝塔山照片 

 

初到延安时，当地的医疗条件非常落后，而且军队里受过正规医科训练的医生屈指可数。

作为卫生顾问，马海德夜以继日地奔波在卫生工作的前线。他不仅参与筹建陕甘宁边区医院

和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还为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当地群众治疗疾病，成了延安最受欢迎

和信赖的人。 

 

 

为缓解毛泽东的风湿病，马海德特地请 

木匠做了一个球台，与他一起打乒乓球 

 

1939 年周恩来右肘受伤，经马海德等人的治疗后，进行康复锻炼 

 

马海德很快学会了中文，融入了延安的工作和生活。在谈及延安时，马海德说：“对于

这地方，有一桩事情我最喜欢的，就是这儿绝对没有职业上的妒忌。我们所有人一起工作，

就像一个大家庭……这使得医学恢复了本来的任务，医学原就是为人类服务的一种科学。” 

 



在延安，他践行着医生的初心和使命，还收获了一份珍贵的爱情。1940 年 3 月，马海

德与鲁迅艺术学院的周苏菲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登记结婚，安家延安。尽管延安物资匮

乏，生活条件艰苦，但他们始终怀着革命必胜的信念，苦中作乐，日子过得十分幸福。 

 

 

马海德、苏菲与儿子周幼马在延安的合影 

 

三、保卫中国同盟驻延安的代表 

 

抗战全面爆发后，1938 年 6 月，宋庆龄在香港成立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动员和

争取国际力量援助中国的抗战。 

 

1938 年 1 月，宋庆龄策划协助诺尔曼·白求恩大夫来华支援中国抗战。3 月，白求恩大

夫携医疗队抵达延安时，马海德等候在延安城门外迎接，并向他们介绍八路军医疗工作情况

和中国敌后游击战中的卫生、医疗特点，带领他们参观了设在窑洞内的医院和安置在农家的

伤病员室。此后，他还接待了由保盟协助前往延安的印度援华医疗队和德国医生汉斯·米勒

等，为他们在边区的工作和生活提供帮助，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39 年 11 月 12 日，白求恩大夫不幸逝世。不久，马海德在 

《保盟通讯》上发表了纪念文章《我了解的诺尔曼·白求恩大夫》 



 

马海德与米勒大夫合影 

 

马海德正式担任保盟驻延安代表是在 1939 年 9 月。是月，保盟荣誉会员斯诺来到延安，

他在延安和边区领导人讨论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并指派马海德大夫作为保盟在延安的代

表，报告国际和平医院和西北其他医疗救济工作的情况，并就保盟送往该地区的物资的接收

和分配向中央委员会做出建议。 

 

1940 年代初，为方便马海德在边区进行工作，宋庆龄赠送给他一台照相机。这台德国

制造的 120 型“蔡司”牌相机，是宋庆龄经保盟募捐而来。在延安，马海德用这台照相机拍摄

了许多具有历史价值的照片，他将照片寄给保盟，供他们进行宣传。 

 

 
宋庆龄赠送给马海德的德国制造的 120 型 

“蔡司”牌相机（北京宋庆龄故居藏） 

 

马海德担任保盟驻延安代表后，始终与宋庆龄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定期向她汇报边区的

医疗工作、医院和制药厂的情况，使宋庆龄和保盟能够及时将边区军民英勇抗日以及医药匮

乏的情况告诉海外人士，将募集来的大量款项、药品、医疗器械、通讯设备、罐头食品等物

资，源源不断地送往延安。 

 



 

马海德在延安 

 

抗战时期，马海德在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总院工作。据统计，他在门诊部接诊病人

达 5 万人以上。《解放日报》曾对他的事迹做了专题报道，号召所有卫生工作者向他学习。

在忙于医治病患的同时，他还协助延安各所国际和平医院分院和制药厂的建设。在此期间，

宋庆龄领导保盟为边区提供了大量经费资助，使延安国际和平医院和边区其他医院得以迅速

发展。1939 年至 1940 年 2 月，保盟向国际和平医院捐赠 46878.46 元港币和 6800 元国币。

1942 年至 1943 年，保盟为医院提供的经费达到 280 万元国币，这笔捐款不仅用于延安国

际和平医院总院的建设，还分发延安 3 家国际和平医院分院使用。至 1944 年，延安地区的

医疗体系已达到一定规模，抗日战士和老百姓们都能享受到基本的医疗服务。 

 

  

位于延安刘万家沟的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总院的大门和全景 

 

马海德与魏一斋医生的合影，魏一斋曾任中央医院（1943 年 



对外改称国际和平医院总院第一部）医务主任、院长 

 

虽然马海德和医务人员们克服了许多障碍和困难，但设备和药物的缺乏仍然困扰着他们。

1944 年 7 月 26 日，马海德致函宋庆龄，在信中建议：“如果可能的话，为每一个在敌后作

战的战士提供一个急救包，里面放有一包磺胺粉和药片……我们的战士不惧怕日本人，如果

我们能够消除他们对于受伤的恐惧，他们的勇气将不可战胜。”  1944 年下半年，宋庆龄曾

通过美军观察组为延安输送了大量医疗物资。7 月，美军观察组成员抵达延安时，随机带去

了宋庆龄支援延安的医疗药品和设备，其中包括马海德在信中提到的磺胺药品。 

 

 
1944 年 7 月 26 日马海德致宋庆龄函（英国外交档案） 

 

 8 月，马海德收到一张宋庆龄赠送给他的肖像照。照片上，宋庆龄站在一幅宣传抗日

的海报前，眼神坚定地凝视着远方。照片背后是宋庆龄的亲笔题词，她写道：向你对我们国

际和平医院所作的贡献致以真挚的感谢。这张照片是宋庆龄对马海德多年来在边区辛勤工作

的鼓励与肯定。抗日战争时期，宋庆龄与马海德虽未曾谋面，但他们配合得非常默契。工作

中共同面临的困难、秉承的宗旨和付出的努力，令他们的友谊更加深厚 

 

 
宋庆龄赠送给马海德的照片及题字 

 

四、解放战争时期的合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 年 10 月 1 日，宋庆龄致函马海德，告诉他保盟将改名，并希望

他及时报告边区和抗日根据地战后救济和医疗方面的情况及需要的药品清单。年底，保卫中

国同盟在上海更名为“中国福利基金委员会”（后改为中国福利基金会），仍将援助解放区医

疗卫生事业作为主要任务。马海德继续履行驻延安代表的使命。1946 年 1 月 16 日，宋庆龄

再次致函马海德，强调“需要精确和最新的报告”以及“了解国际和平医院的情况”，使中国福

利基金会能够为国际和平医院争取更多的药品和医疗设备。是年，马海德与中国福利基金会

谭宁邦、王安娜等人联系密切，频繁的往来书信记录下他们共同为解放区所作的艰苦努力。 

 

   

马海德与谭宁邦、王安娜的往来书信 

 

1946 年底，马海德来到上海，与宋庆龄见面。在 12 月 10 日宋庆龄主持召开的中国福

利基金会行政会议上，马海德报告了国际和平医院的情况，再次提出当前最急需的医药和医

疗设备。在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支持下，国际和平医院规模不断扩大。到 1948 年，国际和平

医院已从抗日战争时期的 4 所发展为 8 所中心医院，分布在陕甘宁、晋察冀、晋冀鲁豫、苏

皖、山东等地区，还建立了 42 所国际和平医院分院。 

 

这一时期，马海德还担任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简称解总）的顾问，他时常向宋庆龄反

映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当时，由于国民党政府官员中饱私囊，导致本该运往解放区的物资流

入黑市，解放区人民得不到应有的救济物资。为争取公平合理的物资分配，中国福利基金会

积极协助解总向联总、行总进行交涉。经多方努力，不少医药救济物资被送往陕北、华北、

山东、苏北等解放区。 

 



 

宋庆龄检查中国福利基金会运往解放区的医药物资 

 

为争取联总对解放区的支持，解总与中国福利基金会做了很多工作。1946 年 3、4 月间，

马海德陪同联总驻华办事处的外科医学专员艾乐思等人参观位于张家口和延安的国际和平

医院，向他们介绍解放区的医疗卫生工作。艾乐思在看到解放区物资极度匮乏的现状后，计

划把全部联总救济物资的 20%至 35%送往解放区，并始终支持解总和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 

 

 

1946 年 3 月，马海德（右二）、傅莱（右四）陪同 

艾乐思（左四）等人参观张家口国际和平医院 

 

作为中国福利基金会驻延安的代表和解总的顾问，马海德始终以满腔热情投入工作。这

一时期，解总和中国福利基金会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他们的共同努力令解放区的医疗卫

生事业发展迅速，为争取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了积极作用。 

 



 

1949 年 9 月，曾宪植（左二）与王安娜（右四）陪同宋庆龄在北平会见解总秘书长 

伍云甫（左一）、副秘书长熊瑾玎（右三）、业务主任林仲（右二）及顾问马海德（右一） 

 

五、没有头衔的外交家 

 

在延安的十载春秋中，马海德不仅致力于建立和开展边区医疗事业，还积极参与对外宣

传和外事工作。1937 年 11 月，马海德从五台山回到延安，准备筹建陕甘宁边区医院。此时，

廖承志邀请他参与新华社英文部的工作，担任英文翻译，并采写一些揭发日本侵略者法西斯

行径的英文消息，向国外读者播发。1941 年起，马海德经常为中共中央出版的对外宣传刊

物《中国通讯》（Report from China）撰文。这份刊物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出版的第

一个外文宣传刊物，对于加强抗战对外宣传和开拓中共对外宣传事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马海德与廖承志在延安的合影 

 

马海德是延安的义务接待员，时常与前来边区访问的国际友人打交道。他接待过白求恩、

柯棣华、米勒等支援根据地抗战的外国医生，招待过多位前来延安访问的国际友人。1944 年，

国民党的封锁被打破，一批批外国记者、外交官、军人访问延安。马海德担任中央军委外事

组顾问，陪同来访者考察、参观，耐心而有说服力地同他们交谈，用自己耳闻目睹的事实回

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和中国人民不可阻挡的前进潮流。 

 



 

1944 年，毛泽东与马海德在延安机场 

 

1944 年 6 月，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来到延安进行采访，马海德陪同爱泼斯坦等人前往

延安国际和平医院进行考察。马海德的言谈举止给外国记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哈里森·福

尔曼在《北行漫记》中写道：“马海德全身心地投身于中国共产党军队的卫生服务工作，是

一个热情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人。”在采访过程中，外国记者们被延安的革命氛围所感染，他

们相继发表了多篇有关中国共产党抗战的真实报道。 

 

 

毛泽东在延安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中的六位外国记者，前排左起： 

普金科、武道、爱泼斯坦、福尔曼；后排左起：夏南汉、斯坦因、毛泽东 

 

马海德（中）带领中外记者在医院内考察，左二为爱泼斯坦 



 

1944 年 7 月，美军中缅印战区司令部派美军观察组到延安，了解中共军队的实际情况。

马海德作为中方工作人员陪同观察组成员参观，他和美国士兵们一起度过了许多时光，向他

们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根据地军民艰苦抗战的情况，争取他们的了解和支持。马海

德说：“延安的国际友人们带着同情而来。在看到我们当时的工作和战斗之后，他们成了我

们的朋友。” 

 

 

在美军观察组 1944 年 8 月份的工作计划预定表中， 

马海德作为中方工作人员陪同他们参观国际和平医院 

 

中央外事组成员马海德（左三）、黄华（左一）、 

柯柏年（左四）与观察组成员多姆克（左二）合影 

 

1946 年 1 月，马海德作为中共代表团的医疗顾问参加了在北平成立的由中国共产党、

国民党和美国三方代表组成的军调处执行部工作。其间，他向美国代表团成员讲述自己的经

历和多年来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向北平的外国朋友揭露国民党挑动内战的真相，阐述了中国

共产党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正义立场。 

 



 

马海德在北平军调部办公地点（即协和医院）的门前 

 

六、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先驱 

 

1949 年 1 月 31 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在此之前，马海德已随叶剑英部队来到北平西

郊颐和园内，准备进城接管医院和安置医务人员。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历

13 年艰苦战争洗礼的马海德，与中国人民一起迎来了这伟大的日子。不久，经周恩来批准，

马海德加入中国国籍，成为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1949 年初马海德在北平的照片 

 

1950 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马海德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顾问。在担任卫

生部顾问期间，他坚持每周都到协和医院出门诊或参加会诊。1953 年，马海德向有关部门

提出了建立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的建议，并参与筹建工作。1954 年，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

成立，马海德和同事们在共同研究后，首先制定了在全国范围内消灭性病的计划。此后，他

每年都带领医疗小组走访新疆、内蒙古、青海、云南、广西等边远地区，开展防病治病工作。

在马海德与医务人员的共同努力下，至 20 世纪 60 年代初，全国范围内已基本消灭了性病。

同时，边远地区的卫生状况也有了很大的改善。 



 

 
马海德在新疆开展医疗工作 

 

马海德亲自示范抽血，消除群众疑虑 

  

1965 年，马海德在《中国建设》杂志上发表文章《十年，一个 

世纪——重访内蒙古》，感慨内蒙古医疗卫生工作的突飞猛进 

 

在巡诊过程中，马海德带领医疗队有意识地开展对麻风病的调查和防治工作。他们深入

麻风村、麻风院，为了扭转社会上对麻风病人的偏见，马海德主动和麻风病人握手。他不断

引进和推广国外治疗麻风病的新技术，建立广泛国际联系，为加速消灭麻风病的进程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国麻风病已得到有效控制，患者人数从新中国成立初期

的 50 万人减少到 20 万人左右，这些成绩凝聚着马海德和医务人员的心血和奉献。 

 



 

马海德看望麻风病人，握着他的手作检查 

 

马海德在广东省麻风病院里看 X 光片 

 

1986 年，为表彰马海德在根除中国的性病和防治麻风病中所作出的贡献以及为改善中

国人民的卫生福利事业所取得的成就，他被美国艾伯特·玛丽·拉斯克基金会授予艾伯特·拉斯

克医学研究奖。这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生物医学奖项之一，在国际上亦享有盛誉。他在颁奖

仪式上表示，荣获该奖项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誉，而且也表明中国人的工作得到了世界的承认。

1987 年，马海德荣获世界麻风病防治最高奖——国际甘地奖。1988 年 9 月 23 日，卫生部

为表彰马海德半个多世纪以来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授

予他“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先驱”荣誉称号。 

 

 

 



1986 年 11 月 12 日，马海德在美国纽约 

荣获 1986 年度艾伯特·拉斯克医学奖 

 

1986 年马海德在卫生部门前留影 

 

七、绵延半个世纪的友谊 

 

马海德保存着一本珍贵的图书——《中国福利会二十年》，这是 1958 年宋庆龄赠予他

的。宋庆龄在扉页上亲笔题词：“我一直怀着感激的心情，记得你治愈了我受伤的手指。”这

件事发生在上世纪 30 年代的上海，当时宋庆龄的手指患化脓性甲沟炎，马海德用冷冻麻醉

为她动了一个小手术。20 多年过去了，宋庆龄仍记着马海德对她的帮助和照顾。 

 

 
宋庆龄与马海德在友人的聚会上握手致意 

 

马海德对宋庆龄也满怀感激，在他的心目中，宋庆龄是引领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导师。新

中国成立后，宋庆龄仍关心马海德的革命道路。20 世纪 50 年代起，马海德经常带医疗队到

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工作，回京后向宋庆龄汇报工作情况。他一直记着宋庆龄的叮

嘱：“我一直关心着你，看你在革命道路上走得好不好。如果走得不好，我是要批评你的。” 

 

马海德的夫人苏菲女士说：“宋庆龄与马海德保持了长久的、真挚的友谊，她关爱我们

家里所有的人。” 1976 年，唐山大地震导致马海德家的房子被震裂，宋庆龄闻讯后十分担

忧。在获悉北京的好朋友们都安然无恙后，她才放心。8 月 9 日，马海德致函宋庆龄，向她

表示感谢，并关心她的健康情况。他在信中写道：“当你的信使来北京把你的关怀和慰问带



给我们时，我们是多么欢欣鼓舞……你必须保重身体，要做的事情很多……你需要有一个好的

体魄。” 

 

 
1979 年 9 月，宋庆龄设家宴为马海德祝寿 

 

马海德的住所和宋庆龄北京寓所距离很近，均位于什刹海边。宋庆龄寓居北京期间，不

仅常常托人给马海德一家送来食物，还多次邀请他们一家参加友人聚会。马海德的儿子周幼

马刚到《中国建设》任摄影记者时，宋庆龄鼓励他为国家、为人民勤恳地工作。马海德的孙

子马骏在儿时经常收到宋庆龄寄来的《儿童时代》，杂志的套封有宋庆龄的亲笔手迹。 

 

 

1974 年 7 月，宋庆龄在北京寓所设宴招待 

友人，马海德及夫人苏菲等出席作陪 

 

1981 年 5 月 29 日晚，宋庆龄与世长辞。在她最后的日子，马海德作为朋友、医生一直

守护在她的身旁。宋庆龄去世后，马海德参与守灵、追悼大会和骨灰落葬仪式，撰写多篇纪

念文章寄托哀思。在《我的革命引路人——宋庆龄》一文中，他深情地写道：“你是我的导

师，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世上还有什么比我此刻的心更痛楚，世上还有什么比你的

友情更值得记忆。” 

 



 

国际友人在宋庆龄遗体前守灵。 

左起：路易·艾黎、马海德、西园寺公一、 

耿丽淑、宫崎世民、柯如思、爱泼斯坦、艾德乐 

 
1981 年 6 月 5 日，宋庆龄骨灰落葬典礼翌日，马海德等人 

再次前往宋庆龄墓献花致敬。（艾黎生前秘书李建平先生提供） 

 

八、人民的大夫，无悔的人生 

 

马海德晚年身患癌症，前后经历过 8 次较大的手术，但他仍坚持定期坐诊，为老百姓医

治疾病。他还多次带领医疗考察组出国访问、学习，引进国外先进的医疗技术服务于中国人

民。在担任全国第五届政协委员，第六届和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期间，他提交了多条具

有建设性的提案。除繁重的医务工作外，他还为促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做

了许多努力，经常向一些来访的外国人士介绍中国的现状，说明中国对世界所具有的影响。 

 



 
马海德在协和医院为婴儿治病 

 

1983 年 11 月 22 日，首都各界人士在人民党会堂举行庆祝马海德来华工作五十周年招

待会。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会见了他，对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的突出贡献给予

高度评价。邓小平握着他的手，对他说：“五十年，不容易。” 

 

 
邓小平在招待会上与马海德亲切握手 

 

马海德在招待会上致答谢词，他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半个世纪不过是短短的一

刹那，而对于一个人来说，却是漫长的道路。作为中国共产党员的我，能够置身于中国人民

斗争的行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尽一份力量；在建设的年代里，我又能把自己的劳动同

中国人民的劳动融为一体，为此我感到幸福和欣慰……” 

 

 



马海德在招待会上致词 

 

1988 年 5 月 25 日，马海德在家召开研究麻风病 

防治工作的会议，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参加会议 

 

由于长期处于繁忙的工作状态，马海德的健康每况愈下。1988 年 10 月 3 日，为中国人

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奋斗一生的马海德在北京与世长辞，终年 78 岁。家人们按照他的遗嘱，

将他的骨灰分别安置在三个地方。一部分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一部分被送回故

乡美国纽约州布法罗市安葬，余下的一部分撒入了延安的延河中。 

 

对于投身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马海德无怨无悔。他曾说：“如果让我重新

开始生活，我还是要选择这条路，这是毫无疑问的。”巧合的是，宋庆龄也曾说过类似的话，

她在信中写道：“如果我必须重新再生活一次，我会同现在完全一样生活。”马海德对宋庆龄

充满着无限感激，在他的心目中，宋庆龄不仅是引领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导师，更是他终身学

习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