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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 年初白求恩在武汉留影（詹姆斯·贝特兰摄） 

 

亨利·诺尔曼·白求恩（Henry Norman Bethune），这是一个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的名

字。20世纪 30年代末，这位加拿大共产党员、北美著名胸外科专家，受美国和加拿大共产

党派遣，由美国援华会资助，来华支援中国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斗争。在不足两年的时间

里，白求恩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最终以身殉职。毛泽东主席曾经亲著《纪

念白求恩》一文，对白求恩的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精神予以高度评价。 

 



 

毛泽东主席曾经对白求恩的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精神予以高度评价 

 

白求恩的来华，与伟大的国际主义、共产主义战士宋庆龄以及她创立和领导的保卫中国

同盟（简称保盟，今中国福利会前身）有着密切联系。她曾在回顾中 

国福利会历史时深情地说：“保卫中国同盟曾介绍加拿大白求恩大夫前往解放区服务；白求

恩大夫竟至在建设第一个国际和平医院时呈献了他的生命。”白求恩来华之初，保盟尽力提

供支持，并积极为之募集医疗物资。在保盟的努力下，白求恩在晋察冀边区五台山建立的模

范医院，成为第一个国际和平医院。保盟通过多方渠道，为该院募集资金和医疗物资；白求

恩以身殉职后，宋庆龄和她领导的保盟以及中国福利基金会，向海内外呼吁以增加援助的行

动来继续白求恩的事业，弘扬白求恩的精神。 

 

一、优秀的加拿大共产党员 

 

1890 年 3 月，白求恩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格雷文赫斯特镇一个基督教牧师家庭。祖

父亨利·诺尔曼·白求恩是安大略省多伦多市著名的外科医生。自幼年时期，白求恩便立志

成为像祖父那样的名医。 

 

 
青年求学时期的白求恩 

 

青年时代的白求恩当过工人，卖过报纸，做过教师，和劳动人民有过广泛的接触。1916



年，白求恩从多伦多大学医学院毕业，获学士学位。1935 年，白求恩因医术精湛被选为美

国胸外科学会会员、理事，在加拿大、英国和美国医学界享有盛名。 

 

 

1916 年白求恩毕业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医学院 

 

成名后的白求恩，始终惦记着生活在贫困线上的人们，他在各种场合进行宣传，批评医

疗制度的弊端，不仅呼吁 “医生们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医疗工作者团体，到贫民区去，到

最迫切需要的地方去”，而且身体力行，主动为贫困患者开展诊疗服务。 

1935 年 8 月，白求恩去苏联列宁格勒参加国际生理学大会。在苏联参观访问期间，他

会见了巴甫洛夫，参观了医院、疗养院，研究了苏联防治肺结核的措施，印象极深。自苏联

返加后，白求恩渐渐与加拿大共产党接近，开始参加魁北克省共产党组织的报告会和马克思

主义研究小组的活动。是年秋，白求恩发起成立蒙特利尔保卫人民健康促进会并任会长。该

会的主要宗旨是改善人民医疗卫生条件，有医生、护士、社会工作者百余人参加。此后，他

利用各种机会大力倡导社会化医疗制度。11 月，白求恩加入加拿大共产党，这一人生中的

重要抉择使得他有了核心信仰。 

 



 

白求恩因提倡社会化医疗而上了孟菲斯报纸头条 

 

1936 年白求恩赴西班牙前夕自书的墓志铭 



 

1937 年白求恩在马德里前线 

 

1936 年冬，德意法西斯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战，白求恩亲赴前线为反法西斯的西班牙人

民服务，担任加拿大援助西班牙医疗队队长。在赴西班牙的前几天，白求恩写下了他的墓志

铭：生为资产阶级分子，死为共产主义者。白求恩在西班牙建立流动输血服务站，成为战地

救护的重要手段，挽救了不计其数的生命。 

 

1937 年夏，白求恩在加拿大和美国巡回演讲，为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募捐，足迹遍及

魁北克、温尼伯、芝加哥等地。在温尼伯演讲时，白求恩公开了自己的政治信仰，他告诉听

众：“我很荣幸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 7 月，中国爆发卢沟桥事变，日本全面侵华，对

此，白求恩在加拿大演讲时指出：“章鱼状的垄断资本主义已四处伸出触手，日本侵略中国

即是一例。” 他决心到中国去，实现他“为人类福祉做些事情”的诺言。 

 

二、医疗援华的先行者 

 

1937 年，毛泽东与在延安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联名致函美国总统罗斯福，希望派遣医

疗技术人员到中国来。同年 8月，史沫特莱以两人的名义，分别给美共、加共、共产国际、

美国红十字会等发出信件，呼吁援助。 

 

 

1937 年史沫特莱在延安与毛泽东、朱德合影 



 

几乎在同一时期，白求恩与加拿大共产党总书记蒂姆·巴克取得联系，建议派遣医疗队

前往中国帮助共产党的八路军。10 月前后，加拿大共产党决定派遣医疗队援助中国。因资

金匮乏，蒂姆·巴克与美国共产党书记白劳德取得联系，决定两国组成联合委员会，白求恩

受邀成为其中一员。为了表达自己的一片赤诚，白求恩表示：“我只有一个条件，如果我回

不来了，你们要让世人知道诺尔曼·白求恩是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牺牲的。”白求恩前往

美国纽约与美国援华会、美国和平民主同盟商谈并筹备援华问题。他与刚从延安返回美国的

援华会负责人菲利普·贾菲进行了深入交谈，了解到深陷困境的八路军急需有经验的医务人

员，他为中国人民特别是八路军提供医疗援助的决心日益坚定了。 

 

1938 年 1 月，受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由美国援华会赞助，白求恩与美国医生

查尔斯·爱德华·帕森斯、护士琼·尤恩（加拿大共产党创始人汤姆·尤恩的女儿）组成加

美援华医疗队，带着以美国援华会、美国和平民主同盟捐赠款项购买的医疗用品，从温哥华

乘船启程，前往中国，开启了他为中国人民抗战无私奉献的艰辛历程。 

 

 
白求恩（左一）、尤恩（左二）、帕森斯（左四）组成的援华医疗队 

 

关于前往中国的原因，白求恩在一封信中曾写道：“你要明白我为什么要到中国去，请

读一读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和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 

 



 
白求恩在信中提及斯诺、史沫特莱和他们关于中国的书 

 

白求恩信中所提及的埃德加·斯诺、艾格妮丝·史沫特莱，都是与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相

识并有着密切联系的美国进步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 1936 年与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一

起，经宋庆龄联系，前往陕北考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震惊世界的《红星照耀中

国》，便是斯诺以陕北采访见闻为依据写成的。乔治·海德姆则留在陕北，加入红军，加入

中国共产党，担任了卫生顾问，并取了中文名字马海德，后来成为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

盟驻延安代表。史沫特莱在 1930 年代初即与宋庆龄相识，是最早向世界报道西安事变的外

国新闻记者，之后到延安深入接触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进一步了解中国红

军和中国抗战，也是白求恩与美国援华会之间的联络人，后来成为保卫中国同盟的编外战友。 

 

三、支援白求恩去解放区 

 

1938 年 1 月底，白求恩一行到达香港。此时的香港，已成为中国与世界联系的重要渠

道，既是至关重要的军事装备运输大动脉，也是医疗救援物资的主要渠道和集散地。为更好

地开展统战工作，在周恩来领导下，中共地下党员廖承志在香港成立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中

共人员往来香港，安排海内外人士赴延安和其它解放区，联络世界各国援华组织和海外侨胞

支援抗战。一直在上海从事抗日救亡活动的宋庆龄，也于 1937年底接受中共建议抵达香港，

一方面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国际影响力和号召力。宋庆龄到达

香港后，廖承志等多次与她商讨如何开展抗战救援工作的问题。 

 



 

1938 年宋庆龄在香港留影 

 

    白求恩一行抵港后，准备取道汉口八路军办事处去延安，为旅途安全，必须由党的

驻港办事处向党中央汇报并与汉口取得联系。同时，白求恩一行需要在港添购一些药品及医

疗器材。宋庆龄在白求恩抵港后，便让廖承志通知地下交通员熊志华前往酒店与白求恩见面。

第二天，廖承志又在熊志华的陪同下前往酒店与白求恩会见，代表党对白求恩一行的到来表

示感谢与欢迎，并向白求恩介绍了边区对医护人员、药品和医疗器械的迫切需求，以及敌后

抗日游击战争极其艰苦的条件。白求恩表示希望早日动身，尽快到前方抢救伤员。廖承志还

与同为中共地下党员的姐姐廖梦醒以及表妹夫邓文钊组织了一个支援白求恩大夫的小组，以

进一步争取海外援助。在白求恩一行在港逗留的几日内，熊志华与几位同志陪同白求恩一行

在香港采购了一些急需的医药用品，连同白求恩原先带来的医疗物资，总共装了 20 余箱。 

2 月初，白求恩一行抵达汉口。当时在武汉的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亲切会见他们，并安

排医疗队与中国红十字总会的林可胜取得联络，白求恩和尤恩表示愿意尽快去共产党的革命

根据地工作。周恩来还为白求恩去延安做了安排，他指定自己的秘书王炳南为白求恩一行办

理去延安的手续并安排专人护送。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队队长林可胜 

 

在汉口，白求恩还遇到了已结束华北前线战地采访的贝特兰。白求恩提及医疗物资缺乏

的问题，贝特兰只能勉强募集到一些资金和供给品给他们。在武汉期间，贝特兰曾多次去八

路军办事处拜访周恩来，周恩来特别同他讨论了救护八路军伤病员的问题。他们以史沫特莱

和贝特兰从华北前线带回来的关于伤员需要的第一手报告为依据，商定了一项计划——在华

北建立一个国际和平医院，下设五个分院，并继续提供医务人员和物资。周恩来请贝特兰把

前线缺医少药的情况写一个详细的报告，带交给香港的宋庆龄。在离开武汉前，贝特兰将自

己的所有行头――御寒的衣裤、帽子和行囊统统送给了白求恩。后来从白求恩在延安和华北

各地拍的一些照片上，他还看得出白求恩仍穿着其中的某些衣物。贝特兰还为白求恩拍摄了

“在中国拍下的最好的一张照片”，即后来为人们所广泛熟悉的白求恩酷似列宁的那张照片。 

1938 年 2 月下旬，白求恩一行离开武汉去延安，途中多次遭遇敌机轰炸，历尽艰辛，

于 3月抵达西安。为了购买药品和医疗器械，他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留住 10天左右。其间，

中共特别党员、西北军将领张克侠途经办事处时突发急性阑尾炎，白求恩为他进行了手术治

疗。 

 



 
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旧址 

 

 

白求恩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住过的小屋 

 
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地下室是白求恩为张克侠做手术的临时手术室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提供） 

 

1938 年 3 月底，白求恩一行带着三汽车的医疗器械和药品到达延安。美国医生马海德

前来迎接他们。在延安，白求恩及护士尤恩受到毛主席亲切会见。在延安期间，白求恩视察



中央医院、诊治伤员，为抗日军政大学、延安工学院、东北干部训练团学员作报告。不久，

白求恩由延安出发，率领医疗队东渡黄河，奔赴晋察冀抗日前线。其间白求恩持续致信史沫

特莱和美国援华会催促对根据地进行援助。6月，八路军收到了美国援华会的捐助款项。 

 

 

1938 年白求恩在延安与毛泽东的合影 

 

同一时期，贝特兰于 3月抵达香港，向宋庆龄提交了前线缺医少药的报告，转达周恩来

关于募集医药物资支援抗日前线，特别是援助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的意见。不久，老朋友廖

承志请他参加了一个在邓文钊家召开的会议，讨论在支援白求恩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一个更大

规模的组织，独立地向海外公众争取援助，并和海外援华救济团体建立联系，以打破国民党

官办的“抗敌后援会”对外援的垄断和中饱私囊的弊端。廖承志提议请宋庆龄出任主席。之

后，宋庆龄委托贝特兰到世界各地介绍筹建保卫中国同盟的情况，吁请海外救援机构援助中

国抗战，争取知名人士支持保盟工作。1938年 6月 14 日，保盟正式在香港成立。 

 

 
宋庆龄与保盟部分中央委员合影。左起：爱泼斯坦、邓文钊、 

廖梦醒、宋庆龄、司徒永觉夫人、诺曼·法郎士、廖承志 

 

保盟创立之时，白求恩一行已经到达岚县，受到军民热烈欢迎。6 月 17 日，白求恩率

领医疗队冲过敌人封锁，到达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山西省五台县金岗库村。聂荣



臻司令员聘请白求恩为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 

 

 
1938 年 6 月初白求恩在山西岚县受到 120 师贺龙师长热情接待 

 

1938 年白求恩与聂荣臻接受《救亡日报》记者采访 



 
白求恩带到抗日根据地的部分医疗器械 



 

白求恩在战地为伤员输血 

 

自 1938年 6月到 1939年 11月去世，白求恩在晋察冀边区待了整整 17个月，为晋察冀

根据地的医疗卫生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白求恩率东征医疗队前往冀中前线途中 

 

 



四、协力创建国际和平医院 

 

1938 年白求恩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期间，对刚建立不久的河北村、河西村、松岩口

三所后方医院提出了在组织、清洁及其他建设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为进一步提高这些医院的

技术和设备，他制定了一个“五周计划”，其重点是在松岩口村的一所大庙里创建“模范医

院”。在接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他放弃休息，夜以继日地工作。9 月 15 日，这个后来被称为

国际和平医院的模范医院落成了。 

 

 
白求恩在模范医院落成典礼上讲话 

 

在模范医院落成开幕典礼上，白求恩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讲，他说：“作为医生、看护、

救护员的责任，就是让你的病人快乐，帮助他们恢复健康，要把病人当成兄弟亲人，他们还

是我们的同志。”“虽然我们和他们可能无法活着看到这个新中国的成立，但我们正在通过

今天的行动，使之成为可能。无论它是否能够实现，都需要依靠我们今后的行动。我们必须

用自己的鲜血和汗水来创造它。” 

 

 
1938 年白求恩在山西五台山松岩口模范病室做示范手术 



 
模范医院旧址 

 

白求恩在五台山创立模范医院的同时，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也在为争取国际援助

做着积极的努力。为了将国际民间组织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医疗援助常规化，保盟开始筹备

设立具体的根据地医疗援助项目。1938 年 7 月，国际和平运动委员会在巴黎召开世界代表

大会。经过保盟努力，会议作出援华决议，决定帮助中国建立国际和平医院。英、美、加的

援华团体为国际和平医院的建立纷纷捐款。国际和平运动委员会委派英国伦敦援华委员会何

登夫人为代表赴广州与宋庆龄商谈建院事宜。1938 年 9 月 2 日，宋庆龄和各界代表到码头

欢迎何登夫人。经商议，决定将晋察冀边区五台山模范医院命名为国际和平医院，并请正在

那里工作的白求恩大夫出任国际和平医院院长。英国援华委员会捐助 2450 英镑，保卫中国

同盟筹划 950英镑，作为建院经费。 

 



 

宋庆龄与何登夫人画照 

 

五、致力国际和平医院建设 

 

国际和平医院建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宋庆龄领导的保盟，作为国际和平医院

与海外援华团体联系的代表，不断地向美国援华会以及英、美、加等外国援华机构反映国际

和平医院的情况和需要，为他们争取更多的援助，从资金、医疗物资和医务人员等方面全力

支持该项目的持续与发展。 

 



 

周恩来 1938 年 8 月 4 日就白求恩在晋察冀的工作以及援助物资事宜致美国援华会信 



 
宋庆龄 1938 年 8 月 5 日就医药援华事宜致美国援华会信 

 

由于通讯联系的困难和白求恩大夫日夜忙于医疗工作，有关该院工作的详尽的报道难以

为外部世界所得知。保盟委托贝特兰前往山西北部，负责该医院的组织并将相关报告和照片

发送出来，可惜贝特兰未能最终抵达。1939年 9月，在延安接待过白求恩医疗队的马海德，

被指派为保盟驻延安代表，报告国际和平医院和西北其他医药救济工作的情况，建议中央委

员会关于保盟送往该区物资的分配。从那时起报告和照片才经常地由马大夫送来。 

 

1939 年夏天，保卫中国同盟驻重庆代表王安娜受宋庆龄的委托，在周恩来的安排下，

到晋察冀边区了解华北前线的情况，还前往五台山国际和平医院，向白求恩大夫了解医疗工

作情况。她与白求恩进行了详细的交谈，实地考察了国际和平医院和卫生学校。白求恩告诉

王安娜，这里非常需要援助。王安娜回到重庆以后，将所了解情况向保盟、宋庆龄作了汇报。 

 

尽管保盟做了诸多努力和大量工作，然而，宋庆龄对八路军的专项援助却无法及时到达

晋察冀。一方面，美国援华会从纽约募集来的资金，要经中国红十字会和保盟，转手两次才

能交给八路军。另一方面，延安是运往晋察冀物资的第一站，物资辗转运到延安，再从延安

运出，要通过骡车走几周的山路才能到达晋察冀。而且，到 1939 年年中，国民党无视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切断了所有运往延安的物资通道。白求恩所在的五台山国际和平医院，并没

有及时收到保盟募集来的援助物资。白求恩一直在为得不到援助而焦虑万分，甚至计划乔装

去北平购药。他动员了随新西兰教会来华并经常为他提供帮助的修女护士凯瑟琳·霍尔跟他

同去，但是因此行太危险被八路军总部给拦了下来。不久，霍尔因支持八路军的活动被日本



人驱逐出境到了香港，后受宋庆龄委派，从香港通过越南海防和滇缅公路辗转给白求恩运输

医药器材。遗憾的是，这一批药品器材运到时，白求恩大夫已经与我们永别了。 

 

 
    新西兰护士凯瑟琳·霍尔 

 

1939 年 10 月 20 日，这个原本是白求恩计划动身回国募集经费的日子，日寇发动了大

规模的扫荡，他毅然决定留下参与战地救护。他在河北涞源摩天岭战斗中抢救伤员时左手指

被手术刀割破，又在后来的手术中感染。11月 12日，因病情恶化抢救无效，白求恩逝世于

河北唐县黄石口村。 

 

 



    1939 年 10 月 24 日白求恩在黄土岭战斗前沿 

 

1940 年春，为纪念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中共中央决定将白求恩工作过的模范医

院更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六、白求恩的工作在继续 

 

白求恩的逝世，令宋庆龄十分痛惜。12 月，宋庆龄在致尼赫鲁商讨印度医疗队援华工

作的函中写道：“五台山这个地区没有医生，没有护士，而白求恩大夫却工作得非常出色，

他在几乎没有任何医疗用品的情况下，独自一人负责 300 个病人的治疗任务。” 印度国民

大会发起的援华医疗队，于 1939 年 2月到延安，在抗日前线跋山涉水，辗转各地，救死扶

伤。白求恩去世以后，印度援华医疗队的柯棣华接替白求恩，担任了国际和平医院的院长。 

 

白求恩逝世后，宋庆龄一直将国际和平医院及八路军医疗体系的建设作为对白求恩事业

的延续，国际和平医院一直是宋庆龄领导的保盟以及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援助重点。至 1941

年，许多援华委员会、红十字会等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在香港空前发展。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

聚集和重新组合的时期，宋庆龄领导的保盟，与诸多援华机构都建立了联系，募集医药费及

其他必需品，想方设法宣传和支援加拿大白求恩大夫和印度柯棣华大夫先后主持的国际和平

医院。 

 

1940年 2月，保盟在香港皇家剧院义映墨西哥影片《裘莱士》，净收入 3000 余元，全

部用以支援国际和平医院。保盟的宣传刊物上刊载了诸多与白求恩以及国际和平医院建设相

关的工作报告、需求情况、捐赠情况等，向海内外呼吁以增加援助的行动来继续白求恩的事

业。 

 

 

宋庆龄、香港总督罗富国爵士及夫人出席为援 

助国际和平医院而举办的慈善演出《裘莱士》 

 

在保盟的努力下，国际和平医院项目逐渐扩大，至 1940 年，已形成了包括五台山、延

安、晋东南、皖南四个地区的医院和医疗工作的体系。除医院外，该体系还包括晋察冀军区



的白求恩卫生学校，延安的八路军制药厂、中国医科大学等，以及国际和平医院运输体系的

维护系统。  

 

 
    1940 年的国际和平医院分布及援助物资运输体系 

 

宋庆龄本人也多次致信海外援华机构以及国际友人，呼吁对国际和平医院的援助。1945

年 11月 8日，宋庆龄致函加拿大红十字会驻渝办事处，呼吁继续支援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1947年 12月 1日，宋庆龄发表《致国际友人》一文，谓：“中国人民在为争取进步和民主

的艰苦斗争中一直深深怀念着诺尔曼·白求恩大夫，并一直被他的精神所激励。”“我知道，

善意的美国人民是希望这个项目能够维持下去并不断发展的。我相信，作为对白求恩大夫的

纪念，我们可以共同再次向国际和平医院注入新的活力。”宋庆龄呼吁：“为了使白求恩大

夫的事业得以继续下去，我请求你们伸出援助之手。”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 1945-46年的驻华卫生部总干事、驻华世界卫生会干事鲍谦熙医生

曾说：“国际和平医院建立了健全的医疗实践，给整个远东做出一个公共医药卫生实践的模

范。” 

 

至 1947年，在整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已有了 8所国际和平医院，和 42所分院，

16000张病床。 

 

七、白求恩精神光耀千秋 

 

白求恩的去世，是中国抗战救护事业的巨大损失。宋庆龄对白求恩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称“他给国外中国人民之友留下他的生命和工作的榜样”。在领导保盟、中国福利基金会以

及中国福利会的工作中，宋庆龄始终注重弘扬白求恩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的精神。 



 

为悼念白求恩大夫逝世，纪念白求恩的丰功伟绩，1939 年 12 月 15 日，《保卫中国同

盟新闻通讯》第 11 期连续发表两篇文章《一个为中国而斗争的战士的牺牲》《在河北游击

区 4 个月的工作》，并刊登了白求恩与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在一起的照片。1940 年 2

月 15日《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第 13期发表纪念白求恩的文章《白求恩大夫的工作在继

续》和马海德的回忆文章《我认识的诺尔曼·白求恩》。 

 

 
马海德的回忆文章《我认识的诺尔曼·白求恩》 

 

1949 年 11 月 12 日，白求恩逝世十周年之际，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举行纪念

会，向白求恩大夫致以最深的敬意与悼念！ 

 

1952 年，加拿大作家泰德·阿兰和西德尼·戈登为白求恩大夫撰写的传记《手术刀就

是剑》在美国出版。该书叙述了白求恩从一个普通医生成长为一个反法西斯侵略的国际主义

战士的整个过程。宋庆龄在所作的序中，说出了她对白求恩的印象：“任何时代的英雄都是

这样一种人：他们以惊人的忠诚、决心、勇气和技能完成了那个时代放在人人面前的重要任

务。”在她心中，“诺尔曼·白求恩就是这样一位英雄”。宋庆龄在序中还说，“新中国永

远不会忘记白求恩大夫。”“他的事业和他的英名永远活在我们中间。” 

 



 
宋庆龄保存的《手术刀就是剑》 

 
宋庆龄为《手术刀就是剑》所作的序言原稿 

 

1979 年 11 月 12 日“白求恩生平事迹展览”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开幕。宋

庆龄为该展题词：“白求恩精神光耀千秋！” 

 



 
1979 年 11 月宋庆龄为“白求恩生平事迹展览”题词 

 

1981 年 5 月 8 日下午，宋庆龄抱病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授予

荣誉法学博士学位的授赠典礼，并发表讲话，称白求恩是在各个革命与建设时期向中国提供

帮助的加拿大人中“最杰出的代表，最崇高的象征”、是“在中国成为世界各国人民为反对

一切企图奴役别人的人而团结战斗的国际性榜样”，是“中加两国的光荣”。讲话中，宋庆

龄对中加两国友谊的美好前景充满信心，呼吁“联合与加拿大一样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

斗”。这也是宋庆龄一生中最后一次参加公众活动。 

 

斯人已逝，而精神长存。宋庆龄、白求恩，这两位伟大的国际主义、共产主义战士，将

毕生都献给了为人民谋幸福的伟大事业，他们的光辉事迹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

我们奋勇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