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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50年代，中国医学界曾经有过一段学

习苏联先进医学的历史。学习过程中既取得了一

定成绩，也出现过一些偏差。回顾这段历史，考察

其得失并分析原因，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对于当代

更好地学习和应用外国先进科技具有重要的启示

作用。

一、学习苏联先进医学的兴起

做为学习苏联先进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

一，学习苏联先进医学的兴起有客观和主观两个

方面的原因。从客观上看，由于新中国成立之初

我们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倒向以苏联为

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导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对我国采取了敌视态度和封锁政策，使得我国与

西方国家的科技交流包括医学交流出现了一些困

难。而与此同时，中苏友好同盟关系的确立，为我

国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科技交流包括医学交

流提供了便利，苏联派遣大量专家到中国来工作，

并接收大批中国留学生到苏联留学。而西方国家

没有给我们这样的便利，因此这在客观上导致我

国对外科技交流呈现“一边倒”的态势，即倒向学

习苏联科技这边。从主观上看，由于当时我国高

度认同苏联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并且把苏联

社会制度的先进性与其科技的先进性联系在一

起，认为既然苏联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在政治

上比资本主义国家先进得多，那么在科技领域也

理所当然比资本主义国家先进，因此这二者都值

得我们学习。

1953年 2月 7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

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现在学习苏联，……应

该采取真心真意的态度，……不但学习马克思列宁

主义的理论，而且学习他们先进的科学技术”［1］。为

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全国医学界普遍开展学习苏联

先进医学活动，各地举办了许多苏联医学讲座或学

习会，各医学杂志和出版社都介绍和刊出了许多关

于苏联医学的文献［2］。许多医学工作者开始学习俄

语，国家还成批地派遣医学留学生赴苏联学习。其

中仅 1951年，中国就向苏联派遣了 30名医学专业

留学研究生［3］。

1953年，中国医学代表团赴维也纳参加世界

医生大会，归国途中访问苏联。在苏期间，代表团

参观了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的 30多家医学机构，

听取了 100多位苏联院士和专家的报告。归国后，

代表团分组赴全国 13个城市作了 70次以上的报

告［4］。中国医学代表团对苏联的这次访问，为中国

医学界提供了实地考察苏联医疗机构运作和苏联

医学水平的机会。代表团回国后的多场报告，促

进了中国医学界对苏联医学先进性和医学成就的

了解，助推了全国医学界掀起学习苏联先进医学

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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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习苏联先进医学的主要内容

学习苏联先进医学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学习苏联先进医疗技术，二是学习苏联先进医

学理论，三是学习苏联医疗卫生体制，四是学习苏

联医学教育体制，五是学习苏联的医疗作风。

学习苏联先进医疗技术是开展较早的一个方

面。当时苏联所流行的费拉托夫的组织疗法、涅戈

夫斯基的动脉内输血法、无痛分娩法和睡眠疗法

等，都曾经在中国得到了广泛推广。1951年3月，中

央卫生部发出推广组织疗法的指示，截至当年9月，

全国应用组织疗法治疗了约28 000人。1952年6月
17日，中央卫生部发出关于推行无痛分娩法的通

知，截至当年 9月，据全国各地不完全统计，已施行

了5 934人［5］。

学习苏联先进医学理论是一项重点内容。当时

苏联所宣扬的巴甫洛夫学说、勒柏辛斯卡娅学说、波

什扬学说等，都曾经在中国得到普遍学习。其中尤以

对巴甫洛夫学说的学习最为广泛。20世纪50年代，

中国广泛开展了各种学习巴甫洛夫学说的活动，出版

了大量介绍巴甫洛夫学说的书刊，培养了一批研究巴

甫洛夫学说的青年干部并建立了相关科学基地。

1953年8月21日至9月29日，中央卫生部组织

了巴甫洛夫学说学习会［6］。1954年 1—6月，天津、

上海、重庆、杭州、大同、济南、成都、青岛、武汉、延

安等城市的卫生行政部门和医疗单位，以及云南大

学医学院、河南医学院、广西医学院、西北医学院

等，都先后组织本地区或本单位医务干部，系统地

进行了巴甫洛夫学说的学习［7］。1954年中苏友好

月期间，科学技术普及协会配合中苏友好协会，在

绍兴、湖州等城市开展了宣传巴甫洛夫学说的讲

座［8］。根据不完全统计，1952—1955年，仅科学出

版社和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有关巴甫洛夫学说

的书籍就有40多种，近50万册［9］。从1951年起，中

国即陆续派遣留学生去苏联学习高级神经活动生

理学。这些留学生从1955年起陆续学成回国，并在

国内开展了高级精神活动方面的研究。在苏联专

家的帮助下，北京大学生物学系人体及动物生理学

教研室建成了主要研究人和动物高级神经活动生

理学的实验馆［10］。

在学习苏联医疗卫生体制方面，当时苏联所实

行的科主任负责制、保护性医疗制度、计划治疗制

等，都曾经在中国的医疗机构中得到普遍推广。

1950年，在北京医院由苏联专家亲自主持指导，帮助

建立起科主任责任制［11］。在卫生防疫方面，中国根据

苏联经验建立了600多个专科防治所（站）、1 500多

个防疫站、队、组。在医疗预防方面，中国学习了苏

联的划区医疗制，开展了车间医生制及在医疗工作

中贯彻预防思想等［2］。

在学习苏联医学教育体制方面，1954年，高等

教育部、卫生部在北京联合召开全国高等医学教育

会议，提出必须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进行教学改

革。这次会议参照苏联医学教育的经验和模式，确

定了医学院校的专业设置和各专业的培养目标，制

订了统一的教学计划，对教学大纲的编写也做了原

则性的规定［12］。在学习苏联医疗作风方面，由于中

苏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因此苏联医学界所宣扬的全

心全意为伤病员服务的医疗作风，在中国得到了广

泛的学习。

三、学习苏联先进医学的成绩与偏差

学习苏联先进医学既取得了一定成绩，也出现

过一些偏差。

（一）取得的成绩

学习苏联先进医学引发了20世纪50年代大规

模翻译苏联医学论著的活动。仅以巴甫洛夫学说

为例，1949—1959年，介绍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

学说及其相关的学术专著，经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的有 55种，经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有 20种。巴甫洛

夫选集与全集的一部分当时已经出版，剩余部分在

此后不久也陆续出版。此外，还有大量介绍巴甫洛

夫及其学说的科普著作。1954—1958年，人民卫生

出版社组织了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杂志译丛与

其专辑的翻译与出版。粗略估计，这些书刊的总印

数在 100万册以上［10］。20世纪的中国，有三次国外

科学论著翻译活动的高潮，第一次是在1910—1920
年，即辛亥革命后的中华民国时期；第二次是在

1950—1960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全面

学习苏联期间；第三次是在 1980—1990年，即新中

国的改革开放时期。其中，20世纪50年代全面学习

苏联期间的翻译活动，不是对中华民国时期翻译活

动的继承，而是另起炉灶。中华民国时期翻译的对

象主要是欧美国家的科学著作，而全面学习苏联期

间翻译活动的对象主要是苏联的科学著作。翻译

对象的这种转变，实际上是中国科学发展道路转向

的一种表现，即从系统地学习欧美科技转向系统地

学习苏联科技。

通过学习苏联先进医学理论，中国开展了对巴

甫洛夫等学说的进一步研究和应用。心理学者学

习了巴甫洛夫学说后，开始建立了条件反射实验

室，为进一步开展研究创造了条件。细胞学者学习

了勒柏辛斯卡娅关于生活物质的学说后，明确了细

胞学研究的方向［13］。针灸学者把学习苏联医学与

对针灸的科学化改造结合起来，尝试运用巴甫洛夫

学说来解释针灸的治疗作用。比如朱琏［14］认为，巴

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对针灸疗法的研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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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宝贵的启发。

通过学习苏联医疗卫生体制，我国建立了此后

沿用多年的医疗卫生体制。在学习苏联先进医学

过程中，我国效仿苏联建立了自己的医疗卫生体

制，其中一些制度如科主任负责制等一直沿用至

今。傅连暲［5］曾经指出，我国卫生工作的几个重要

原则，如“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

等，就是吸取苏联卫生建设的经验而制订的。

（二）出现的偏差

在学习苏联医疗技术方面，虽然组织疗法、无

痛分娩法等疗法在短期内都曾经有过大面积的推

广，但是疗效并不理想，这说明当时认为是先进的

某些苏联医疗技术，有些其实未必是先进的。造成

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我们认识上存在偏差，

错误地认为只要是苏联推广和宣扬的医疗技术就

肯定是先进的医疗技术，因此没有经过实事求是地

检验和验证就草率地决定推广。

在学习苏联医学理论方面，出现过把学术问题

与思想政治问题混淆在一起的错误做法。苏联把

巴甫洛夫学说视为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基础

之一，因此在学习巴甫洛夫学说的同时，还着重批

判了魏尔啸的生理学和各种资产阶级心理学学

说。我国在学习苏联过程中，把这种错误做法也照

搬了过来。1953年9月26日，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

若在纪念巴甫洛夫诞生 104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

号召大家学习巴甫洛夫学说。他说，要应用巴甫洛

夫学说作为我们生物科学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因为

它可以帮助我们驱除科学工作中唯心论的污毒，改

进我们的科学工作方法，并使我们能更深入地体会

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

理［15］。从中央卫生部组织的巴甫洛夫学说学习会

的学习活动来看，其不仅是一次业务学习，而且也

是一次政治思想学习。不仅所有的会员都要提交

学习总结，而且有的学员还因为总结写得不过关而

受到了批评，中科院生理所的刘育民就是一例［16］。

巴甫洛夫学说是重要的生理学说，辩证唯物主

义更是重要的哲学思想，这二者毫无疑问都是值得

学习的。但是，在缺乏必要学理论证的情况下，硬

性地把巴甫洛夫学说与辩证唯物主义联系在一起，

容易造成对巴甫洛夫学说理解的庸俗化和对辩证

唯物主义理解的简单化。1956年，陆定一在一次向

毛泽东的汇报时就提到当时医学界存在的一种错

误认识。这种错误观点认为“中医是封建医，西医

是资本主义医，巴甫洛夫是社会主义医”。如果按

照这样的认识，“当然就应该反对中医和西医，取消

一切现存的医院，靠巴甫洛夫的药来包医百病。”［17］

由于巴甫洛夫的药显然不可能包治百病，因此这种

观点的荒谬也就显而易见了。

1956年，毛泽东在总结了科技等领域学习苏联

的经验后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

家的长处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

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对

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

样的态度。”［18］在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思想和繁

荣科学文艺的“双百”方针后，在学习苏联先进医学

过程中出现的这些偏差得到了部分纠正。

但是，限于认识，还有些偏差当时并没有纠

正。由于我们对苏联的科技过于盲从，以至于不能

实事求是地从科技本身来判断其先进性和实用性，

而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做出了先验性的结论，从而

导致在学习苏联先进医学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应

有的偏差，这无疑是一种遗憾。

四、学习苏联先进医学的经验教训

虽然学习苏联先进医学本身没有错，但是在学

习过程中却出现了种种偏差，主要原因有三点。

第一，盲目地学而没有鉴别。由于我们盲目推

崇苏联，导致全盘接受了苏联的医学理论和医疗技

术。即使其中有些是无效的疗法或者是错误的理

论，我们也跟着学。比如不适当地推广了组织疗法

和无痛分娩法等疗法，实际上这些疗法的有效性是

被夸大了。又比如不恰当地学习了勒柏辛斯卡娅

学说、波什扬学说等理论，这些理论本身是落后甚

至是错误的，而不是先进的。

第二，片面地学而没有比较。在科技领域，应

该是谁先进我们就学习谁，而不应局限于仅学习某一

个国家。只重视学苏联而忽视学欧美，甚至因为学了

苏联的某些理论就排斥欧美的另一些理论，这样的做

法无疑是错误的。比如，在医学领域，把巴甫洛夫学

说看做是进步的、唯物的、科学的，而把魏尔啸学说看

做是反动的、唯心的、伪科学的，因而对前者加以学习

和宣传，对后者加以批判。虽然在生理学领域中巴甫

洛夫学说毫无疑问是先进的学说，但是不应该把它看

做是唯一先进的学说，更不应该把其他的学说如魏尔

啸学说等看做是反动的和伪科学的。

第三，教条地学而没有取舍。苏联医疗领域的

某些制度或做法符合中国国情，我们是应该学的。

比如苏联强调预防的全民保健制度，因为费用相对

较低，因此对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特

别大。但也有些制度或做法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我

们是不应该学的。比如苏联的免费医疗制度，我国

由于国家财力有限，就不应该完全照搬。我们本应

该在学习苏联医学过程中，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做

出取舍，但是实际上我们是拿了苏联的经验生搬硬

套，这自然是错误的。如果说前两类错误是苏联错

了我们也跟着错的话，那么第三类错误则是苏联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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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错而我们学错了，出现这类错误的责任完全在于

我们自己。

医学领域学习苏联的活动与其他科学领域学

习苏联的活动相比，既具有普遍性也具有特殊性。

一方面，学习苏联先进医学是学习苏联先进科学的

一个缩影，在学习苏联先进医学过程中曾经出现的

盲目学习、片面学习、教条学习等错误，在学习苏联

其他领域先进科学时也都不同程度的存在。另一

方面，医学领域有其特殊性，有些方面比如中医从

性质上看本不适宜学苏联，但是当时却设想通过学

习苏联医学来改造中医，进而实现中医的科学化，

事实证明这条路是行不通的。

近代中国在学习国外科技方面曾经犯过两种

不同性质的错误。一种是对本国科技过于自信，因

而对外国科技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拒绝学习，这

当然是错误的。另一种是对本国科技全盘否定，因

此对外国科技不加分析地盲目迷信、全盘接收、一

概照搬，这无疑也是错误。20世纪 50年代，中国在

学习苏联先进医学过程中所犯的错误属于后一

种。类似错误在历史上时有发生，不仅限于20世纪

50年代，也不仅限于医学领域。当前，我们要建设

科技强国，学习外国先进科技是必不可少的。因

此，回顾这段历史并总结其经验教训，避免重蹈覆

辙，对于当代更好地学习和应用外国先进科技，无

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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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f studying Soviet Union advanced medicine in the 1950s
Zhang Cheng

School of Marxism，Anhui Medical University，Hefei 230032，China
Abstract：The main contents of studying Soviet Union advanced medicine in the 1950s included learning

Soviet Union medical technology，medical theory，medical system，medical education system and medical
spirit. Learning not only had achieved some achievements，but also some deviations. These deviations reflected
some kinds of the mistakes in China during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foreign advanc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examine the gains and losses of learning，analyze the reasons，and learn lessons from history，we would better
learn foreign advanc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future.

Key words：medical history；studying Soviet Union；contemporary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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