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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昌绍（1906—1967），上海市嘉

定县望仙桥镇人。上海医学院毕业后

留校任教，后赴英留学，先后获得医学

博士和哲学博士，被吸收为英国皇家

学会会员。回国后任教于内迁重庆的

上海医学院。建国后任上海第一医学

院药理学教授、中国科学院药理研究

所学术委员、全国血吸虫病研究委员

会药物组组长、《生理学报》副主编等

职。

他主持制定了药理教学大纲，参

加制定了全国药理学科学规划。他主

编的《药理学总论》是中国第一部大型

药理学参考书。

出生嘉定望仙桥

张昌绍出生于教师之家，父亲是

当地的一名小学教师，他在读完小学

之后，并没有如愿升入中学继续读书。

1920 年，因家庭贫穷，张昌绍辍

学了，14 岁的张昌绍离开故乡嘉定，

进入苏州私立树德医院当了一名学徒

工，正是在这所医院里的经历，让张昌

绍萌生了学医的梦想，为此他经常利

用业余时间，坚持刻苦自学。

1924年，张昌绍考入江苏省立第

四中学，这所江南文化名校位于江苏

太仓，前身为太仓州属中学堂，创建于

1907年，1913年更名为江苏省立第四

中学。

张昌绍在校期间极为活跃，曾经

发表医学科普类文章。他还是学校“雄

辩会”的主要辩手，并积极参加一些爱

国学生运动。

1928年，张昌绍考入国立中央大

学医学院。当时这所医学院不在南京，

而是设在上海，由耶鲁大学医学博士

颜福庆出任第一任院长，学制为7年，

前 2 年为预科，由校本部理学院代为

培养，医学专业本科学制为5年，张昌

绍在南京读完预科之后，又到上海吴

淞医学院本部就读医学专业。

1932 年 9 月，国立中央大学医学

院更名为国立上海医学院，正式脱离

国立中央大学建制，成为一所独立且

现代化的国立医学院，也是中国当时

唯一的国立医学院，继续由颜福庆出

任院长。

1934 年 7 月，张昌绍从国立上海

医学院毕业，因学业成绩优异，留校担

任教务长兼药理科主任朱恒璧教授的

助教，从事药理学研究和教学活动。朱

恒璧是中国最早从事药理学研究的学

者之一，也曾是颜福庆从事医学教育

最得力的助手之一。

1937 年初，张昌绍与赵承嘏、朱

恒璧合作，在《中华医学杂志》上发表

了学术论文《蚯蚓中之舒展支气管成

分》，赵承嘏教授当时是国立北平研究

院药物研究所所长，曾留学英国和瑞

士，是中国获得欧美化学博士第一人，

也是中国药用植物化学的先驱者和奠

基者。

刚过而立之年的张昌绍能与当时

中国顶级药学大师合作，实在是一种

荣幸，同时也表明了张昌绍的优秀。不

久张昌绍又与朱恒璧、张鸿德合作发

表了《“黄连素降压作用之翻转”之机

构》的研究论文。

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张昌绍

考取了留英公费生，入伦敦大学医学

院攻读博士学位，在著名神经药理学

大师盖达（Joho H Gaddum）教授的

指导下，从事肾上腺能神经药理的研

究。

张昌绍在英国留学期间，曾在国

际学术期刊发表了6篇颇有学术价值

的研究论文，其中一篇是与导师盖达

教授合作发表。这些学术论文都与肾

上腺素能传递有关，而当时国际医学

界尚不清楚肾上腺素能神经释放的化

学递质是什么。

直到上世纪40年代中期，瑞典科

学家 UIf von Euler 教授才搞清楚肾

上腺机能，并于1970年获得诺贝尔生

理学或医学奖，而Euler教授与张昌绍

导师盖达教授都曾师从英国著名科学

家Henry Dale从事科学研究，并有过

很好的合作，Dale于1936年获得诺贝

尔生理或医学奖。

张昌绍当时的研究课题处于世界

顶尖水平，他经过三年的刻苦学习和

科学研究，于1940年获得伦敦大学医

学博士学位，由于学业成绩优异且科

研成果丰硕，他还被吸收为英国皇家

协会会员。

拿到博士文凭之后，张昌绍又前

往哈佛大学医学院访问和进修，哈佛

大学医学院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

学院都是全美顶级医学院，能在这两

所医学院任意一所医学院学习，都是

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耀。

奠定中国药理学基础

1941年，正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

时刻，张昌绍谢绝美方的热情挽留，怀

着急切的报国愿望，毅然回到艰苦抗

战中的祖国，辗转来到战时首都重庆，

被母校国立上海医学院聘为药理学系

副教授，并兼任中央卫生实验院药理

研究室主任。上海沦陷前，国立上海医

学院曾迁至云南昆明白龙潭继续办

学，后来又迁往重庆歌乐山办学。

由于日本的军事封锁，西南大后

方缺医少药，导致细菌性传染病流行

而无法有效控制，在此危机时刻，张昌

绍不惜中断了关于肾上腺能神经传递

的理论研究，开始夜以继日地研究抗

细菌药物，相继撰写了《磺胺类化学治

疗学》和《青霉素化学治疗学》等科普

性文章，及时介绍世界医学界关于磺

胺类和抗生素两大发现的研究成果和

临床应用。

与此同时，张昌绍还与同仁一起

利用简陋设备，开展磺胺类临床药理

研究和中草药抗疟作用的研究，并组

织了动物实验和临床实验，为西南大

后方流行病防治做出一定的贡献，同

时也积累了大量的科研数据。

尽管重庆是战时首都，但各种物

资极度匮乏，生活条件是极其艰苦的，

张昌绍一家住的是竹片糊泥巴的房

子，水电煤卫全无，生活用水是需要从

山下小溪挑到山上，晚上点的是电石

（乙炔）灯，当时所有科研人员都如张

昌绍一样，就是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

从事科研和写作。

1946年，国立上海医学院从重庆

迁回上海原址复校，张昌绍一家也随

学校迁至上海，并被分配住进了颜福

庆事先主持新建的花园式小楼里，地

址位于平江路 17 弄 10 号，这里自来

水、电灯等一应俱全，生活与在重庆时

相比，简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尽管此时国共内战已经爆发，但

张昌绍的科学研究却没有停止。他于

1946年和1948年，曾分别在国际著名

期刊《科学》和《自然》杂志上发表了

《关于中药常山及其活性成分的抗疟

作用》，是中药研究抗疟方面颇有分量

的论文，对后来“青蒿素”的发现，具有

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借鉴意义，这

也再次证明，许多科学发现和科研成

果都是站在巨人肩膀上取得的。

1949 年 5 月 27 日，上海宣告解

放，当年8月，国立上海医学院被上海

军管会接管，并成立了临时管理委员

会，颜福庆被任命为副主任委员，主要

参与组织学校的教学工作,1951 年上

海医学院改组，年近古稀之年的颜福

庆被任命为副院长。

张昌绍出任上海医学院药理学系

教授兼教研室主任，当时上海市政府

也十分器重张昌绍的学术声望，给予

了一定的政治荣誉，让他出任上海市

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并任命他为中

国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学术委员、卫生

部药典委员会委员兼新药组组长、全

国血吸虫研究委员会药物组组长等社

会兼职。

上世纪五十年代，张昌绍受国家

卫生部委托，主持制定了《药理学教学

大纲》，并主编了药理学统编教材《药

理学》，不但成为医学院校药理学系的

主要教材，而且也是医药工作者的重

要参考书。张昌绍所著的《中药的现代

研究》，对以现代科学整理中药及中西

医结合进行了初步探索。后来，他还曾

策划出版一部大型药理学参考书，但

遗憾的是，只完成了第一卷《药理学总

论》。

五十年代，张昌绍曾两次出国访

问，一次出访捷克斯洛伐克，一次出访

苏联，那个时代能够代表国家出国访

问，都是某领域里的“翘楚”，也是一种

极高的政治荣誉。1956年3月，国务院

在评定教授级别时，张昌绍被评为一

级教授，当时上海第一医学院有16人

被评为一级教授，由此也可见上海第

一医学院的实力。

张昌绍曾多次受卫生部委托，举

办全国药理学培训班，为全国各医学

院校培养药理学师资力量，他还担任

中国生理学会理事，也是《中华医学杂

志》、《生理学报》、《药学学报》的编委，

共发表 100 余篇论文，其研究领域尤

以植物神经系统药理和化学治疗最为

突出。

“十年动乱”期间，几乎所有曾留

学欧美的高级知识分子都受到了不公

正的待遇，张昌绍也没能幸免于难。因

不堪忍受凌辱，他用自己的专业特长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将生命的时钟，永

远定格在1967年12月20日这一个阴

冷的冬日里。

寻找外公张昌绍

陈冲，1961年4月26日出生于上

海，1980 年因与刘晓庆、唐国强等人

共同出演电影《小花》，而获第三届大

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成为百

花奖影史上最年轻的“影后”。

在陈冲仅有的记忆里，外公张昌

绍是个温文尔雅的人，从来没有提高

声音骂过人或者说过重话。张昌绍去

世时，外孙女陈冲刚满6岁，还是一个

懵懵懂懂的小女孩，陈冲的母亲张安

中只是告诉她外公“走了”。之后的几

年，大人们从来没有在陈冲和她的哥

哥面前提到外公，所以她对外公没有

什么更多的记忆。少年时代，陈冲和外

婆住一间屋，那么多年外婆也从来没

有跟她提过外公。

1975年，尚在读初中的陈冲被电

影《井冈山》剧组选中，饰演一个红军

小战士，尽管这部电影未能拍摄完成，

但陈冲却从此走上演艺之路，并因主

演电影《小花》，成为上个世纪八十年

代家喻户晓的电影明星，后来又因独

立执导严歌苓的《天浴》而获得许多国

际大奖。

一个偶然的机会，外公张昌绍的

名字，才又走进陈冲的视野中，这激起

了她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索欲，这才有

了陈冲想极力寻找和了解外公张昌绍

的人生轨迹，并借助其明星的影响力，

开始探索外公张昌绍的人生之旅。

在央视的明星真人寻根节目《客

从何处来》的片尾，陈冲说：“我觉得世

界上有一些人，我们在文学作品中也

会读到，他们如果不能够理想地去生

活，如果他们的生存状态不是他们觉

得有意义的，如果这个意义没有了，他

们会选择走。他是属于这一类人。”

在张昌绍去世 11 年之后，1978

年，上海医学院为他举办了骨灰安放

仪式。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在张

昌绍去世的39年后，2006 年，复旦大

学为他举办了百年诞辰纪念大会。张

昌绍遍布世界的近百位弟子，不远万

里齐聚一堂，这也让人更感受到，张昌

绍的品格传承的价值。

■ 上海区县报优秀品牌

吴丹

张昌绍 陈冲张昌绍在牛津大学

结婚后有一天，我婆婆跟我讲起她的家史。她的父

亲李振曾经是国民党的大将军，跟李先念是好友，1949

年带着3个军投诚，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贡献的人。

说着她拿出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物词典》，给我看他

的事迹，很偶然地，我看见我外公张昌绍也在词典里。我

读着外公成就卓越的、而对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人生，

感触万分。我走到墙边仔细看那几张泛黄的旧照片，努

力将照片里的外公跟词典里的外公对起来，想象他的经

历。

外公坐在一艘赛艇里划船，身穿白衬衣加一件西装

背心和领带。照片中那条河、河边的树和那座小桥似乎

是牛津大学。那应该是1937年和1941年之间？

外公站在假山前的石桥上，身后是湖心亭，水里有

荷花，头顶上飘着柳枝。他身着西装大衣，年轻英俊。那

是他出国前照的还是他刚回国照的？

外公戴着棉帽、裹着海军呢大衣，站在高高的石梯

上，背后是城墙。他身边站着一位我不认识的男人，从衣

服上看着像是50年代。那不是上海，也许是出差讲学，

在那儿跟朋友留的影？

外公跟外婆手里抱着我表姐临川和我，站在平江路

的洋房前。外公穿着中山装，胸前戴着“为人民服务”的

胸章。他抿嘴微笑，是个慈祥的外公。那一定是60年代

照的，是我跟他唯一的一张合影。

第一次离开上海到美国留学时，我只带了很少的行

李，我跟爸爸说我只想带些生活必需品。除了一些替换

的衣服，还带了自己喜欢的几本书。为什么会带外公的

旧相片？我当时的生活中根本没有他，也没有他的记忆。

然而我下意识地觉得那些照片是我的“生活必需品”，真

没法用逻辑来解释。

坐在飞机上，我闭上眼睛，在脑子的每一个角落里

搜索对外公的记忆。模模糊糊，犹如梦境，我似乎能看见

他坐在书房的身影。黄昏，我从幼儿园回来，走到他跟

前。他把我抱到他的膝盖上，在那盏绿色玻璃台灯下教

我写字。 （摘编自陈冲《思念外公》）

相关链接 外公张昌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