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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义出生于上海，兄弟姐
妹八人。1942年，他以优异的成
绩从震旦大学附属中学（现向明
中学）毕业，免试直升入震旦大
学医学院，并在 1948 年以总成
绩第一的名次毕业，留在了广慈
医院（现瑞金医院）内科工作。

在谈及当初为何会选择血
液病救治作为专业方向时，王振
义坦言：“当时我想血液病应该
不难吧，只要一台显微镜就能解
决诊断问题，所以觉得自己很能
胜任，真没想到血液病这么复
杂，这么难治。”

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
（APL）作为最为凶险、病情恶化
最快、致死率最高的一种白血
病，如果不及时治疗，有90%的病
人将在半年内死亡。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王振义
刚开始负责瑞金医院血液科的病
房工作，而短短半年时间内，病房
里50个白血病人都相继逝世，这
让他受到巨大的打击，攻克这一
疾病治疗难点，也成为他从医的
动力。经过8年的奋斗和探索，
尝试了无数种方法，测试了无数
种药品，王振义最终发现国产的
全反式维甲酸可以在体外将APL
细胞诱导分化为正常细胞。

在瑞金医院昨天召开的王
振义院士事迹分享会中，瑞金医
院赵维莅医生拿出了一张老照
片。照片带大家回到了1986年
的一天，一个身患急性早幼粒细
胞白血病的小女孩在上海儿童
医院奄奄一息，绝望的家属苦苦

哀求医生，王振义的夫人谢竞雄
正是上海儿童医院的顾问，她知
道自己的丈夫正在研究这个疾
病而且取得了进展，所以一回家
就把这个小病人的情况告诉了
王振义。王振义仔细研究小女
孩病情后决定，让小女孩服用尚
处于试验阶段的全反式维甲酸
治疗。

当时有人劝他说：“您早已
经功成名就，用新药来治疗一旦
有啥问题可就名誉扫地了，还是
别冒险啦。”但王振义说：“我们
经过8年的研究，我相信科学，我
有信心！”

奇迹出现了，小女孩只吃了
一个星期左右的全反式维甲酸，
病情就出现转机，最终达到完全
缓解。如今，近40年过去了，当
年的女孩依然健康地生活着。
这次治疗是世界公认的诱导分
化理论让癌细胞“改邪归正”的
第一个成功案例，王振义因此也
被誉为“癌症诱导分化之父”。

此后，王振义和学生陈竺、
陈赛娟等又一起创造性地提出

“全反式维甲酸联合三氧化二
砷”治疗方案，并从分子生物学
将这个方案研究得明明白白，最
终使得这个曾经最为凶险的白
血病 5 年生存率从 10%提高到
95%以上，成为第一个可被治愈
的白血病。该成果被国际医学
界誉为“上海方案”，并被国际权
威指南指定作为一线经典治疗
方案，还被誉为“新中国对世界
医学的八大贡献”之一。

缔造“一门四院士”传奇“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王振义——

“清贫牡丹”精神激励更多青年医者
有一个人，他终身奋斗，开创了中国出凝血

的研究体系，努力攻克了一种白血病，被评为“肿
瘤诱导分化之父”；有一个人，他是青年医生成长
的领路人，先后培育出中国血液学人才森林，成
就了“一门四院士”的佳话。

9月29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
院终身教授，原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现上海交通
大学医学院）校长、上海血液学研究所原所长，中
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王振
义被授予“共和国勋章”。 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了更
好地探究血液学和血液病的奥
秘，王振义联合瑞金、仁济、新
华、九院的血液科和基础医学
院病理生理教研室，组建了上
海血液学研究所，并出任首任
所长。以上海血液学研究所为
基地，王振义培养了大批优秀
的学生，陈竺、陈赛娟、陈国强
三位院士便是他们当中的杰出
代表，他也因此造就了“一门四
院士”的传奇。

陈竺和陈赛娟是王振义招
收的第一批研究生。陈赛娟回
忆：“那时候，王老师不但手把手
指导我们做实验，还每天晚上帮
我们补习外语。”1984年，王振义
力 荐 陈 竺 夫 妇 赴 法 国 留 学 。
1989年，陈竺夫妇回到了祖国，
成为王振义院士的左膀右臂，分
别从分子生物学和细胞遗传学
两方面开展研究工作，并最终开

辟出一片全球瞩目的基因研究
新天地。

海南医科大学校长、交大医
学院原院长陈国强院士也是王
振义的得意门生，他常说，“那时
还没有电脑，写了论文后王老师
一遍遍修改，我就根据修改的内
容一遍遍整理、抄写，王老师前
前后后改了10次，近2万字的论
文，我就重新整理、抄写了 10
篇。”

王振义说：“当一个人到达
科研顶峰的时候，接下来可能会
走下坡路，所以当自己在抛物线
刚下降时就应该退下来，让下一
代更强的人来替代自己的岗
位。这样，这根抛物线就会一直
朝上叠加而不会下滑。这对整
个事业的发展更有利。”1995年，
王振义主动让贤，举荐学生陈竺
担任上海血液学研究所所长。

为了培养青年一代人才，

2003年，王振义主动要求学生们
对自己进行“开卷考试”。每个
周一学生们把自己临床上碰到
的疑难病患者的病历发给王振
义，他立刻开始针对这些难题搜
索全球的最新文献，每周四做成
PPT 到瑞金医院与大家一起探
讨，每次他讲的都是国际上最新
的进展、成果或解决方案。

王振义院士热衷公益的精
神深深感染着瑞金青年，在他的
感召下成立了“蓝小医”青年志
愿服务队，发挥医学背景，在日
常工作之余开展医疗保障、义诊
咨询、科普传播、爱心助老等志
愿服务。在他“无私奉献、不懈
奋斗”的医学人生指引下，这群

“蓝小医”青年志愿者也不断开
展更多样、更实在的“向上、向
善”志愿服务项目，更热心、热
情、热烈地助人奉献，用善爱助
推社会更好地“向发展”。

王振义院士常常和学生们
说，“爱国，首先就要爱自己从事
的事业，我这一辈子看好了一种
病，而我最遗憾的是只看了这一
种病，还有很多病没有攻克，病
人需要我们，祖国需要我们，我
们每个人都要不断学习和创新，
更好地为病人服务，为祖国奋
斗！”

2018 年，王振义院士荣获
“中国最美医生”的称号，瑞金医
院肾脏内科的医生高琛妮陪同
他一起到北京领奖。当时，主持
人问了王振义院士这样一个问
题：“您如何看待名与利？”王院
士这么说道：“我概括了一下，就
是‘清贫的牡丹’。我也喜欢代
表上进、富贵的牡丹，因为我的
工作就是追求卓越，希望能够救

更多的病人，让更多的病人得
益，但是也要淡泊名利，两者结
合在一起，既是牡丹又是清贫的
牡丹。”王院士的回答至今让高
琛妮记忆深刻。

令人敬佩的是，王振义在
找到攻克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
病的“特效药”后，并没有为全
反式维甲酸申请专利，而是急
切地希望能让全世界所有的急
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患者都尽
快获得治疗，他无偿地将这种
药和方案向全世界免费推广。
这种被患者称为“特效药”的黄
色小药丸，只要口服就有效，一
盒药当时售价11元，即便近40
年过去了，这盒药也只有 290
元，还可纳入医保，而类似的肿
瘤治疗药物价格都高达 2 万元

以上。
2015年，王振义院士收到一

封从海外辗转来的信，里面有一
张两个陌生外国小孩的照片。
原来这是一位美国母亲的来信，
她说自己在十多年以前患了急
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濒临死亡，
后来吃了全反式维甲酸后完全
恢复，还生了两个孩子，所以寄
照片来表示感谢。确实，王振义
院士的“上海方案”使得全世界
数十万白血病患者获得治愈，回
归社会。

由王振义院士为贫困患者
助力的“广聚善爱”基金项目，已
经帮助65位患者重获新生；由他
所资助的“广慈临床创新技术
奖”，更是助力了诸多青年医生
脱颖而出。

著名的“上海方案”

自称“清贫的牡丹”

在科研顶峰时主动让贤

如何对抗“绝症”？

如何看待名与利？

如何培养青年医生？

王振义院士和患者交流。

王振义院士开创了中国出凝血的研究体系，是青年医生成长的领路人。 本版均为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