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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会见李振翩夫妇照片背后的故事：

美籍华人李振翩教授：
他为杨开慧接生毛岸英

1972 年冬，中美关系解冻。新中国第
一个医学代表团访问美国。访问期间，代
表团副团长林巧稚按照毛泽东的嘱托，邀
请在美国国家卫生院从事细菌学与病毒
学研究的华人教授李振翩夫妇回国访问。

李振翩是湖南湘乡县人。1919 年 6 月
3 日，毛泽东重建湖南学生联合会时，李振
翩正在湘雅医学院攻读。毛泽东主编的《湘
江评论》出到第 5 期，被军阀张敬尧查封。
湘雅医学院的校刊《新湖南》，因为学生放
假，从第 7 期开始，由毛泽东接办，李振翩
是杂志编辑之一，这个校刊出到第 10 期，
又被张敬尧查封了。

1922 年秋的一天，毛泽东头戴草帽，
身穿短衫，脚蹬草鞋，化装成人力车夫，急
匆匆来湘雅医学院找李振翩。李振翩看着
毛泽东这身打扮，笑着说：“原来是你这个
洋车夫找我呀！”毛泽东抓着他的胳膊着急
地说：“别管洋车夫、土车夫，赶快跟我走，
叫上张维，我有急事求你俩帮忙。”原来，
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临产了，来找李振翩
去接生。李振翩带上接生用的药品和医疗
器械，叫了一位助手随毛泽东赶到清水塘
住处，顺利地为杨开慧接生了第一个孩子
毛岸英。从此，毛泽东便与李振翩结下了难
忘的友谊。

李振翩的妻子汤汉志是湖南岳阳县
人，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与林巧稚既

是同学又是好友。1929 年，汤汉志随李振
翩去美国，在纽约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从
事细菌学和病毒学研究，一年后回国，继

续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工作。抗战爆发后，
汤汉志一家随北京协和医学院流亡，先到
上海，后到广州、香港、桂林，1942 年又迁

往贵州安顺。此时，在重庆的中共南方局
决定派中共西南联大总支书记、李振翩的
堂弟李振穆前往贵州组建中共秘密组织。
在贵州，李振穆需要有个公开职业做掩
护，便找到堂兄李振翩帮忙。李振翩冒着
生命危险，鼎力相助，安排李振穆做自己
的助手。

抗战胜利后，李振翩一家人回到南京。
在时任周恩来秘书的李振穆帮助下，李振
翩常去中共代表团住地梅园新邨参加时事
座谈会，并认识了周恩来。1948 年底，根据
蒋介石与美国签订的中美文化协议，常驻
中国的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邀请李振翩夫
妇访美。后来，李振翩夫妇加入了美国国
籍，李振翩进入了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任
研究员，而汤汉志则进入乔治·华盛顿大学
医学院进修，毕业后在华盛顿圣约翰·伊丽
莎白医院任内科主任。

1954 年，毛泽东得知李振翩夫妇的下
落后，曾多次托人捎口信去表示问候。

林巧稚这次随代表团到了美国，在美
国医学界举行的欢迎酒会上，碰巧遇见了
自己当年的同窗好友汤汉志。林巧稚十分
高兴，来不及与对方嘘寒问暖，就直截了当
地说：“毛主席托我带个口信，欢迎你们夫
妇回国去看看。”

1973 年 7 月，李振翩、汤汉志夫妇回
到了阔别 25 年的祖国。7 月 29 日，周恩
来首先会见了李振翩夫妇，并感谢他们在
抗战期间曾为中共秘密工作做出的贡献。
8 月 2 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
屋，会见了李振翩夫妇。老朋友久别重逢，
回首往事，有说不完的心里话。毛泽东问
李振翩夫妇：“生活上有什么困难需要帮
助？”李振翩忙答：“没有困难，不需要任何
帮助！”毛泽东又问：“有什么要求？”李振
翩说：“我希望中美两国能友好，美国太强
大了。”毛泽东笑了，说：“两好才合一好，
不能一厢情愿呀！”摄影记者及时抓拍下
了两位老朋友亲切交谈的场景。第二天，
这张照片随一条新闻出现在《人民日报》
的头版头条。之后，1975 年 6 月和 1978
年 6 月，李振翩夫妇又分别两次回国，周
恩来和邓小平会见了李振翩夫妇。在这前
后，李振翩夫妇将一大批先进医疗设备和
医学书籍，赠送给国内几家主要医学院
校，为中美友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据《党史纵览》 文/曹晋杰 邓建龙)

英国奥运冠军曾在中国参加抗战
巴黎奥运会上夺得金牌

埃里克·利迪尔，1902 年 1 月出生
于中国天津，祖籍苏格兰，其中文名字
叫李爱锐。利迪尔从小说汉语、穿中式
服装，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一直跟随
父母在中国长到 5 岁才回英国求学。利
迪尔从小酷爱体育活动，在青少年时代
就表现出非凡的运动才能。上大学期
间，他加入了爱丁堡大学橄榄球队，并
成为队里头号明星，还显示出在竞跑方
面的巨大潜力。在 1924 年巴黎奥运会
男子 4 0 0 米比赛中，利迪尔一举为英
国夺得这一项目的金牌，并创造了新的
世界纪录。而这项纪录一直保持了 35
年，直到 1959 年才被打破。

回到中国当老师

巴 黎 奥 运 会 结 束 后 ，利 迪 尔 于
1925 年 8 月来到了他阔别 18 年的出
生地天津，致力于帮助中国改变落后的
教育。他所在的新学中学是一所始建于
1902 年的英国教会学校，该校通过新
式教育培养出吴必显等众多的知名人
才。在这所学校，利迪尔承担了高中理
工科和英文的教学工作。由于利迪尔这
位苏格兰飞人的到来，也使得新学中学
的体育教育受到重视，让学生们受益匪
浅。利迪尔还根据世界田径赛场的标准
和自己参加比赛的经验，对当时的天津
民园体育场的改建，提出了许多宝贵意
见，如跑道的结构、灯光设备、看台层
次等，使改建后的民园体育场成为当时
中国首屈一指的先进比赛场地，举办了
不少国际性比赛。

帮助中国人民抗日

“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共地下党
的领导下，天津爱国学生成立了天津学
生联合会，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救国运
动。对于中国学生的救国活动，利迪尔
给予了热情的关注和支持。

百灵庙大捷后，利迪尔利用自己教
师兼传教士的身份在社会各界募捐抗
日资金，还通过当地教会为流离失所的

东北等地难民赈灾赈饥，将战地的受伤
难民送到基督教医院进行救治，用爱心
关怀他们。

卢沟桥事变后，利迪尔多方号召当
地教会和信教群众以仁爱精神抢救伤
员，自己也带头冒着日军的炮火多次到
火线抢运受伤的官兵和民众。同年 11
月，新学中学正常的教学被迫停止，利
迪尔前往战火中的萧张县，为英国伦敦
教会设立在该县的一家慈善医院运送
物资和资金，免费救治参战负伤的中国
军民。

1939 年 2 月，日军抓到了 7 名中
国士兵，其中两名伤员大声号召群众与
日寇作斗争，被敌人当场砍倒在地。日
军走后，当地村民发现其中一名伤员还
活着，便把他藏了起来。利迪尔得知消
息，立刻用自行车驮着这名可敬的伤员
在夜色中奔跑了 60 多里，及时送到当
地一家医院进行救治。由于日军当时还
不敢公然侵犯西方国家的在华人员和
机构，这名抗日军人在教会医院的抢救
下，竟神奇般地活了过来。

日军全面占领天津后，各学校爱国
学生以“读书会”为依托，在中共地下
党领导下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斗
争。利迪尔不仅掩护学生骨干，帮助收

藏抗日传单，而且在经费上给予力所能
及的支持。由于日军的严密封锁，根据
地的各种物资药品奇缺，一些积极支持
中国抗战的国际友好人士便主动承担
了为根据地运送物资的任务。利迪尔也
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与在天津居住的
燕京大学英籍教授林迈可、奥地利医生
傅莱、传教士罗兰兹等人，购买了无线
电通讯器材、药品等物资送往根据地。
不久，由于驻天津英军撤离，利迪尔支
持抗日的活动变得十分困难，但他依然
想方设法通过走私商贩为根据地送去
了所需要的盐、砂糖、火柴、电池、纸
张、药品等物资。

被关押在潍县日军集中营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利迪尔和
在天津的外国人失去了以往侨民身份
的保护。为了保护怀着身孕的妻子和两
个女儿，利迪尔把她们送去加拿大。随
后，日本宪特机关以突然袭击的方式逮
捕了在天津地区生活、工作的全部外国
侨民。在日寇这次大抓捕行动中，利迪
尔虽然事先得到一些风声，但因种种原
因未能躲过日军的搜捕。1943 年 3 月，
利迪尔被押送到山东潍县日军集中营。

在潍县日军集中营里，利迪尔依然
充满乐观情怀。战争中总共有 2008 名
外国侨民(如司徒雷登)被关押于此，其
中包括 3 2 7 名儿童。利迪尔编写了一
本化学小册子，为被关押的孩子们补习
功课，带他们进行体育活动，给他们讲
奥运会的故事。然而，由于集中营里惨
无人道的迫害，利迪尔身体受到了严重
摧残，整个人消瘦得只剩一副骨架，最
后又被诊断患上了脑瘤。1945 年 2 月
21 日夜，利迪尔长眠在中国的土地上，
年仅 4 3 岁，离日本宣布投降仅还有
175 天。

今天，在利迪尔去世的地方，中国
人民为他建立了纪念碑。纪念碑的碑身
和碑座，分别由采自苏格兰和英格兰的
花岗岩制成，碑上镌刻有一段中文铭文：

“他们应可振翅高飞，如展翼的雄鹰；他
们应可竞跑向前，永远不言疲劳。”

(据《人民政协报》 文/王作化)

请作者与本报联系，以付稿酬。

1973 年 8 月 3 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报道了一条新闻：毛泽东主席会见应邀回国访问

的美籍华人李振翩教授夫妇，并配发了一幅毛泽东与李振翩亲切交谈的照片。从照片上看，毛

泽东的表情极为关切，而李振翩则轻松谈笑着。李振翩是什么人，毛泽东为什么要邀请他回国

访问？这张照片后面又有怎样的故事呢？

毛泽东主席会见应邀回国访问的美籍华人李振翩教授（中）夫妇。

1981 年，一部表达奥运精神的英国故事

片 Chariots of Fire (中译名《烈火战车》)获

7 项奥斯卡提名，最后获 4 项奥斯卡奖(最佳

影片、最佳写作、最佳音乐、最佳服装设计)。

影片是由真实的故事编写而成的，其主人公

的原型是巴黎奥运金牌获得者埃里克·利迪

尔(EricLiddell)，一个生于中国并长眠于中国的

英国人。

奥运英雄埃里克·利迪尔

利迪尔在奥运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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