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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風度翩翩的林可勝

林可勝：中國生理學和國防醫學奠基者

海外華僑對近代中國的貢獻是大家經常提到的，但重點多在為革命或抗日

而捐輸財富。其實華僑以學識與才幹來推動中國現代化的，也絕不乏人，像原

籍福建廈門的星加坡華僑林文慶、林可勝父子，就是非常傑出的例子。

林文慶是醫生，也是廈門大學的創校校長，

至於他的長子林可勝（1897-1969）則自幼在海外

成長，在愛丁堡大學受醫學教育、任講師、取得

醫學博士資格，直到1924年將近三十歲的時候，

才決然拋棄在西方世界一帆風順的事業，回到中

國人的世界，出任北平協和醫學院的生理學系正

教授和系主任，成為該校第一個獲得這地位的中

國人。這一大轉變表面上十分戲劇性，實際上則

很可能是自幼受到父親培育熏陶的結果。否則，

其後他為中國醫學發展以及抗日工作而廢寢忘餐

的那種無私精神便難以理解了。

從1924至1949年這二十五年間，林可勝的事

業恰好分為前後兩段。在前段（1924-1937）他是

學者：推動生理學教育與研究、創辦「中國生理

學協會」和《中國生理學雜誌》，更曾當選為中國醫學會會長。在後段，蘆溝橋炮

火打破了平靜的實驗室生活，把他推上前線。在抗戰期間，他捲起袖子，主持

貴陽紅十字會的救護工作，並兼任軍政部戰時3生人員訓練所主任。事實上，

抗戰軍隊的整個救護系統，就是由他一手建立：這包括了前線六百餘所臨時醫

院，後方二百餘所傷兵醫院，還有經他訓練出來的上萬3生救護人員。他的過

人精力與醫學和領導才能，當年是傳頌一時的。

抗戰結束之後，他被委任為軍醫署署長，建立國防醫學中心（其後分別演變

為上海的第二軍醫大學和台灣的國防醫學院），又榮膺中央研究院院士，這正好

標誌他在生理學和國防醫學這兩方面的重大貢獻。1949年他飄然赴美，先後出

任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研究員和邁爾斯（Miles）醫藥學研究所所長，以迄1967年

退休為止。

在氣質和風度上，林可勝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英國紳士，（據說，他擅長素描，

其所以和愛丁堡一位醫學教授的女兒結下姻緣，就起於私下描繪她的倩影。）但

就事業和貢獻而言，又有誰能懷疑Bobby（這是他的朋友對Robert K.S. Lim的

慣稱）是一個真正的中國人呢？

* 本文由本刊編輯室撰寫，主要資料取材於 S.C.  Wang: The Pharmacologist

12 (1), 24 (1970)，又據1954年左右的一段《星島晚報》剪報。文內資料主要由中國科

學院院士、美國布朗大學鄒崗教授和華盛頓大學饒毅教授提供，謹此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