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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之后，八十高龄的
柯麟曾这样回忆他 18 岁时
的经历：“我第一次进入中山
医学院的时候，还是二十年
代的初期。第一次大革命的
浪潮，使我开始接受马列主
义，并从这里走上革命的道
路。”1916年，柯麟考入海丰
中学，认识了一位比他大四
岁的高年级学长——中国共
产党早期领导人、农民运动
领袖彭湃。

经彭湃介绍，就读于广
东公立医科大学（现中山大
学医学院前身）的柯麟加入
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 年1 月
更 名 为 中 国 共 产 主 义 青 年
团）。1925年，柯麟正式担任
广东公立医科大学中国共产
主义青年团支部首任书记。
自此之后，柯麟和十几名同
学共同组织了新学生社，领
导广东公医的学生运动。

同年，在彭湃的介绍下，
柯麟邀请周恩来到学校演
讲。周恩来在演讲中说道：

“我们的时代是战斗的时代，
革命青年一定要与工农兵合
作，才能取得大胜利。”周恩来
的一番话，为柯麟指明了革命
的道路与方向。在广东公医
学习的日子里，柯麟多次领导
和参加学生运动，同时在医学
上刻苦钻研，这也为他日后的
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1927 年，柯麟赴武汉出
席全国共青团代表大会，并
立即被派往国民革命军第四
军，先后任二十四师教导队
医官、军部医务处主任。是
年 9 月随第四军回广州，任
该军后方医院副院长。随
后，他参加广州起义，起义失
败后避难上海，开设达生医
务所，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点，
并参加中央特科的工作。

一生低调的柯麟，一生
只和一个后辈深入详谈他的
潜伏岁月，这个后辈就是羊
城晚报前副总编辑鲁阳。其
中，最为传奇的，莫过于柯麟
参 与 惩 处 叛 徒 的 故 事 。
1929 年 8 月，柯麟的革命引
路人彭湃因被叛徒出卖而被
杀害。中央特科调查到白鑫
叛变的真相，周恩来打破惯
例，要求“特科会打枪的全部
都要参加”，找到叛徒白鑫报
仇。然而，白鑫叛变后就被
敌人保护起来，不知所终。
由于白鑫与柯麟是旧相识，
但又不知道柯麟的政治身
份，时任中央特科情报科科
长陈赓便将寻找叛徒的任务
交给了柯麟。

当时，白鑫曾秘密到柯
麟诊所看病。柯麟不动声色
地给他看完了病，然后以取
药为名，暗地派人通知中央
特科。不过，中央特科的人
尚未赶到，白鑫就匆忙离开
了诊所。陈赓认为，白鑫可

能会再次来诊所，就嘱咐柯
麟照常开业，等待白鑫到来。

半个月后，白鑫约柯麟
到法租界的一家饭店给他看
病。柯麟如约前去，“现场防
备森严，柯麟不急不慢地替
白鑫诊断，并利用给白鑫看
病的间隙与白鑫闲聊。白鑫
邀请他下次到自己的住处
——法租界霞飞路和合坊范
争波的公馆里来看病”。不
久后，中央特科得到情报，白
鑫将启程前往意大利。周恩
来和陈赓等人意识到，这是
除掉白鑫最好的也是最后一
个机会。中央特科立即部
署，不仅惩杀了叛徒白鑫，还
除掉了特务头子范争波。

白鑫和范争波死后，上
海国民党党部和法租界巡捕
房立即展开大搜捕。组织上
安排柯麟秘密转移到东北。
东北地区组织工作的领导人
刘少奇在了解了柯麟的情况
后作出指示，要柯麟回到南
方继续工作。

1930 年，柯麟来到香
港。1931 年 1月，设在香港
的广东省委及其所属机关
先后被破坏，柯麟无法与组
织直接取得联系，只得独自
行动，在香港挂牌行医，开
设南华药房。后来，中央交
通总站的李少石来到南华
药房，叮嘱柯麟建立与中央
单 线 联 络 的 交 通 机 关 。
1931年秋，柯麟护救出时任
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烈
士李硕勋的妻儿，将他们送
往上海。其间，叶剑英、聂
荣臻、陆定一同时经由香港
转赴中央苏区，香港联络站
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5年，红军总政治部
联络部部长潘汉年来到香
港，要柯麟前往澳门，联系
当 时 寓 居 澳 门 的 叶 挺 将
军。叶挺在澳门期间常和

柯麟谈起革命经历，还曾对
柯麟说：“以前我革命了半
生，现在虽然没有直接参加
革命工作，但我依然希望在
下半生贡献自己的力量，为
党的事业作出贡献。”柯麟
将叶挺的生活状况和思想
状况一并向组织作了汇报，
为其后来重新“出山”，出任
新四军军长作了铺垫。

除了经营自己的诊所外，
柯麟还在澳门镜湖医院担任义
务医生，由一名普通开业医生
一跃成为医院院长，并把这所
不起眼的医院办成澳门规模最
大、管理最好、医疗水平最高的
著名医院。任职期间，柯麟救
死扶伤，以华南一代名医的身
份跻身于澳门上层社会，赢得
了各界人士的信赖赞誉，为后
来的“秘密大营救”及其他统一
战线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9年，新中国即将
成立的消息传到澳门，但
此时葡萄牙政府禁止共产
党活动，国民党特务也采
取了暗杀行动，澳门还没
有人敢挂红旗。10月 10
日，柯麟派人在街口挂出
红旗，镜湖医院也升起五
星红旗。1949年11月24日
上午9时，柯麟和马万褀在
澳门平安戏院主持召开了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大会，宣布支持共产党。

1949年11月9日，香港
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
司2000多名员工通电起义，
史称“两航起义”。美国及逃
到台湾的国民党势力向澳门
当局施加压力，企图冻结“两
航”在澳门的财产。时任中
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
华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广
东省及广州军管会主任叶剑
英委派时任中央军委空军民
航处领导成员任泊生，携带
自己的亲笔信前往澳门面交
柯麟。叶帅在信中指示柯
麟，务必将这批关乎新中国
民航事业发展的航空器材迅
速运往广州。

这次行动的成功，与柯
麟在澳门长期所做的统战

工作密不可分。1950年1月
21日，柯麟给叶剑英写了一
封密函汇报，记述了他与何
贤合作顺利达成使命的经
过，此信目前收藏在广东省
档案馆。这次抢运行动为
新中国提供了民航飞机维
修器材，为我国航空工业发
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上 个 世 纪 五 十 年 代
初，抗美援朝期间，柯麟与
兄弟柯平和何贤、马万祺

合作，将汽油、雷达等一批
军用物资从澳门运往大
陆。1956年2月，长年与柯
麟共事的新增补的澳门首
位全国政协委员何贤在第
二届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
大会上说道：“我过去对共
产党的认识，并不是从书
本上得来的，而是得力于
一位党员同志的感召。”

这位党员同志，就是
柯麟。

羊城晚报：柯麟先生早年
辗转省港澳。如何评价其在统
一战线工作中的贡献？

沈晓涛：柯老为统一战线
作出巨大的贡献，其中最具代
表性就是文化名人大营救。
1941 年底，香港沦陷。中共中
央十分关心在港爱国民主人士
和文化界名人的安危，组织了
一次生死营救。在行动中，负
责澳门营救工作的柯麟功不可
没，曾接送夏衍、范长江、梁漱
溟、金山、李少石等数十位爱国
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及共产
党人。

柯麟在 1935 年奉命前往
澳门，组织上还交给他一个重
要任务，便是在澳门建立广泛
的爱国统一战线。一次偶然
的机会，柯麟与马万祺成为了
好友。柯麟发现马万祺是个
有着爱国情怀且关心民生的
商人，便介绍他见潘汉年。马
万祺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也
因此更加密切。在马万祺的
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在澳门的
许多工作得以顺利开展。柯
麟也因此结识了何贤。何贤
是个十分活跃的人物，在澳门
社会极具亲和力和影响力。
经过柯麟、柯平等共产党人的
长期争取，何贤成为我们主要
的统战对象。1983 年，柯麟
奉叶剑英委员长指派，代表全
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常
委会前往港澳探望病重的何
贤，随后出席何贤葬礼。

羊城晚报：中山医学院在
全国医学界有着重要影响力。
柯麟先生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
作用？

沈晓涛：1951年 3月，柯麟
担任中山医学院院长并兼任党
委书记，他在中山医学院推行
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首先是
明确科研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
大方向，号召广大师生在科研
上攻坚克难。其次，他强调要
将教学、医疗、科研三者有机结

合，使理论知识和科研成果能
够推动医疗事业的发展，从而
保障广大劳动人民的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

1962 年，结合中山医学院
的实际情况，柯老提出“三基”
的教学目标，培养“三严”精
神。“三基”指的是基础理论、基
本知识、基本技能训练。“三严”
指的是“严肃的态度、严格的要
求、严密的方式”。在柯麟的带
领下，中山医学院建立了完善
的现代医学教育体系，在教学、
科研和医疗等方面硕果累累。

1980年，年近80岁的柯麟
重新回到中山医学院，兼任院
长一职。当年5月3日，柯麟出
席了全院大会并发表讲话。在
会上，柯麟劝勉全院师生员工
奋发图强，将中山医学院建设
成为华南医学方面的教学、医
疗和科学研究中心。

羊城晚报：今年是中国共
产党建党 100 周年。老一辈共
产党员的传奇经历可以给当下
怎样的启示？

沈晓涛：柯老是著名医学
教育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和杰出的地下工作者，默默无
闻地为中国共产主义事业作
出重大贡献。《人民日报》曾
刊登新华社发出的关于柯老
的讣告：柯麟同志一生光明磊
落，襟怀坦白，坚持原则，遵
守 党 纪 、勤 勤 恳 恳 ，任 劳 任
怨，认真负责，勇于进取，开
拓 创 新 、艰 苦 朴 素 ，平 易 近
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团
结同志，作风正派。他从不计
较个人得失，关心群众，爱护
知识分子，深受广大干部和群
众的尊敬和爱戴。他桃李满
天下，凡是熟悉他的人，对他
的高风亮节，无不钦佩。柯麟
同志为了共产主义的崇高理
想，无私地把自己的一生全部
奉献给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
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当下
共产党员的楷模。

没有柯麟、柯平兄弟，澳
门的近代史，可能会缺少重要
一页。实际上，中共于上世纪
三十年代之后在澳门地区的
活动和发展史，柯氏兄弟在其
中发挥重要作用。虽然两人
都是地下共产党员，但隶属于
不同的组织，保持各自的独立
性，却又“心有灵犀一点通”地
相互密切配合。新中国成立
后 ，两 兄 弟 才 正 式 互 称“ 同
志”，成为澳门当代史上的一
段佳话。

据相关资料显示，柯麟、柯
平两兄弟在澳门的奋斗历史各
有千秋，但都在各自不同的岗
位上作出了重大贡献。柯麟的

“潜伏”直属于中央特科及后
来周恩来、叶剑英等领导人单
线联系，专注于长期的秘密联
络工作、高层统战工作。而柯
平则是接受地方抗日武装党
组织指派，在澳门以贸易为掩
护 ，参 与 建 立 澳 门 地 下 党 组
织 ，团 结 和 组 织 广 大 基 层 民
众，投入新民主主义斗争。

柯老堪称共产党员的楷模

葱葱郁郁的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里，伫立着一座“柯麟楼”。柯麟，
堪称华南医学的“一代巨擘”，不仅主持合并中山医，还为暨南大学复办、
暨大医学院创建作出重大贡献。

然而，作为医学教育家的柯麟还有一重“红色特工”的身份和经历。在惩杀叛
徒白鑫、联系叶挺、秘密大营救、“两航起义”等重要历史事件中，柯麟都留下了不可

忽视却鲜为人知的身影。他联结了我党早期的许多革命家，张太雷、周文雍、陈铁军、彭湃夫
妇、蔡和森、李硕勋、叶挺等，都是曾与他并肩战斗过的亲密战友。周恩来、叶剑英、陈赓、潘
汉年、廖承志，都曾是他的直接上级领导。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初期，柯麟以华南一代名医的身份跻身于澳门上层社会，为统
一战线做了大量工作。“高悬义壶济贫苦，为国为民献终身。”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也是
柯麟先生诞辰120周年。清明将至，借此缅怀这位中国革命史和医学史上的传奇党员。

潜伏20年 兄弟“不相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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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麟的前半生，可以说
是中国共产党人赴汤蹈火、
前仆后继的真实写照。从
1928年参加中央特科，到
1949年新中国成立，柯麟
终于可以公开自己的中共
党员身份。而此时一项新
的任务又在等待着他。

1951年，中央安排柯麟
出任广州中山医学院（中山
医科大学前身）院长兼党委
书记。这是他人生中第二
次回到中山医。他主持合
并中山大学医学院与岭南
大学医学院、光华医学院，
奠定了中山医中兴之基。

上世纪八十年代，柯麟第三
次回到中山医学院，年近八
十的他以卫生部顾问（正部
长级）兼任院长一职。

同一时期，柯麟对于广
东一些医学院校的发展作出
了卓越贡献，其中以暨南大
学医学院为最。1978年1
月，中央决定复办暨南大学，
新办医学院及华侨医院，时
任卫生部顾问（正部长级）的
柯麟被聘为暨南大学复办筹
委会副主任。暨南大学医学
院第一任党委书记刘希正回
忆，在柯麟的鼎力支持下，在
兄弟医学院校的支援之下，

暨南大学医学院在较短的时
间内向全国招聘了上百名骨
干教师。

1978年7月，暨南大学
医学院顺利完成了高考恢复
后的第一次招生，共招收了
临床医学专业新生132名，
其中港澳生57名、侨生4名、
国内生71名。暨南大学医学
院就此成为全国第一所面向
海外、面向港澳台地区招生
的综合性大学，是国内第一
所有医学院的综合性大学。

1991年9月，柯麟在北
京逝世，终年91岁。2017
年6月5日，中山一院手术
科大楼正式命名为“柯麟
楼”。时任澳门特别行政区
行政长官崔世安，叶剑英元
帅后人，全国政协原副主席
马万褀之子马有恒，以及澳
门镜湖医院、澳门中大医科
校友会和香港中大医科校
友会的有关嘉宾等出席揭
牌仪式，纪念和缅怀一代医
学教育名家、中大医科“一
代宗师”柯麟老院长。中山
大学校长罗俊在致辞中表
示，中大医科尤其是中山一
院所取得的成就，与柯麟精
神的传承发扬密不可分。

经典红色电影与新
主流电影相结合

《党的女儿》主演田华、《红色
娘子军》主演祝希娟、《我们村里的
年轻人》主演金迪、《孙中山》导演
丁荫楠等老艺术家和《烈火英雄》
主演黄晓明、献礼建党百年重点电
影《中国医生》主演张涵予为活动
启动发来了祝贺视频。中国电影
资料馆对活动给予大力支持，馆长
孙向辉赴广东指导活动开展。来
自党政机关、企业、学校等500余
人参加了启动仪式，共同倾听党史
专家结合电影《红色娘子军》讲授

微党课并集体观影。
在建党百年之际，广东掀起

了党史学习教育热潮，推出此项
主题活动将助力党史学习教育更
加走实走心、出新出彩。据介绍，
广东将统筹经典红色电影与新主
流电影相结合。国家电影局精心
筛选、统筹安排《红色娘子军》《地
雷战》《血战湘江》《金刚川》等第
一批共12部经典影片率先在全国
复映，广东规划将即将上映的抗
疫题材电影《中国医生》、红色革
命题材电影《暴风》、乡村振兴题
材电影《非常主播》、扫黑除恶题
材电影《扫黑行动》、东深供水题
材电影《生命水线》等一批新主流

电影充实到活动中。

农村公益放映每村
每月一场

采取线上宣传发动与线下展
映交流相结合。发挥省内主要媒
体力量，统筹电视、报纸、“两微
一端”等渠道，对主题活动进行
立体式多维度宣传发动。举办

“万千支部结对观影学党史”“系
列主题观影活动+聊电影学党史
沙龙”“致敬经典——红色电影主
题展演线下场景”等系列线下活
动，在影院、亲子场所等地建设
线下红色电影党史长廊、留影

墙、党建打卡点。
实施自发购票观影与集体公

益放映相结合。活动相关影片将在
各影院大规模排片上映，群众可自
发线上线下购票观影。组织优秀党
史电影进机关、进企业、进高校、进
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组织在校学
生、医护人员、城市“美容师”、外来
务工人员等群体集体观影。

推进主题活动开展与为群众
办实事相结合。解决偏远农村、
城镇群众观影存在突出问题，深
入开展“每村每月一场”农村公
益电影放映，大力推进城镇影院
建设，协调党史影片惠民票价，
方便群众就近观影。

一大波好电影邀您“饱眼福”学党史
学党史学党史 悟思想悟思想 办实事办实事 开新局开新局

广东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优秀影片展映展播暨“看
电影学党史”主题活动全面启动

羊城晚报记者 丰西西

4月 1日，由广东省委宣传
部、广东省委党史学习教育领
导小组办公室主办，南方报业
传媒集团、珠江电影集团承办
的广东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优秀影片展映展播暨
“看电影 学党史”主题活动启
动仪式在中山纪念堂举行，全
省 21 个地级以上市同步发起
持续一整年的看电影学党史系
列活动，让党员干部和广大群
众沿着经典电影的影迹，回顾
可歌可泣的峥嵘岁月。

柯麟对暨南大学医学院的创立作出了卓越贡献

1949年10月10日，柯麟在镜湖医院庆祝新中国成立大会上讲话

羊城晚报讯 记者黄宙辉报
道：由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以
下简称“广东革博”）承办的“红
色文化轻骑兵之追寻革命足迹”
首 站 于 4 月 2 日 走 进 广 州 花
都。3月31日，围绕该活动的策
划开展等话题，广东革博馆长杨
琪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

革命历史博物馆向来是红
色文化传播的重要阵地。在杨
琪看来，除了吸引更多观众走进
馆内，革命历史博物馆还应承担
起让红色故事、红色文化走出馆
外的重任。“‘红色文化轻骑兵之
追寻革命足迹’践行的正是我们
馆‘带着红色文化走出去’的主
张，开辟了博物馆红色文化传播
的新路径。”杨琪介绍，活动于3
月 26 日启动，随后将循着广州
起义部队改编的红四师的转战

路线，赴花都、龙门、紫金、海
丰、普宁，将红色文化精品节目
带到当地。

活动节目大部分由广东革
博历年打造的精品构成。除了
重新改编创作的《1927·红色广
州》话剧舞台版等精彩文艺展
演，还将邀请党史专家主讲微党
课，与各地新华书店联合举办

“诵读红色经典”等。活动最后
还将举办汇报晚会，并推出相关
纪录片及图书。

为使红色文化走向年轻人，
活动还特别策划“激扬青春红色
传承”大学生同走革命史迹环
节。同时，该馆与广州大学美术
设计学院联合共建“红色艺术创
作人才培养基地”，为红色文化
的传播与推广输入源源不断的
有生力量。

广东革博开辟红色文化传播新路径

“红色文化轻骑兵”
今日走进广州花都

柯麟

锄内奸，搞统战，主导华南医学教育——

一位医界巨擘的红色传奇
柯
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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