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良师益友和领导

——怀念报晖

金开泰

10 日刘报晖副校长真的走了，希望他病有好转的愿望落空了，深感悲痛。特

借调【一剪梅】小词悼之：无奈寒冬花落悲。才悼兄张，又报失晖。一杯温酒祭

知交。泪眼低垂，顿首仙归。    沐雨经霜坚不摧。独立求真，百事勤为。平生

师友领风仪。情谊心随，功德身追。

我与报晖是在六十年代我到四川医学院医学系作学生干

事时认识的。那时他是学校团委书记，我们经常参加政治

部每周组织的学习，但我在医学系直接受系总支的领导，

与他很少交集。后来我到了机关，他又去了基建及公卫等

单位，相互接触依然很少。但从同事们的口碑中深知他是

一个勤勤恳恳干实事的人。从政工调去搞基建，他就热心

钻研水泥、钢材等各种基建材料的性能、类别，使自己成为新工作的内行。退休

后他又操起基建业务，参加了华西医院的扩建和改建工程，为医院的发展贡献了

自己的余热和长处。

1991 年他任副校长期间，学校调整干部时，

他亲自上门动员我到就业处（劳动服务公司），之

前我已听说曾要我到某学院作党的工作，但经他

热情相谈后，感到虽然到的单位是作一些不起眼

的杂事，但在一个平易近人的领导之下，或许更

合适，便应承了。所以他 1992 年退休前是我的

直接领导，我的工作得到他的指导和支持。比如

在安置待业人员时，1992 年我们借用附二院检验

科的技术人员同基础医学院组建华西医科大学医学检验中心，他非常支持，给我

们提交到校办公会议讨论通过，以学校的名义发文批准注册。使该中心白手起家，

尽管困难重重，在学校投入极少下，解决了几十人的就业。又十分重视技术培训，

帮助青年人掌握相关技术，取得了相应的资格证书。有的还取得了大专以上学



历。形成、积累了一批骨干力量，开展了许多服务项目，服务卓有成效，从未发

生事故，赢得了有关部门和社会的认可。迄今已维持了 30 多年，中间有什么问

题他也乐意帮助解决。直接受益的人都对他十分感激。

1993 年他虽然退休了，但仍是医学教育管理的研究员，我申报高级职称，有

关部门请他作专家鉴定，我提供了两本书的各一章，他不惜花时间阅读，写出了

详细的意见，包括中肯的评语和不足之处，并作了郑重推荐建议。虽然此次未能

晋升，但我对他认真负责的态度非常赞赏。

我们后期最多的交往是共同为探讨学校的校史结下了深厚的情谊。2000 年华

西庆祝九十年后，许多校友希望进一步了解母校的校史，于是就由他主持，校档

案馆副馆长孟继兴承办，制作一盘图文并茂的“华西九十年”光碟。外地校友听

说后，十分支持，远在美国的老校友李昌林的女儿，先后两次捐了几千美元。经

过上两年的努力，已积累了许多图片，编写了

阅览程序。2004 年马院长推荐我参加光碟的

编辑。他主持了马院长、王翰章副院长等参加

的多次会议，商定再进一步搜集资料，加以核

实，扩展人物小传。2007 年，终于基本完成。

他亲自写了每章前言，设计装潢、找人复制

光盘 400 多盘，分送给了很多老师和校友，

为学校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史料。

2010 年是华西协合大学建校 100 周年，纪念主办者将庆典名称确定为“华西



医学百年暨合校十周年”，回避了华西协合大学建校百年，引起了一些老师和校

友的强烈反映，他听到后亲自向校领导写信报告。主办者为统一认识，于 2010

年 6 月 9 日召集了院系领导会，一些老领导在应邀之中，他再次如实报告，结果

竟是“孤掌难鸣”。会后他向校友们作了通报，发出感慨：领导对庆典名称的意

见是重视的；过去我们对华西的历史及其办学的优良传统的重视和宣传不够，对

人类文化的传承和交流缺乏实事求是的正确思考，以致出现今天的后果。此后他

对探讨、宣传华西的历史更加尽心尽力。

2010 年校庆之后，校友陈兴邦选择了本人历年拍摄的照片，编辑了《百年华

西坝》，独自出资以彩色照片集出版。他写了序言推介。肯定了作者的独特视觉，

深层次地感受到华西大学百年来中西荟萃，百川汇海的光辉历程，亲身体验的师

友情深，坝上的旖旎风光，优美的建筑乐章，深厚的人文底蕴和精英荟萃的盛况。

可惜陈在出版后几年不幸去世，家中积压的尚有

千余册。他听到后于 2019 年约赵小文副校长商议，

向学校写了报告，建议学校在 110年校庆时，以成

本价（60元）购买代售或赠送给回校的校友。既帮

助他解决困难，又能向校友们宣传母校的光辉。

为此他又亲自向分管副校长面谈争取，尽管因疫

情没举办大规模校庆，未能成事，但他这种情怀的

确值得尊敬，陈家亦十分感激。

2014 年是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建立 100 年，为实际纪念，2013 年我汇集搜

集到的资料初步编辑了《蛇杖华西坝——华西医学百年掠影》，送请老院长们审

稿，他竟然花了一个月的时间，逐页、逐张照片、逐字地考究，提出了修改意见，

又提供了他手上的若干照片。稿成后以彩色印刷，成本高，却没有经费。他知道

后，与原校友会领导商量，动用了制作光碟校友捐款的微小结余，付 200 册的成

本，分送给了老师和校友，大大减轻了经费的压力。

他虽然是退位的领导，但始终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人，总是平易近人，与同

事、过去的学生之间诚恳率真，谈笑风生，乐意参加各年级校友聚会或热爱华西

的同仁们组织的校史研讨活动，也乐意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不带一点“官话”。

2015 年由蓝庭剑教授主译了加拿大学者文佳兰撰写的《竹石——华西医学精英的



成长》，印刷完成后，2016 年 4 月 25 日举行了一次发布会，邀请了部分老师和在

成都及加拿大、美国、日本回来的校友等出席。事先请

他在会上作一个即席发言，想不到他竟漏夜读了该书，

做了认真的准备。除表示祝贺以外，强调该书揭示了中

西方文化交流百年实践的真实情况。加拿大通过传教

士们历尽艰辛的努力，在当时比较闭塞的祖国西部四

川办学，传播西方的现代医、牙、药科学技术知识，开

办诊所和医院，发展对老百姓的医疗服务，并研究我

国的传统文化；该书充分反映了中加两国人民的深厚友

谊。在华西的文焕章、文幼章，启尔德、启真道，苏继贤、苏维廉等许多前辈，

都是两代人、数十年为华西的建设、培养人才，救治成千上万的病人服务。他们

中的有些人（包括他们的后代），在改革开放后，还主动与华西医大联系，继续

促进中加科技交流，其奉献可与白求恩比美。

2017 年部分校友在海外注册的华西校

友会，在成都大成宾馆召开年会，他受邀

全程参加，并在会上致词，提出了一些恳

切的希望。又亲自去陈兴邦校友家拿了几

十本《百年华西坝》，请大家购买。收回的

钱，又决定捐赠给新的校友会，以示微薄

支持。

他的晚年家庭幸福，生活乐观，关爱校友，坚持游泳，每到年终，都要认真

总结一年来的生活，向朋友们通报。国内外重大事件及自己的感受、国内外旅游、

朋友交往、健康状况等等一一叙述，并加上照片，图文并茂，使朋友也分享了他

们一家的快乐。临终之际，他依然头脑清晰，郑重立约捐赠遗体，完成了终生献

给母校医学事业的愿望。

报晖虽然走了，但他依然活在许多人的心中。他对人的诚恳与情谊，他的功

德都值得追寻、学习。12 月 12 日自发到遗体捐赠室向他告别的人络绎不绝，好

似烛光点点为他照亮了升天之路，愿他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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