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单露娟/文 杨 辉/摄
从临海城区广文路出发，沿着蜿蜒的小路一直往山

上走，10多分钟后，一处“中西合璧”的建筑群出现在一
片苍翠之间——这里便是恩泽医局旧址。这个旧址，从
最初的成立开始，诞生了一个接一个传奇故事。

一

这一串的传奇故事，始于清光绪年间。
在台州府城炭行街设点行医多年的英国传教士兼

医生白明登看中此地，经过一番筹备，开始动工建医院。
1901年春天，医院主楼“养病院”建成。白明登为新

医院取名为“恩泽医局”。
医局的整体建筑，至 1905年全部完工。主楼“养病

院”，包括了礼拜堂、门诊室、手术室、住院部等，属于综
合性大楼。“学生宿舍”，供医学生和护理学生住宿用。

“清气院”有两层，楼上是特等病房，楼下是头等病房。院
舍共可容纳50张床位。

医院建好后，白明登礼贤下士，不断充实医者队伍，
医院发展欣欣向荣。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白
明登被召回英国。他离开后的几年，恩泽医局因政局动
荡等原因入不敷出，患者骤减，开诊时断时续。1919年，
医局彻底停办。

这时，一位有志青年站了出来。
他叫陈省几，字闪日，号身寄。这位出生于天台农村

的青年，少年时跟一老道士
读经，后在私塾教书。20岁，他

辞教赴杭州，在西湖边以代写书信、
画画谋生。恰逢杭州广济医药专科学校的校董陪客游西
湖，见陈省几写得一手好字，且聪颖好学，便邀请他进入
广济，以抄写医学讲义为业。过了两年，他以半工半读的
方式，就读于广济医专，五年后毕业，留校担任校医，兼
任浙江政法学校的国文教师。

陈省几出身贫寒，积蓄不多，无购买一所医院的实
力，却有着“挈药提壶扶善举”的赤子之心。多方借贷后，
他最终举债买下恩泽医局，并将其更名为“恩泽医院”。

二

陈省几医术高超、内外科兼长。在他的带领下，恩泽
医院虽屡遭战火洗礼、瘟疫肆虐，依旧发展稳定。

历史上，恩泽医院最出名的传奇故事，可能是1942
年 4月抢救美国受伤飞行员的事。当时，临海县县长庄
强华接紧急通知后，到恩泽医院通知陈省几，组织救护
组赴三门救护美国受伤飞行员。陈省几立即指派长子陈
慎言医师，和沈听琨医师、张雪香护士及临海县政府组
织的救护队等连夜赶往三门，并将所有伤员送至恩泽医
院，倾全院医生之力组织救治。

当然，在恩泽发生的值得后人记住的故事，不止这一件。
为办好医院，陈省几开设医校，对外招生，以扩充

医生团队力量。由于医校规模较大，设备较好，抗战
时，浙江省立医药专科学校迁址临海时，将这里作为
教学实习基地。

《临海卫生志》中更有明确记载，陈省几曾于恩泽医
院内专设“戒烟病房”，收容吸鸦片者，并以自制之甲乙
两种戒烟丸药治服，挽救不少吸毒同胞。霍乱流行时，他
与县卫生院一起办“临时时疫医院”于城关后岭殿，亲兼
院长。在国内革命战争期间，陈省几同情革命者，曾经秘

密医治红十
三军伤病员
等等。

这 些 零
零 碎 碎 的 故

事，拼凑起来，让
恩泽医局旧址在今

天成为临海必打卡的红
色景点之一。

三

1951年，陈氏家族谨记陈省几的临终嘱托，将恩泽
医院无偿赠予人民政府，与台州公立医院合并改建成台
州公立医院疗养部。

上世纪 60年代以后，恩泽医院旧址渐渐失去医疗
用房功能，成为台州文艺工作团职工宿舍。至上世纪末，
恩泽医院旧址建筑因年久失修而破旧不堪。

所幸，2001年，“恩泽”的故事被重新挖掘。2011年，
恩泽医局旧址得以修复。2017年 1月，被纳入浙江省文
物保护单位。2019年，被纳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修复后的恩泽医局旧址，跟百年前的恩泽医局是一
个面貌，呈现了清朝西式医院的全貌。旧址修复完成，建
成恩泽院史馆，老党员黄米武担任院史馆主任。他通过
多种途径寻找到恩泽医局的史料，充实院史馆。

这几年，来恩泽医局旧址参观的人越来越多。每一
年，医院都会组织新入职医生、党员来此参观学习，重温
恩泽百年历史。

来的人多了，黄米武就义无反顾当起了讲解员，“来
这里参观的群体各不相同，根据他们的特点，我讲解的
侧重点也不一样。如果是中小学生，我就会着重跟他们
讲，这里是抗日战争纪念地以及发生在这里的抢救飞行
员的故事，培养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如果是医院的员
工活动，我就会着重跟他们讲白明登以及陈省几先生的
办医故事，鞭策他们不忘初心，为民谋福祉”。

（本文参考《百年恩泽》）

今年，临海市确定了一批红色文物作为“学百年党史 寻红色足迹”的“活教材”，

恩泽医局旧址作为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列入其中—— 恩泽往事

社址：台州市市府大道358号 邮编：318000 电话：办公室 88516003 广告：88516011 订户服务热线 88516333 印刷 本报印务公司 定价：每份1.5元 广告经营许可证：台广证002号 本报法律顾问：浙江利群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显根、李钟年、蔡辉强

12
2021年7月9日 星期五 责编/版式：张莉贝 电话:88516571

台报集团建党百年大型融媒体报道

探
寻
红
色
遗
存⑥

本报见习记者卢珍珍文/摄
每天一睁开眼，杨齐通就能看到一种遗憾。
十余载时间，他搜集、校正、编印了《解放一江山岛

烈士英名录》。454名烈士名录中，仍有13名烈士的信息
未能补齐。

“这 13个人的信息不完整，这件事就不算圆满。它
只是个逗号，都没划上句号。”87岁的杨齐通，还在较
劲。和历史较劲，和真相较劲。

有人劝他“老杨，往前看，这人、事都过去那么久了，
不用再调查了”。但作为解放一江山岛战役的亲历者、幸
存者、记录者，杨齐通说：“我真的放不下。”

幸存者

在临海老城区，我见到了杨齐通老人。
他所住的房子里，有一间专属的小房间，里面堆满

了各种老照片、地形图、字画等等。诸多老物件，都和解
放一江山岛战役有关。

“退休后，脑子里整天就想着这些事。”让杨齐通放
不下的，就是那13名信息不完整的烈士。

“一旦你经历过那场枪林弹雨的战役，你就能理解
那些烈士亲属的心。他们是多么期盼，能找到亲人的下
落。日里盼、夜里盼，是活着，还是死了？”

这种迫切，杨齐通感同身受。他是解放一江山岛战
役的亲历者，也是幸存者。

“我当时是 20军 60师 178团 3营的文化教员，在战
场上担任战地宣传鼓动工作。”杨齐通家里，有一张一江
山岛登陆战斗经过要图，整个战役的经过，早已在老人
脑海里重复多次。

1955年1月18日早上，解放一江山岛战役打响。
年少的杨齐通，当时凭着一颗火热的心，参了军。参

加战役的那一年，他21岁。
“上战场之前，我们接受过爱国主义教育，受到了鼓

舞，但上战场并不是喊‘冲啊’就行了。”老人并不否认，
上战场前，他心里是发怵的。

一脚踏上一江山岛的土地，他反而不害怕了。“一上
岛，子弹从四面八方过来，看到很多战友牺牲，一下子激
起了我们的怒火。”

那一刻，杨齐通才明白，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
他想起入伍时，台州师范学校的班主任留给自己的一句

话：“一个忘了自己的人是最勇敢的人。我希望你做这样的人。”
没有了个人顾虑，一切为了战斗胜利。就这样，杨齐

通投身于战斗当中，用土喇叭，在战斗中呐喊。
经过双方激战，一江山岛战役于当天下午5点30分基

本结束，零星战斗持续到19日凌晨2点，最终以胜利告终。
“利用战斗间隙，我们先搬伤员下山，再搬 56斤的

弹药上山。”那个晚上，杨齐通和战友先后抢救了5位伤
员。战斗已经结束，但是地雷爆炸声还在不断，“我亲眼
看到卫生员为了抢救伤员，自己踩中地雷，被炸伤。”

这场战役，还给杨齐通留下一些教训。“我当时是学生
出来参军，体力不好。上战场要求带的干粮，我偷偷都减了。
水壶只灌了半壶，分来的橘子早早分给战友吃掉了。”

一到战场，杨齐通就后悔了。因为做宣传工作，长时
间的叫喊导致他缺水严重，最终只能从牺牲的战士水壶
中拿水喝。

1月 19日早晨，杨齐通正在啃干粮，营副教导员戴
照锡交给他几样东西：一块肥皂、一支毛笔、一瓶墨汁。

“肥皂在棉服上一擦，才能用毛笔在上面写字。”每
个战士胸前都有徽章，上面记录着姓名、职务、所在部队
番号。杨齐通当时要做的，就是将上百名烈士的信息写
在棉服上，防止烈士入殓时弄错。

面对遗体，战争的残酷才显露出来。“什么神态都
有，手脚断的、抱着敌人同归于尽的，我当时真的一边写
一边流眼泪。”

26岁的防化连喷火兵陈富才，身上背着火焰喷射器的
油罐，因为被敌弹击中而燃烧，最终被活活烧死。杨齐通一
辈子都忘不了他牺牲时的样子，“两眼怒睁，僵缩成一团”。

记录者

战争已经结束，却刻进杨齐通的脑子里。
带着记忆，老人生活了一辈子。“后来碰到困难，我就会

想起去世的战友，一切也就迎刃而解。毕竟，活着就很好。”
在杨齐通的房间里，留有几本小传，这是1955年4月

份，他和教员祝成康一起编写的。他们采访了许多参与一
江山岛战役的战士，用文字记录了他们的英勇时刻。

“我对那些烈士，是有特殊感情的。”这种感情，导
致杨齐通得知有些烈士，连名字都没留下来的时候，坐
立难安。

那是 1995年 1月 18日，杨齐通应邀参加解放一江
山岛 40周年纪念活动。“我去陵园扫墓，发现有的是无
名烈士，有的名字弄错了，看了十分痛心。”想起曾经并
肩作战的战友，杨齐通说，“看不过去，这样对不起死去

的烈士，对不起历史，也对不起他们的家属。”
就是在那个时候，杨齐通有了念头，重新整理解放

一江山岛烈士英名录。
1997年，杨齐通退休。他正式着手整理工作。

“整个搜集过程一言难尽，我以为很简单，想着只要
向老部队核实资料就行了。”哪里知道，因为历史、人员
变动等原因，很多资料随着时间，一同隐匿起来。

如大海捞针一样，2000年3月，搜集工作才有些眉目。
“我在临海市民政局找到了希望。”当时，临海在解

放一江山岛战役中牺牲的烈士有两位。其中有一位名叫
邵江强的烈士，他登记表的生前简历和主要事迹一栏
中，标注有“摘自60师政治部组织科1976年1月25日重
新整理的浙江省籍烈士名单登记表”，以及批准烈士的
机关、文号及时间。

柳暗花明般，沿着这条线索，2000年4月，杨齐通向
20军 60师原路副政委这里，找到了一份解放一江山岛
战役中牺牲人员的登记表。

登记表在手，杨齐通又跑到椒江解放一江山岛烈士
陵园，从早上8点到下午2点，逐一将400多名的烈士墓
碑的碑文抄下，将两者进行比对。

一次比对，又是一次与历史真相的较量。直到2007
年，他才整理出 454名烈士名录。“打电话、写信、查资
料，这个过程说来话长。”那么多年过去，整个校对过程，
杨齐通已经很难再完整重述，“很难，也说不清楚了。”

翻看杨齐通整理的《解放一江山岛烈士英名录》，烈
士资料十分完整，包括烈士的姓名、性别、年龄、籍贯、参
加革命年月、入党年月、牺牲时所在单位、牺牲时职务、
家庭概况、功模情况、安葬地点等。

其中13名信息不完整的烈士，成了杨齐通的遗憾。
“这13个人的信息不完整，我这件事就不算圆满。它只是

个逗号，都没划上句号。”言语间，老人充满遗憾，又是无奈。
今年 5月 18日，他又写信给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希

望能将这13名烈士公布寻找，这样既能对得起烈士，又
能还原历史真相。

坚持寻找，是老人最后的倔强。

讲述者

杨齐通家里有很多本相册，凑齐所有的相片，可能
就是老人的一辈子。

在一张相片前，老人多说了几句。
相片记录的，是一个烈士家属寻亲的故事，定格的，

是亲属抱着杨齐通痛哭的场面。
2008年 4月，四川南充的 5位烈士家属抵达台州，

并在杨齐通的帮助下，找到了自己的亲属。相片里，抱着
杨齐通痛哭的，就是烈士杨映刚的外甥。

这一抱，让杨齐通多年的努力，都有了意义。“帮烈
士找到家属，这让我心安。”

在世间走一遭，杨齐通努力在留下点东西，关于一
江山岛的记忆，关于历史的真相。

老物件，是一种无声的存在。
2005年初，解放一江山岛登陆战纪念馆落成时，为

了丰富展品，杨齐通捐献了自己多年收藏的相关物件，
其中藏书56件，实物30件（胸章、军衣等）。

上了年纪的杨齐通，还在讲课。给不同的群体，讲过去
的故事，前前后后60余场。印象深刻的，是他回母校台州学
院（前身为台州师范学校）时，讲起自己当年参军的场景。

1953年4月2日，20军60师首长王影来台州师范学
校动员学生去参军。“我们当时都是年轻人，火热的心，
抱着一股爱国热情，立即报名。”

归来已是白发。恍惚间，杨齐通还能看到年少的自
己，一心报国、满身热忱。

参军临别时，班主任王惠谦给他留了这样一句话：
“一个忘了自己的人是最勇敢的人。我希望你做这样的
人。”郑善林老师给他的留言是：“路是用脚踏出来的，最
可爱的人是在不断的考验中长成的。”

兜兜转转数十年，回到自己最初的地方，杨齐通发
现，那个最勇敢的 人，最可爱的人，长成了。

他是解放一江山岛战役的亲历者、幸存者，用十多年时间整理了454名烈士英名录——

和历史较劲，和真相较劲

1995年8月，原国防部部长、解放一江山岛战役总
指挥张爱萍上将给杨齐通题词。

三等功奖状 学习读物

杨齐通存着诸多老物件杨齐通存着诸多老物件，，都和解放一江山岛战役有关都和解放一江山岛战役有关。。

修复后的恩泽医局旧址修复后的恩泽医局旧址。。

医院组织党员来参观医院组织党员来参观
学习学习，，黄米武当起讲解员黄米武当起讲解员。。

恩泽院史馆恩泽院史馆
的展品的展品。。

恩泽医局部分恩泽医局部分
药品原物药品原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