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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为父亲题词
口述人：魏家俊 整理：李涛

在北京中央档案馆贵重档

案库中，珍藏着 71 年前毛泽

东、周恩来、朱德三位领袖为
同一位大夫的亲笔题词，还有

一张毛主席与几位大夫的合影

照片。那个被三位领导人题词

与合影的大夫就是我的父亲魏
一斋。

父亲 1906 年出生于寿光

市洛城乡孙家庄村， 1927 年

入潍县文华中学(现为潍坊二

中)读书。 1934 年毕业于齐鲁

大学医学院，留校任妇产科医

师。 1936 年进北平协和医院

深造，结业后留任妇产科医

师。 1 9 3 7 年抗日战争爆发

后，到安徽巢县普仁医院工

作。

抗战爆发那年，因烽火战
乱，父亲与家里音讯就全断

了。 1947 年，通过山东省政
府黎玉主席转信，我们才得知

远在延安的父亲的情况。

1948 年潍县解放后，经过党

组织联系和山东工专张协和校

长协调，我们终于见到了分离

多年的父亲，此前我一直在家

务农。

当时刚解放，国家需要人

才，一次父亲跟我谈话说 :

“不要在家里了，出来务工

吧”，并嘱咐我要学点本领，

还称不学点本领怎么为革命服

务。在父亲的鼓励下，我于
1949 年 9 月到山东工专学习机

电专业。 1951 年毕业，适逢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我就参加

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后来

就到山东工学院当老师从事教
学工作，直至 1980 年退休后

又回到寿光老家居住。

抗日战争时，父亲在汉口

协和医院任妇产科主任。期
间，他以职务之便使新四军不
少重伤病员(包括予川、李先

念)，得以免费住院治疗。

1938 年 9 月，父亲经人介
绍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在办

事处的协助下，于当月 16 日

到达延安。在延安期间，历任

中央卫生部直属卫生所医务主

任，八路军医院医务主任，中

央医院医务主任、院长，兼亚
洲学生疗养院院长，西北联防

司令部重伤医院院长，西北联

防司令部卫生部副部长等职。

并一直兼任中央医科大学教师

和中央主要领导人的保健大

夫。 1941 年 1 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

父亲医学知识渊博，医术

精湛，在卫生医学事业中作出
过很多贡献， 1940 年受到毛

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

导人的题词勉励。毛泽东的题

词是“为革命服务”；周恩来

的题词是“为边区医院树模范

作风”；朱德的题词是“救人

救国救世”，成为继白求恩大

夫后第二个受领袖题词表彰的

大夫。毛泽东还同他合影留

念。

建国后，父亲担任山东大

学医学院院长兼青岛卫生局局
长、中央卫生部医学教育司副

司长、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会

副主任委员等职， 1975 年 9

月病逝。

中央三位
主 要 领 导 人

1940 年的亲笔

题词，父亲视

如珍宝，一直

亲自珍藏。1966

年我去北京探

望在国家卫生
部工作的父亲
时，父亲将珍
藏多年的墨宝与照片郑重地交给了我。当时我
在济南工作，回到家后，我就把题词和照片包

装了一下悬挂在家里的墙壁上。后来我退休了

回到寿光老家，题词和照片就跟着回来了。

“文革”期间，卫生部曾两次派人来征
集，我都没舍得给。

1983 年，寿光县政府编写《寿光县志》

排查革命素材线索时，赫德英、郭建明两位
同志得知讯息，到我们家走访拍照，随即

《支部生活》等报刊，相继在头版以《寿光发

现重要革命文物》为题做了报道，消息轰动

全省乃至全国。1984 年 4 月，中央档案馆

派人员专程赶到寿光，会同寿光县委党史

办王家吉等同志到我家做征集工作。最后，

我将父亲与家人珍藏多年的领袖题词及照
片无偿捐献给国家，就这样题词和照片走

进了中央档案馆贵重档案库。

为留存纪念，中央档案馆复制两份水

印件，一份由我保存,一份给了寿光党史委

(现存寿光市档案馆)。寿光县委 1984 年 11

月还为我颁发奖状和证书，对我在党史资

料征集中捐献珍贵革命文物的举动，给予
表彰，如今奖状就悬挂在卧室的东墙上。领

导人的题词一直悬挂在西屋的墙壁上，平

时很少有人进屋。父亲遗留下的一些照片

和报纸对父亲的采访报道，我都放在了一

个大相册中保存着。

毛泽东的题词

周恩来的题词朱德的题词

题词捐献给

档案馆

魏一斋年轻时的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