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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死而后已？我要死而未已！”

九旬医学家志愿捐献遗体
本报记者 李钢 实习生 魏冉

8月15日，年近九旬的王显明老人毅然在《山东省

遗体(角膜)捐献申请登记表》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志

愿在去世后捐献自己的遗体。“我做了一辈子的医学

了，死后我的遗体也要继续为医学发挥作用。”老人说。

>>与医学结下一生不解之缘
“我捐献遗体是必须的，也是必

然的。”8月15日，在填写完《山东省遗
体(角膜)捐献申请登记表》后，王显明
老人站起身来大声地说，“今天是8月
15日，是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日子。我是
做过亡国奴的人。现在的生活这么
好，又让我有机会使自己的遗体继续
发挥作用，真的很感激。”

王显明，1923年出生在黑龙江。

“1942年，我进入了哈尔滨医科大学。”
王显明说，正是当时的医学教育使他
与医学结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

“当时也是8月15日，我第一次进
入了解剖室学习。”回忆起70年前的情
景，王显明显得非常激动，声音变得
高亢起来，“进入解剖室，第一件事就
是向尸体鞠躬，以表示对他们贡献的
尊重。”从那时起，王显明就认识到了

遗体也是可以继续发挥作用的。
“死而后已？我要死而未已！人

们常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我要
对此打个问号。”王显明反问道，“人
死了就完了吗？在我看来，要死而未
已。”因此，在王显明看来自己决定
捐献遗体，是必然的选择。虽然最初
他的家人也有顾虑，但在其影响下，
家人也都支持老人的决定。

>>年近九旬依然笔耕不辍
除了自己的遗体，一生致力于

中西医结合研究的王显明老人还想
把自己的学术观点传下去。“别看我
现在快90岁了，我还正常上班，日夜
不停地写作，希望把我的学术观点
传下去。”谈起自己的身体状况和工
作状态，王显明有些得意地说。

1945年从哈尔滨医科大学毕业
后，王显明回到了他的祖籍地山东。

“建国后，王老在济南铁路医院(现为
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工作，
一直致力于中西医结合专业。”王显
明捐献遗体的执行人之一、山东力明
科技职业学院副院长王学舟说。

王学舟介绍，王显明于1955-
1959年参加了由国家卫生部举办的
上海市中医研究班，这是我国培养
的第一代中西医结合的医务工作

者。“从那时起，王老就开始重点研
究中西医结合专业。之后发表了众
多学术论文和专著。”

“王老从医院退休后，又利用自
己的稿费收入，办起了济南中西医
结合学院(现为山东力明科技职业
学院)。”现在虽已近90岁高龄，王显
明依然笔耕不辍，希望自己的学术
观点能传承下去。

>>“我会用微笑和大家告别”
“当我离开人世时，我会用微笑

和大家告别。我也希望亲友们能用
微笑欢送我离开这个世界。”看到很
多人来见证其填写捐献申请登记
表，王显明显得很意外，眼里含着激
动的泪水说，“我身上能用的器官，
都可以拿去用了，之后遗体可以作

为学生们解剖实习的标本。”
据济南市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

介绍，为给遗体捐献者家属提供缅怀
的场所，红十字会系统建立了山东省
暨济南市遗体捐献纪念碑，今年又建
立了山东省暨济南市器官、角膜捐献
纪念碑，并联合山东力明科技职业学

院建立了生命奉献展厅，供捐献者家
属缅怀和社会各界学习。

据介绍，截至目前，济南市红十
字系统遗体捐献登记845人，实现捐
献90人，王显明成为济南市第846位
登记者。角膜捐献志愿者45人，实现
捐献14例。

王显明老人在填写《山东省遗体(角膜)捐献申请登记表》。
本报记者 李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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