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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上海的最高气温飙升到 38 摄

氏度，但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以下简称
“复旦上医”） 校园内的人体科学馆里，

来来往往的青少年学生依然络绎不绝。几

乎每一位参观者，都会在参观后写下长长

的感言。

在这个小众的博物馆，有人为了一排

胚胎标本推门十余次，有人因一封遗体捐

献申请书读懂生命的“新生”，这个展馆

用千余件人体标本与珍贵的临床医学史

料，将与公众有些距离的人体科学“焐

热”成直抵人心的生命课堂。

“令人感动”“震撼心灵”“宝藏博物

馆”……社交平台与该馆有关的热门帖子

很多，其中不少还是“快餐式”阅读平台

里不多见的数百字长文。

提到解剖与标本，大多数人的第一反

应可能是害怕，但 10 多年来人体科学馆

吸引了无数参观者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

有人更是已经来过十余次。这里到底为什

么吸引人？

医学生的“浪漫”，该捐就捐

复旦大学人体科学馆依托复旦大学基

础医学院解剖与组织胚胎学学科建设而

成，该馆前身是国立上海医学院 （现复旦

大学上海医学院） 于 20世纪 30年代建立

的人体标本陈列室。作为国内最早成立的

人体标本陈列室之一，该馆起初仅对医学

院校的师生开放。 2013 年大规模重建

后，陈列室更名为现在的人体科学馆，并

于 2014年正式向公众开放。

11 年来，已有数不清的人来到这

里，接受一场场直抵人心的生命教育。不

管抱着怎样的心态来到这里，最后人们都

怀着莫大的触动，依依不舍地离开。

复旦大学医学科普教育中心主任、人

体科学馆馆长周国民经常亲自为来访者

做导览，他给学生上课或外出时由志愿者

为来访者讲解。只要参观者愿意了解，周

国民恨不得把馆内所有展品都介绍一遍。

苏女士在孩子生日当天走进了这家小

众的博物馆，没想到被感动得泪流满面，

“我和啾啾没有预约，没有门票，就遇到

这位谦和馆长 （周国民），他手拿百年前

的载玻片对着显微镜，在场的十来个孩子

就再也没能把视线从他身上移开”。

有不少参观者是听说人体科学馆收

藏着复旦老校长颜福庆捐献的早夭双胞

胎孙女标本，决定专程来看一看。“这就

是馆内的‘镇馆之宝’吗？”这是周国民

经常被问到的问题，而他的回答一直是

“在我看来，这里的 1000多件展品都是最

珍贵的馆藏，因为它们都代表了生命最无

私的馈赠”。

70 多年前，国立上海医学院创始人

颜福庆的双胞胎孙女不幸夭折，从此她们

就“安家”人体科学馆。颜福庆被誉为

“中国现代医学之父”，他坚持解剖应是医

学院学生的基本课程，但在百余年前，人

们普遍认为人体解剖违背伦理道德，虽然

政府明令准许医院及医学院解剖尸体，但

实施起来仍然困难重重。

颜福庆的长孙颜志渊回忆：“20世纪

50 年代，祖父经常带我到学校里来。有

一次带我参观放置标本的解剖教研室，他

指着一个大瓶子里的两个双胞胎婴孩标本

说，这是你的两个姐姐。”临终前，颜福

庆留下遗言，希望百年后把遗体捐给学校

做解剖，然而这个遗愿在 20世纪 70年代

并没有实现。颜志渊决定去世后把自己的

遗体捐赠给学校，替爷爷完成遗愿。

“一代学者的风骨，除了治学的严谨

求真，还有的一定是对学科神圣性的热

爱。尤其解剖学，没有解剖学就没有现代

医学。”苏女士感叹。

还有一个名叫靳安庸的上海医学院教

师，她全家 13 口人，都签署了遗体捐赠

书。“一辈子都在做切片研究的人，最后

把自己的遗体捐献出来供研究用。”周国

民每次都会花大量的时间来给观众讲述靳

安庸的故事。

靳老师生前在学校从事组织胚胎学研

究，日常工作围绕着人体解剖、大脑切片

和标本制作展开。1997 年，年过七旬的

靳安庸和丈夫决定办理遗体捐献。两位老

人相继去世后，受到感化的全家 13 口人

都决定捐献遗体。

周国民得知此事后，专门为二老做了

一件纪念铜像放在馆里展出，“我们没法

展出这种标本，但这样的故事，需要被具

象化”。

周国民说，人体科学馆的“温度”，

蕴含在“对‘大体老师’的尊重与感恩

中”。他回忆自己大学时的解剖课，“大体

老师”非常稀缺，一个班几十人共享一两

名“大体老师”。如今，经过社会各界的

不断努力，复旦上医的局部解剖学课程

中，8-10 名学生即可共同向一位“大体

老师”学习，“现在条件好了，更要懂得

感恩，未来学生走上从医道路，我想这是

他们会记一辈子的事情”。

没有束之高阁的神秘感，
只有连载的故事

对于人体科学馆的建设，周国民经常

说：“不是说富丽堂皇就好，最重要还是

内涵，一定要有故事。”人体科学馆之所

以能持续吸引公众参观，又让一些人成

为这里的“常客”，最重要的一点就在

于——这是一个不断生长和延展的空间，

是连载的故事而不是封存的陈列。

复旦上医是全上海接受遗体捐赠数量

最多的医学院，相应留存的档案也最丰

富。2013 年，周国民担任人体科学馆馆

长后，就一直在收集整理早期的文件，馆

内便有了一面“遗体捐献申请书展示

墙”。一张张泛黄的薄纸承载着沉甸甸的

人间大爱与真情。

周国民在 2015 年整理档案时，发现

了一份泛黄的遗体捐献申请书，申请人是

1983 年因白血病去世的 36 岁研究生吴复

生。吴复生在恢复高考后考入位于安徽的

一所大学，后以优异成绩被原中国科学院

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破格录取，却在毕业

答辩前确诊白血病。弥留之际，他因遗憾

未能回报社会，决定捐出自己的遗体，称

这是“给国家和人民的最后贡献”。周国

民被吴复生的事迹触动，多方寻访后终于

联系到吴复生的弟弟。弟弟听闻哥哥的事

迹仍被铭记时激动落泪，并于 2019 年带

家人来到上海参观人体科学馆，目睹吴复

生的申请书和照片时潸然泪下。

一名 70 多岁的上海退休工人，跑到

公证处，给自己出具了一张遗体捐献的公

证书。据考证，他是全上海第一个为“遗

体捐献”这件事跑去做公证的人。

他在公证书中写道：“我是旧社会生

活过来的穷人，解放后，是党和政府给我

过上了幸福的晚年。为了报答党的恩情，

为了祖国医药事业的发展，我愿在自己故

世后，将遗体献给上海第一医学院作科研

之用。”公证书末尾，他还强调了一句

“谁也不要阻止”。

这样的申请书还有很多很多，有“院

士夫妻捐献者”“普通女工的感人遗愿”

“第一位实现捐赠的百岁老人”等，它们

全都被挂在了墙上，小小的一两个平方米

的空间，集满了故事。

“如果不去翻找这些史料，这些大

体老师感人至深的故事可能永远都不会

有人知道。”周国民把它们装裱起来，

高高悬挂在墙上，这些承载着生命重量

的纸张，无声地感动着每一位驻足的参

观者。

有的人来了十余次，每次都发现之前

没看过的“好东西”：20世纪 40年代去哈

佛大学留学的学生写的毕业论文；二级教

授齐登科等教授的科研、教学手稿，其手

绘的人体结构图在精细程度上完全不输现

在的印刷技术；由复旦上医教授郁庆福

撰写的从解剖学视角探讨京剧演唱的原

理与技巧的书籍；复旦上医建立以来各

个历史时期的标本切片，一张切片就是一

段发展史……很多老物件都是周国民从十

几二十年前的废纸堆里翻出来的，“大家

来了都可以直接上手翻看，‘束之高阁’

的神秘感反而会让人体科学与公众的距离

越来越远”。

小小的展馆，如何与公众互动

周国民说，之所以有那么多人愿意来

参观，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讲解的个性

化”。人体科学馆的参观人群覆盖了全年

龄段，“从几岁的孩童到年过九十的老人

家都有”，周国民会根据参观人群的不同

特征，变换讲解风格，将生命教育讲得鲜

活、动人。

来人体科学馆参观的，大多数都是带

孩子来的家长。小朋友们一般对显微镜比

较感兴趣，周国民就把馆内各种规格的显

微镜都找来，和医学先贤们制作的逾百年

切片放在一起展示，“把这些拿出来给他

们看一看，马上兴趣大增”。

来到人体骨骼模型面前，他把胸骨和

肋 骨 比 作 “ 两 个 保 护 心 肺 的 ‘ 保 险

箱’”，并一遍遍地告诉参观者，这样的

构造正是想要和人们说“是为了怕你受伤

害，也怕你自己伤害自己”。

有意思的是，这里除了有硬核的标本

与切片，还有很多以人体器官结构为蓝本

创作的艺术作品。这里正在探索“科艺结

合”的新路径，“有温度就要有色彩，有

色彩就会有艺术”，周国民认为，这都是

“自然而然发生的”。

5年前，荀子 （艺名） 在朋友的介绍

下来到人体科学馆寻找创作灵感，偶遇从

旁边办公室出来的周国民，从医学到绘

画，两人聊得十分投缘。又过了几天，荀

子和周国民提前约了时间，带着好友麦子

（艺名） 来深入了解馆内展品。有感于人

体的精妙与“大体老师”的无私奉献，一

来二去，三人便决定“做一场前所未有的

展览”。

展览最终取名叫“打开你的盲盒”人

体解剖艺术展，用时下流行的盲盒概念，

来激发公众对人体科学的兴趣。这次展览

以“绘画+装置艺术”的形式，展出了荀

子历时 4年创作的 3本人体解剖图谱画卷

和面向全国征集的百余份画作，还推出了

麦子制作的人体盲盒互动装置，将等比例

还原的人体器官、骨骼模型进行涂装，改

变触感与质感，让人体器官标本变得“更

酷、更好玩”。

展出两个月后，周国民在人体科学馆

的公众号上发表文章 《艺术，给了我们看

待人体的新视角和勇气》。这次医学与绘

画的合作同样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启

发，此后，人体科学馆又组织策划了多场

艺术展览，还与上海曹鹏音乐中心联合上

海市慈善基金会成立的“天使知音沙龙”

合作，邀请孤独症儿童们到馆内参观并演

出，将纯真美妙的旋律留在了这个充满爱

的空间。

周国民仍在坚持探寻更多故事，他的

这份执着也感召着越来越多的人。来自复

旦基础医学院各个专业的学生们自发建立

了“人体科学馆志愿宣讲队”，从解剖课堂

到讲解现场，他们将这些“无言良师”背后

的故事带给了更多的人。馆内现有 80 余

名讲解志愿者，有医学院的医学生，也有

来自上海市各个中

小学的同学，他们用

00 后的语言为参观

者讲述：这片皮肤曾

触摸过多少人间冷

暖，那个脏器又承载

过几多生活重量！

医学生的“浪漫”，普通人也能懂

通讯员 周 柳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张仟煜
记者 李 超

7月，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的气温逐

渐攀升，在大坪场镇完小的一间教室里，黑

板正中央的国旗画得有些歪斜，周围的彩

色粉笔字挤得密密麻麻：“徐老师不要走。”

班长小屈站在讲台上，双手捧着一张手绘

奖状，上面写着：“徐老师因同学们喜欢她，

所以被评为天下好老师。”这是三（2）班的孩

子为一位支教老师准备的告别礼物。

这位孩子们口中的“天下好老师”是

00 后的西部计划志愿者——苏州大学第

26届“惠寒”研究生支教团团长徐夕然。她

就是最近在社交平台引发网友广泛关注的

“纸条老师”。

徐夕然刚刚结束了她在大坪场镇完小

为期一年的支教。过去一年，她担任三（2）
班 47名孩子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

作为一个在城市长大的孩子，她之前

对西部教育的想象与现实有着巨大落差。

刚到学校时，她发现许多三年级的孩子连

拼音都认不全，方言障碍让日常沟通都变

得困难，“更让我意外的是，不少家长对教

育的重视程度远低于我的预期”。

最初的挫败感很快转化为行动：她从

拼音重新教起，每天课间操空闲时间听写，

放学后留下基础薄弱的孩子辅导。其间，她

逐渐意识到，要融入这里，一点点改变，她

开始试图走进乡村孩子的心里。

“农村孩子很多是留守儿童，他们需要

被‘看见’，需要有人告诉他们‘你很特

别’。”于是，她开始尝试这种“秘密通信”的

方式，将鼓励和爱意悄悄塞进学生手中。

班长小屈放学后第一时间与家长分享

了小纸条的惊喜。那天午休时，他轻声提醒

嗓子沙哑的徐老师注意休息。第二天，他在

课本里发现了一张折叠整齐的纸条，“我最

好的小班长：这半个月我看到很多不一样

的你……”落款是“爱你的徐老师”。小屈反

复打开纸条看了又看，生怕弄皱。

“爱你的徐老师”出现在徐夕然给每

个学生的小纸条的落款处，不一样的是，

纸条的开头和正文她会根据每个学生的

特 点 写 针 对 性 的 内 容 ，如“ 眼 睛 大 大

的 ×××”“我的小含羞草 ×××”“安静公

主×××”，在与孩子们的朝夕相处中，她早

已在心里默默记下了每个学生的特点，坐

在支教的宿舍里一笔一画地写满整张纸，

再趁做眼保健操或者午自习的时候悄悄地

放在孩子们桌子上。

“这是我第一次收到老师写的信，像秘

密一样。”小屈腼腆地说。后来，他主动让妈

妈买来课外书，每天坚持练字，“徐老师鼓

励我‘多读多听多思考’，我想做到，以后我

也想成为徐老师那样的人”。

除了学业上的帮助，徐夕然更注重孩子

们的心灵成长。班里有一个语文成绩一般的

男孩小江。小江是一个留守儿童，性格内

向，平时几乎不与人交流，在语文学习上也

缺乏自信心，徐夕然一直想找机会鼓励他。

一次小江诚实地完成默写作业，徐夕

然当众表扬了他，并送给他一支红笔。“很

多同学会抄写应付作业，但小江真的自己

默写，不会的就空着。”徐夕然说。

这个小小的肯定改变了小江的学习态

度。此后，小江从未拖欠作业，甚至主动跟

老师交流：“老师，我没写上是因为您讲得

太快了，下课您再跟我讲讲。”学期末，小江

攒够奖励章换到一张奖状，徐夕然万万没

想到，这个平时“慢吞吞”的内向男孩，领奖

时竟“噌”地弹起来。除了分数，徐夕然更欣

慰的是小江“敢表达、有期待了”。

徐夕然了解到，班里不少孩子是留守

儿童，他们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由爷爷奶

奶照顾生活起居。“很多老人带孩子基本就

是保证孩子吃饱穿暖，根本没精力关注孩

子的情绪变化。”徐夕然说。

“这些孩子太需要直白的爱了。”徐夕

然说。她发现，当自己毫不吝啬地表达“你

很棒”“老师相信你”时，孩子们眼中总会闪

现出惊喜的光芒。这种看似简单的正向反

馈，恰恰是他们在原生家庭中最稀缺的。

令徐夕然意外的是，在给予爱的过程

中，她也收获了前所未有的感动——当班

里的小刘说她是像花儿一样的老师，当平

时很害羞的小符在她走时一个人追上她只

为再跟她道一次别，当孩子们在给她的小

纸条中写着“第一天我们像陌生人一样，现

在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她也体会到了那

种被纯粹爱着的幸福感，这是任何物质回

报都无法比拟的。

在大坪场镇完小工作了 5年的少先队

辅导员黄丽平眼中，以徐夕然为代表的志

愿者给学校注入了新的活力。

黄丽平也特别赞同徐夕然的“小纸条”

教育法：“农村孩子表达能力有限，这种私

密的沟通方式能真正走进他们心里。”

其实在本科期间，徐夕然就连续 3 年

在暑期赴各地开展支教活动，她选择西部

计划的初衷很简单：“每一年暑期支教后，

我都觉得做得不够。”

接下来，徐夕然将回到苏州大学继续

读研，她带走的除了孩子们的手绘奖状，还

有一份宝贵的教育智慧：在资源匮乏的

环境中如何创新教学方法，面对不同学

习基础的学生如何因材施教，以及最重要

的——用真诚的爱与耐心去唤醒每一个孩

子的潜能。那些曾经让她手足无措的方言、

简陋的教室、孩子们渴望

的眼神，都已化作生命中

最珍贵的礼物，让她在黑

夜中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为谁发光。

“小纸条老师”原来是个支教大学生

复旦大学人体科学馆馆长周国民经常为参观者讲解，10多年来他收集了很多故事，通过各种手段对外展示，希望让更多人记住这些故事。 俞佳一/摄

同学们为徐夕然手写的“奖状”。 受访者供图 同学们画了一块黑板报，告别徐夕然。 受访者供图 徐夕然写给学生的小纸条。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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