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立老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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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是退休眼科副教授却家徒四壁，所有工资捐出却去向成谜

“怪医”徐立：是传说，为楷模

他是中南大学湘雅二
医院的一位普通的退休眼
科副教授， 却是全院的名
人，是学习的楷模。

他已退休22年，却每天
在医院“巡视”，监督、服务、
建言献策。

他的家简陋得令人震
惊，每天清苦度日，几乎把
所有的工资捐给贫困学生，
捐给灾区， 却没有人知道，
他具体捐给了谁， 捐到了
哪。

按水平、按资历，他早
该入教授之列，却终其一生
未曾晋升。问他，他只摇摇
头：“名额有限，还是留给年
轻人。”

他奉献了一生， 临了，
还捐献出自己珍藏的所有
医学书籍，并动员妻子一起
签下遗体捐献申请书。

有人曾问： 不爱自己，
何以爱人？他答：我此生已
足，知他人疾苦。

他的故事，像谜一样流
传在医院，成为整个行业为
之感动的传说。

他是徐立，今年8月23日
因病医治无效， 在长沙逝
世， 享年82岁。9月17日，中
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号召向
徐立同志学习，并上报至省
卫生厅。院领导说，生前未
曾闻诸于世，死后当成行业
楷模。

■记者 洪雷 实习生 李志刚
通讯员 王玉林

徐立去世后，医院组织大家去他家，老人简陋的家令
人震惊。

一室一厅，20多平方米，除了别人送的14英寸黑白电
视机、洗衣机，还有一个烤火炉，老人家徒四壁。

在徐立的遗物中，人们找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每
天———鸡蛋一个，0.4元，豆腐一片，0.2元，青菜，0.5元，面
条，0.5元，其它：1元。这是徐立老人一天的食物。

“徐老师中餐、晚餐都是面条，连油都不放，只放点菜
叶子、豆腐，有时加个鸡蛋。”眼科护士李怡萱是去年医院
开展“学雷锋爱心互助”活动时结识的徐立。一开始，她闹
不明白，老人是医院建院后第一批眼科医生，退休前是眼
科副教授、副主任医师，怎么会这么穷？后来才知道，他的
钱都捐出去了。

眼科护士长王琴说：“每次国内遭灾， 徐老师必定捐
款。汶川地震他捐，冰灾、洪灾他都捐了。”

去年夏天，李怡萱去徐立家，看他热得很，连个电扇也没
有。徐老说，过段时间准备买个空调。“可后来在银行碰到他，
问他买了空调没，他说钱不够，要开学了，得寄给孩子们。可
惜，我当时没看清收款人是谁，也没看到是寄去哪。”

清贫至此，却没有人知道老人的钱具体捐给了谁，捐
到了哪。有人问，你对自己这样不好，又如何去爱别人？徐
立说，我很好，但很多地方还很落后，很多有才华的青年
因经济困难而弃学，我能够为国家分担点是应该的。

在去世之前，徐立在不知情的人眼里就是个“怪人”。
他拄着拐杖，终日在医院的各个科室转悠，清晨出发，中
午回家煮碗面，下午又继续。不论寒暑，不分晴雨。

有人乱扔垃圾，他去制止；有汽车乱停放，他去疏导；
隔着窗子看医护人员操作，有不规范的，就用拐杖敲敲玻
璃提醒纠正；碰到病人问路，他说声“跟我走”，一直带到
目的地。

护士彭婷既是他的同事，又是老人的邻居。“他总选别
人休息的时间去外科住院大楼巡查。从1楼到19楼，爬着楼
梯、一层一层，关上走廊的电灯，拧紧滴漏的水龙头。”

徐立每天奔走， 发现什么问题就拿一个小本子记下
来，向院领导反映。医院住院大楼落成后不久，徐立看到眼
科新病房有9间单人病房，他向医院领导建议，减少单人病
房的数量，改为多人病房，让更多的病人能住院治疗。建议
很快被院领导采纳，将原来9间单人病房减为3间。

久而久之，老人成了医院一道独特的风景。眼科护士
长王琴说：“我们习惯每天见他，一天不见，心里就慌。”

22年，怪人徐立不知疲倦地守护着、奔走着，赢得了
一个“编外院长”的称号。

终日流连在医院的“怪人” 今年8月23日，徐立因病医治无效，在长沙逝世，享年
82岁。早几年前他已立下遗嘱，捐献遗体及自己珍藏的所
有医学书籍。

在追悼会当天，100余名医务工作者含着热泪为享年
82岁的徐立送行。

与徐立相识55年的老护士长李钟青说：“他就是个
谜，是一个传说，但更是值得所有医者钦敬的楷模，是医
者的碑铭。”8月25日，在送行的人群中，此起彼伏着低泣
声，不知是谁的“一个好人啊。”引起了大家的共鸣，哭泣
声变得更大，而这句话，也成
了徐立教授此生的评价。

捐出全部工资，无人知其去向

他的言行是医者的碑铭

“我当医生，不图名，不图利，无需回报。”

“医者父母心，不要害人，要凭良心做事，

对病人负责。”

“人命关天，马虎不得，要严谨再严谨。”

“绝对不能开大处方， 要花最少的钱给

病人治好病。”

“你们出国深造， 当念国家所

需， 学成后一定要回来，为

祖国做贡献。”

徐立老人生前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