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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东济南，山东省立医院中心院区小儿科门诊楼东边
广场上，竖立着一个人的半身铜像，他就是山东省临床儿科和
地方病防治专业奠基人、著名儿科专家、山东大学教授、山东
省立医院终身教授——杨亚超。

一

杨亚超（1920—2002），阳谷县金斗营镇莲花池村人，1920年
出生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因为齐齐哈尔古称“卜奎”，父亲给
他起名奎生，后改为亚超。

杨亚超的祖父杨邦瑞，是阳谷县莲花池村知名绅士。父
亲杨奇琩（1885—1926），于1902年考入奉天测绘学堂，到沈阳
学习，毕业后在齐齐哈尔森林测绘局工作，并在那里结婚生
子，安家落户。

杨亚超兄弟姐妹四人，他年龄最小。大哥杨甲辰（1904—
1932），曾任吉林省额穆县（今为吉林省敦化市额穆镇）邮电局
局长，1932年被日军杀害，为抗日烈士；姐姐杨超凡（1906—
2003），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先在齐齐哈尔任小学教师，后辗
转各地，先后在济南、北京等地任教；二哥杨江生（1918—
1979），兽医专家，曾是天津市奶业系统的兽医权威。

1926年，杨亚超6岁时，开始上学。他学习成绩很好，总
是考第一，学习一点也不用大人操心。就在这一年，他的父亲
杨奇琩在外勘测期间不慎划伤，感染破伤风，时年41岁。

杨亚超很懂事，那时，一见胡同口出现货郎的身影，就拉
着母亲的手往家走，说：“娘，咱回家。不花钱买好吃的了，我
爸爸死了，没人挣钱了。”懂事得让人心疼。

1933年，杨亚超13岁时，母亲也去世了。
那时，杨亚超的大哥杨甲辰已牺牲，留下好几个孩子。大

嫂没有钱买细粮，就会煮一大锅苞米粥当饭，杨亚超也吃得很
香。可是有的时候，杨亚超放学回来，大嫂家连锅都刷了，他
就没饭吃。后来，杨亚超就到姐姐杨超凡那儿去了，跟着姐姐
生活。

然而姐姐也不富裕，只能省吃俭用，把弟弟抚养长大。
杨亚超比外甥（姐姐家的儿子）大 11 岁，他非常疼爱外

甥。外甥非常淘气，不知道学习，姐姐恨铁不成钢，追着打他，
杨亚超就护着外甥，捂着他的屁股，不让姐姐打。

杨亚超学习用功，成绩又好，回家就趴在桌子上学习，没
让姐姐操过一点儿心。

杨亚超的学业非常顺利，小学毕业、初中毕业，考初中、高
中，考哪个学校都能考上，还跳过一级。高中毕业，该考大学
了，齐齐哈尔没大学，东北三省大学也少。为了杨亚超上学，
姐姐领着儿子和杨亚超到了青岛。姐姐的同学对她说：“青岛
的生活费高，不如去北京。北京生活费低，学校也多。”姐姐就
带着杨亚超和儿子，从青岛到济南，再到北京，借住在同学家，
节俭一些，仨人一个月二十块钱就够了。那时，杨亚超17岁，
外甥才6岁。

杨亚超怕姐姐花钱，就考了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因为上
师范不用花钱。上了不到一年，北京大学招生。姐姐让他再
去考北大，他说：“那得花学费，大姐，我就上师范吧。”

姐姐不同意，硬是让他考北大，他一考就考上了，终于上
了心仪的北大医学院。

二

在北京大学，杨亚超遇到了心上人——齐齐哈尔商会会
长、百货业公和厚创办人张子贞的女儿张普云（1921—
1995）。张子贞的老家是山东掖县（今烟台莱州市）。

那时，张普云也在北大读书，有人给张子贞介绍杨亚超。
张子贞一打听，杨亚超学习不错，人品也好，就找人提亲，两家
在齐齐哈尔定下了亲事。

杨亚超在北京大学医学院本科毕业后，想考公派留学，就
回到山东报了名。那年，山东只有两个名额，山东省教育厅厅长
何思源进行面试，杨亚超考取日本京都大学医学部的研修生。

杨亚超完婚后去日本进修，回国后到北京同仁医院工
作。1944年，杨亚超到山东省立医院工作。他之所以坚持回
山东，是因为他认为是山东资助他去日本学习的，学成自然该
回报这里。

杨亚超的妻子张普云自北京大学毕业后，1946年在北大
医学院附属医院工作，同年也转至山东省立医院。张普云是
学眼科临床的，1954年完成了山东省第一例角膜移植术，为眼
科医疗、教学、科研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

三

杨亚超从青年时代起，就抱定了为祖国儿童卫生事业而
献身的信念，潜心治学，自强不息。

20世纪40年代初，杨亚超就以发表的《百日咳的预防》等
论文，受到中国儿科医学界的瞩目。1950年，在很短的时间
里，他带领医疗队为全省12000名儿童进行了卡介苗接种，为
在全省范围内大规模预防小儿结核病开辟出新路。1962年，
他带领医疗队深入农村，通过广泛调查研究，摸清了我省克山
病的发病分布情况，提出了综合防治措施。

杨亚超从事儿科专业50余年，在小儿急慢性传染病、小
儿克山病、小儿心血管病及新生儿疾病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使数万名儿童患者恢复了健康，深受患者家属以及广大医
护人员的尊重和爱戴。

杨亚超尊重科学，坚持医教研并重，时刻关注世界儿科医
学杂志、典籍，在此基础上撷英取萃，博采众长，形成了独到
的、行之有效的医教研三位一体的理论体系，并身体力行，使
山东省立医院儿科形成了浓郁的学术风气、开明的学术态
度。同时，他为人师表，精心育才，卓有远见地构筑可持续、稳
固发展的人才梯队，通过自己所主持的儿科年会传诸全省，带
动了我省儿科医学人才队伍整体素质和医疗水平的提高。一
大批青年才俊以此为基，汲取营养，茁壮成长，为省立医院乃
至全省的儿科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杨亚超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对工作兢兢业业、扎扎实实，
一生不为名、不为利，表现出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品德和胸怀。

杨亚超时时处处以身作则，严格要求，使山东省立医院儿
科成为团结向上、人才辈出、众人赞誉的战斗集体，先后被评为
山东省直卫生系统先进党支部、山东省巾帼建功示范岗、省级
青年文明号，1996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1986年，杨亚超
被评为山东省劳动模范；1990年，他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为表彰杨亚超对医院所作的突出贡献，2002年1月，他被
聘为山东省立医院首批终身教授。

杨亚超逝世后，山东省立医院职工自发募资为他塑造了
半身铜像并出版了《大医之魂——著名儿科专家杨亚超》文
集；山东省委原书记赵志浩为他题词“大医精诚 德高望重”；
原山东省卫生厅发布《关于在全省卫生系统开展向杨亚超同
志学习活动的决定》（鲁卫政发〔2003〕1号），号召全省卫生系
统向杨亚超学习。 （图片由作者提供）杨亚超半身铜像杨亚超半身铜像

杨亚超全家合影（中排左起：妻子张普云，姐姐杨超凡，杨亚超）杨亚超在工作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