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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遗体回家的人
6月6日1时20分，一通电话

打破宁静。南京医科大学基础医
学院人体解剖学实验室的实验师
毛志远立马起身，按下接听键，
在他看来，这是多年来“职业
病”的条件反射。

这是一通来自“捐友”家属
的电话。短短1分钟的电话，有
哽咽、有不舍，但最后只剩一
句，“人走后遗体捐献，是他的
心愿。”记下地址、约好时间，
马上出发。毕业多年，毛志远还
是习惯像学生时代那样，称呼他
们为“大体老师”。

2013年，毛志远本科毕业选
择留校，并成为人体解剖学实验
室的一名实验师。接收过的遗体
已有数百人之多，但他从不害
怕。

不只是南京，也不只是毛志
远。目前，在我国每一个省份，
均有遗体接收站以及专职或兼职
负责遗体接运的工作人员。在他
们的世界里，白天和黑夜没有区
别，因为一旦有登记过的捐献者
离世，他们的工作就开始了。

“ 捐 友 去 世 ， 很 多 都 在 深
夜，要保证家属随时都能联系到
我们。即使是春节年夜饭，我也
从不喝酒，只要电话一响，拿起
车钥匙就出发。”毛志远说，道
路还不通的农村、没有电梯的老
房，接收遗体并不像想像中那么
简单。他和同事抬着遗体，下过
7楼、走过进不去车的弄堂、也
蹚过水，但哪怕伤着自己，也不
能磕碰到遗体。

“回到实验室后，首先需要
做的，是防腐保存。”古慕峰告
诉健康时报记者，遗体一般需防
腐保存4年左右，才能达到教学
要求。在全部教学使用完毕后，
一部分遗体会被做成教学用标
本，一部分遗体则会由使用单位
负责遗体火化。

从1996年南京医科大学遗体
接收站成立以来，接收“大体老
师”这一重任，28年不曾停歇。
古慕峰和毛志远很难用一句两句
说清楚自己为什么坚持。但他们
提到了一个共同的人：我国著名
人体解剖学家，编创出中国第一
部人体层次解剖图谱的姜同喻老
教授。

1936年考入大学，1941年毕
业且留校成为人体解剖学教师，
蓝色卡其中山装、咖啡色塑料凉

鞋、蛇皮袋材质拎包，是大多数
人记忆里的姜同喻。兵荒马乱的
年代，姜先生边做教师边行医，
为了给学生创造学习条件，他到
重庆市（学校迁址北碚时期）各
个医院寻找无主尸体，然后运回
学校以供教学。1954年，姜同喻
绘制了我国第一部中国人体图
谱，将整个人体通过解剖制作了
78件（层）标本，相应绘制78幅
草图，出版了《连续层次解剖学
图谱》和《人体解剖学图谱》。

晚年退休后，他奔走于全国
几十所医学院校举办各类学习
班，自刻蜡纸，用油墨印刷学习
提纲，亲自解剖遗体并演示，他
所到之处，都要和对方约法三
章：不收讲课费，不住宾馆接
待，与学生同吃同住。

而无论是古慕峰追忆的姜同
喻，还是年轻一代的毛志远，28
年来，他们都有一个不变的共同
点：不是教授，不是主任，也不
是科学家，只是一个“接遗体回
家的人。”

“无语良师”依然被渴望
“一名优秀医生必须具备深

厚的解剖学知识，但要有可供实
验研究的遗体。”

在张永杰看来，最理想的解
剖教学是 1具遗体由 2~4位学生
解剖，南京医科大学目前的解剖
教学是 1具遗体由 10~13位左右
学生解剖，而更多的学校，是一
具遗体由15~20个甚至更多学生
一同解剖。

“大体老师”数量不足，也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医学生的基
础教学和医学人才的培养。有些

医学院校解剖课程只能以硅胶模
拟人或 3D解剖代替，有的医学
生甚至只能通过学习经典解剖视
频，想象自己的第一场“手术”。

但“大体老师”的缺乏，是
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共性问
题。例如，卡塔尔所需医学研究
器官均需从美国进口；如捷克法
律规定，只要在医院过世的病
人，都必须成为大体老师；意大
利2020年出台“关于为研究、培
训和科学研究目的处置人体和死
后组织的规则”，凡未特别声明
死后不愿捐献遗体者，都将被视
为同意捐献遗体和器官……

在我国，实行的是自愿捐献
制度，医学院“大体老师”的来
源，主要依赖于个人捐献。根据
今年 5月 1日实施的 《人体器官
捐献和移植条例》，我国遗体器
官捐献采取“明确同意”的原
则。一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的公民，有权依法自主决定捐献
其人体器官。二是公民生前未表
示不同意捐献其遗体器官的，该
公民死亡后，其配偶、成年子
女、父母可以共同捐献，决定捐
献应当采取书面形式。

在张永杰看来，遗体捐献事
业的发展，离不开法律保障和人
文关怀，还有国民文化素质的提
高。

以南京为例，早在 2015年，
南京就出台并实施《南京市遗体
和器官捐献条例》，其中对登记
者权益，捐献后人文关怀、遗体
尊重，遗体接收站规范都进行了
详细规定。

为了更好地让大众了解遗体
捐献，人体解剖学系还自主研发

建立了遗体捐献志愿者之友的网
上纪念平台——厚德园，为捐友
家属建立了一个可寄托哀思的网
上纪念平台。至今，“厚德园”
有网上纪念堂507个，总访问量
达277560次。

如今，南京市还建造了遗体
器官捐献者纪念林，让捐献者有
了理想的归宿。不仅仅是南京，
近年来，全国多地都在不断更新
遗体和器官捐献条例，用各种不
同的祭奠方式为捐献者提供更具
尊重的留白。

6月6日天一亮，毛志远准时
来到“捐友”家中，孩子们都
在。正如老人生前所希望的那
样：没有葬礼，没有坟墓，也没
有哭泣。

而此时，还在上解剖课的医
学生黄晓敏依然没勇气签下名
字，她说，再给她一点时间；但
钱钟韩院士的女儿早就做好了准
备，想离父亲更近一点儿；总在
解剖楼外向里张望转悠的奶奶
说，捐了，和他一起；已经去世
多年的法医学周雪良教授，真的
用自己的遗体给了年轻人最后一
次学习的机会……总有人选择土
壤，也有人选择海洋。但还有一
部分人，愿意浸身福尔马林、经
受稚嫩生疏的刀法，直面求知的
目光。不变的是，越来越多的无
语良师以身作则，让更多医学生
自信地走向手术台。

也许那时，年轻的孩子们都
会在心里回应道：你签字时说过
的，希望对我们有用，看，现在
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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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为李娟生前照片；右图为李娟父亲李大军为女儿填写《南京市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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