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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同学们，进入大学校园，是
你们真正离开小家，步入社会的第一
步。从此以后，无论你们身在何方，都
有了一个共同的、响亮的名字——“北
医人”。

在祖国需要的每一个时刻，北医
人都承担起了守护人民健康和国家安
全的责任。无论是抗击非典，还是抗
震救灾，北大医学部都在第一时间组
织医疗队奔赴前线，做国家重大公共
卫生事件应对的“压舱石”；无论是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还是2022年
即将开幕的冬奥会，背后都有北大医
学人默默付出的身影。面对突如其来
的新冠肺炎疫情，北大国家援鄂医疗
队400多名白衣战士逆行而上，承担

起重症救治的任务。
这，就是北大医学；这，就是北大

医学人。
我们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同

学选择“与祖国同行”，希望你们成为
一名有担当、有情怀的北医人。

大道所向，大任所系，对同学们，
我想讲三点期望：

第一个期望：博学而后成医。
大学校园是一个新的起点。踏实

勤奋、诚信友善是基础，严谨求实、敬
业奉献是日常，持之以恒、初心不改是
目标。

北大医学部汇聚了国内医学科学
领域的大师和专家。中国科学院院
士、基础医学院韩济生教授现在已经
93岁高龄了，仍然坚守在科研教学事
业的第一线。他的人生信条是：“对于
任何一个人来说，唯一可以掌握的是
不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尽可能利用生
命的每一分、每一秒做好自己能做的
每件事情。”正是这样持续一生的勤奋
与追求，成就了他在疼痛医学领域的
伟大事业。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获得
者、药学院的叶新山教授不惧挑战，从
事被人称为“黑匣子”的糖科学研究。
20多年来，他办公室里的灯常常是办
公楼里最后一个熄灭的。像他们这样
的榜样，北大医学部还有很多很多，同
学们要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向大师求
教，向前辈学习，向榜样靠拢。

第二个期望：厚德而后行医。
高超的医术非常重要，高尚的医

德、高贵的医品更是一名好医生的根
本。北医的老校长曲绵域教授，是新
中国运动医学专业的奠基人。他多次
参加运动员的会诊，为他们制定治疗
方案，李宁、郎平、刘国梁等都曾经是

他的病人。刘国梁近期的一个回忆视
频在网络上流传很广，他说当年他肩
部受伤，肌腱断裂，来北医三院运动医
学科就诊，曲校长经过详细检查，告诉
他伤情并无大碍，可以保守治疗，参加
马上就要到来的世锦赛。最终，刘国
梁在那次世锦赛上获得了冠军，拿到
了他渴望的大满贯。刘国梁谈起这件
事时，特别感谢曲教授当时的“不告之
恩”。曲校长经验丰富，准确预判一条
肌腱断裂不影响刘国梁的未来生活，
为了不影响他比赛，当时没有描述具
体伤情，而是指导他科学康复，重返赛
场，医病更医心。这就是医学大家。
大医精诚，第一是精，医者要有精湛的
医术，第二是诚，医者要有高尚的品德
修养、感同身受的仁心。除了精和诚
以外，还要有智慧，有担当，能决断。
无论你是刚工作不久的住院医师，还
是临近不惑之年的资深教授，当病人
进入你的诊室，他就把自己的健康托
付给了你，咱们不能辜负这一份信任，
这一份重托。

希望同学们在这几年的学习和临
床实习过程中，时刻牢记恪守医德，
仁爱为先，努力学习，未来能够以高超
的医术、高尚的医德、高贵的医品服务
民众。

第三个期望：深思而后为医。
成长为一名出色的医学科学家，

离不开深入的思考，把前沿的基础研
究成果和跨学科思维应用到临床中
去。我国著名妇产科专家严仁英教
授，在临床中发现导致新生儿死亡的
重要病因是神经管畸形，这与孕妇在
妊娠期缺乏叶酸有关。在她的建议和
推动下，女性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畸
形成为国家预防策略，这一措施使我

国神经管畸形儿发生率下降了50%。
我在临床中遇到来自全国的疑难

不孕患者，还有很多遗传病患者希望
生育健康孩子，而已有的诊断治疗技
术成功率比较低，怎么解决这个问
题？在北医40年的学习工作，为我打
下了坚实基础。大陆首例试管婴儿之
母张丽珠教授的引领，让我们有能力
治愈许多病人，但在苦苦探索的很多
年中，也打了不少败仗。2010年，了
解到北大化学系毕业的谢晓亮教授发
明了新的单细胞测序技术，用于癌症
细胞异质性的研究，我马上想到，这
项新技术能否用于胚胎发育研究，
同时进行单基因疾病的胚胎诊断？
讨论结果一拍即合，我们共同开发
出了高效的MARSALA胚胎诊断技
术，这个技术现在已经帮助我们检测
和诊断了上百种过去不能做的胚胎植
入前诊断的单基因疾病，并推广至全
国乃至世界的近百家生殖中心，为千
家万户带去了希望。这就是学科交叉
的力量。

同学们要充分利用北大和北大医
学部提供的优质平台和丰富的教育科
技资源，勤于思考、主动出击、不懈探
索，在医学科研领域占据制高点，以科
技创新引领医学发展。

2021 年，我们伟大的祖国开启
了向第二个百年目标迈进的新征
程。我非常有信心，若干年后，你们
都将是国家的栋梁之材，老师们会和
你们一起努力，也希望你们守住初
心，做一个心中有爱、肩上有责、身上
有光的人！北大医学部的未来将由
你们执笔书写，北大医学部必定因为
你们的加入、我们的坚守，而拥有更
加辉煌的未来！ （图片：黄大无摄）

乔杰乔杰：：守住初心，做一个心中有爱、肩上有责、身上有光的人

热烈欢迎同学们加入同济大学医
学院的大家庭，祝愿大家在这片炽热
的土地上放飞梦想，实现自己的人生
价值！

大家穿的院服上面印着“梦自医
始”四个字。“梦自医始”诉说着同济大
学建校之初医学济世的梦想，也是无

数同济人复兴医学的梦想。今年，恰
逢同济大学医学院重建21周年。21
岁，是一个从稚嫩走向成熟的年纪，是
成长和蜕变的人生节点。

一个成熟的人最基本的就是在思
想、行动上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开始
明白人生之为何物，清楚自己要做什
么事，并且有切实的行动。

成熟的标志是什么？
第一，保持终身学习的习惯。
人类与病魔的抗争伴随着黑暗、

疼痛和折磨，医生就是这场战争中冲
锋陷阵的战士，只要病魔尚未被击败，
我们就永不停歇。学校里学到的知识
终归有限，作为一名医学生，我们唯有
始终保持终身学习的习惯，努力锻造
探究高深学问的知识基础和素质能
力，才能跟上医学的发展，找到各种新
出现疾病的治疗方法，并在激烈的竞
争中保持优势。选择从医，就是选择
做一辈子的“医学生”，保持终身学习
的好习惯是一个成熟的医学生必备的
素养。

越是成熟的人，为人越是谦逊。
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先生曾经讲
过 ：“Stay hungry, stay fool-
ish”——求知若饥，谦卑若愚。我们
的老学长“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
院士曾说过，“从1958年到现在已经
54年了，但我还没有把肝脏完全弄清

楚，还没有毕业。所以，我还要继续干
下去。”今年我们痛失了吴孟超院士，
但吴老就像夜空中最亮的星，不断指
引我们前行。

第二，拥有不断超越的态度。
今年的东京奥运会，32岁的苏炳

添成为中国首位闯入奥运男子百米决
赛的运动员，同时也创造了新的亚洲
纪录。“不是28岁以后就跑不动了，只
是看你想不想跑”。多年积累的比赛
经验、钢铁般的意志和极致的自律是
苏炳添的优势所在。

同样是32岁，马龙成功卫冕奥运
会男单乒乓球冠军。马龙说：“纪录就
是用来打破的。”从马龙身上，我们能
看到真正的冠军，不是战胜对手，而是
以热爱为底色，以超越自我为追求。

这种平和而热烈的心境，是一种
淡然处世的修养，是一种成熟的生活
方式。只要热爱永不熄灭，当蜕变如
期而至，人生终将飞驰。

第三，保持兼济天下的善意。
意大利哲学家、心理学家皮耶罗·

费鲁奇说：“善意会让你的生活更充
实、更幸福；善良不是一种软弱的美
德，而是通往幸福的钥匙。”善意不仅
可以帮助我们找到真实的自我，也能
让我们积极地回应世界，与他人和社
会建立强有力的链接。

我的博士导师金正均教授在

1999年访问我在美国刚成立的实验
室时，跟我说：“知识分子的个人事
业只有与祖国和人民的需要高度重
合，人生才会圆满。”我深以为然。
我回国后，在学校党委的指导下，全
力推动建设中德、中美合作的医学
教育平台，培养国家急需的临床医
学科学家、优秀临床医生。同时，推
动中国脑科学、脑计划的建设，新型
药物及干细胞治疗老年痴呆的国家
研发计划等工作，推动解决人口老
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与医疗难题。
希望能践行爱国奋斗精神，心怀大
爱，胸怀天下，为新时代的建设奉献
绵薄之力。

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
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百十年前，同
济建校初期，校董严希涛先生言道：

“中国之大患，曰贫曰弱，救弱莫若医，
救贫莫若工。务望诸君，各求深造，以
养成将来救国之人才。”同济的血液里
奔涌着用工程报效国家、用医学救治
世人的使命。同济人要有兼济天下的
胸怀，无论征程是晴是雨，都应始终与
时代潮流同向同行。

“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
帆舞。”祝愿大家不负青春，不负韶
华，在成熟的道路上始终不忘爱与初
心，让我们携手并肩，开启人生新的
航程！

郑加麟：无论征程是晴是雨，都应与时代潮流同向同行

9月，各大医学院校又迎来了一届“小
萌新”。大学生活是一个崭新的起点，学
生们不仅要学习知识，学习做人，还要找
寻未来的职业方向，锤炼职业技能。有人
说，选择学医，就是选择一辈子都当学生。

今天，本版将三所著名医学院院校长
的精彩新生寄语分享给读者，希望能给您
的职业道路带来思考和启发。

乔杰：中国工程院院士，
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常务副
校长、医学部主任，北京大学
第三医院院长。

郑加麟：同济大学医学
院院长、同济大学脑与脊髓
临床研究中心主任，国家重大
科学研究计划项目（973）首
席科学家。

交大医学院有着125年的办学经
验和69年的建院历史，在这里，红墙
映日、梧桐环绕，校园文化包容并蓄，
名师名医群英荟萃。交医人始终把护
佑人民健康、培养服务社会的医疗人
才、提高祖国的医疗卫生水平作为自
己神圣的使命和应尽的职责。今天，
你们加入了医学院的大家庭中，薪火
相传将是你们拼搏奋斗的动力源泉，
勇攀高峰将成为你们科学求索的领航
灯塔。

同学们，大学学习开启了你们人
生新的篇章，希望你们在医学院汲取
知识、健全人格、开拓视野、勇于担当，
实现从优秀到卓越的升华。今天，我
有几句话和大家分享。

一是志存高远，坚定理想信念，用
奋斗点亮青春之路。

古往今来，一切伟大成就的取得，
都离不开远大志向的指引。志存高
远，就是要胸怀远大理想、具有为崇高
信念而奋斗的精神追求。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
年。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建立了
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新中国，改写了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开创了一番惊
天动地、彪炳史册的人间伟业。以史
为镜、以史明志，交大医学院始终以谋
国家之强盛、求科学之真知、践医学之
神圣为己任，与时代共呼吸、与祖国共
命运、与人民同步伐。在“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希望同
学们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
业之中，用实际行动为医学院发展，为
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为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二是不忘初心，传承交医精神，练
好治病救人过硬本领。

蔡元培先生说：“大学者，研究高
深学问者也。”作为一名医学生，学习
是你们的首要任务。从医之路，漫长
而艰辛，医学与其他学科相比，学制
长、课程多、学业压力大。今年交大医
学院招生再创新高，很多“医三代”“医
二代”坚定信念，选择就读医学专业，
交大医学院为拥有阳光自信、刻苦勤
奋、成绩优异的你们而感到自豪。希

望同学们不忘学医初心，用自身的知
识与能力去践行医学的使命，努力成
长为“有温度、有本领、有担当”的卓越
医学创新人才。

“有温度”让你们的青春更美
好。有温度的医生，应该是一个敬畏
生命，懂得谦卑的人。有温度的医生
不一定擅于表达，但一定善于倾听；有
温度的医生不会处处考虑自己的名
声，而是时时考虑病人的利益；有温
度的医生未必能让病人活得更久，但
一定会让病人活得更好；有温度的医
生未必能消灭疾病，阻止死亡，但可
以让病人在死亡面前没有恐惧。医
学是爱的产物，也是温暖的科学。没
有爱的医生，哪怕有再高的技术，也
无法温暖人心。

“有本领”让你们的青春更宽广。
创新是医学科学的生命，没有创新就
没有医学科学的发展。重大创新成果
并非人人都能取得，但创新观念是每
个医生都应有的。新时代交医人要主
动汲取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善于
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要勇
于拼搏，攻坚克难，永不言弃。实干才
能梦想成真，新时代交医人应执着追
梦，练就过硬本领，勇做走在时代前列
的奋进者、开拓者，书写无愧于时代的
青春之歌和精彩人生。

“有担当”让你们的青春更厚重。
担当就是责任，新时代交医人必须有
责任重于泰山的意识，坚持人民利益
第一，敢于较真碰硬，关键时候能够挺
身而出，对工作任劳任怨、尽心竭力、
善始善终、善作善成，要乐于奉献，在
本职岗位上恪尽职守、爱岗敬业、持之
以恒、埋头苦干。

同学们，医学院的著名校友、国家
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王振义院士回
忆学医之路时曾提到：“随着对医学的
不断学习和深入了解，我越来越体会
到了治病救人的幸福和乐趣，真正领
悟到了‘医学是个崇高的职业’的深层
含义。”医学承担着守护人民健康的崇
高使命，同学们在学习中要胸怀敬佑
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
的精神，不断拓展自己对医学知识的
了解，加强对健康意义的体悟。

三是追求卓越，汲取榜样力量，为
建设健康中国贡献力量。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
有一代人的担当。2020年初，新冠肺
炎疫情突如其来，你们的老师和学长
义无反顾、逆行出征。在同疫情的殊
死较量中，诠释了生命至上、举国同
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
伟大抗疫精神，是新时代的楷模，是新
生代的榜样。

同学们，你们要汲取榜样力量，肩
负起民族振兴的神圣责任，牢记医学
使命，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
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希望
同学们思源致远、塑造高尚的医德，不
畏困厄、坚守美好的理想，敢为人先、
展开创新的翅膀，团结协作、勇攀成功
的高峰。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新时
代，让我们共同努力，为建设世界一流
医学院和一流医学学科，为健康中国、
为世界医学发展而不懈奋斗。

范先群：汲取知识、健全人格、开拓视野、

勇于担当，实现从优秀到卓越的升华

范先群：上海交通大学
副校长、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院长，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眼科学
科带头人。

北京大学医学部新生报到。
本报记者张丹摄

学医，我们选择的是……

（本版文章摘编自三位院校长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