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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冠元

我 是 同 济 大 学 2017 届 土 木 工 程

学院结构工程专业博士毕业生 ， 即将

奔赴西藏日喀则基层工作的一员。

关键词 1： 难忘

回顾过去 ， 有很多难忘的往事 。
我 生 长 于 安 徽 省 怀 宁 县 的 一 个 小 村

庄 ， 出 生 40 天 后 ， 由 于 父 母 都 要 忙

于出工干活， 只能把我放在村子里别

人家寄养 ， 是他们用米糊将我喂养长

大， 两岁后由大我三岁的姐姐照顾我。
儿时至今 ， 我最不能忘怀的事情

是： 姐姐在初三时被迫辍学 ， 当时她

带着初中课本只身南下广东深圳打工，
离别时她说她要赚五百块钱回来再继

续读书。 那年过年回家 ， 她赚了一千

块。 但是， 她觉得家里将来还是没有

能力供两个孩子读书 ， 于是为了我彻

底放弃了她的学业 。 这对我是一个沉

重的打击。 “当初没有能力让姐姐继

续读书”， 成了我心中永远的痛。 于是

我 在 周 记 里 写 了 一 篇 文 章 ， 题 目 是

《一路阳光璀璨》， 当时的我立志要当

一名校长， 我的梦想是让所有的孩子

都有书读， 就像电影 “一个都不能少”
所寓意的。

难忘上大学那年 ， 我只带了两千

块钱， 依靠自己的双手挣取学费和生

活费， 直到今天 。 读书期间 ， 为了生

活， 我捡过矿泉水瓶 、 扫过地 、 扛过

钢板、 洗过马桶 ， 当我有能力养活自

己时， 开始辅导姐姐的孩子识字学习，
并全部供应小外甥的奶粉……此外我

还无偿辅导了 5 个贫困家庭的孩子。
每 当 想 起 打 零 工 回 来 借 着 公 共

厕 所 的 灯 光 完 成 高 等 数 学 作 业 的 情

景 ， 我 都 倍 加 珍 惜 这 来 之 不 易 的 校

园 生 活。 然而， 当我决定要继续读研

读博的时候， 常常会觉得自己很自私。
因为很多为人父母者都会认为 ： 只要

孩子还在读书， 他们就会不顾身体健

康去拼命赚钱。 我父亲就是这样 ： 由

于 生 活 过 于 节 俭 ， 他 晕 倒 在 工 厂 里 ，
幸好被好心的老板拨打 120 救了回来。
从那以后， 我就告诉自己 ： 不能等到

我们有出息了再来照顾父母 ， 养老必

须长远规划。 为了不让年迈的父母再

拼命工作 ， 我就把他们带在身边， 慢

慢培养他们新的生活理念。
我难忘过去的辛酸与痛楚， 然而，

过去的终究都过去了 。 涌上心头的是

那些感动的人和事。

关键词 2： 感恩

大家一定清晰地记得收到同济大

学录取通知书那一刻的喜悦之情 ， 我

们胸怀理想、 心怀梦想 ， 加入同济大

家庭。
为 了 不 变 的 理 想 ， 硕 士 毕 业 后 ，

我放弃了规划局 、 供电局的工作 ， 毅

然来到这里求学 。 最初没想到上海房

租压力这么大， 第一个月我们家吃了

一个月土豆丝和海带丝 。 带着父母上

学， 物质上并不宽裕 ， 但精神上 ， 我

很富足。 迈入同济这座百年学府 ， 我

时刻不忘刻苦学习 ， 经常去旁听一些

专业课程， 跟随大师足迹 ， 聆听恩师

教诲。 每当传来我们同济师生的捷报

时， 我心澎湃不已 ， 便鞭策自己要加

倍努力， 缩小与前行者的差距。

关键词 3： 选择

有首歌曲的名字叫 《渴望》， 是我

们村同组的一位妈妈因病魔离开前教会

给他孩子的。 这个孩子经常待在我家，
我妈妈做饭给他吃， 我辅导他写作业。
他常坐在我家老宅的石头门槛上唱这首

歌。 他每唱一次， 我妈妈就偷偷流泪一

次。 那是我幼小的心灵触动的开始……
每当听到这首歌， 我就会想起我家乡的

父老乡亲们过得好不好？
毕业之际 ， 我选择了 支 援 西 部 建

设 。 身 边 的 人 会 有 这 样 那 样 的 疑 问 ：
好 不 容 易 从 乡 村 一 路 走 到 大 城 市 ，
为 什 么 要 去 西 藏 ； 西 藏 条 件 艰 苦 ，
你 的身体可以承受吗， 况且还有一家

老小需要照顾……
我是这么考虑的 ： 首先 ， 做出这

个决定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 在我读

书 期 间 ， 就 一 直 有 服 务 社 会 的 愿 望 。

本科毕业那时候， 如果有支教的机会，
我想我会选择去西部地区。

其次 ， 从我个人来说 ， 能读这么

多年书， 也得益于很多人的帮助和国

家 对 教 育 事 业 的 投 入 。 如 今 毕 业 了 ，
有这个机会， 我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

人， 能够像老师一样 ， 用自己的行动

去影响一届又一届的莘莘学子。
再次 ， 我内心固然舍不得自己的

家庭， 尤其是我的孩子们将会缺少陪

伴。 但是只要把家人安顿好 ， 我将义

无反顾地去做我觉得更有意义 、 更有

价值的事情。
事实上 ， 也正是因为这些年我一

直把家庭带在身边， 我才能放心去西

部。 如果说， 过去的十年 ， 我为了照

顾小家而坚持不懈 、 迎难而上 ， 那么

如今毕业了， 我是时候该为社会做点

事情， 去服务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其实 ， 我毕业后选择去西藏并不

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事 。 我们每个人的

成 长 环 境 不 一 样 ， 人 生 经 历 不 一 样 ，
对梦想的追求也不一样 。 但有一点我

们是共同的， 那就是 ： 我们都具有同

济人的精神和品质 。 我们正在用世界

的眼光看待知识的力量与科技的魅力，
用健康的体魄追逐青春的梦想与花样

的年华！

（作者为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学生 ，
也是今年沪上自愿选择赴西藏自治区服
务的唯一一名博士毕业生）

■本报记者 姜澎

“小时候， 我的愿望是要研究出一

种药物， 让细胞永葆青春 ， 让人长生

不老， 那么我现在离这个梦想会不会

更近了？” 这是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2017 届本科毕业生江熹霖常常问自己

的问题。 今年毕业的他 ， 获得了牛津

大学医学院的全额奖学金 ， 将继续研

究自己从小就感兴趣的问题 ， 他也被

评为今年复旦的 “毕业生之星”。
在大多数人看来 ， 江熹霖是不折

不扣的 “学霸”， 但他自己却深知， 大

学四年可谓起起伏伏。 他的求学经历，
也许可以给后来的同学一些启示。

用按部就班的 “笨办法”
才能得到好成绩

读小学的时候 ， 江熹霖幻想着研

究 出 一 种 药 ， 让 细 胞 永 久 保 持 青 春 ，
要 是 人 可 以 长 生 不 老 ， 那 就 太 好 了 ；
中学时， 他幻想着在体外培养出身体

里 的 每 个 器 官 。 要 是 哪 个 器 官 坏 了 ，
就直接换一个， 那么人就可以一直健

康地活下去。
考大学时 ， 江熹霖选择了生命科

学学院。 不过， 一进大学 ， 他就发现

自己小时候的梦想早就已经有人在研

究了。 他幻想的 “细胞青春药”， 叫做

端粒酶； 幻想人工培养出的器官 ， 叫

做异源器官培养 ， 这些现在都已经是

科学研究的热点。
“我真的很兴奋 ， 没有想到 ， 我

一进入大学就有机会 ‘直面 ’ 曾经只

是 存 在 于 我 幻 想 中 的 东 西 。” 江 熹 霖

说 。 在 不 分 专 业 的 自 然 科 学 大 类 中 ，
他每天都能够接触到不同学科的知识，
他所有的时间几乎都花在了学习上。

刚刚从忙碌的高三解脱出来 ， 大

多数同学在刚进大学时会不自觉地相

信 一 些 所 谓 的 “攻 略 ”。 比 如 ， “同

样是选课， 选导论类的课程更容易 ”、
“比 起 平 时 努 力 ， 考 前 玩 命 复 习 更 重

要 ”、 “往 年 例 题 刷 好 了 ， 成 绩 才 会

高 ” ……但 是， 江熹霖并没有在这些

声音中迷失自己。
“来大学难道不是为了把知识学

得 透 彻 ， 以 后 能 够 更 好 地 应 用 吗 ？！”
江熹霖决定不受这些套路的影响 ， 还

是 按 照 自 己 的 “笨 办 法 ”， 一 遍 遍 看

书， 推导每一个公式思考每一个例子。
大一上学期， 他的成绩位列自然科学

大类 500 多个学生的第一名 ， 获得了

3.95 的绩点 （4 分为满分）。

为了追求超高绩点
他也曾失去学习目标

大二时， 江熹霖开始尝试进入实

验室学习 。 他被顺利分流进入生命科

学学院。 不过， 这个时候的江熹霖又

听到了不一样的声音 ： “绩点一定要

想办法提高， 才可以申请到国外的好

学校读博”、 “抓紧做科研才能在申请

季之前发文章 ” ……江熹霖开始在意

自己的成绩， 也急不可耐地去参加各

种所谓 “今后对申请海外国校深造有

帮助的学生活动”。
但渐渐的， 他却越来越感到迷茫，

因为急于得到科研成果 ， 他常常没仔

细思考就开始盲目实验 ， 常常因为实

验没有得到好的结果而焦躁 。 即便是

实验有好的结果 ， 学习获得的快乐程

度也大大减少。
这 个 时 候 的 江 熹 霖 开 始 思 考 ：

“我 做 这 一 切 是 为 了 提 高 绩 点 读 博 士

吗？ 我的兴趣和我认为有意义的事情

在哪里？ 要接近我的梦想 ， 只有继续

深 造 是 唯 一 的 选 择 吗 ？” 一 连 串 的 问

号， 他自己也找不到答案 。 于是 ， 他

开 始 了 另 一 种 尝 试 ： 前 往 永 平 支 教 ，
前往深圳调研， 在美国加州参加青年

政 治 家 论 坛 ， 参 观 硅 谷 的 创 新 型 企

业， 到野外实习 、 参加学校的 “思源

计划 ” ……他逐渐意识到 ， 找到最合

适的位置， 才能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

能力。
江熹霖发现， 数据推动的生物学研

究已经成为目前解决生物医学最为有效

的方式， 而分析复杂的生物数据集在这

过程中扮演了核心角色。 但是， 这需要

很强的数学计算机背景， 当时已经大三

的江熹霖， 在这个专业领域几乎一窍不

通。 自此之后， 江熹霖开始学习大量数

学计算机课程， 大学期间共修读 212 个

学分 （包括交流学分）， 而本科毕业只

需要大约 150 个学分。

从头开始虽然痛苦
但是成长迅速

江熹霖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交换期

间， 加入了电子工程系一名教授的实

验室。 开始时 ， 他连提的问题都被导

师认为是 “应该自己阅读相关文献获

得解答”。
在计算机领域 从 零 开 始 ， 江 熹 霖

觉 得 太 痛苦了。 但几个月过去， 他不

仅在绝大多数统计学课程中名列班级

前茅 （大多数课程都有 200 人左右 ），
在实验室工作也开始步入正轨 。 随后

江熹霖获得纽约大学及上海纽约大学

的奖学金， 前往美国科学院院士 David
Heeger （戴维·黑格） 实验室工作。 在

十周工作中， 他就完成了可以发表三

篇论文的科研工作 ， 目前这些工作都

在由实验室的博士生们继续补充。
也正是因此 ， 他获得了曾经的几

位研究导师的强力推荐 。 最终 ， 江熹

霖拿到了牛津大学医学院的全额奖学

金 ， 即 将 继 续 踏 上 自 己 的 梦 想 之 路 ，
为人类医学事业做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 ， 毕业前的最后一

个学期， 江熹霖在学习上也没有放松。
由于他未来的研究， 是希望通过复杂的

统计学方法分析疾病因素， 因此， 他仍

然在数学系的测度论课程上艰难学习。
纯抽象分析对江熹霖来说又是一个完全

陌生的领域。 “让人类活得更健康、 更

长久， 我的梦想没变， 这一定会推动我

继续努力。” 江熹霖说。

不断挑战自己，才能离梦想更近

我为什么选择博士毕业后赴西藏工作

大学毕业，“学霸”去哪里了？

■戈劼妤

作为一枚标准的 “吃 货 ”， 我 对

营养学有着与生俱来的热情和好奇心。
养乐多里真的有 100 亿个活的乳酸菌

吗？ 这个有趣的问题可以用最简单的

生物实验证明 ， 我在个人营养学公众

号 “小鱼儿的营养学 ” 记录了这一实

验， 短短一天内获得了 “3000+” 的阅

读量， 很多网友惊讶地表示 ： 原来科

学和生活可以这么接近！
而作为一名营养学的学生 ， 我经

常被追问：喝什么样的牛奶最健康？ 维

他命有什么用？ 三月不减肥，四月徒伤

悲，最好的减肥方式是什么？ ……身边

的好友经常把我的研究方向理解为养

生、 保健。 然而 ， 在这个时候 ， 我都

会笃定地告诉他们 ： 我研究的是一门

科学！
是交大 ， 让我的科学梦想生根发

芽。 大学让我看到了 ， 荧光蛋白在显

微镜下熠熠生辉 ， “蠢萌 ” 的驱动蛋

白 “行走” 在微管上运输囊泡， 35 亿

年前的遗传信息至今仍存在于小小的

双 螺 旋 DNA 分 子 中 。 领 略 了 科 学 之

美， 看到了科研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
我相信， 我也可以用科学给这个世界

带来一点点不一样。
回首在交大的四年 ， 学校不仅教

会了我什么是科学精神 ， 更给我传递

了什么是我们这一代青年大学生需要

承担的使命和责任 。 在交大 ， 我见到

募款建造山区小学 、 资助贫困学生的

公益教授团； 我的学长学姐们 ， 正在

参与各类疾病的研究 ， 一心想为病人

们消除病痛； 我的同学们飞往全世界

的实验室， 追寻科学梦想 ， 与梦想同

行， 与祖国同行！
前不久 ， 在学校的致远杰出学生

奖学金的答辩现场 ， 老师问我 ： 你为

什 么 选 择 留 在 中 国 而 不 是 出 国 深 造 。
我 说 ： 我 想 研 究 中 国 人 的 营 养 问 题 。
我理解， 科学是没有国界的 ， 而营养

学研究是有国界的 。 因为 ， 各个人种

之间有很大的差异 。 相比于成熟的西

方营养学， 中国的营养学研究尚刚刚

起步。 由于缺少有足够样本量的 、 可

靠的中国人群营养数据 ， 目前中国的

居民膳食指南大多数是参考西方人群

的 研 究 数 据 制 定 的 。 我 的 科 研 之 路 ，

将从中国大地上起步。
老师们对我说 ： 你是一个有情怀

的 人 。 这 诚 然 是 对 我 的 谬 赞 ， 不 过 ，
情怀， 何尝不是支撑着科学家们一生

投身于科学研究的理由呢？
爱因斯坦从价值关怀方面把科学

家分为三种类型 ： 智力愉悦型 、 功利

型、 终极关怀型 。 科学进步的主要推

动力及科学的深度进展来自以终极关

怀为价值目标的科学家 ， 因为他们能

够持久从事科学活动， 探索世界奥秘、
关怀人类命运， 永无止境。

大学四年 ， 我们探索科学 ， 体悟

情怀， 拥抱温暖 。 如今 ， 我们即将离

开母校， 交大人标签将伴我们一生。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致远学院学生 ）

我的科研之路， 将从中国大地起步

■陈恒

我是历史系教师 ， 想从词源 的 角

度追溯一下毕业典礼的历史 。 毕业典

礼一词在英文中叫 Commencement， 来

源有两种说法 。 一是来自于古法语中

的 Commencement， 意 为 “ 开 始 的 时

刻 ” ； 而 另 一 个 来 源 则 是 拉 丁 文 的

Commensai ， 意为 “同一张桌子”。
在中世纪大学里， 尤其是英国和

法国的学院制大学中 ， 教师和学生们

往往在大厅中共同用餐 。 教师们坐在

大厅前面的高台桌上 ， 与进餐的学生

相区别 。 当一个学生毕业被授予学位

之后 ， 意味着其获得任教许可 ， 称之

为 “进阶”， 即从一个较低的等级上升

到 更 高 的 等 级 。 学 生 获 得 学 位 之 后 ，
就可以和教师们一同用餐 ， “在一起

分享同一张桌子”， 以庆祝他们在精神

上的团结一致和作为教师团体对新人

的接纳。
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可以得到 一 本

书 、 一把椅子 、 一枚金指环和一顶帽

子 。 当学生戴上象征学位的帽子的时

候 ， 意味着他们拥有了站在讲台上宣

讲的资格 。 中世纪大学教师共同体对

获得学位者的接纳仪式 ， 后来就逐渐

演变成我们今天的毕业典礼。
最近一 段 时 间 ， 很 多 同 学 应 该 都

邀请过你们的老师一起聚餐 。 在修辞

意义上 ， 作为学生的你们 ， 正是从这

一天开始 ， 在知识的修养和能力等许

多方面， 可以跟老师平起平坐了。
不过 ， 把自己的知识和能力 提 升

到教师的水平 ， 甚至超越教师 ， 仅仅

是一个方面 。 步入更高层次的知识平

台时 ， 绝不意味着你们有了轻视 、 乃

至蔑视低桌子上的人的资本 。 你们今

天的进阶恰恰是为了说明 ， 你们不仅

具有了向更高层次攀登的能力 ， 而且

也 秉 承 了 这 个 平 台 的 胸 怀 和 包 容 力 。

这种胸怀 ， 这种包容力 ， 是我特别想

强调的。
说起来 ， 在师大的日 日 夜 夜 ， 你

们应该感受到了这种胸怀 。 常常 ， 我

在傍晚的校园里散步 ， 看到年轻的你

们俯身给大大小小的流浪猫喂食 ， 你

们向这些渺小的生命伸出援手 ， 向这

个世界上在最低位置上吃饭的生命伸

出援手 ， 你们青春的剪影让我想到里

尔克的诗： “我们都在落/但是有一个

人， 用他的双手 /无限温存地捧住了这

种降落。”
用你们年轻的双手捧 住 时 代 的 降

落吧 ！ 这个 ， 恰是今天的意义 。 当你

们有资格和老师一起分享同一张桌子，
它必须意味着 ， 从今天开始 ， 你们也

有责任和更多的人分享你们的桌子了，
就像在寒冷的冬夜 ， 你们把温暖的教

室和流浪猫一起分享。
我们读书的时候 ， 世 界 地 图 上 都

有 八 个 大 字 ： 放 眼 全 球 ， 胸 怀 世 界 。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八个大字把我送入

了世界史专业 ， 但我希望 ， 你们是带

着这样的世界胸怀从这个校园里走出

去 。 我相信 ， 春风千万里 ， 都会欢笑

着我们的桃和李。 现在， 允许我用高亢

来掩盖软弱， 用激励来表达不舍。 未来，
希望你们也能像凯撒那样气势磅礴： 我

来。 我见。 我征服。 得意的时候， 让更

多的人和你一起得意， 失意的时候， 让

母校帮你， 就像歌里唱的， 我们会上前，
“用胸膛， 挡给你看”。

最后 ， 让我修改别人 的 诗 句 来 祝

福你们———
愿你有高跟鞋也有跑 鞋 ， 喝 茶 也

喝酒。
愿你有勇敢的朋友 ， 也 有 激 发 你

热情的对手。
愿你对过往的一切， 情深意重，
愿你历经岁月， 依然郁郁葱葱。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和更多的人分享你们的桌子”

■郑加麟

前一阵， 我与来自美国的一对校

长夫妇一起回忆往事 。 有些故事听了

很多遍 ， 还是觉得获益良多 。 校长太

太 今 年 已 经 八 十 多 岁 了 ， 她 告 诉 我 ，
多年之前， 他们刚到美国的一个城市，
那时他先生刚当上当地一家医院的儿

科主任 。 有一天 ， 她先生便对同行的

外 科 主 任 说 ： 整 个 科 室 有 30 多 个 医

生 ， 都是极聪明的人 。 但最终能胜出

的 ， 始终是那些对待别人都很友善的

好人 （Nice people）。 这么多年来， 这

个道理一直被证明是正确的。
在我看来， 每一个能考上大学医

学院的学生 ， 在学习能力上都毋庸置

疑 ， 具有高水平和高智商 。 但我想问

的是 ： 在抗挫能力 、 在坚持做自己认

为正确的事情方面， 你们是否如学习成

绩一般优秀？
其实， 当前的社会， 医患矛盾激化

的案例并没有世人想象的那么多发和严

重。 而一些医患矛盾的产生， 既有外因

也有内因。 外因是我们不可控的， 但有

些内因， 却是医生能主动选择的， 所以

我们可以先从改变自己做起。 我们必须

时刻清楚， 医学面对的是有血有肉、 有

感情的人。 医学， 必须是充满温度的。
医者， 不仅拥有高超精湛的技艺， 更重

要的是那一份胸怀天下的仁心仁德。
面对瞬息万变的世界 ， 即 将 毕 业

的你 ， 是选择被社会安排还是实现自

己的热爱 ？ 是选择安逸的生活 ， 还是

选择奉献和付出的人生？ 是选择放弃，
还是义无反顾地前行 ？ 这医路走得辛

苦 ， 但是相信每位医学生都会发自内

心觉得 “值得”。
前几天 ， 我和一位博 士 生 在 一 起

交流 。 她看到了近期的两则新闻 。 一

个是麻醉医生过劳猝死 ， 一个是超声

科主任被砍。 这位同学刚结束一天繁重

的实验， 下雨天坐在摇摆的公交车上，
孤独又沮丧， 她问自己： 坚持下去的理

由是什么。 我告诉她， 人生多见不平，
而我们要有自己的坚持和气魄， 善良和

坚守是我们的根本。
这里， 我想与大家分享一段自己的

经历。 记得 1982 年那年秋天， 也就是

1977 年高考恢复后的第五年 ， 一根扁

担两个箱子， 我父亲把我送进了大学，
从 此 开 始 了 医 学 院 五 年 的 艰 苦 学 习 。
我经历了解剖 、 组胚等基础课和超 量

课时的内外妇儿临床课的学习 ， 以 及

不分日夜的临床轮转。 甚至在寒暑假，
我都放弃回家的机会， 进行繁重的临床

实习再准备研究生复习考试 ， 有幸 通

过， 成为 208 名大学同学中仅有的 8 名

硕士研究生。
硕士毕业后， 我接着开始了博士阶

段的学习 。 1992 年 ， 在导师金正均的

全力支持下， 我从上海自费去美国， 并

在导师的鼓励、 帮助下留在美国， 成为

一名访问学者， 从那时候开始了在美国

20 多年的求学与工作生涯 。 在美国多

年， 我一直没有离开我硕士博士学习的

神经药理学与神经科学专业， 我每天工

作至少 12 小时， 学习新技术新方法, 学

同行、 老师乃至学生之长, 补自己之短。
2016 年 ， 我做出了人生中一个重

要的抉择： 辞掉美国学校的行政职务，
回归祖国， 开创新舞台， 全职加入同济

大学担任医学院院长。 回国这个决定，
在很多人看来都觉得难以理解， 然而在

我的心里， 始终饱含着一份对祖国特殊

的情感。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有浓厚的家

国情怀， 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在当下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筑梦路上， 希

望大家都坚守自己的梦想, 在自己的人

生和历史洪流中积极作为！
（作者为同济大学医学院院长）

善良与坚守， 是从医者的担当

7 月， 又是一批大学生离开校园的日子。 在一场又一场
的毕业典礼中 ， 老师们目送学生远行 ， 道出他们的临别赠
言。 听听师长给学生上的 “最后一课”， 对时下更多的年轻
人来说， 也都将有所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