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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徐文东教

授不仅是一名外科医生，同时也是一名

外科医学科学家。要知道，这两种身份

兼顾着实不易，这份“难得”，也体现在

最新揭晓的国家科技进步奖上：6月24

日，由徐文东团队领衔的“创建外周-中

枢通路修复肢体运动障碍的重大技术

突破及理论创新”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

步奖一等奖。

这是近10年来唯一摘得国家科技

进步奖一等奖的外科项目。过去20多

年来，徐文东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顾

玉东领衔团队紧盯肢体功能恢复这一

方向研究，最终提出属于中国源头创新

的偏瘫治疗方案。

此次在北京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

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

会、两院院士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徐文东

倍感振奋。他对其中的一段话印象深

刻：“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深入发展。科学研究向极宏观拓展、向

极微观深入、向极端条件迈进、向极综合

交叉发力，不断突破人类认知边界。”

“尤其是‘向极综合交叉发力，不断

突破人类认知边界’，这是大势所趋，更

对我们未来的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徐文东说。

把曾经的“世界首创”推
向新高度

中枢性偏瘫是指由于脑卒中、脑

外伤等一侧大脑损伤造成对侧肢体偏

瘫的一类严重致残性疾病。我国现有

这类患者超过3000万，每年经济负担

在1000亿元以上。恢复这类病人的功

能是亟待解决的医学难题，全世界此

前都束手无策。

此次徐文东教授领衔团队摘获的

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项目，就是针

对这个难题。团队颇具创意地提出并

在研究中证实：一侧大脑有同时控制

双侧上肢的潜能，由此提出中枢瘫治

疗的全新策略，即通过手术将健康侧

的上肢颈神经移位至瘫痪侧的颈神

经，让偏瘫上肢与同侧健康大脑半球

相连接，激发健康大脑半球的潜能，

恢复瘫痪上肢功能。

这一创想实际上是把顾玉东院士

在1986年世界首创的健侧颈7神经移

位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在业界，

很多人形象地说，这一华山医院全球

首创技术，相当于“给‘瘫痪手’换

大脑”。

记者与徐文东聊起关于“左右互换

神经”的科学妙思，他提及一个词——

机遇。那是在他的博士后阶段，大约

2000年左右，时逢上海医科大学与复

旦大学合并，校方提出Med-X计划，

选拔优秀的临床医生与基础学科融

合，徐文东入选了。

“科学研究向极综合交叉发力，我

就受益于此。”徐文东这名手外科医

生就此遇到了神经科学，“神经科学

极其严谨，给我注入了很多科研新思

维。”

时年的徐文东，外科技术已近巅

峰状态，他博士论文做的“全长膈神

经移位术”于2002年在国际手外科顶

刊发文。到2005年，相关项目获国家

科技进步奖二等奖，顾玉东院士是第

一完成人，徐文东是第三完成人。这

年，他35岁，因突出的表现破格晋升

为正高、博导。

2006年左右，徐文东博士后已出

站，并初步完成了“一侧脑可以管两

个手”的手术论证。而与此同时，学

科交叉融合的思维已在他内心埋下了

种子。

“念念不忘”，回响等了  年

徐文东管当时的这种感觉叫“念念

不忘”。“那时，我已经发了两篇SCI论

文，拿了国家科技奖，但总感觉这个问

题没完全解决，没有解释透。发现了新

规律、新现象之后呢？怎么能对临床有

更大帮助、更好地让患者用上？”

成为博导的徐文东开始带学生

了，同时，他也继续琢磨如何推进这

一研究。

人类医学史上的很多个颠覆性成

果，回看时人们会感叹“想法太妙

了”，而作为拓荒者，煎熬是常态。徐

文东与团队亲历过这份煎熬。

“随着学生开始做相关研究，他们

要面临发文了，但是没杂志收。”徐文

东感慨，从事原始创新的困难在于，

首先是研究的不可预见性，因为“可

预见的就不叫原始创新了”；与之同等

痛苦的是在交叉地带“源头创新”，因

为一时间难找同行评议。

“等着等着，有的学生几乎绝望

了，因为他们发不出文章、没办法毕

业。作为老师，我们还得有一些‘库

存’，准备其他的研究方向，让学生能

至少完成学业。”徐文东坦言，此后十

多年，他们的研究成果投给全球期

刊，面临至少五六十次的拒稿。“被拒

十次以上后，我们也会反问自己：这

条路要不要走下去？要么，换个方

向？但内心里，我们认定这是一个好

东西，于是，就会逐渐以平常心来推

进这个研究，并同期做些其他方向。

不然，大家可能要崩溃了。”徐文东

说，放眼全世界的科学实验室，可能

多少都面临类似的问题。

这个“念念不忘”，回响最终等了

17年。该团队的标志性成果在2018年

登上国际医学界最高级别期刊 《新英

格兰医学杂志》（NEJM），成为该刊第

一篇中国学者独立完成的外科新技术

原创论著。NEJM每年评选10篇“颠覆

性的、具有最重要医疗意义”的“最

受瞩目研究”。该成果位列2018年“最

受瞩目研究榜”榜首，标志着我国在

这一医学领域跻身世界领先行列。

继续带领团队突围全新
科学命题

复盘过往的科研历程，徐文东笑

言：“开拓科学世界的新大陆得有心理

准备，得咬咬牙坚持，因为没有现成的

观众，给你鼓掌的观众你得自己培养。”

“我们很幸运，因为从‘开山鼻祖’

顾玉东老师这里接过来持续研究颈7这

根神经，一茬茬的研究生，到现在算把

这根神经嚼透了。与此同时，还发现了

很多意想不到的现象，原本只是想让瘫

痪的手抬起来，没想到接了神经后，手

部可以更灵活了，进而发现‘脑可塑’。

好像原本只是想接一根电线、开一盏

灯，没想到，点亮了大脑里的一片区

域。”徐文东感慨这段十多年的研究历

程，让他更理解什么叫“不断突破人类

认知边界”。

用现在的流行词说，徐文东团队已

开辟了一个新赛道。这个团队已不仅

仅是传统的手外科医生。他们开辟了

一个新学科，临床上叫“肢体功能重建

中心”，已成为上海“重中之重”临床医

学中心。

话锋一转，谈回此次的“科技三

会”，徐文东说，现在距离实现建成科技

强国目标只有11年时间了。把这一战

略目标变为现实，需要“只争朝夕”的干

劲，也需要“十年磨一剑”的气概。他将

继续带领团队突围全新的科学命题，培

养“下一批为自己鼓掌的观众”。

访谈人物：徐文东（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副院长，2023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项目第一完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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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新 加 坡 的 小 学 课 堂

上，两个学生的对话引起了

老师的关注。一个平时成绩

平平、但“鬼点子”特别多

的学生说：“未来我要成为宇

航员，成为第一个登陆太阳

的人。”另一个成绩突出的学

生则反驳道：“当宇航员确实

很厉害，但我们不能登陆太

阳，因为它非常热。”“这简

单，我选择夜晚再去登！”前

者自信地答道……

在一堂开放式的、鼓励学

生讨论的课堂上，老师若听到

类似的对话，该如何回应、又

该如何组织具体的教学？昨

天，新加坡教育部顾问、新加

坡来福士学院原校长王斯芸

现身上海，在2024年中小学

校长国际研讨会上，将这个问

题抛给了教育界的同行。

“优秀的教师不会简单否

定学生的想象。”在王斯芸看

来，步入人工智能时代，教和

学的方式正发生深刻变化。

未来，教师不能再按部就班地

教学生解题，而是要教会学生

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包括对

新奇事物有包容性，具备应对

各种不确定性与挑战、敢于提

出解决方案的能力。简而言

之，未来的好老师，要给学生

实现梦想的能力。

综合性大学毕业
生成为头部高中师源
基地

目前，中国有各级各类学

校近52万所，在校学生2.9亿

人，专任教师1892万人，其中

基础教育教师1685万人。这

支教师队伍，是提供公平而优

质教育的基本保障，支撑起了

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基础教育

体系。

在中小学校，优秀教师的

“数字画像”是怎样的？又呈

现出怎样的特质？在昨天的

国际研讨会上，华东师范大学

第二附属中学校长周彬以沪

上一所知名高中两代教师为

例，分析了两组数据——

其一，这所学校现有12名特级教师，

年龄大概都在50岁上下；其中，11人为本

科学历，且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毕业于

全国各大师范类院校。

其二，这所中学在2021年至2023年

间，共招聘了27名大学应届毕业生。他

们中，仅2人是本科学历，15人是硕士研

究生，还有10人是博士研究生；这些“新

教师”中，有5人分别毕业于耶鲁大学、剑

桥大学等国外一流大学，此外，还有来自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众多国内一流大

学的毕业生。

“不难看出，从教的学历门槛在不断

提升。”周彬介绍，当前，综合性大学毕业

生“加盟”基础教育的意愿在增强，尤其

是就读基础学科专业的毕业

生。确实，综合性大学的毕

业生已经成为头部高中的师

源基地，这也要求综合性大

学要增强学生的教育能力，

尤其要关注师德师风与教育

责任意识的培养。

但周彬同时指出，再高

的学历也只是敲门砖，教师

入职后，其工作状态，包括对

专业发展的追求，才真正决

定一名教师在职业道路上可

以走多远。

鼓励教师从事“第
二职业”反哺课堂

在教育界，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教育技能司司长安

德烈亚斯 · 施莱歇尔的一则

观点广受认同：过去很长一

段时间，在教育和技术的赛

跑中，教育一直赢得了先

机；但眼下，随着人工智能

时代的到来，未来充满不确

定性，那些容易被教授和测

试的知识，恰恰也是容易被

数字化和自动化的。人工智

能时代教育何为、教师何

为，也由此成为一个热门的

讨论话题。

此次的国际研讨会上，

不少学者提及，为了让更多

人通过教育，学会接受并应

对各种来自外界的“不确定

性”，必须建构高质量的教

师发展体系，“想要教会学

生适应未来，教师要有能力

改变自己的教学意识和行

为，成为思考型教师”。

王斯芸说，过去，新加

坡基础教育学段的老师总是

习惯帮助学生找到解决问题

的步骤和方法，手把手地把

知识点教给学生。如今，教

师要不断更新教学意识，鼓

励学生在探究性学习、项目

式学习中自己寻找解决问题

的方式方法。如今，新加坡

鼓 励 教 师 从 事 “ 第 二 职

业”，比如，科学教师还可

以成为企业里的工程师，能

将自己所学到的理论知识应

用于实践，以便更好地反哺

课堂。

在清华大学附属小学，“一日蹲

班”制度成为撬动教师专业发展的支

点。学校党总支书记、校长窦桂梅介

绍，在清华附小，每个班级设有三名班

主任，关注学生日常动态，在遇到教学

问题时及时研讨、形成学习共同体；校

长等行政管理人员每周四下沉到班级，

针对日常教学管理开展观察和诊断；家

长、专家和校外支持人员定期到班级协

同观察……正是这种创新的教师发展模

式，推动教师专业能力的提升。

本次会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

教育中心和上海市教师教育学院主办，

吸引了来自中国、韩国、美国、日本、

法国、意大利、芬兰、澳大利亚等国的

教育专家和校长们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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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天弛）根据上海中
心气象台发布的数据，本市将于明天

出梅，今年梅雨季呈现雨量多、暴雨

过程频繁和局地性强的典型特点。出

梅后，申城将“无缝衔接”连续6天

高温天气，极端最高气温可达37℃至

38℃。

记者从市气象局获悉，今夏梅雨

季堪称“典型”：自6月19日入梅以

来，梅雨带稳定维持在长江中下游地

区，申城天气呈现雨量多、暴雨过程

频繁和局地性强的特点。

具体来看，今年梅雨季为期 15

天，截至昨天8时，本市国家站梅雨

量为242.0至335.0毫米，全市平均梅

雨量为289.1毫米，较常年偏多近两

成；市区梅雨量335.0毫米，较常年偏

多近三成。

梅雨期间，市区共出现8次明显降

水过程，其中2次达到暴雨级别（日降

水量≥50毫米）以上过程，累计雨量为

174.0毫米，占梅雨期总雨量的五成；5

次为大雨（日降水量≥25毫米）以上过

程，累计雨量达256.6毫米，占梅雨期总

雨量的七成以上。梅雨期最强降水过

程出现在6月28日至30日，徐家汇站

过程雨量123.3毫米（6月28日20时至

30日20时）。

雨量分布也不均匀，今年申城梅雨

季降水主要集中在中部和西北部，南部

的松江、金山、奉贤等地梅雨量较少。

梅雨量最多的是徐家汇站（335.0毫

米），最少的是浦东新区惠南站（242.0

毫米），相差1.4倍。

出梅后，将出现“高温+午后雷阵

雨”的盛夏天气“标配”。据预测，今

天起，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北

抬，本市处在减弱的梅雨带附近，气

温明显升高，最高可达35℃左右。明

天过后，上海转为受副热带高压控

制，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将出现连

续6天的高温天气，一直到下周一，

本市极端最高气温都将维持在37℃至

38℃之间。

气象专家提醒，高温天气下，大气

中积聚了大量不稳定能量，除了做好防

暑降温工作，还要提防午后和夜间可能

出现的较明显雷阵雨天气。

申城明日出梅！将迎来6天高温

前晚，柏林爱乐乐团刚结束此次

在上海驻演的最后一场音乐会；爱乐

之城昨晚又以“无缝衔接”的速度，迎

来了另一支国际知名交响乐团——时

隔五年后，纽约爱乐乐团再度整团回

归上海夏季音乐节（以下简称MISA），

在音乐总监、指挥家梵志登执棒下，于

昨今两晚上演两场交响乐音乐会。

“在上海，作为音乐人的我们感到

宾至如归。”荷兰人梵志登难掩对这座

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喜爱。“上海不仅有

热情的市民、独特的美食，更重要的是

有特别棒的交响乐团和富有活力、不

断发展的音乐学院。”将古老与时尚、

传统与新潮融合得十分妥帖的城市建

筑，也让这位指挥家印象深刻。“上海

可以被视为中国发展的一个成功缩

影，我能感受到她开放包容的姿态和

不断跳动的脉搏，日复一日地奏响充

满活力、鼓舞人心的交响乐。”

此次纽约爱乐在沪两场交响音乐

会的曲目十分多样——既有传统的德

国曲目，如情感充沛的马勒作品，也有

美国作曲家科普兰的作品，还有莫扎

特的经典之作。“纵观世界音乐史，人

们总是在谱写不同风格的音乐。而纽

约爱乐的拿手技能就是乐于展示种种

不同的音乐风格，因为我们相信——

音乐的多样性能激发音乐人最深沉的

激情。”梵志登表示。

昨晚，纽约爱乐带来了青年作曲

家尼娜 ·谢卡尔的《光》、勃拉姆斯《e小

调第四交响曲》，并与著名男中音歌唱

家托马斯 · 汉普森演绎马勒《少年魔

角》选段。其中，《光》由年轻的美籍印

度裔作曲家尼娜 ·谢卡尔创作于2020

年，她用柔和与灵巧兼具的作曲手法，

以恰到好处的滑奏、弯音和倚音，模仿

浓密的云层与婀娜多变的光与影，在

作品中展现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元素。

托马斯 · 汉普森曾于2016年携

手音乐总监余隆执棒的上海交响乐

团，唱响《少年魔角》。如今，这位

被誉为“马勒艺术歌曲代言人”的男

中音和纽约爱乐再唱马勒，将马勒笔

下对自然、生活、爱情、死亡等的深

挚思考，分享给乐迷。昨晚，作为压

轴曲目的勃拉姆斯《e小调第四交响

曲》情感张力强烈，旋律的忧郁与喜

悦、严厉与狂想、庄严与激昂变化多

端，音符通过不断累积，激荡出摄人

心魄的悲剧性力量。

今晚，梵志登将执棒纽约爱乐带

来莫扎特《g小调第四十交响曲》和科

普兰《第三交响曲》。《g小调第四十交

响曲》作为莫扎特最为豪放和狂暴的

作品之一，凝聚了他一生中的悲惨遭

遇与挫折。巧妙的对位和富于创意的

交错技巧使得音乐极富感染力与层次

性，其中呈现出的深沉、哀怨与激昂，

也在乐器的对话中表达得淋漓尽致。

科普兰《第三交响曲》，拱形整体创作

结构和跳进式的音程构成独具特色，

雄壮激昂与抒情温柔共存所展现出的

艺术张力，家国情怀与和平主义的表

达尤为感人。

2024年是中美建立外交关系45

周年。在这近半个世纪的时光中，中

美音乐人一直用音乐助推着两国间的

友谊之轮不断前行。从2008年起至

今，纽约爱乐已经在上海演出超过20

次。这支美国老牌乐团与MISA更是

情缘深厚。自2015年起，纽约爱乐首

次海外驻节就是在MISA，并开启了其

与上海交响乐团之间的一段国际合作

新征程。“通过多年合作，我们一直在

激发彼此演奏的热情，用心、用灵魂、

用大脑去投入音乐。”昨天，梵志登还

现身中外联合办学的上海乐队学院十

周年毕业典礼，他认为这种创新模式

能使学子们的内心和学识更加丰富，

成为更加全能型的音乐家。

接棒柏林爱乐乐团，指挥家梵志登率纽约爱乐乐团重返上海

国际名团在爱乐之城“无缝衔接”

时隔五年后，纽约爱乐乐团再度整团回归上海夏季音乐节。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