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每年都会有老的一批成员离开这个团队。看到自己相处一年多的同学朋友离开这个团

队，总会有伤感。同时，我们也相信新同学的加入必然会给我们以新的活力。这种“新陈代谢”

也是我们这个组织得以存在、发展的基础。

时值八月份新生入学，本期《协和号》特别安排了迎新专刊。旨在向各位新入协和的研究

生们介绍协和校园生活、研究生会以及将要共同学习的同学们，帮助各位同学尽快融入到协

和的校园生活之中。

《风飘研会》向大家大概介绍了研究生会的成立背景、部门设置、人事安排和现有成员简

介。《研会招新》主要面向新一届同学，告知招新工作的大体安排及注意事项。《为梦而歌》向

大家展示了上学期歌手大赛的部分剪影。《协和论坛》想与大家一起分享假期基础所医学分

子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举办的“首届吴宪吴瑞国际学术研讨会”的部分情况。另外，在《通

讯报道》、《涂鸦天地》、《协和评论》中我们分别刊出了各所院同学的新闻报道和文学作品，与

大家一起分享。

作为一个科研机构，《协和号》鼓励大家能够在我们的平台上进行学术交流，与大家分享

实验中的经验和感想。本期我们转载了一篇关于中国科研人员流向的评论。

《协和号》从创刊到现在第 3期，已经走过了 9个月，有快乐，也有苦涩。我们真诚地感谢

支持我们的同学和在背后默默帮助我们的老师。

《协和号》编辑部

2011 年 8月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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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协和医学院研究生会

北京协和医学院研究生会简介

（2011 年 7月）

北京协和医学院研究生会（Graduate Union of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成立于

1985 年 9 月，是北京协和医学院全体在校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群众性自治组织，

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研究生院、中国共产党中国医学科学院 & 北京协和医学院委员会学

生工作部和共青团北京协和医学院委员会学生处的支持和指导下开展工作。

北京协和医学院研究生会本着“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教育方针，以

“服务、联合、发展”为根本宗旨，为院校研究生提供实践锻炼平台，促进各院所研究生

沟通交流，推进研究生学术文化建设，推进院（校）各院（所）研究生分会自身建设和发

展，联合北京协和医学院学生会、北京协和医学院护理学院学生会、团委学生社团联盟

及其它学生组织共同展示协和学子风貌。

北京协和医学院研究生会实行部门负责制，设主席一人、常务副主席一人、副主席

若干，下设各职能部门。目前，北京协和医学院研究生会设有办公室、人力资源部、宣传

部、学术部、文体部、外事部、协和通讯社等七个职能部门，经过多年努力和积淀，创建

了研究生学术沙龙、“协和人文讲堂”、校园歌手大赛、协和研究生辩论大赛、院校报《研

究生副刊》、会刊《协和号》等具有协和特色的项目活动。

北京协和医学院研究生会口号：Union Creates Future!

北京协和医学院研究生会会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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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研究生会主席对外代表研究生会，负责主持研究生会日常工作，提请

任免研究生会副主席，任免各职能部门负责人，保证《北京协和医学院研

究生会章程》所规定的各项基本任务。

常务副主席

研究生会常务副主席协助主席完成基本职责，在主席无法履行职责

情况下，接替主席主持工作直至下届选举产生新主席。

副主席

研究生会副主席主要负责加强与院（校）各院（所）学生组织的联系交流。

主席团

主席团成员包括主席、常务副主席、副主席、研究生会重要职能部门负责人、各所

（院）研究生会和班委负责人，是研究生会最高决策执行部门。主席团会议定期召开，由

主席召集并主持。如遇到重大事情，需报送院校相关主管部门审批。

办公室

办公室是院校研究生会信息交流的中心枢纽和资料物资的管理中心。实施研究生

会财务制度，管理财务收支；负责各部门资料汇总，提供研究生会常规资料及历史资

料；负责研究生会管理制度、工作计划、工作总结的起草归档工作；负责研究生会全体

会议的组织发起，并编印会议纪要、主持会议进程、整理会议记录；负责面向研究生会

全体和多部门的信息交流；负责院（校）各院（所）研究生分会及班委的联系沟通。

人力资源部

人力资源部是院校研究生会团队文化和凝聚力的建设者，促进成员对团队的认同

感。负责新生入会培训；负责通过部门沙龙、文体娱乐活动等促进各部门各成员之间的

交流；负责建立实施对成员的考核制度，并分别给予奖励和惩罚。

宣传部

宣传部是研究生会对外展示的核心窗口，是研究生会获得公众关注的关键环节。

负责研究生会的整体公共形象设计制作；负责学术讲座、大型文体活动等项目的公众

机
构
设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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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报传单宣传；负责研究生会网站、新浪微博、人人网俱乐部的维护更新。

学术部

学术部是研究生会最重要的主体部门，以“营造院校良好学术氛围、促进学生科研

学术交流”为目的。负责“协和研究生学术沙龙”系列讲座、“协和讲堂”人文系列讲座等

学术科研和社会人文讲座；负责组织开办“协和周末聚会”；负责组建学术顾问团，科普

前沿学术问题。

文体部

文体部是研究生会文化体育活动组织实施者，通过文体活动开展促进院（校）研究

生之间交流，挖掘培育文艺体育人才。负责院（校）文艺体育人才数据库的建立维护；负

责组织举办院校“129”合唱比赛、协和校园歌手大赛、院校篮球赛、院校羽毛球比赛等文

体活动；负责文体活动形式的内联（与人力资源部合作）及外联（与外事部合作）工作。

外事部

外事部是研究生会的外联公关部门，是研究生会争取外界合作支持的关键部门，

也提供了研究生会同学一个锻炼社交能力和沟通交流的广阔平台。负责为研究生会各

活动项目争取社会企事业单位的合作赞助，并维护合作关系；负责建立维护校际学生

组织的合作交流；负责开通社会企事业单位进入院校宣讲的机会，加强校内外的合作

交流；建立更新外联信息资源库，制定外联相关制度；负责部门成员专业素养培训（与

人力资源部合作）。

协和通讯社

协和通讯社是研究生会对外信息交流的枢纽，也承担院（校）研究生之间横向交流

的责任，引导院校研究生群体的良好舆论氛围。协和通讯社下设研究生记者团、会刊《协和号》编

辑部、院校报《研究生副刊》编辑部三个小组。其中记者团负责新闻采编工作；编辑部负责稿件的编

辑审查工作。在完成业务工作同时，通讯社需要负责投稿人信息统计、稿费发放、反馈投稿信息等辅

助工作；负责印刷厂联系、院校主管部门联系等日常行政管理工作。

管理制度

《北京协和医学院研究生会章程》

《北京协和医学院研究生会资料管理办法》

《北京协和医学院研究生会奖惩实施细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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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想法，但是不知道如何去表达就等

于没有想法。”

这句话也同样地适用于研会的工作。

研会的很多事情都是面向同学的，并不是内

部自娱自乐。研会需要考虑如何能使自己

做的事情被同学知晓理解并获得支持。这

并不在于同学愿不愿意去接受，而在于我们

通过什么方式去宣传、推广、阐释自己的理

念，应该需要研会自己主动地跨出第一步，

积极地、谦虚地“推销”自己。另外，研会作

为院校研究生之间交流的纽带，我们需要搭

建研究生之间交流的平台，让同学能够自由

理性地进行各种交流。

基于这些考虑，研会从上一届开始就致力

于宣传传播平台的建设。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研究生会会刊《协和号》

北京协和医学院研究生会会刊《协和号》

在院校研究生院提供支持帮助下，于 2010 年

11 月创刊，并且得到了中国医学科学院 & 北

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刘德培院士、党委书记

李立明教授的创刊致辞，也得到了研究生院

综合办公室胡志民主任的创刊寄语。我们的

理念是“求真、思辨”，旨在通过刊物“展现协

和学子风貌，发扬协和人文底蕴”。

2. 院校报《研究生副刊》

院校报《研究生副刊》是在院校党委宣

传部《院校报》办公室的指导下，由研究生会

宣传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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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报道关于院校研究生学习生活的报刊。自 1986 年院校报《研究生》专栏开设以

来，以走过了 20 多个春秋，共出版了 54 期，报刊刊头“研究生”三字是由已故的吴阶平

先生题写。《研究生副刊》作为院校研究生校园生活事迹的传播媒介与《协和号》相辅相

成，构建了院校研究生主要的传播交流平台。

3. 院校研究生院主页 >学生活动板块

研究生院主页 > 学生活动版块作为研会网络宣传阵地而存在，发布研究生会的重

要信息、重大活动，是及时、高效、广泛地进行自我宣传和信息沟通的重要平台。

4.“北京协和医学院研究生会”人人网俱乐部

“协和医学院研究生会”（http://page.renren.com/600843604）是研究生会在著名社交

网站人人网上开设的公共俱乐部，开通于 2011 年 7 月。我们期望通过人人网公共账户

的开设加强研究生会和同学之间、协和同学之间和其他高校同学之间的联系交流，传

播自己的理念思想。以因为开通时间较短，目前正在资料的更新完善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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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协和医学院研究生会”新浪微博

“协和医学院研究生会”新浪微博（ttp://weibo.com/pumcgsu）开通于 2011 年 6 月，并

通过了新浪微博的 V 字认证。与人人网一样作为一个社交网站可以很好的将大家联结

在一起。但微博的特点使其能够更快速、更简洁地将信息传达给关注自己的人，同时微

博有更多的社会贤达及协和名师们使用，拉进了同学与大师们的距离，直接接触大师

的思想。而在内容和时效上，微博可以很好地与人人网形成互补，共同承担起研会的网

络宣传、联结桥梁的责任。

6. 研究生学生记者团

院校研究生学生记者团成立于 2010 年 11 月，与临床医学八年制学生记者团、护

理学院本专科学生记者团共同构成了《院校报》学生记者团。研究生学生记者团隶属于

研究生会协和通讯社，负责研究生会活动事件的采编报道工作，促进同学交流。

7. 与社会媒体的联系

研究生会在进行校内的宣传推广同时，也注意与社会的接触，促使自己走出学院，接

触社会。一方面我们与社会企事业单位进行接触合作，另外也注意与社会媒体的合作与交

流，如《健康报》等。旨在通过广泛的接触，促进思想理念的传播交流及自身的学习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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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动感地带杯”校园歌手大赛

“动感地带杯”北京协和医学院校园歌手大赛是由北京协和医学院研究生会、北京

协和医学院学生会联合主办的大型校园文体活动，由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

全程赞助，并得到了北京协和医学院研究生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党委宣传部、北京协和

医学院党委学工部 / 团委学生处等院校相关部门和老师的大力支持和高度关注。

每年，大赛都会吸引来自院校各所院、临床八年制本科和护理学院本专科同学共

计二百余人参加，经过激烈的角逐评出歌手大赛冠亚季军、十佳校园歌手和优胜奖。通

过歌手大赛可以将院校具有歌舞文艺才华的同学聚集在一起，同台竞技，相互交流。

2.“学长的火炬”大学生物品传递活动

“学长的火炬”大学生物品传递活动是由绿色空间环保网站（www.green-china.org）

发起，一汽丰田汽车销售公司全程赞助的包括全国约 34 所高校的绿色环保系列活动

之一。北京协和医学院研究生会自 2005 年开始参加该活动，沿承“节约树木有形资源，

传递知识无穷力量”的宗旨，并结合协和自身特点，每年定期举办“学长的火炬”捐书活

动，服务广大同学，实现循环利用，践行环保理念，传递友谊文化。

校内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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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北京协和医学院“协和讲堂”人文系列讲座

北京协和医学院“协和讲堂”人文系列讲座是由北京协和医学院研究生院为提高

院校研究生人文素养，拓宽研究生知识面而开始的讲座。讲座主要集中在秋季学期进

行。院校研究生会作为举办讲座的组织协调者协助研究生院开办讲座。讲座内容集中

在社科人文、公共卫生等方面，主讲者包括校内外知名学者和事业有成者。

4. 北京协和医学院研究生辩论大赛

北京协和医学院研究生辩论大赛是每年由研究生会主办的面向院校各所院研究

生举办的比赛。目前，已经连续举办四届，产生了多支优秀队伍和辩手。第四届辩论赛

的辩题主要围绕医学、科研、伦理等方面展开，包括“是否该维持植物人状态”、“是否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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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克隆人技术”、“医生是一种职业还是专业”、“支持人体器官买卖商业化”等，有包

括础所代表队、协和医院代表队、协和京外联队、药植所一队、药植所二队、肿瘤医院代

表队等六支队伍参加。

另外，研究生会还主办或参与组织其它各种文体活动和学术讲座，如羽毛球赛、篮

球赛、学术沙龙、元旦晚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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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校际交流

研会在关注校内同学之间交流的同时，也重视与各兄弟院校之间的经验交流和分享，

如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代表大会、外交学院学术文化节闭幕式及颁奖晚会等等，感受各院

校同学的风采，观摩各院校举办活动的经验和特色，使我们增加很多见识，与很多院校的

同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们相信各院校之间的经验交流必将有助于研会的成长。

2. 社会企业

作为学生组织必须牢记面向社会，步入社会是任何一个学生的必然。如何让同学能很

广泛的接触社会、了解社会，如何让社会元素更多地进入院校让同学们接触，是研会在工

作中始终在思考的问题。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要选择好的平台和方式，让研会、同学、

社会和学校更好的得到自己的所需。本学期，研究生会联系到了一些生物技术公司，进入

外联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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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给同学们讲座、面对面的交流，使很多同学了解到了各领域的前沿发展和社会动态。

3. 校外培训

在工作之中，研会也注重研会同学综合素质的提高，积极派研会代表参加校内外各

类培训活动，一方面加强与各高校同学的联系交流，更重要的是使研会内同学始终能保

持思想先进性，对各方面的问题有更加深入的了解观察。如本学期研会派同学参加了北

京市教工委组织的在清华大学进行的为期一个月的“北京市研究生党员骨干培训班”。

培训班包括知名教授老师的主题讲座、各班组织的无领导主题讨论、专题社会调研及报

告、西柏坡实地考察等等内容。培训班中内容广泛及深入，并非我们在校内能够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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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协和医学院研究生会
第二十六届委员会人事安排（草案）

主席

陈 斌（基础所）

常务副主席

朱竞阳（药生所）

副主席

刘 霜（协和医院）；陈乐创（肿瘤医院）；吕春婉（药物所）

办公室

吴 朝（基础所）

人力资源部

饶书权（基础所）

宣传部

杨子缨（护理学院）

学术部

孙 鑫（阜外医院）；方晓梅（药生所）

文体部

焦若男（阜外医院）

外事部

程志斌（基础所）；祝 红（基础所）

协和通讯社

1) 研究生记者团

陈 斌（兼）、孙 腾

2)《协和号》《研究生副刊》编辑部

刘 建、王英杰、郭 帅、辛晓娜、何姗姗、李志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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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书权：
男，已经懵懵懂懂地度过了 24 个春秋了，家乡四川达州，现就读于北京协和医学

院基础医学研究所生化系，在选择专业方向之前也没有太多考虑，也不能说有很大兴

趣，但是既然已经选择就打算再继续奋斗几年，然后找工作聊以度日。本人兴趣爱好广

泛，球类、棋类都有所参与，诗书词画也有所关注，虽然水平相当一般。(写这段自我介

绍之前，刚去打台球回，在几人挑战赛中顺利夺冠，心情大畅)

能够加入研会，我感到十分荣幸，特别是期末研究生会精兵简政，还能将我留下

来，竟有些感激涕零，飘飘然了 ~~~ 各位学弟学妹，如果有机会，一定要争取加入研究

生会，里面有你们期待的东西，也有你们预料不到的东西，在即将完全“泯灭”存在感的

时候，研会将是你的不二选择。研一羞答答的我，现在已经大大咧咧了，嘿嘿，让我改变

了很多。研会的各种活动可以让你在不断提高自身技能的同时，认识很多美女哦，这里

我就不点名了哈不过我熟悉的刘霜是其中之一哈，不小心说漏嘴了，刘霜妹妹不会责

备我吧关于研会以及自身对研会的体会就说这么多吧

趁机也给自己打打广告：本人五官端正，面目尚可，亲和力强，堪比化学上的亲电

亲核哦，带人友善，对朋友诚实守信，对敌人心怀包容，对陌生人礼貌有加，对你则比较

陌生了，现征······（以下省略 5个字，你懂得）TEL：15810925265? OVER！

本人程志斌，男，属兔！毕

业于中国著名的北京林业大

学，生物科学专业！10 年进入
协和基础所学习分子生物学，

师从郑直教授。研究方向为分

析诊断技术，例如疟疾、肺癌

等疾病的诊断技术。性格开

朗，热情自信，热爱生活！欲知

详情的话，就来研会跟我聊聊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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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乐创：
我现在在肿瘤医院上研二，在研一刚入学的时候被推选上的研会主

席，工作了一年，确实觉得研究生和本科的学生会组织在工作方式上有

很大的不同。我们的工作框架基本上是搭在各个年级的班委组织上，研

会设各个部门，每个班委的委员即是相应部门的部员。针对每项具体的

活动，我们都采取部门负责制，即是一个部门承办，其他部门协助，并不

建议每次活动都由主席带着各个部长去干。诸葛亮是怎么死的，都是事

必躬亲啊，但是活动负责人要详细务实安排各项任务，这样每项活动才

能有序地圆满完成。

在联系方式和组织形式上我觉得设联系组的办法比较可行，就像党

委组织一样，几个人设个组长，以后凡事联系组长，组长再通知各个组

员，这样联系起来方便快捷，尤其是针对比较紧急的情况。当然一般事务

还是 QQ 性价比最高，邮件我隔几天看一次，到现在发现这个弊端越来

越大了，呵呵。开会的话也可以到各个院所轮流开，要是来我们肿瘤医院

我们还是要自筹经费招待大家一下，当然家属的问题要再考虑。

关于宣传的事情，我们这里也老是被教育处老师诟病，活动好不容

易搞出来，但是屡屡见不到新闻稿和照片。我觉得校研会这些宣传平台

建的好，一个是希望各个院所的情况能在这些平台出现，比如建立和院

所宣传部的直接联系，便于及时信息的传递。另一个是扩大协和研会在

整个高校学生组织的影响力。但是鉴于我们刚刚建立起平台，所以扩大

影响力的事还是一步一步来，争取一届一届的影响力逐步提高。说到这

里就说到了组织的延续性，我们也要尽可能培养新的接班的同学，不能

换一届研会就重头再来，要是有机会，大家可以带着下一届的学生来开

会，做活动，这样便于新老主席部长之间的认识，同时工作流程和组织协

调的熟悉。

我和陈斌一样也是来自华西，度过了漫长的本科生涯。研究生是第

一次读，也不知道前面会有一些什么挑战。感情方面套用一句歌词，我爱

的人飞走了，爱我的人还没来到，不过能在研会认识这么多新同学，也算

人生中一件相当开心的事情，希望能和大家成为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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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春婉：
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在研会认识那么多朋友。先来介绍下我自己，我叫吕春婉，家

在江苏省徐州市。我 07 年毕业于中国药科大学国家生命科学基地班，之后放弃保送本

校研究生的资格，以专业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药物研究所药理专业，专业

方向蛋白纯化与复性，导师王楠研究员。10 年硕士毕业，又以全院专业第一的成绩考上

药理学博士，专业方向是肿瘤药理学，导师陈晓光研究员。

我属于比较乐观的那种人，不管是学业上还是生活上遇到困难，我都能往好处想，

并能积极地寻求解决方案，虽然有时候有点盲目乐观（哈哈）。工作之余，我喜欢看电影

（尤其是历史剧），看小说，如果能约到朋友，还喜欢一堆人在一起打羽毛球，假期的时

候喜欢旅游。除此之外，我喜欢广交朋友，我觉得在与朋友相处的过程中能学到很多东

西，不仅能不断地完善自己，更能在事业和生活上得到朋友的帮助。朋友多了路好走，

这也是我加入研会的原因之一。

博一这一年，我荣幸地当选为药物所 2010 级研究生会主席，在这一年中，我和我

的团队在紧张的学习工作之余，组织了不少别开生面的活动，包括运动会，合唱节，春

游，辩论赛等等。在这个过程中，我增长了见识，积累了经验，提高了能力，可以说是收

获颇丰。现在又加入了院里的研究生会，相信在此能获益更大，并有信心能为研会的和

谐发展不遗余力地贡献自己的力量。

对于研会，在此我谈两点自己的看法。第一，一定要加强交流和合作。研究所和学

院分散各地是协和的短处，这也是造成研会管理困难的症结所在。除了陈斌同学提供

的各种沟通方式外，我认为还可以有下面的途径：离得近的所院可以定期交流，互相帮

助搞些有益的活动；各所院可定期以书面材料的方式向院里研会汇报活动情况，不在

于长短，在于让院里研会及时掌握各所院的动向。第二，既然当上了研会干部就要有奉

献精神。博一一年的研会经历让我看到了很多同学任劳任怨、无私奉献的精神，但也有

个别同学遇事懈怠，总是以这样那样的借口推脱。我认为研会是一个磨练自我的平台，

大家的学习工作都很忙，但是如果连这点困难都克服不了，那实在是无法为大家服务，

何必占着职位浪费时间。相信若干年后我们走上工作岗位，回想起这段虽然辛苦但是

充满乐趣的研会生活，一定会深以为傲。所以既然当上了研会干部，就要负起这份责

任，这样研会才能更好地为大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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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斌：
我是基础所医学遗传系遗传学 2010 级硕士研究生，导师黄粤，主要开展基于胚胎

干细胞和动物模型的实验功能基因组学研究。来自浙江诸暨，本科毕业于四川大学华

西临床医学院。

2010 年到协和后就申请并加入了研究生会，与研究生会宣传部、通讯社的同志们

一起奋斗了一年。一年中，我们主要致力于院校研究生会宣传平台的搭建和完善，包括

网站主页的新闻报道，校内、微博等社交网络，《协和号》、《研究生副刊》等传统传媒渠

道。希望通过这些努力，加强同学们对研究生会本身的了解，也希望协和同学之间能够

有更多的交流。另外，我们致力于打造一个喜欢业余文学写作的记者团队和编辑团队，

希望能够将这部分同学集中起来挖掘大家的兴趣和潜力。

每个人对研究生会都有不同的理解和定位，形成了不同的风格和文化，这是研究

生会精彩丰富的基础。就个人而言，一年前面试的时候，我就引了某学生组织一负责人

的话“三流学生会办活动，二流学生会维护权益，一流学生会引领时代潮流”。这话听着

有点吓人，但的确需要我们去不断反思琢磨的。办活动，是目前学生组织最热衷、普遍

的，也最能体现“为同学服务”的理念，因为这是一个搭建平台让大家展示的过程。而维

权并不适合我们所处的环境（没有必要，也没有动力）。引领时代潮流，看着很唬人，说

出这话不符合我们的为人和性格。但我理解着这话就很简单，就是“需要去思考并尽力

解决大家都关心的公共问题”，发现现存的问题，分析问题的原因，引导大家去解决。所

以很多时候这是思想理念层面的问题，并不是一年办一两个活动可以见效的。正是基

于这些考虑，个人始终坚持研究生会来牵头校园舆论传媒和搭建同学相关沟通交流平

台的重要性。因此，研会应该聚集一批有思想、愿表达、能做事、敢担当的同学，让他们

的声音汇聚起来形成一股力量。

研究生会与学生会的区别很大。其实，选择读研基本就意味着自己的专业和发展

方向就很明确了，研究生不再是一种大众化的形式存在而很难统一起来。自己体会：要

真正做好学术，以自己的能力，即使百分之一百的投入还远远不够，怎么还能有心思去

业余事情。所以加入研究生会前需要很好的权衡自己想要什么、自己加入研会是为什

么、研会能带给自己什么。另外，研会也不应该为了自身发展盲目鼓励同学都来加入；

相反，研会应该倡导同学全身投入到科研中，对科研强人给予足够的重视和方便，营造

这样一种学术氛围。毕竟研究生会就是希望有研究的气息。当然，全身投入并不意味着

抛弃其他一切。

人生的真谛就是承受痛苦。痛苦越深意味着发展的空间越大。因此，如何理解痛苦

才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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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朝:
男，籍贯河南焦作，2010 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生物医学该工程专业；目前在协和基础所读研

究生二年级。喜欢读书，关注社会热点问题，另一大爱好是自然科学问题。攒了钱有时间的时候也喜

欢出去走走，旅旅游，爬爬山什么的。网络主要看人人和 QQ，游戏嘛，只喜欢打 DOTA，不过没时间，

现在玩的很少了。习惯用批判的眼光看问题，挑刺的时候比较多，缺点就是热情不太够，有点悲观。

这次研究生会换届的时候，确实犹豫了一段时间，到底还在不在研究生会继续做。从本科算

起，学生工作也做了不断的时间了。想起自己做事的原则，不是为是形式，也不是位那些头衔和简历

上的一行字，而是希望能真正的和一群志同道合的同学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不枉走过青春年华。

不过心里最大的疑问就是我们这一届研究生会能做到什么程度，最不利的现实就是协和这个招牌

下的各自为政、乱七八走的情况是否能够得到改善。

看到陈斌和其他研会同学的热情，感动了我，点燃了内心的额那份激情，困难总是很多，前途也

不一定总是很光明，但是同舟共济的去努力，在现有条件下，超越历史，做出做好的成绩才是最重要

的额。想起去年一次研会开会，胡老师的质问，研会成立了 25 年，留下了什么？我希望研会不是一部

分人自己在和自己玩一样，而是真正的能够实现她的定位，实现她的意义。经过我们的努力，可以让

研究生会走的更长远。

1、凝聚力，认同感。网络的力量。CAMS&PUMC 的大旗下，从学生工作的角度来说，基本上就是

临床八年制，护理学院（本专科），还有研究生院。研究生院又因为学生都分散在各个实体的研究单

位，还有京外的单位，沟通十分不便。内部甚至对于协和这两个字的认同也十分的差，很多研究单位

是只挂中国医学科学院这个牌子的。不过因为网络的普及和信息网的发展。这一问题有望可以得到

很大的改善。因为协和每年的招生人数并不多，我建议可以申请 500 人的超级群，为每一个年级的

所有研究生建立一个群，大家在信息共享等方面就会有很大方便。人人的公共主页可以为跨年级的

更多的研究生提供沟通平台。微波主要提供即时的信息，弥补 QQ 和人人的覆盖问题。虽然

CAMS&PUMC 的发展趋势很不明朗，但是认同感还是必要的，没有凝聚力，各个单位的学生就像一

盘散沙，学校的品牌效应，学生的切身利益都会大打折扣。

2、服务同学，人际平台。

由于医院和研究所的工作都很繁忙，很多同学不可避免的陷入到越来越小的人际圈子，甚至局

限于自己的实验室。不同年级之间沟通又是少之又少，除了师兄师姐，其他实验室的几本也是不认

识的。研会最长远的目标其实就是能够促进更多同学更好的发展，不管是在具体的科研方向和技

术，还有职业发展规划方面的。师兄师姐一届一届就会积累很多的人脉和经验资料。

3、规范化与历史位置。

组织结构的进一步规范，进行竞选和聘任制等。看到了前期的个工作安排我相信陈斌一定会做

好的。打造一个有活力，有能力的执行团队会在我们这群位置努力地人们手中实现的。不论以前怎

样，我们将在这里创造历史，完善和规范制度，将是一个组织发展和长久的基石。也许还要很多时间

的积淀，我们很多事还做不了，但是做出我们的努力，不后悔就够了。望与诸君共努力。

4、提高沟通效率。

开冗长无聊的会议是很多组织让人却步的原因。作为办公室负责人，虽然还没有时间和其他的

负责人沟通，个人觉得办公室是中枢机构，主要负责财务；信息发布和工作协调。第一是通讯录的简

历，内部沟通渠道主要是邮件，QQ 群，飞信。但是办公室的很多工作又很有可能是重复的，很多时候

是在配合其他部门工作。所以提高整个研会的内部沟通组织效率就是这一个部门今年的主要任务。

希望各位能够多多支持工作，多提建设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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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亮年华，为梦而歌”

—“动感地带杯”北京协和医学院校园歌手大赛

2011 年 4 月 -5 月，北京协和医学院研究生会和北京协和医学院学生会联合主办

了由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全程赞助的“动感地带杯”北京协和医学院校园

歌手大赛。在本期《协和号》中，我们将分为初赛、决赛、幕后等几个方面与大家分享本

届大赛部分图片。

一、初赛

本次大赛共吸引了来自各所院、临床八年制本科和护理学院本专科同学共计二百

余人参加。初赛于 2011 年 4 月 9 日 -4 月 15 日在崇文门米乐星 KTV 举行，经过 4 天

激烈角逐，最后共有 15 个参赛单位晋级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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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决赛

5 月 20 日晚在东单小礼堂进

行本次大赛决赛，院校研究生院、党

委学工部、团委学生处等部门和老

师的支持和帮助，基础所社科系翟

晓梅教授、院校党委宣传部刘静老

师、党委学工部王云峰老师、研究生

院综合办胡志民老师、团委田昊老

师等院校老师领导以及北京移动有

限公司有关领导出席本届大赛决

赛，另外还有北京十余所兄弟院校

学生会、研究生会的嘉宾应邀来到

了比赛现场，一睹我校学生的风采。

经过四个多小时共三轮的激烈角逐

产生了本届歌手大赛冠亚季军、十

佳校园歌手和优胜奖。最终本届歌

手大赛冠军由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的

小雪获得，亚军为临床八年制王攀，季军来自护理学院王丽萍。

本届歌手大赛赞助商的支持力度、晚会设备等均较往年有较大幅度的提高。晚会

的现场气氛和选手的水平都得到了很多老师和高校嘉宾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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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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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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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医学生的人性飞扬

随着酷热暑期一步步逼近，又有一批医学生即将离开学校，完成从医学生到医生

的蜕变。北京协和医学院基础学院社会科学系教师李飞曾在学期之末，从医学研究生

的思想、学习、生活等方面着手，对她的学生进行了一次小规模的调研。从这些调查数

据和医学生或激昂或冷静的文字中，我们可以一窥“准医生”们的所思所感。 ———编者

转载自《健康报》2011-06-24

与医学生“共舞”

李 飞

作为一名教师，看到偌大的阶梯教室里坐着一两百名医学生齐齐抬头看着自己，

看到他们充满期待的脸庞和求知的眼神，我只能说：“此刻我感受到了幸福。”我愿意

用知识、研究体验和思想理念去影响他们，同时尽最大可能调动每一位学生的积极性，

发现每颗心灵的闪光点，引导大家积极向上。

我的专业是文化人类学，北京协和医学院社会科学系主任翟晓梅教授鼓励我将自

身专业融入课程教学中。为此，我在教学中贯彻着整体发掘和理解“人性”的做法。文

化人类学认为，人性的形成是人的生物性、文化濡染与社会化等整体性内涵共同作用

的结果。借助课堂，我希望能引导医学生认真思考生物性和文化性相互关系的问题。

步入研究生阶段，医学生在学习方法、人际关系、生活和工作环境等方面，都亟须

新的适应与磨砺。为了更多地了解学生的生活、学习现状，学期即将结束时，我开展了

一项针对 668 名 2010 年入学的硕士研究生的抽样问卷调查，收回有效问卷 136 份，调

查内容主要包括被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生活学习现状和人际关系等方面。

结果显示，认为研究生新生活“接近自己设想”（42%）的学生与“有一点失望”

（44%）的学生比例相当，49.3%的人在生活方面出现过不适应。学习上的问题似乎更

多，60.3%的学生承认自己一开始并不适应研究生阶段的学习。除“课业繁重”（21%）

外，调查还表明，“自我实现的愿望、动力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是相当数量医学生（28%）

在研究生入学阶段面临的困惑。另外，“学习方法”（17%）和对“学习目标的怀疑”

（12%）所占的比例也较高。跟导师的交流也是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仅有 60%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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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自己和导师沟通顺畅、关系融洽，“沟通较少，敬而远之”的占到 25%。遇到生活上

的烦恼，99%的学生都选择“不会跟导师交流”。

在量化的数据外，我还设置了开放题：《全面描述这半年来的生活》。学生们给了我

丰富的答案。如：“进了医学院，我更迷惑了，不知就业途径是宽了还是窄了。也许就像

一座山，爬得越高，能走的路就越窄。但可喜的是，脚下的海拔高了。”

再如：“从早上 6 时起床，经常一整天连一口饭都吃不上，一直累到深夜。我从来没

有想过，我曾拼命为之奋斗的结果，却是更加疯狂地奋斗。但是，我的收获很多。被许多

病人称为救命的好医生，这就够了。”

学生们洋洋洒洒地表达了自己各方面的收获和感受，包括自我评价、入学以来思

想上的转变等。尤其可贵的是，许多同学写下了他们内心幸福或纠结的情感。这是人性

的飞扬，也是仁心的彰显。这，也是教育的方向。

医学生手记

陈斌：让理想与现实重合

看到这个调查结果，我感觉很真实。60%的同学对学习有过不适应，其中 28%选择

了“自我实现的愿望、动力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这是不是可以归纳为“目标和现实的错

位”另外，有 12%的人选择了“怀疑自己的学习目标”，这也值得深思。

研究生教育是更加专业化、层次更高的培养。学生在选择读研之前，都应该对自己

为什么读研、读研能带来什么有比较明确的认识。这种本科与研究生教育之间的脱节

就如同高中进入大学，存在很大的断层且没有延续性。很多时候，就是为读研而读研。

在专业方面的学习，我们是否应该提倡以需求为导向学之前先考虑一下自己想要

什么、将来要干什么，这是让理想与现实重合的准备动作。但是，因为我们所经历的教

育都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医学生似乎从不会思考将来要做什么，就这么“一路跟过来”

了。随着我们的社会和我们将要从事的行业变得更加复杂，我们必须首先从内心去发

现自己想要什么，然后再去寻觅哪些环境能提供这样的资源，以更好地发挥潜能。

进入一个新环境，出现不适应都是很正常的。而且，这种不适应并非完全是负面

的，关键在于我们以怎样的心态去面对。

（作者为北京协和医学院基础学院 2010 级硕士研究生）

程欣：被需要是一种动力

做一名医学生是很辛苦的。你必须厚积而薄发，在象牙塔里磨练十多载，才能走上

行医的道路。虽然我们的身边不乏学习非常“给力”的同学，他们富有激情、充满干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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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认为，教育的成功与否，应在于能否让这些非常优秀的学生在社会上体现出应有

的价值。

当某一条路上已经有许多成功的人时，那么对其他人来说，就是一种抑制。当你每

天接触的都是一群基础医学知识很好的人时，你不仅得不到认同，更难直观地感受到

这个社会对你的需要。那么，对自己所处的社群认知过于狭窄，便很难认识到自己的价

值。实际上，即使有人不能在协和成为最好的医学生，他们也完全有可能成为最优秀的

医生。

所以这种时候，我们需要扩充医学生对社会的理解，让他们知道，在中国，有那么

多的病人，真真正正需要他们。我相信，对任何一个人来说，被需要，恰恰是最核心的动

力。我建议让医学生的培养走出小集体、小圈子，让医学生早日接触更多的病人，让他

们感觉到社会是需要他们的。

（作者为北京协和医学院临床八年制 2008 级学生）

张迪：叹专业精神之缺失

首先要感谢李飞老师。要是没有这些，可能就没有人来关注医学生的生活现状。除

生活、学习上的烦恼之外，我更担心的是医师专业精神的严重缺失已经渗入医学生之

中。

我曾旁听过一节有关医患关系的讨论课。课堂上播放了案例视频：一名孕妇生命

垂危进入无意识状态，医生建议行剖宫产手术，要求孕妇的丈夫签署知情同意书。无奈

其丈夫拒签，结果孕妇因抢救无效死亡。可以说，这是一个悲剧。但在观看案例的过程

中，还有学生不时发出笑声。这不禁让我想起鲁迅笔下那些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的怪诞

行为。难道现在的医学生面对患者的苦痛，连一点善心和怜悯都没有了吗

接下来的讨论中，医学生们几乎一边倒地偏向医院，为医生说话，帮医生推脱责

任。他们列举的原因很简单：没有相应的法律能够明确地保护医生做出救人的举动而

不被追究责任。那么，医生救死扶伤的天职哪里去了我想，这种理念上的偏差也普遍存

在于临床医生中。医师专业精神的缺失，是一个又一个悲剧发生的催化剂。

由此，我更加怀疑医学生想成为医生的目的了。医生要把病人的利益放在首位，而

非个人得失。现在，很多医生抱怨收入低，病人素质低。他们这些说辞也在影响着未来

的“准医生”们。也许在医学生阶段，我们就应当更多地想想自己能为病人做什么，而不

是病人能给我们多少回报。

（作者为北京协和医学院基础学院 2010 级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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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程达：未来的自己什么样

看着往日的高中同学都在忙工作、忙考研、忙出国，而我还在医学院里忙着应付各

种考试。不能不说，这样的生活是有些纠结的。

似乎是全社会的共识，学医是辛苦的。我们忙学习、忙社工、忙科研、忙考试。我们

也会抱怨食堂的菜难吃、公共的厕所不干净、考试太难、功课太重。然而，我们有着医学

生的快乐、满足、神圣感和使命感，也有着面对特定环境时的踟蹰、怅惘、失落感和焦虑

感。医院里不断上演着关于人生的各种悲喜剧，初来的人，或许会被病人排成的长龙震

撼；而我们这些医学生，则在医患的一颦一笑里寻找着从医的意义。

医学生的圈子永远都大不了：每次开会请外校代表，翻来覆去就是另两个医学院

的“兄弟”；毕业后也不像是走入了社会，仿佛就是搬了一次宿舍，从学校搬到了医院。

所以有人说，医学院里聚集了一批内向而保守的孩子。然而，医学生与社会似乎又很

近———每天接触各色病人，往往还会在父母或朋友的恳求下，学会托熟人挂号之类的

“技能”。医院就是一个小社会，通常人们说话滴水不漏，待人接物分外热情，熟悉这个

社会的各种家长里短、人情世故。

在这里，我们日复一日地与“未来的自己”生活在一起。每周的科室大查房，住院

医、主治医、教授、副教授、主任齐聚一堂———一眼望去，就好像看穿了自己的后半生。

（作者为北京协和医学院临床八年制 2007 级学生）

28



北京协和医学院研究生会

Staying at home

Nature476,5(04 August 2011)doi:10.1038/476005aPublished online03 August 2011

China's best young scientists are working abroad. The country is trying to change that —

and when it succeeds, the results will be startling.

The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is the workhorse of laboratories around the world, and prin-

cipal investigators in countries ranging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o Singapore have come to de-

pend for their postdocs on well educated and hard-working researchers from China. Yet, ask

senior scientists in China, especially bioscientists with experience of working overseas, and

they'll say they want and need more postdocs back home — assuming that they have any at all.

Almost all the best young Chinese scientists with new PhDs choose to spend the formative

period of their training for an independent career abroad. And those Chinese postdocs who do

choose to work in China often desert academia for more lucrative careers in biotechnology,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or contract research. The upshot is that, to get any work done, Chi-

nese academic scientists have to keep training new groups of graduate students to fill the gap.

No doubt this is part of the reason that researchers in China, despite their reputation for

hard work and putting in long hours, and despite the country's increasing investment in sci-

ence, look extremely unproductive by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ne Chinese scientist described

it as the ambitious nation shooting itself in the foot, twice — spending time and resources to

train students and then sending them abroad to work for a competitor.

Yet the current system leaves talented people little choice but to leave. In particular, es-

tablished laboratories overseas have more experience and success in producing good publica-

tions, which help to secure jobs for their postdocs. These laboratories are often better equipped

than in China, and a postdoc job in the United States or Europe pays as well as or better than a

more senior principal-investigator position in China.

And even while senior staff at Chinese universities and institutes despair of finding

good-quality postdocs, they know that when a full-time post comes up, it will probably go to

someone who has spent time abroad. A mediocre CV that includes sti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or another foreign country, time and again trumps solid publications based on work done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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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y (see?Nature?457,?522;?2009). The lesson is clear — if you want to make it in China, go

and train somewhere else.

But the tide may be turning. The Institute of Neuroscience in Shanghai (see page 22) to-

gether with institutions in Beijing such as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Biological Sciences, the In-

stitute of Biophysics, Tsinghua University and Peking University, are starting to form a critical

mass — a domestic ring of excellence that offers the high-quality start to an independent ca-

reer that students have up to now been forced to seek elsewhere.

Over the next few years, the effect could be hugely significant. With the US economy fail-

ing and some top institutes in China already considering ways to increase postdocs' salaries,

benefits could start to converge. New facilities in China are as good as, or better than, in the

West, and research in China offers other attractions, including easier access to primates. Re-

search pastures at home will start to look as green as those abroad.

New recruits to the Chinese army of PhDs would do well to consider their country's own

facilities as career launchpads. And Chinese institutions can do their part by looking seriously

at domestically bred talent when recruiting, rather than running after returnees. Once that

mentality starts to change, and Chinese laboratories fill up with four or five postdocs each,

those productivity figures will shift rapid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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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协和医学院关于博士研究生答辩

和学位申请的补充规定

为适应国家有关部门对毕业研究生就业的要求，进一步强化导师责任和改进研究

生教育管理，结合我校研究生培养的实际情况，现对我校博士研究生答辩和学位申请

作如下补充规定：

一、对博士研究生发表论文和申请专利按学校当前相关文件要求执行。

二、关于答辩

1、完成博士生培养方案的各项要求，完成学位论文系统研究工作并取得预期进

展，按要求发表研究论文（有论文发表接受函者可视为论文发表）或申请专利者，按正

常答辩程序进行论文答辩。

2、完成博士生培养方案的各项要求，完成学位论文系统研究工作并取得预期进

展，但没有发表研究论文，研究生本人与导师、科室（学系）主任共同协商，认为在规定

的期限内可达到授予学位要求的，可按答辩程序进行论文答辩。

3、完成博士生培养方案的各项要求，完成学位论文系统研究工作并取得预期进

展，但没有发表研究论文或申请专利，研究生本人与导师、科室（学系）主任共同协商，

认为在规定的期限内达不到授予学位要求的，可由研究生和导师共同提出延期申请，

最长延期一年。

4、完成博士生培养方案的各项要求，完成学位论文系统研究工作并取得预期进

展，但没有发表研究论文或申请专利，研究生本人不愿延期或延期一年后仍无进展的，

可按答辩程序进行论文答辩，按毕业处理，不申请学位。

5、不能完成博士生培养方案的各项要求的，按规定可作退学或结业处理。

三、关于学位申请

1、已达博士学位授予标准者，按正常程序向学位委员会提出学位申请。申请学位

时必须提供相应的已发表论文或论文发表接受函或发明专利等材料。

2、没有发表研究论文，研究生本人与导师、科室（学系）主任共同协商，认为可在规

定的期限内达到授予学位要求者，可按程序向学位委员会提出学位申请，但申请学位

时必须提供一份由导师和研究生共同签字、科室（学系）主任和所院主管领导批准的发

表论文承诺书，承诺可在规定的期限内发表达到学校授予学位要求的研究论文。对未

兑现承诺的研究生，如出现 1 人次，其导师停止招生 1 年；如出现 2 人次，其导师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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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 3 年；如出现 3 人次及以上者，取消其导师研究生招生资格。停招的招生指标由学

校收回重新分配。如该导师到年龄退休，将核减导师所在科室（学系）的招生指标。

3、没有发表研究论文并已按毕业处理者，其在规定的期限内又发表研究论文达到

学校授予学位要求的，仍可提出学位申请。

四、学校每年适时公布承诺发表研究论文而未兑现的研究生名单以及停止招生和

被取消招生资格的导师名单。

五、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开始执行。

六、本规定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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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道大会：听听诺贝尔奖得主们怎么说的

转自《三联生活周刊 2011 年第 30 期》

林道大会

位于德国南部的林道（Lindau）是一个常住

人口只有 4000 多人的小镇，2011 年 6 月 26 日

至 7 月 1 日这一个星期的时间里，该镇暂时成为

全世界平均智商最高的城市，23 名诺贝尔奖获

得者和 566 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科学家齐聚

林道，回顾生命科学的发展史，展望健康研究领

域的未来。

林道诺贝尔奖获得者大会始于 1950 年，今

年是第 61 届。该会的创始人是两位林道医生，他

俩为了让刚刚从“二战”中恢复生机的德国生命

科学研究界尽快和国际接轨，劝说当时正住在林道附近的一位瑞典伯爵伦纳特·伯纳

多特（LennartBernadotte）入伙，发起了这个林道大会。伯纳多特伯爵的曾祖父就是第一

届诺贝尔奖的颁奖人瑞典前国王奥斯卡二世，他利用这层关系，与诺贝尔奖委员会达

成了合作意向，从此每年都会有 20～30 名获奖者接受邀请来到林道，与德国的年轻科

学家们进行交流。此后交流的范围不断扩大，比如今年来参加大会的年轻科学家一共

来自 77 个国家，其中包括 33 名来自中国大陆的青年学者和研究生。

林道镇为大会提供了场地。这个镇的主体部分是一个坐落在康斯坦茨湖

（Constance）中间的小岛，该湖位于德国、奥地利和瑞士三国的交界处，长度虽然只有 63

公里，但平均水深达 250 米左右，储水量极大，是周边数百家企业以及 400 万居民的水

源。除此之外，林道还是德国著名的度假胜地，游客们最喜欢泛舟湖上，一边喝啤酒一

边欣赏湖光山色。这片地方之所以有今天这般美景，最应该感谢的人就是科学家。原

来，半个世纪前康斯坦茨湖曾经饱受水污染的困扰，康斯坦茨大学应邀成立了一个专

编者：第 61 届林道诺贝尔奖获得者大会于今年 6 月 26 日至 7 月 1 日在德国林道举行，

北京协和医学院基础学院孙倩同学（今年毕业）有幸前往参会。因时间关系，编辑部未能及时

联系到孙倩同学本人，故先从《三联生活周刊》转发该文，与大家分享。

瑞士生物学家沃纳·阿尔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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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小组，对湖的结构以及水污染的成分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整

套解决方案，终于把湖水变清了。

科学家治好了湖的病，却还没治好人的病。自从上世纪 50 年代发现了脱氧核糖核

酸（DNA）的双螺旋结构之后，科学家们便乐观地预言生命的秘密不久之后将被彻底揭

开，困扰人类多年的传染病、心血管病、神经性疾病和癌症等等都将成为历史，人类将

进入一个生物工程的时代。但是，半个世纪过去了，艾滋病、心血管疾病和癌症仍然是

人类的三大杀手，阿尔兹海默氏症和帕金森氏症等神经系统疾病也依然无解，这是为

什么呢？

“生活中的大多数事情都要比我们预想的更加复杂，这已经被历史多次地证明过

了。”瑞士生物学家沃纳·阿尔伯（WernerArber）博士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说，“回想起

当初发现遗传密码的时候，我们认为人类已经了解了生命的所有秘密，现在看来我们

完全错了，研究才刚刚开始呢。”

阿尔伯出生于 1929 年，因为发现了限制性内切酶而获得了 1978 年度的诺贝尔医

学和生理学奖。这个酶是科学家研究 DNA 的最重要的工具，正是因为有了它，遗传工

程才终于变成了现实。获奖后阿尔伯博士把目光转向了微生物的进化领域，现已基本

退休。和他分享诺贝尔奖的美国生物学家汉密尔顿·史密斯（HamiltonSmith）博士至今

依然活跃在科研的第一线，目前他在美国科学狂人克雷格·文特尔（CraigVenter）手下做

事，负责研制人造生命。今年初，他领导的小组合成出了第一个“人造生命”，曾经引起

国内外媒体争相报道。他在本次林道大会上做了一次演讲，向大家描述了合成过程。据

他透露，研究人员在这个合成生命（其实就是一个最简单的细胞生物支原体）的基因组

里加上了一个“水印”，即把美国著名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RichardFeynman）的一句名

言“我无法理解我造不出来的东西”以一种特殊的编码方式加入了基因组。

“我想借用费曼教授的这句名言说明一个道理，那就是要想解开生命的秘密，就必

须先把它造出来，并在制造的过程中慢慢学习。”

确实，如果我们仔细审视一下这个所谓的“人造生命”，就能明白生物学研究的瓶

颈究竟在哪里。在史密斯博士看来，如果把细胞比喻成一台计算机的话，那么基因就是

这台计算机的软件，其余的部分（蛋白质等）就是硬件。史密斯博士用人工合成的方法

合成出一套支原体基因组，这就相当于拷贝了一份软件，但他却没有办法人工制造出

一套新的硬件，只能借用另一个自然界早已存在的硬件系统（另一个去掉基因组的支

原体）来完成人造生命实验。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史密斯博士在拷贝软件的过程中没有对其加以太多的修改，

而是基本上沿用了大自然原来的设计。也就是说，他对于这套软件的功能并不十分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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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这就是说，如果套用计算机术语的话，这个“人造生命”实验恰好说明人类对“细胞

计算机”的软件和硬件都不甚了解，只是刚刚学会了如何阅读并拷贝软件而已。这就是

为什么在人类基因组全序列公布 11 年之后的今天，科学家们依然没有搞清人体生理

过程的很多基本细节，尤其是蛋白质与疾病的关系的原因。

“其实我们连基因本身也还没研究完呢。”阿尔伯博士对本刊记者解释说，“光是研

究人类基因组还不够，还要了解生活在人体内的各种微生物的基因组，它们和我们之

间是互相帮助、互相合作的共生关系，值得好好研究。”

寄生在人身体内的微生物虽然个头小，但种类繁多，基因组的复杂程度比人本身

要高得多，研究难度不亚于人类基因组。当年人类基因组计划花了 10 多年的时间，耗

资 27 亿美元才宣告完成，可见该项研究的难度极大。好在随着技术的进步，基因测序

的成本有了大幅度下降。2005 年出现了第二代 DNA 测序仪，使用这套设备测量一个人

的全部基因组只需 5 个月的时间，成本也下降到了 150 万美元左右。而 2008 年底第三

代测序仪也研制成功了，预计到 2012 年结束的时候，人类全基因组测序成本将会下降

到每人 1000 欧元以下，这将从根本上改变基因研究的格局。

“费用问题一直是我们这项研究的一个非常大的障碍。”史密斯博士在介绍“人造

生命”研究时这样说道，“2000 年时，人工合成一个 DNA 碱基（相当于基因序列中的字

母）需要 12 美元，太贵了。到 2005 年时终于降到 1.6 美元，我们这才开始做实验。现在

的费用则降到了几十美分，这就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不过，一项新技术如果仅仅是太贵的话，还不算太糟

糕，真正的麻烦在于，科学家们的很多设想因为缺乏相应

的技术手段而无法实现，这一点从诺贝尔奖获得者奥利

弗·史密西斯（OliverSmithies）博士的个人经历就可以清楚

地看出来。他在大会开幕式上为大家讲述了他的个人故

事，被公认为本次大会最精彩的演讲。

史密西斯博士 1925 年出生于英国，小时候对无线电

和望远镜十分着迷，并从此爱上了科学。虽然他是个色

盲，但大学时他还是选择了生理学专业，后来又去化学系

读书，拿到了生理学和化学双学士学位。毕业后他决定投

身生物化学，当时这个学科刚刚起步，急需一种分辨大分

子量有机分子的技术，此前科学家们只能依靠离心机，效率很低。1954 年的一天，史密

西斯和妈妈一起在厨房里做饭，他回忆说：“我看着妈妈在做果冻，突然灵光一现，就发

明了凝胶电泳。”史密西斯的回忆引来了台下阵阵笑声和掌声，大家都知道这项技术对

奥利弗·史密西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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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DNA 和蛋白质的研究是多么的重要，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凝胶电泳这项技术的话，

生命科学的大爆发就不会发生。而如此关键的一项发明，其灵感居然来自厨房，这在 21

世纪的今天是很难想象的。

史密西斯博士在演讲中回顾了上世纪好几项生物工程领域的重大发明，从今天的

角度来看全都非常简陋，但在当时却都是革命性的创新。事实上，生命科学在上世纪后

半期的飞速发展，全都得益于一批新实验技术的发明。但是，经过 50 年的实践，这些相

对简单的实验技术的潜力已经快要耗尽了。随着 21 世纪的到来，人类真正进入了计算

机时代，生命科学领域的下一个大爆发，也许将首先出现在计算机屏幕上。

生命科学研究的新思路

作为计算机领域的代表人物，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也被邀请参加了本次林道大

会，因为他创立的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为提高穷人的健康水平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

年轻时很奇怪为什么大家看不出计算机的巨大潜力，不愿相信电脑将会对人类的生活

方式带来革命性的影响。”盖茨在演讲中说，“等我后来成功后走遍世界各地，终于意识

到这个世界上还有特别多的穷人，他们距离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相差太远了。我认为

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健康问题，很少有制药公司愿意为穷人研制新药，这就

需要慈善基金会来填补空白。”

不过，盖茨对提高人类健康水平所做的最大贡献很可能来自他所从事的电脑业，

这一点从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演讲中就可以看出来。

第一位是来自以色列的女化学家阿达·尤纳斯（AdaYonath）博士，她因为在核糖体

研究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而获得了 2009 年度诺贝尔化学奖，是迄今为止获得该奖项

的第 4 位女性。核糖体是一种由核糖核酸（RNA）和蛋白质组成的结构复杂的细胞器，

它的功能是将 DNA 序列转变成相应的蛋白

质，或者通俗地说，是将基因中携带的信息

翻译出来。如果把细胞比做计算机的话，核

糖体就是最重要的硬件之一。

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大家只需知道一

点就够了：核糖体是很多抗生素的目标靶

点。众所周知，抗生素是对抗细菌感染的最

佳武器，但因为细菌可以进化出抗性，人类

现有的抗生素正面临着逐渐失去效力的问

题。科学家们正在试图研制出一批新的抗生

素用来对付这些狡猾的细菌，而要想做到这
以色列化学家阿达·尤纳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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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就必须了解抗生素和核糖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如何发生的。问题是，核糖体体积

庞大，抗生素却是小不点儿，其体积通常只有核糖体的三千分之一，这么小的分子是如

何把核糖体这个庞然大物击败的呢？

“抗生素的窍门就在于它的三维结构非常特殊，正好可以钻进核糖体的活性位点，

将其阻塞。”尤纳斯博士在报告中解释道，“有些细菌进化出了新的核糖体，其活性位点

的三维结构改变了，抗生素钻不进去，于是这些细菌便获得了抗性。”

尤纳斯博士在演讲中使用了大量 3D 动画进行演示，效果非常好。这项技术非常

新，事实上，如果没有计算机辅助 3D 技术的帮助，蛋白质三维结构的研究就很难进行

下去。

第二位是来自美国的女科学家伊丽莎白·布莱

克本（ElizabethBlackburn）博士，她因为发现了端粒

酶而获得了 2009 年度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这

是近 10 年来该奖最受瞩目的一次颁奖，因为布莱

克本博士和另外两位科学家一起证明了染色体端

粒的长度与细胞的寿命有直接的关系，而端粒酶能

够延长端粒的长度，很可能就是人类寻找了多年的

“长寿药”。

“我们还发现，端粒的长度与很多疾病都有关

联，端粒的缩短会诱发癌症、心血管系统疾病、骨关

节炎和骨质疏松症等很多与衰老有关的疾病。”布莱

克本博士在报告中说，“更有意思的是，初步的统计数据显示，一个人年轻时受到的心

灵创伤，易怒的性格，以及过高的工作和生活压力等等，都会导致端粒长度缩短。而适

当的体育锻炼，也许会增加端粒酶的活性，延长端粒的长度。”

布莱克本博士强调说，上述结论尚处于假说阶段，需要进一步研究，而类似这样的

研究需要很长的时间，以及大量的统计数据，为此她和同事们正在搭建一个信息平台，

准备在世界范围内收集端粒长度数据，以及至少 20 年以上的相应的健康信息。如此大

规模的系统研究，如果没有超强的数据处理能力，是不可能完成的。

第三位是来自德国的病毒学家哈罗德·豪森（HaraldHausen）博士，他因为发现了人

乳头瘤病毒（NBV）和宫颈癌之间的密切关系而获得了 2006 年度的诺贝尔医学和生理

学奖。这个发现非常重要，它第一次证明微生物感染可以直接导致癌症，为癌症研究开

创了新的思路。“目前已知有 21%的人类癌症与某种感染有关，比如乙型和丙型肝炎可

导致肝癌，HBV 病毒也可能导致阴道癌，以及阴茎癌等。”豪森博士在报告中说，“如果

德国病毒学家哈罗德·豪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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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应的疫苗，就可以防患于未然。”

豪森博士正在动员各国政府制定相应政策，在全世界实行全民普遍接种 HBV 疫

苗，彻底消灭宫颈癌。

与此同时，他还把注意力放到了结肠直肠癌上。他发现牛肉消费量和结肠直肠癌

的发病率关联度很高，凡是牛排消耗量大的国家，比如阿根廷、澳大利亚、乌拉圭和新

西兰等国家，结肠直肠癌的患病率都非常高。而日本和韩国这两个国家富裕起来后，牛

排消费量直线上升，结肠直肠癌的发病率也跟着上去了。相比之下，那些常吃鸡肉、猪

肉或者鱼肉的民族就没有这个问题，虽然这几种肉类在烹调过程中同样会产生小分子

致癌物质。

“西方人喜欢吃嫩牛排，这种牛排的中间部位几乎是红色的，烤肉时的最高温度一

般不超过 50℃。”豪森博士解释道，“而一些病毒在合适的条件下可以耐受 80℃的高温

长达 30 分钟，所以常吃牛排的人很容易感染病毒。”

这个结论同样只是一个假说而已，需要大量的流行病学证据支持。与布莱克本面

临的问题一样，这类研究需要收集大量数据，时间跨度也必须很长，对数据处理能力的

要求很高。我们只能耐心等待科学家们的研究成果。

值得注意的是，在后两个案例中，科学家们并不奢望在理论上有何重大突破，他们

只是想通过收集并分析数据，从中发现一些隐含的规律。事实上，这正是健康领域的一

个新的研究方向，因为科学家们发现，人类的很多疾病无法归罪于某个基因，大家曾经

坚信不疑的“一个基因对应一种疾病”的模式在很多情况下都不成立，原因就在于很多

蛋白质的功能非常复杂，而很多功能也并不是只有一种蛋白质才能完成，于是健康问

题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概率，而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

“仅仅知道基因序列是不够的，还必须知道蛋白质是如何工作的。”阿尔伯博士对

本刊记者说，“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后，科学界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解密蛋白质的功

能。”

这么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个人化医疗”（PersonalizedHealthCare）。林道大会结束

后，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组织各国记者参观了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Euro-

peanMolecularBiologyLaboratory）、德国癌症研究中心（GermanCancerResearchCenter）、马

克斯·普朗克生化研究所（Max-PlanckInstituteofBiochemistry）和罗氏（Roche）制药等德

国顶尖的生命科学研究机构，大家异口同声地认为个人化医疗是健康研究领域的新方

向。

个人化医疗指的是医生按照每个病人的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制定医疗方案。这并

不是一个新鲜的概念，比如医生们在治疗糖尿病时会根据病人的血糖水平开出特定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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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胰岛素，或者在注射青霉素时

先试验一下病人是否过敏。但这些

都属于比较低级的应用，目前大部

分医生在治疗同一类疾病时都只会

施用同一种药物，但越来越多的证

据表明，因为基因型的不同，以及其

他一些原因，每个人对同一种药物

的反应都是不同的。

根据罗氏制药公司的统计，治

疗高血压的 ACE 阻断剂有效率约为

10%～30%，治疗心力衰竭的 Beta 阻断剂的有效率约为 10%～25%，治疗哮喘的 Be-

ta-2 拮抗剂有效率约为 40%～70%，治疗抑郁症的药物有效率大约为 20%～50%。这

些药物的有效率虽然低，但如果用对了效果非常好。问题在于，医生们在用药前并不知

道效果如何，只能在使用后才能知道答案。于是医生们只能一个一个地试，这么做不但

增加了病人的负担，给整个医疗体系带来不必要的压力，而且还会增加副作用的风险。

更重要的是，这种做法限制了新药的研发。如果某种药只对某类人有效，那么在临

床试验时，如果不加区别地招募志愿者，其结果很可能就是无效。如果能通过某种生物

标记，比如抗原特性或者基因型来预先知道某种药的适用范围，就能避免上述麻烦，把

医疗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这个想法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非常困难，因为科学家们对于很多疾病的发病机理

都没有弄清楚，不可能做到对症对人下药，这就是为什么德国政府一直在大力支持基

础研究的原因。在德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德国癌症研究中心

和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等研究机构全都把重点放到了基础研究上，科学家们完全不

必担心研究成果是否具有实用价值。

从另一个角度讲，这正好说明人类对于生命的认识还很肤浅，科学家们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

美国科学家伊丽莎白·布莱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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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国际生物经济大会召开
———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学生党支部参观天津生物经济成果展

崔艳丽 工程所

2011 年 6 月 26 日 -28 日，由科技部、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教育部、环境保护部、

农业部、卫生部、国家质检总局、国家林业局、国家知识产局、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会、国家外国专家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解放军总

后勤部卫生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等 14 个部门和单位，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

国粮农组织、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欧洲联盟等 5 个国际和区域组织共同主办的以“发

展生物经济，促进民生改善”“为主题的“2011 国际生物经济大会”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

隆重举行。26 日下午在科学技术部副部长王伟中的主持下，由天津市委副书记天津市

市长黄兴国、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华代表柏西·米斯卡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

40



北京协和医学院研究生会

刘延东分别致辞后，天津市市长张高丽宣布大会开幕。随后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

委员长桑国卫、2008 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得主，世界艾滋病研究与防治基金会主席

吕克·蒙塔尼和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晓东分别做了专题

报告。

该次大会包括生物技术产业化与科技金融、前沿生物技术、农业生物技术、医药生

物技术、化学药、中医药、生物医学工程、工业生物技术和生物资源与生物多样性九个

分会以及第 13 届中国（天津）医药高新技术交易会、中法药学研讨会、中韩百家企业对

接会、2011 年滨海新区与中科院科技成果对接会和第二届全国药学院院长与制药百强

CEO 论坛五个专题活动。27 日，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学生党支部带领全体党员和入党

积极分子参加了此次会议。

我们所同学主要参加了与专业相关的生物医学工程分会，做报告的都是国内外相

关领域的权威专家与学者，虽然有些深奥难懂但同学们仍然认认真真的听，并且随时

做下会议记录。通过听专家深入浅出的报告，同学们意识到自身的差距，并立志要好好

学习，增强自身科研素质，多为祖国的科研事业献上自己的一份力量。还有些同学根据

自身兴趣爱好参加了其他分会与专题活动，大家感觉收获颇丰，通过这次大会大家不

仅开阔了视野，而且增长了见识与知识。最后同学们还参观了以医疗器械为主的生物

医药展览，通过这次展览，我深深的感受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医疗经济的飞

速发展，发现我国的医疗技术已与国际接轨，身为医科院的一名从事医药专业的学生

倍感光荣。

随后，在回来的路上，听着学生领导段老师的讲诉，环顾着美丽的梅江，我们仿佛

看到了梅江地区的高楼大厦正在一栋栋的拔地而起，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让我们不禁

想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值此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华诞，我仅代表工程所献上最

诚挚的祝福，愿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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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在歌声中绽放
———记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歌声献给党”合唱比赛感想

付思祺 2010 级博士研究生

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建党 90 周年和中国共青团建团 89 周年，五月的北京是美丽

的，春意盎然，轻风拂面，阳光明媚；五月的青年是美丽的，意气风发，朝气昂然，壮志在

胸。第二外国语大学明德厅里传来阵阵悦耳的歌声，13 支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

和医学院代表队的青年们在进行“歌声献给党”合唱比赛。各参赛队服装整齐，精神饱

满，歌声嘹亮，上下场队列有序，比赛精彩纷呈，充分表达了青年们爱党爱国的火热情

怀，唱响了拼搏奋进的时代主旋律，展现了各参赛队团结一心、奋发进取的精神风貌。

其中第 10 支参赛队伍就是来自整形外科医院的研究生代表队，一袭白色拖地长

裙突出了姑娘们的婀娜多姿的腰身，胸前鲜艳的红花与姑娘们的桃花般面容交相呼

应；白色衬衣和黑色燕尾服把小伙子们风度翩翩的气质展露无遗；医院党委王建国书

记在青年队伍中显得格外精神和年轻；指挥颜老师一身黑色长裙，指挥刚劲有力。

我们的合唱曲目是《歌唱祖国》和《又见西柏坡》，前者老歌新唱，缓急相交，刚柔并

进，如大江波涛滚滚，振奋人心，我们对祖国的热爱和歌颂在歌声中传达；后者让人思

索，使人憧憬，如小涧缓缓流淌，细细道来，我们对党的拥护和崇敬在歌声中诉说。歌声

中我们仿佛看到中国共产党带领新中国从西柏坡走来；歌声中我们仿佛看见中国正迈

向美好明天；歌声中我们仿佛看见颜老师专业而不失风趣为我们排练歌曲；歌声中我

们仿佛看见医院科教处徐路老师和团委刘淑红老师忙碌的为我们提供后勤保障。

最后我们总分排名第三，获得二等奖的好成绩，王书记、徐老师、刘老师、颜老师和

同学们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回想这排练的一个多月时间，虽然白天手术，晚上和周

末排练合唱，大家都很辛苦，但是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或迟到缺席。通过颜老师细心负

责的指导和训练，同学们从开始对音乐的知之甚少到现在能用和谐优美、极具感染力

的声音进行合唱，在一句句反复的练习中大家付出了不少的努力和心血，也倾注了极

大的激情和期待。为了保障同学们排练和合唱效果，医院领导、科教处、团委和工会的

老师做好充分的后期保障工作，指导老师颜老师兢兢业业，不辞辛劳，反复斟酌每句歌

词的情感流露和声音的高低起伏。同学们不但在发声技巧和音乐素养都有所加强和提

高，而且增进了交流，增强了团队合作意识，这段记忆也尤为珍贵，将永存同学们心间！

整形外科医生要给人们带来美丽，通过这次活动，我们感受到了音乐之美，体会了

团结之美，希望我们在歌声中让美丽之花灿烂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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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火 之 旅

计生所 辛晓娜 2010 级硕士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专业

合上如获至宝的《星火之路》，一个下午的品读，消化，像翻读一本故事书似的着

迷，我为星火同学们的才情赞叹，庆幸自己走过这样一段旅程。说起星火班，我心中充

满了眷恋。感谢协和研究生院给予我宝贵的学习机会，和首都 53 所高校的 113 名研究

生党员一起学习、生活，给了我不一样的成长经历。

北京市研究生党员骨干培训学校第四期培训班为期一个月的集中培训告一段落，

此时，有很多话要说，想讲给身边每一个渴望得知星火，憧憬星火的同学，让星火的“聚

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精神播散的更广，也算是作为一名星火学习应尽的责任与义

务。一直在思考，怎样的表述可以让读者了解我的所思和所感，也许只有从头来跟介绍

培训经历和生活了。可是这种介绍是否真的有意义，能起到一个报告应有的价值，我想

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和继续践行的话题。谨以此书，纪念参加星火培训班。

为贯彻中央和北京市进一步加强高校研究生细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搭建研究生理

论学习，调查研究和实践交流的平台。市教工委于 2008 年开始依托清华大学成立“北

京市研究生党员骨干培训学校”。学校秉承“星火”的办学宗旨，又称星火班。毋庸置疑，

通过培训体验得知：星火班是一个值得全身心去投入和感受的一个积极向上的集体，

她融各高校的研究生党员骨干精华于一团火，释放出应有的光和热；同时，从这里走出

来的同学，都会记得星火班“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的办学宗旨。在培训中燃烧升华

思想，提炼自我，回到各自的学校中更好的发挥作用，带动和影响更多的人。

谈谈在星火班的体验，那就是：用心感受，总有别样的发现。无论是老教授蕴含深

意谈吐幽默的主题报告，青春洋溢寻找革命足迹的西柏坡之行，还是严谨活泼的小组

讨论跟调研开题报告，如火如荼开展的体育竞赛，无不彰显着青年人特有的朝气和活

力。谈起当代青年的理想信念，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十余场的主题

报告和革命传统教育，让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中切实感受当前时代，青年需要怎样的一

种理想和信念来支撑我们的成长。在这里，我们聆听学者型的高官对国家政体的诠释，

分享专家教授关于社会热点问题的剖析，思考研究生党员甚至于当代社会青年的成长

成才之路。在这些堪称重量级的嘉宾身上，我们学到的不仅仅是报告本身的知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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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对问题的思考方式，对学问的执着追求，对生活的不懈奋斗！在这里，我们感受集

体生活的乐趣，践行团结创造出的巨大的生产力，体验不同学科背景的同学们带来的

新鲜感。在这里，我们放松自己，全然用爱和热情去拥抱每一个人，一同启迪，一同进

步。

培训的日程安排充实且紧张，我觉得，对于有着较重的科研任务的医学生来说，能

在繁忙的工作中抽身去学习体验另一番的生活，本身就是很大的享受了。清华大学的

辅导员老师说，在星火班，学员是主角，享受优先的待遇，老师要为每一个学生让道开

路。听到这番话，我不禁感到崇高的荣耀和肩上责任的重大。北京市研究生党员骨干培

训学校是学生党组织的一个战斗堡垒，学习本身就是政治素养、学术思想和沟通领导

能力不断提高升华的过程。这里，将给与学习者以莫大的动力来源，促使我们快速成

长。

说起在星火另一项最大的收获，引用同班学员的一句话来表述：与你的目标相比，

与你同行的人更重要。品读《星火之路》的下午，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放松和触动，这种

震撼力来自于一群有着共通的理想信念追求的同龄人，来自于一切我们可以接受或批

驳的大胆而坚毅的观点，来自于星星之火可成燎原之势的时代召唤。与同学们的交流，

碰撞出思想的火花，我为大家精妙绝伦的思辨方式折服，甚至忘记了什么时候进入，什

么时候跳转的。每一位星火学员都是可爱的，班级内的团结空前绝后。几乎每一个学员

都有这样的感触：星火班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形成最强凝聚力，最强创造力的班集体。面

对所有的任务都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最有效的落实和执行，激发我们所有创造的

热情和斗志，我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时值中国共产党建党 90 周年之际，四期星火班的意义又显得非同一般；我在感受

清华百年校庆的古朴和纯真时，更多了分美好的星火回忆。今后的人生中，我会记得星

火，记得星火的伙伴，记得星火的信仰，记得星火征程上永远奋进的精神！

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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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希望个笑脸
———记在肯尼亚国际志愿行之后

任姗姗 计生所

很多人都说，非洲是片神奇的土地。话出此处，各有其因。有人说，那里没有冬天，

她一年四季的温暖让人动容。有人说，那里的草原那里的物种，仿佛地球自留的保护

区，只有驱车在非洲草原上，你才能了解，阿，原来这就是大自然！还有人说，那里的木

雕栩栩如生，木香萦绕，徐徐不散。没错，这些都是人们甘愿凑出假期拿出积蓄，打好背

包扛着相机，历经十余小时长途跋涉，只为领略那片土地一缕风韵的原因。那片土地也

绝不会让你失望而归。而于我，世界各角落，美景难计数，非洲之所以特别，则在于红土

地上的那种魂。

启程前，许多人质疑我此行的目的，他们不自觉地把霍乱、艾滋病、灾难、饥荒等等

不堪入目谈及色变的名词和非洲联系起来。这些不难理解，无非归因于长期困扰那片

土地的贫穷吧。我曾经去过中国若干著名的贫困县，那些地方已经让我对“贫穷”和“困

苦”有了所谓的理解：贫穷描述的生活状态，是人们没有足够的金钱享有基本生活的权

利；而困苦是长期处于物质困乏状态中人们持有的精神状态。

到达非洲，即便是一个在整块儿非洲大陆算得上略有盈余的国家，即便是她的首

都，即便是居住在有经济能力雇请帮佣的家庭，这个国家的拮据依然赫然在目。在那里

我没有见到警察或任何政府执法者的踪影，半数人穿着看不出本色、遍布破洞的“运动

鞋”。偶尔有富人家的汽车绝尘而去，人们快速奔走在漫天红尘中。居住区附近的超市

中物价昂贵，购物用餐闲谈的从未见过本地人，他们负担不起这里的一切。来自中国的

凤凰自行车摆在角落，许久卖不出一辆，据说那在当地是奢侈品。

内罗毕拥有六百万人口，竟有一百万人定居在贫民窟。当地人告诉我，因为我是新

年假期到达那里，很多平时在贫民窟里居住的人都离开了，因为他们回到乡下家里过

年。我不禁一直在想，难道乡下的生活还不如这里吗？要知道我眼前的肯尼亚第二大贫

民窟 Kibera，到处都是破铁皮、塑料板、油毡拼凑出来的小屋棚，往往一家五口六口甚

至八口人都挤在这样不过五、六平米的小黑屋里。他们没有电没有水，需要天天去山下

水车买 5 先令一桶的自来水。2006 年身为参议员的奥巴马也曾来此振臂高呼，“你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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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的兄弟姐妹”。但我想，Kibera 的人们并不需要任何人来给他们打气助威，他们的

乐观自信是深扎在心里的。有一首歌所有肯尼亚人都会唱也都喜欢唱，无论是节日还

是欢迎客人还是自己随意哼唱，你都能听到那一句悦耳的 tkunamatata，意思就是“没问

题”！

19 岁的 James 热情地邀请我们去他家做客。他搬开各种家什，勉强找出两个还站

得稳算得上是凳子的凳子，让给我们，而他站在角落不停地翻找相册向我展示他的妈

妈和妹妹，他热爱的足球运动，他曾经结识的外国志愿者朋友。James 告诉我，居民们为

了住在这样的“房子”里，仍需每月支付 900 先令房租，而他妈妈独自抚养他和两个妹

妹，每个月全部的收入也只有 2500 先令。附近的小学，每学期要 4500 先令的学费，贫

民窟里的孩子们即便就住在邻街，无论如何也负担不起这样的费用。但他因为是家里

唯一的男孩儿，他妈妈还是坚持供养他读到了高中，他爽朗地大笑，说他高中毕业后肯

定会很快带他一家人搬出这里，但是这里的人真的很好！如果我是他，我也许都不愿意

带朋友回家，何况是刚认识几天的外国人呀。

即便在那样的生活环境里，你知道每天早上迎接朝阳的会是什么？那是别有特色

的非洲音乐！非洲人爱音乐，他们随口说唱就会让你目瞪口呆，他们只要听到鼓点就会

随着节奏左右摇摆。看到摆在 Kibera 一户人家油布遮出的门外的录音机，我知道这样

的人民内心一定是丰裕的，那种感动似乎就像困在黑洞中的人忽然看到了一道光。音

乐是他们的精神食粮，是他们的光。也许他们物质的确匮乏，但他们的精神生活不会逊

色于我们。

我曾和一位研究发展中国家妇女健康的美国教授 Karen 谈论过非洲人的乐观，他

们也同样有感而发。试想一下当那样的生活环境出现在我们身边，我们会怎样？Karen

形象地比划着说，她会皱着眉头双手抵着太阳穴泪流满面地低语：How miserable my life

is! What can I do!我们哈哈笑着，笑我们自己执著于生活中那些所谓的不如意，笑我们

曾认为希望如此渺茫。你不曾相信希望，它又为何眷顾你？

当地有位神父告诉我，信仰会救赎你于眼前。他们的神的确不会给他们带来金钱

和面包，但会支撑着他们，给他们力量，让他们能够在没有金钱缺乏面包的时候倔强地

生活下去，并且坚信着也许就是明天，生活就不一样了！他们的大笑，他们的友好，他们

的音乐，让我也相信好像他们知道，明天醒来他们的国家他们的世界就会轰然巨变。

如果让我总结非洲如何，我会说，非洲养育了一个健壮、善良、勇敢、爱音乐、乐观、

热爱家园、并且抱有希望的民族，他们才是这片土地的诱人之处！给希望个笑脸，也许

就会不一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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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真的有一种水可以让你让我喝了不会醉

那么也许有一种泪可以让你让我流了不伤悲

总是把爱着的太完美那种豪赌一场的感觉

今生输了前世的诺言才发现水已悄悄泛成了泪

虽然看不到听不到可是逃不掉忘不了

就连枕边的你的发梢都变成了煎熬

虽然你知道我知道可是泪在飘心在掏

过了这一秒这个笑喝下这碗解药

忘了所有的好所有的寂寥

……

没有激情的燃烧，却已经刻骨伤怀。没有日日的相守，却已经痛彻心扉。爱你不悔，

只是从此忘了你所有的好，忘了所有让我悸动的心跳，你过你幸福的生活，我继续我一

个人的流浪，生命有所交集，却终是匆匆的插肩而过。

从一开始就知道的，我太聪明，也够清醒，可是我偏偏有傻傻的在幻想着什么，等

待着什么。傻女人如我，喝多时候是自己然自己无能为力，怪不得别人，一直不知道何

时能让自己狠下心来，与你离别。因为爱，总是让人优柔寡断。一直是一种不安的状态，

我没有说，也不远去面对自己这种心情，但我知道，这种不安是存在的。

而如今没有不安了，心里的石头也落地了，因为我给自己宣判了死刑，倘若你怕伤

害我，而不能给我一个结局，那么，让我来给这个结局。做事从来喜欢干脆，也从来不怕

别人说我决绝。

终于，是下了决心要走了，终于，还是离别了。

本是人各天涯，分离也只是对你说声“再见”，不会在陷在这份感情当中，让自己及

无法自拔，从此路归路，桥归桥，只愿你保重，只愿你幸福，却不再为你牵挂，为你担心。

爱过怎能轻易忘记？而那段回忆，多么的刻骨铭心，但是，从此，我便要忘了你，忘

记，不是忘记你这个人，也不是忘了这段情，忘记，不是强迫自己去忘，而是顺其自然，

让时间消磨那些记忆，那份心跳，从此心如止水。

阑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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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愤概的抱怨,抱怨社会的不公平

我们有殷切的期盼,期盼自己美梦成真

我们有美好的梦想,梦想自己能够成功

我们有深深的渴望, 渴望自己想要得到的

一切

但是,我想说的是:

如果你寂寞,请不要喝醉,

如果你孤独,请不要流泪,

山是人类回归自然的方向,

水是人类找回纯真的指引,

而森林深情植根于大地聚聚着水分抚平

那干枯的心,

喧闹的城市生活中,

我们每天看到一张又一张陌生的脸,

一群又一群陌生的人群,

看不到纯真,看不到阳光,

也看不清任何方向,

只知道迷茫向前,向着堕落的边缘,

欲望的金钱是他(她)们的信念,

虚荣而堂皇的背后是一张张可怕的脸

逝事如云烟,执心人追赶,

世事多变幻,焉谁能预测,

我们一路狂奔………狂奔……

却忘却自己从何处而来

一味匆匆奔着前途,

然却不知道终点在哪……

怃然回首,才发现,错过路上一道道美丽的

风景线.

相信吗，我能做到的，我会忘记的，真的。

有一天，我会说“我曾爱过你”，而再见，其实是不见。从此不必天涯隔断，却不会再

为你情伤，不再是“我爱你”。

这便是遗忘，喝一碗孟婆汤，走一遍奈何桥，来世，我将不再爱你。在今生的轮回

里，痛了这一回，不在来世里，还拥有你的回忆。

心

———写给刚刚走过的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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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爸
———写于 2011 年父亲节

付思祺 整形外科医院 2010 级博士

前阵子刚看了《海洋天堂》，其中描写父爱的情节让我潸然泪下。我想如果是老爸

看到这样的电影，他必然也是要流泪的。今天是父亲节，我突然想写点关于我老爸的事

情。

清晨，我交给你们一个孩子

老爸曾给我看过一篇文章，题目就是“我交给你们一个孩子”。是一位母亲在孩子

第一天上学时写的，大意是说希望路人也好，老师也好，社会也好都善待这个还懵懂无

知的孩子。老爸说当看我第一天上学时他也是这样的心境。

老爸总说：一把屎一把尿把我喂养大，琴棋书画的教我，我一样没学会，他全会了。

记得小时候，凡是体育课练什么项目，老爸必然买来什么陪我练习，比如篮球、排球、羽

毛球、兵乓球等等。据老爸说，他年轻时学习一般，但是在篮球场上可是吸引无数少女

的运动健将。可他教起我来非常有耐心，工作

再忙，都会陪我打篮球、打羽毛球。从教我下

围棋、象棋、跳棋、军棋等，到后来我可以教老

爸下五子棋，但是即使老爸每次都让着我任

我悔棋，我还是下不赢他。记得家里还放着各

种古典音乐、西洋音乐甚至笑话的磁带，当时

我学习累了，喜欢躺在床上听听笑林讲的笑

话。

家里定许多杂志报纸，《聪明泉》《科幻世

界》《少男少女》《读者》等等。现在我还保留许

多剪报，并在老爸的建议下分门别类的黏贴，

比如有哲学、文学、小知识等。小时候经常写

作文，开始我老问：爸爸，这个作文怎么开头

啊？老爸说：你先写出来给我修改，不要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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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思考就让我替你想。老爸让我有了切身体会后再根据切身体会写成文字，比如老妈

过 30 岁生日那天，我们全家打蛋糕战，我把它写入作文，后来这篇作文还得到了老师

的表扬。

老爸就是一棵大树，我可以在树下乘凉、在树上任意攀爬。小时候冬天放学回家，

一进家门就把冰凉的双手往老爸脖子里放；学习间隙，老爸不是给我送水果就是给我

做全身按摩，或和我在家里追着嬉戏打闹；南方的冬天让被子也是湿冷，睡觉不愿意把

脚伸直，这时老爸就用手把我的脚捂热。

平时爸妈工作忙，爸妈都会用家庭便条的方式和我交流。当我学习放松时，老爸写

道：“爸妈下乡了，剩饭热的时候要小心，最近的成绩有所下滑，要自己找原因。”邻近考

试前，我异常紧张，老爸在便条上写“无论你考多少分，老爸永远爱你”，当时，我把这张

纸条一直放在文具盒里，一到心情不好时就拿出来看看，仿佛看过之后就像注入兴奋

剂一般，这张纸条至今我仍保留着。考上研究生时，我再次翻看已经发黄的便条纸，突

然发现老爸的一句话：“无论你飞多远飞多高，老爸一定托着你举着你”，老爸也是这样

做的。

护航漫漫求学路

从大学开始到现在读博士，我一直在外进行着漫漫求学路。一路的艰辛和困苦，每

个坎都有老爸的鼓励和帮助。

遇到多大的困难似乎老爸都可以一一解决，老爸就是“一休哥”、“机器猫”和“奥特

曼”。不管是我丢了一个保温杯或文曲星，内心充满愧疚和自责，哭泣着告诉老爸，老爸

的一两句话就可以让我心情由阴转晴；或者是我肚痛难忍蹲在走廊上给老爸打电话，

老爸说他能体会我的感受，因为他当年因尿路结石只身一人到上海体外碎石，也有同

样的经历；或者我遇到一个个命运的转折点如工作还是继续读书时，老爸都是让我坚

持自己内心的想法，不管我选择什么他都一如既往的支持我，并让我选择了就不要后

悔，都要勇敢的走下去。

可是可是，他呢，不管是工作面临多大的困境，下岗职工的围堵、退居二线的失落

等等，他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提过一句他累了或抱怨的话。

女儿是老爸前世的情人

记得老爸送过我一个小镜子，上面有句英文：“to my valentine”，我相信我必然是老

爸前世的情人。记得有次老爸在给我买面包的途中买了一个发卡送给我，非常好看，红

色带着亮色的珠子，我奇怪老爸这样细心和贴心。凡是出差老爸必会给老妈和我买各

种东西，吃的用的穿的。我和老妈都相信他的眼光，他不单陪我们逛街，还主动买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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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衣服，每人的尺码了然于心，现在老妈和我比较好的衣服都是老爸买的。

老爸是个感情丰富的人，他看四川地震或稍微感人的画面都会忍不住流泪。我曾

为了让老爸戒烟，收集老爸吸烟后剩下的烟头，在纸上贴成“请勿吸烟”作为礼物送给

他，他看到后毅然决定戒烟。老爸非常幽默，家里只要有他，家里满是弥漫着开心快乐

的气息。不是逗逗老妈，就是逗逗我，气得我追着他满屋子跑。

老爸身上的艺术细菌，哦，是艺术细胞很多的。流行歌曲会唱，舞蹈动作会做，还会

画画，曾对着镜子画过自画像，非常像，我保留着他的很多手稿。此外，他很喜欢看书，

年轻时曾从图书馆借了买了很多书，我小时候经常翻看家里书柜的书。他出差还会买

很多书给我，记得高中那时我很迷恋《红楼梦》，他曾为了给我买一套红楼梦的碟，出差

时跑了多少书店最后高价给我买回一套。当时我只是喜欢那样东西了，不知道买东西

的人在里面饱含的心血和亲情，现在才知道不知多少东西里面是注入厚重的浓浓得化

不开的父爱。

我一直都希望找个像老爸一样的老公，虽然现在这个离老爸还有一定差距。之前

误会老爸老妈也是“见钱眼开”的主儿，希望我能找个大款之类的，但是当我找了他时，

爸妈却尊重我的选择，只是说其实希望我找的人可以对我好，很多东西可以靠自己奋

斗。就像春晚的一句话“有房子不代表有家，有爱才有家”。在我要出嫁的前夕，老爸像

个孩子一样对他说，我养了疼了这么多年的女儿啊，就这样交给你，你能让我放心吗？

当时我泪如雨下 ~~ 老爸啊，放心吧，我们一定好好的，虽然我们没有房子，没有车子，

但是我们还有梦想，有爱，这些可以让我们走得更远。

朱自清的《背影》感动了几代人，我只想写写我的老爸，今年的父亲节我问老爸要

什么礼物，老爸说：你们好好的就是最好的礼物。老爸老妈们只是付出，心甘情愿的付

出。老爸您腰间盘突出发作时为了不让我担心，连学医的女儿都没告诉，直到疼的不

行；老爸您带着退休的老妈重返她心仪已久离别 30 多年的故土；老爸您为了我的成长

不知道操了多少心。我是风筝，不管飞多远，一头始终抓在您和老妈手中，只要您稍微

一收线，我就会回到那个温暖的家，回到这棵大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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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火与石头———费孝通“差序格局”思想小议

前几日，负责几位芬兰的留学生的饮食起居，日日相处，中西文化和传统的碰撞又

在心里起了波澜，遂忆起费老“差序格局”中的行文，便翻来重温，着实又有一些收获。

费老眼中，西方社会以个人为本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好像是一捆柴，几根成一

把，几把成一扎，几扎成一捆，条理清楚，成团体状态；中国乡土社会以宗法群体为本

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亲属关系为主轴的网络关系，是一种差序格局。在差序格

局下，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结成网络。这就像把一块石头扔到湖水里，以这个石头

（个人）为中心点，在四周形成一圈一圈的波纹，波纹的远近可以标示社会关系的亲疏。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比喻，我们小时候都听过这样的故事，父亲临终前把 10 个儿子

叫在一起，让他们掰筷子，一根筷子很容易折，10 根筷子就不容易折了，意思是让儿子

们齐心协力，不要内讧，这个故事很像西方社会的模式，只不过我们的老祖宗虽然强调

了团结的重要，但是真正办起事情来，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还是免不了

人性内部的石头本性，投石问路，波之所及，才是自己的势力范围，也难怪，中国人改不

了内心深处的“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的顽固和迂腐，更难怪，中国人的自我主义滋

生出的各人自扫门前雪，让极权和独裁有如此大的用武之地，浓重的政治氛围几千年

而不散，因为，一抓就死，一放就乱，要么就是做奴隶而不得的官逼民反，要么就是老子

天下第一的妄自尊大，管理这样的一堆石头们，没有点儿硬招儿还真不行。

然而，石头入水，无论引起多大的涟漪，最终的命运还是沉尸河床，寂静无闻，柴的

命运则不同，好歹轰轰烈烈烧一场，火上一回再走不迟，况且，柴，容易捆装，体积规则，

一根细绳，就足以全盘拖走，单独使用，近距离肉搏，也是不错的防身武器，石，造型各

异，无法打包，包装石头，需用网兜，网眼大了还不行，疏而不漏才是上道，否则大石小

石撒一路，造就狗熊掰玉米的翻版

不过话又说回来，石的坚硬与恒久，是柴永远比不上的，比起功能，柴盖的木屋，怕

水，怕火，怕大风，石垒的房子，火烧不坏，水冲不走，风刮不到，保暖隔热效果大大的

好，冬暖夏凉，殊不见，圆明园里剩下的都是石头家伙，木头碴子一个没有，尼亚加拉大

瀑布的背后可不是木头撑着，石崖石坡是也，玛雅人神秘蒸发之后，留下了一地的石塔

石柱让人类惊叹不已，三峡合龙，堰塞抢险，巨型的天然巨石立了头功，所以说，石头虽

然不好团结，但是假如绑在一起，定能胜天。

石一般的国人，心中的自我主义根深蒂固，因此，盲目地压制和约束只能换来表面的

和谐，真正源于内在动力的道德约束也许会比法律的约束更加有效，托马斯潘恩在《常识》

中说过，社会的产生是由于人的欲望，政府的产生是由于人的罪恶，因此，作为政府管理工

具的法律，是种消极的保护，而作为内心准则的道德，是种积极的促进，所以，最终实现人

性自由的方式可能正是植根于东方文化，这让我对中华民族的未来充满了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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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导致医患关系恶化？

饶书权 基础所

最早听到医患关系这个词大概是在 07 年初罢，当时对这个词的内涵并不十分了

解，但直觉告诉我这个词里隐藏着杀机，但如果有人在其后面加上“好转”、“良好”等词

时，似乎也并不是那么可怖了，每个从事医疗行业的工作者也会心情舒畅，长长地呼出

一口气！

但很遗憾的是，医患关系并不是良好的或好转的，而是紧张的并且恶化的。有调查

表明，2005 年 -2008 年是医患关系最紧张的时期。千余份针对临床医生的调查问卷的

结果显示，在 90%的临床医生中发生过医患关系的问题，10%的临床医生曾被患者或

其家属殴打。在这里举两个例子略加说明。2006 年 12 月底，位于深圳市龙岗区的一家

民营医院———山厦医院为了防止患者家属闹事，医院的医生、护士头戴钢盔上班，保安

手持棍棒守卫，甚至还有警犬参与守门。挽救生命的神圣之地，为什么会出现头戴钢盔

的战地景象？医患关系为何会严重到如此程度？另外一个例子发生在国内某著名三甲

医院，某患者在医院意外死亡，其家属纠集十余人手持砍刀在医院叫嚣要求惩治患者

的主治医生，结果将一名年逾古稀的老教授砍死。笔者本科所就读的医学院也曾多次

发生医疗纠纷。

曾有人开玩笑地说：如果你痛恨一个人，那么就诅咒他下辈子到中国当临床医生

吧！足见中国医疗关系之紧张。

如此恶劣的医患关系究竟是历史的必然，还是中国特色的偶然？答案也是仁者见

仁、智者见智，难以达成共识，但我想每个人应该有自己的预判断和再判断，并最终形

成自己的答案。

也许有人会说，医患关系之所以紧张是因为当前医疗工作者的医疗技术不过硬、

不扎实，导致很多疑难重症无法诊断。他们认为，当很多令患者痛苦不堪的疑难重症都

能治愈的话，医患关系就不会紧张了，而是一片和谐。持这类观念的人，主要是一些在

医学领域有所成就的老教授，他们在属于他们的时代里都是医疗队伍佼佼者，并且以

勤奋刻苦、谨慎踏实为标杆。这样一来，势必不会出现过多的医患关系。试想当别人都

无法医治患者的时候，患者就会有一个心理预期，当他们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这些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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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教授的时候，即使治不好也不会有任何怨言了。但我想，似乎这些老教授关注的焦点

有些局限性，或者说没有关注到真正的焦点，医疗技术的优劣充其量只是一个外部因

素而已，并且不管好坏，只要医生竭尽全力，病人有何怨言可言？

还有人会说，医患关系的根本原因在于医疗事故发生的必然性。深入点讲，医生作

为一个职业，同其他任何职业一样，在多次重复操作同一个事情或大量操作不同事情

的过程中会产生错误，具体体现在可能会有拿错药、动错手术的情况，这种错误的必然

存在同患者对医生的期望值（患者认为医生是不应该也不可能出现误差的，医生经过

良好的科学的训练，怎么可能出现误差呢？）不吻合，最终导致医患关系紧张。说这种话

的人，通俗点讲，多是政府代言人。在这里提出这个词，没有褒贬的意思，只是苦于实在

没有更好的词来表述持这种观念的人了。他们的立场或他们根深蒂固的观念决定了他

们的想法。但显然这种想法是有偏颇的。我想，大众，包括患者，都能明白医疗事故的存

在，不然他们在把他们自己的生命交给医疗工作者的时候，就不会显得心惊胆战了。但

他们在乎的是医疗事故（错误）的频率太高了，他们在乎的是怎么样才能减少这种事故

发生，他们在乎的是医生，尤其是临床医生，什么时候能有高度的责任心来对待每一个

病人？当一个医院一年发生医疗事故寥寥无几的时候，患者也不会瞎折腾的，如果他们

去折腾，他们都会觉得自己是傻子。中国人的从众心理关键在于一个“众”字，当医疗事

故少得可以忽略不计的时候，何来这个“众”字？

同样还有人说，医患关系的紧张在于医疗行业的垄断。医疗行业只赋予权利给那

些持有执业医师证的人，说白了，这就是赤裸裸的垄断。如果这种垄断不存在了，又会

是一副什么样的光景呢？有持不同观念的人可以想想。

笔者认为医患关系紧张的根源在于医生对患者，甚至对患者的生命，淡漠了。当一

个医生敬畏生命的时候，那么他的每一次手术、每一次诊断都会是小心翼翼并且如履

薄冰的，自己诊断不了的病症会以会诊的方式寻求解决方案，而不是武断的做出结论。

很多医院的很多内科医生每天上午可以诊断 100 个甚至更多的病人，可以稍微计算一

下，坐诊时间为 8：30（或 9：00）到 11：30，那么每个病人用时为 2 分钟不到，如此草草诊

断，误诊率将会有多少?这是不是足以说明医生对患者变得淡漠了，淡漠到再也不会对

患者嘘寒问暖，淡漠到出现医疗事故的时候只会通知家属“没想到手术过程中，他 / 她

还患有……”。也许很多医生开始反驳了，“我在施行手术的时候都会极其认真，在术后

观察中，甚至会趴在地上观察病人尿的滴数，每一个病人的病情我们都是牢牢地仔细

地记录在案”。这些驳斥也许在外行看来很有说服力，但在内行眼里却是多么的苍白与

无力啊！施行手术可不比临床诊断，多一刀、少一刀都是关乎生命的大事，我相信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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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也没有多少医生敢在手术过程中打马虎。再者观察尿的滴数，你不趴着还能站

着不成？

此外，中国的医疗政策也是一大隐患，医保制度和医疗资源在各个地区的不平衡

分布也是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之一。医保制度导致医患关系紧张的本质是医疗资源在

人群中的分布不平衡。医保制度，坦白的说，终将是少数人受益的一项政策，并且是有

钱人受益多，没钱人受益少，然而中国的现状是没钱人比有钱人更多，这样势必会加剧

医疗资源在人群中的不平衡分布。医疗资源的不平衡分布，在现阶段大家都对自己的

生命看得更重的情况下，会使绝大部分人涌向大型医院就医，往往大型医院人满为患，

小医院却门可罗雀，这种状况直接导致医生和患者的局部不平衡，医疗事故时常发生

也就不足为奇了。协和医院放射科主任金征宇曾提到：我曾想卫生部有关人员提议，在

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些基本医疗免费保健医院，药品种类少一些，医疗器械差一下，但能

保证小病小患的治疗不存在问题，那么这样就能使患者尽可能地分流，而不至于导致

大型医院人满为患，医患关系也不会太紧张。但他的建议并没有被采纳，各中原因值得

玩味。

行文至此，总觉言犹未尽，似乎在 China 谈论医患关系总会牵扯到很多很多，问题

的复杂程度会让你如泰山压顶一般喘不过气来，各种关系如千丝万缕一般，当你理清

楚这个关系的时候发现原来这个关系又受别的关系的控制了。思索良久，仅能最大限

度得把所想到的原因加以过滤，仅选择与医患关系有直接因果关系的加以讨论，如有

不对的地方，还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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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ins，Genes，and Diseases”
首届吴宪吴瑞国际学术研讨会

The Inaugural Hsien Wu and Ray Wu Symposium

2011 年 7 月 28 日—30 日

2011 年 7 月 28 日至 30 日，北京协和医学院医学分子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基

础学院生物化学系主办了

“首届吴宪吴瑞国际学术研讨会”。本次研讨会主题是“Proteins，Genes，and Dis-

eases”，为纪念知名学者

生物化学家吴宪在蛋白质领域和吴瑞（吴宪儿子）在分子生物学领域作出的突出

贡献。围绕主题，本次研讨会邀请到了众多学者，其中包括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4 人，

还有来自康奈尔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耶鲁大学、NIH、霍普金斯大学、芝加哥大学、多

伦多大学、密歇根大学、National Jewish Center 等国际高校研究所的学者，另外还有

NIBS、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所等国内一流学府研究所的学

者，并做了精彩报告。

此外，为纪念吴宪、吴瑞为中国生命科学领域科研和教育作出的贡献，本次研讨会

专门安排了吴宪先生铜像揭幕仪式。我们非常荣幸请到吴宪、吴瑞家人出席本次研讨

会，包括吴宪女儿

Christine、吴瑞夫人

Christina、吴瑞儿子

Albert、吴瑞女儿

Alice、吴宪外孙子

Joseph、吴宪外孙女

Debra、吴瑞女婿

Lewis、吴瑞外孙子

Alex 和吴瑞外孙女

Adriana。

本期《协和号》

的协和论坛中将分

享国际研讨会的精

彩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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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者 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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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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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刊《协和号》征稿启事

《协和号》作为院校研究生会会刊，是由北京协和医学院研究生会主办，面向中国医

学科学院 & 北京协和医学院各院所学生群体（各院所研究生、八年制医学生和护理本专

科生）的综合性期刊。现面向北京协和医学院全体同学老师、学生社团、院校部门征稿。
办刊宗旨：

“求真，思辨”是办刊宗旨，“展现协和学子风貌，发扬协和人文底蕴”是办刊口号。

我们面向协和学生群体，努力地为每个同学提供一个了解这个群体的窗口。我们尊重

每一个协和学子，平等地为每位同学搭建一个向大家展示自我的舞台。我们铭记协和

的人文底蕴，希望能给予协和学子更多一份的熏陶。我们不忘协和学子的社会使命，尽

力地为同学提供一座连接社会的桥梁。
杂志定位：

北京协和医学院研究生会会刊，主要面向院校学生及相关部门老师刊发。以自主

创作为主，兼以时事新闻、学术科研、临床见闻等为辅的校园综合性杂志。
栏目设置：

目前，《协和号》共分为 9 个版块：

1.《名家风云》：协和内外名人名医名家的名言名事；2.《风飘研会》：协和研究生会

的那些事；3.《风尚阅读》：好影好剧好书好诗好句好词；4.《英语世界》：Country,Man,

English；5.《校友风采》：我们身边的“大明星”；6.《协和评论》：他她它—我的所见所闻所

感所想；7.《涂鸦天地》：我的文章我做主，我以我笔荐人间；8.《非诚勿扰》：对医院对科

室对导师对学长对他对我，我最想说……（不记名）！9.《心芥心界》：孤独抑郁迷茫彷徨，

净界静界境界精界……（我们将根据来稿调整版块）。
来稿需知：

1.不限文体、内容，同时欢迎摄影书法绘画等作品。

2.可以推荐他人或使用个人博客或校内等文章，如若添加个人感悟那是最佳。

3.投稿建议：注明作者的详细通讯地址、联系电话，以便文章采用我们能够及时快

捷地与您取得联系。

4.文章署名可以用笔名，也可匿名，尊重作者意愿。

5.编辑部在尊重作者原意基础上对来稿有删修权，不同意删修的稿件请在来稿中声明。

6.可以开设个人专栏，成为特邀评论人。

7.优秀作者可以授予证书及奖章，并有机会加入研会记者团。

8.文章一经采用，会有相应给予 30 元 -50 元不等的稿费，欢迎来稿。
投稿方式：

1.电子版发至信箱：PUMC_GSU_MC@163.COM

2.校内文章可以直接推荐给协和研会校内帐户，文章可以分享链接或转载。

研究生会媒体中心《协和号》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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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协和医学院研究生会
招新工作安排

北京协和医学院研究生会成立于 1985 年，是由院校各所院在读硕士研究生、博士

研究生组成的群众性自治组织（见《研究生会简介》）。为研究生会的长期发展，并为院

校研究生提供公平开放的实践平台，我们计划在 2011 级新生入学之际进行研究生会

招新工作（新、老生均可申请），并成立第 26 届委员会。

招新工作安排如下：

入会申请

申请人需填写《申请登记表》一份，可以通过以下渠道获得：“协和医学院研究生

会”新浪微博、“协和医学院研究生会”人人网公共主页、院校研究生院主页 > 学生活动

等；纸质宣传单背面；第三期《协和号》附件《北京协和医学院研究生会会员申请登记

表》。

申请人需在开学后第二周周五（9 月 9 号）晚 10 点之前将纸质版申请交研会相关

负责人（研会现场接受登记表时间拟定第二周周三 9 月 7 日中午在新科研楼一层）；或

者将电子版 （或扫描版） 于 9 月 9 日晚 10 点之 前发送到研究生会 邮箱

（PUMC_GU@126.com，成功发送后邮箱将自动回复）。

简历筛选

申请人递交申请后，我们将在第二周末确定进入面试者名单，并在周一前告知面

试安排。

组织面试

研究生会面试初步安排在第三周（具体待定）。

公布名单

本届研究生会招新工作将在开学后第四周结束，确定新入成员并告知公示，颁发

聘书及工作证。

北京协和医学院研究生会招新工作将于 8 月 24 日全面启动，敬请关注！本次招新

工作负责人：饶书权 15810925265；吴朝 15201498547；陈斌 15201556778。协助：祝红

（基础所）、朱竞阳（药生所）、刘爽（协和医院）、吕春婉（药物所）、陈乐创（肿瘤医院）、焦

若男（阜外医院）。

附件：《北京协和医学院研究生会会员申请登记表》

2011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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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协和医学院研究生会

会员申请登记表

姓名  性别  籍贯  出生年份  

院（所）  目前专业  

本科学校  本科专业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竞聘部门    QQ 号码  

照片 

（1寸免冠） 

部门选项 1办公室；2人力资源部；3宣传部；4学术部；5文体部；6外事部；7 协和通讯社 

个 
人 

简 

介 

 
 

 
 

 
 

 

 

特 

长 
兴 

趣 

 
 

 

 
 

 

意 
见 

看 

法 

 
 

 

 
 

注：①请于 9 月 9 号晚 10 点之前将纸质版交研会相关负责人；或将电子版发送到院校研究生

会邮箱（PUMC_GU@126.com）。 

②联系人：饶书权  15810925265；吴朝  15201498547；朱竞阳  15201508020；陈斌
15201556778。 

 

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