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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
RESPIROLOGY

如今，北京青年呼吸

学 者 沙 龙 已 走 过 18 年。

从这里走出来的全国中青

年呼吸学者论坛（中华医

学杂志英文版主办）已经

举 办 了 11 届， 而 中 华 医

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年会青

年沙龙更是成为了青年学

者的另一个舞台。

在学术会议应接不暇

的情况下，如何让沙龙更

具朝气，发挥沙龙思想交

流的功能，成为新老通讯

员关心的问题。

“首先，沙龙讨论的

应是最新的学术进展，体

现即时灵活的特点；其次，

专业领域可有目的地选择

尚无定论的话题，有利于

开阔视野，提出新观点，

开 展 新 研 究， 从 而 体 现

新、快、有趣的特点。在

形式上，要避免‘讲课’，

可以有引导性发言，作为

当期沙龙的主持人即承办

者， 要 了 解 话 题 研 究 动

向、所涉及的不同观点，

用最短的时间讲述清楚，

当然最重要的是要让大家

讨论。”孙永昌说，医学

发展更多是靠交流才能提

高，在交流过程中分享学

术、工作经验体会，相互

促进，形成积极进取的氛

围。从这个意义上说，沙

龙仍有办下去的必要性，

而且还要越办越好。

“一个有远见的学科

必须培养青年人，要永远

对青年人怀着欣赏、帮助、

提携之心，为青年人搭建

学术交流平台，给青年人

创造增进共识、促进协作

的机会；随着年龄增长，

要提醒自己不要形成‘老

人’心态，要保持青春活

力，保持对学科发展的责

任感。”这是如今已成为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

学会呼吸病学分会主任委

员王辰的最深体会。

学术最可贵的是自

由，而这正是北京青年

呼吸学者沙龙的特质，

她给予每一位参与者平

等的身份，让大家自由

争论、展示自我。我被

她深深吸引。

在几乎不受束缚的

环境中，旁人的发言总

会在不经意间启迪我的

思维，拓宽我的视野。

一些独特有趣的角度甚

至会激起我的好奇心，

让我更加感受到学术的

魅力。

希望这种自由的气

氛一直持续下去。希望

更多的人能参与进来，

让大家在自由的学术气

氛中展开观点的碰撞，

激 发 出 更 多 思 想 的 火

花；让所有参与者都能

更好地共同进步。

——北京协和医院  

邵池 

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讲述北京青年呼吸学者沙龙的故事
▲本报记者  陈惠  宋攀    摄影   王雅萍

1996 年初夏的一个晚上，三十出头的王辰接到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编辑部主任王娟老师电话：

“咱们要不要组织一个北京地区青年呼吸学者的沙

龙？主要是想给在呼吸病学领域做过较多研究工作

的青年学者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研讨学术的平台。”

王辰立即表示同意，他找到何权瀛大夫和林江

涛大夫商量。大家一拍即合，非常兴奋。在时任中

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主任委员朱元珏教授等老专

家的支持下，在王娟老师的协调下，几个呼吸学科

的年轻人组成了北京青年呼吸学者沙龙。

沙龙交流弥足珍贵
刚开始时，沙龙每两

个月举办一次，渐渐地大

家都觉得“不解渴”，改

为每个月一次。每个医院

派出一位代表做通讯员，

以“坐庄”的形式来组织

活动，确定话题。

每到“沙龙时间”，

北京各医院呼吸学科的年

轻人们不约而同地走进呼

吸沙龙。在这里，他们围

绕一个主题自己讲课，热

烈讨论，发表着他们或稚

嫩或成熟的思想。有时讨

论变成争论，争得面红耳

赤的，但沙龙一结束，大

家又挨肩搭背、嘻嘻哈哈

地走出去。

“那时的环境与现在

不一样，学术交流少，获

取知识渠道少，只能通过

有限的英文杂志了解国际

进展。所以沙龙就成了难

得的交流平台，所有人都

非常珍惜。每一次相聚都

是思想交锋，都能碰撞出

无数火花。而且我们不仅

仅讨论专业话题，还探讨

行医过程中遇到的人文、

社会问题。”

在 北 京 同

仁 医 院 孙 永 昌

教授的描述中，

每 一 次 聚 会 都

是酣畅淋漓，年

轻 人 呼 吸 着 自

由的空气，思想

在飞舞。

15 年  接力棒传到了下一代

一 晃 15 年 过 去，

2011 年， 当 时 的 青 年 才

俊已经成长为各大医院的

科主任、学科带头人。患

者越来越多，科研项目一

个比一个重大，大家聚在

一起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

了。看着各自头上点缀着

的白发，他们意识到，该

是把接力棒传递给下一代

的时候了。

担任沙龙召集人的王

辰提议退出，让新一代年

轻人登上舞台。沙龙的“元

老”们成立了一个“沙顾

委”（沙龙顾问委员会），

孙永昌接任沙龙召集人，

他的任务是帮助沙龙更新

换代。由老通讯员推荐新

通讯员，组成新一届核心

成员。新成员同样是充满

激情的年轻人，尽管如今

学术会议越来越多，学习

的机会也越来越多，但每

次沙龙举办，他们仍然自

觉地从北京四面八方赶过

来。因为这里的空气是那

么的不一样。

“新一代核心成员继

承了老一代的国际视野。

他们大多受过良好的国外

教育，不仅能阅读英文期

刊，还可以随时上网查阅

文献。他们的视野更开阔，

吸收信息更快，对问题也

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

从 2009 年开始参与沙龙协

调工作的中华医学会《中

华结核和呼吸杂志》编辑

吕小东说。现在，每月定

期给各医院通讯员发通知

的任务落在了他的身上。

“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

学术自由特质
深深吸引着我

医生这个职业需要

不断学习。随着信息技

术的发展，信息传递和

变换的速度加快，时刻

追踪前沿、有价值的信

息，对临床工作繁忙的

我们来说，精力有限。

但是在北京青年呼吸学

者沙龙，每个人的发言

都能带来新鲜信息，相

当于自己多读了一些文

献，我很享受这种“不

劳而获”的感觉，大家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现在沙龙的参与者

大多来自于北京城区，

真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

借助远程会议等科技手

段，让感兴趣的郊区医

生、全国医生，都能参

与进来。

——北京军区总医院

杜玉国

参加沙龙交流
收获成倍信息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何权瀛教授收藏了每一期《沙

龙通讯》，如今也已退居“沙顾委”的他说：“过

去属于历史，未来属于青年。”

学科建设

参与者说

每到“沙龙时间”，北京各医院呼吸学科的年轻人们会不约而同地走进呼吸沙龙

青年学者在热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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