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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教育
EDUCATION

大家观点 住培·抗疫

医教·名画

诚实做学问
▲ 中国科学院院士  施一公

要想在科学研究上取得突破和成功，

只有时间的付出和刻苦，是不够的。批

判性分析（critical analysis）是必须具

备的一种素质。

研究生与本科生最大的区别是：本

科生以学习人类长期以来积累的知识为

主、兼顾科学研究和技能训练；而博士

生的本质是通过科学研究来发掘创造新的

知识，而探索新知识必须依靠批判性的思

维逻辑。其实，整个大学和研究生阶段

教育的很重要一部分就是培养 Critical 

Analysis的能力，养成创新科研的方法论。

对社会人而言，科学研究是个苦

差事；对真正的科学家而言，科学研

究实在是牵肠挂肚、茶饭不思、情有

独钟、妙不可言。靠别人的劝说和宣

讲来从事科学研究不太可行，需要自

己真正从心里感兴趣直至着迷、一心

一意、持之以恒地探奇解惑，才有可

能成为一流的科学家，正所谓“不疯魔、

不成活”。

在这个过程中，独立人格和脾气显

得格外重要。所谓独立人格，就是对世

界上的事物有自己独立的看法。恰恰是

一些有脾气的人不会轻易随波逐流，可

以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

做学问的诚实反映在两方面。首先

是有一说一，实事求是，尊重原始实验

数据的真实性。诚实的学问还有另外一

层重要含义：只有自己对具体实验课题

做出了相应的贡献后，才应该在相关学

术论文中署名。大老板强势署名的事情

屡见不鲜；更有甚者，利用其学术地位

和影响力，使一些年轻学者不得不在文

章里挂上名字，对学术界风气影响恶劣。

（本文选自中国科学院院士施一公于 2018

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

建设宣讲教育报告会上所作演讲报告）

今天，我希望和大家谈谈我自己对于学术品味、学术道德、学术道路的看法。我的观点都来自
于我的切身经历和感悟，也都是有局限性的，更多的是抛砖引玉，希望能够由此激发大家的独立思考。

所有成功的科学家有一个共同的特

点，那就是他们必须付出大量的时间和

心血。实际上，一个人无论从事哪一种

职业，要想成为本行业中的佼佼者，都

必须付出比常人多的时间和心力。

神经生物学家蒲慕明先生在多个神

经科学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十几年前，

身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蒲先生曾经

有一封电子邮件在网上广为流传，这封

邮件是蒲先生写给自己实验室所有博士

生和博士后的，其中的一段翻译过来是

这样说的：“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在实验室里的工作时间，当今一个成功

的年轻科学家平均每周要有 60 小时左右

的时间投入到实验室的研究工作……我

建议每个人每天至少有 6 小时的紧张实

验操作和两小时以上、与科研直接有关

的阅读等。文献和书籍的阅读应该在这

些工作时间之外进行。”

这封邮件写得语重心长，用心良苦。

其中的观点我完全赞同，无论是在普林

斯顿还是在清华大学，我都把这封邮件

的内容转告实验室的所有学生，让他们

体会。

时间的付出是必须的 须具备批判性的思维

科学家往往需要独立人格和一点点脾气

不可触碰的学术道德底线

2020 年 2 月 24 日——中国的除夕

夜，是我人生中最特别的一个夜晚。宜

昌封城，铁路、公路、水路全部限时封

锁；作为一名医生，我连夜赶回了宜昌；

那时，我远远没有想到，一场突如其来

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会带来如此巨

大的影响。

作为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学员，既是学员，也是中心人

民医院的正式职工，本就有集体荣誉及责

任感。2月1日，我如期来到感染性疾病

科继续轮转。每天按部就班查房、写病历、

开医嘱，直到江南院区开始筹备隔离病房。

作为宜昌市新冠肺炎定点医院，且

收治的疑似患者越来越多，最多的时候

一晚上可以收30多个，所有病区全部收

满；我知道，原来重大疫情就在我们身边。

2 月 3 日，医院抽调科室医务人员

支援江南院区，感染性疾病科作为抗击

疫情的排头兵，必须冲到最前面，科室

所有人员到江南院区收治新疑似或确诊

患者；作为还在轮转的住培学员，我接

到这个命令的时候，内心十分不安，恐

惧和压抑让我担心起来。

我担心自己的临床知识不够扎实，

无法胜任工作，同时，对一种未知的疾

病，理论知识也无从谈起。在科室周主

任的鼓励下，我跟随感染性疾病科来到

了江南院区抗击疫情一线；防护培训半

天后，我开始在隔离病房倒班。

每班 6 小时轮班，无论白天黑夜，

起初并不适应，但是为了能够救治更多

患者，我必须适应这种工作强度。每次

进入隔离病房前，必须花费近半小时进

行穿戴，洗手衣、工作服、防护服、隔

离衣、双层手套、N95 口罩、护目镜、

鞋套等一一不能忘，这既是对新冠肺炎

患者负责，也是对医生战友负责，绝不

让病毒有一丝潜入的机会。

收治新患者、查房、写病历、开医

嘱，这些平时习以为常的操作，在这种

环境下也变得异常笨拙；稍微快走几步，

就感觉呼吸不畅、胸闷气促，一天工作

下来，浑身湿透；几个小时下来，不吃

不喝不眠不拉，这是对生理和心理的双

重考验；即便如此，我也没想过退缩，

认真守好每一班岗，不断学习最新抗击

新冠肺炎指南，实时调节作息时间，注

意休息及保护自身健康，坚持到最后。

2 月 3 日到 3 月 3 日，在抗击疫情

一个月之后，随着疫情逐渐控制，我开

始隔离休息14天。回到家，我如释重负，

像是凯旋而归的战士，无比自豪。同时，

这次经历让我受益匪浅，既让我体会到

病毒的无情，也让我体会到医护人员的

大爱精神。正是有了许许多多的逆行者，

才有千千万万患者的平安健康。

作为轮转的住培学员，参加一线抗

击疫情，既是机会，也是挑战，更是荣耀，

这必将对我以后的职业生涯和人生态度

产生深远的影响——“大爱无疆，医者

仁心”。这种不怕困难、逆行而上的勇

气将会激励我不断学习，努力成为合格

优秀的住培医师。

皮埃尔·安德烈·布鲁耶在 1887 

年创作的《夏尔科医生在萨尔佩特里埃

医院讲授癔症课》在医学史上占有重要

地位。马丁·夏尔科这个名字对于世界

上每一名医生来说都如雷贯耳，他是神

经病学家、精神病学家、病理学家。

画作很成功地让读者第一眼就看

到了站在焦点位置的主角——夏尔科医

生。他的表情和姿态自信而威严，显示

出他在医学领域不容置疑的权威地位。

在他左边，身穿白衣与夏尔科形成鲜明

对比的是一名患者，她的姿态非常特

别——病态姿态为“角弓反张”，是癔

症发作时的一种抽搐表现。

扶着患者的医生是现代医学界知名

度很高的医生约瑟夫·巴彬斯基。画作

出于纪实性目的创作，画中的人物基本

都是真实人物的反应。

住培学员一线抗疫
是机会 是挑战 更是荣耀

▲ 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  郑立敏

后生志学者少，但知爱富，不知爱学，临事之日，方知学为可贵，自恨孤陋寡闻。

——孙思邈《千金翼方万病》

医书不熟则医理不明，医理不明则医识不精，医识不精则临证游移。

——赵雄驹《伤寒论旁训·序》

《夏尔科医生在萨尔佩特里埃医院讲授癔症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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