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今天起，大家将正式开启在复旦的

“学人之旅”，我有四点看法与同学们分享。

第一，做胸怀天下、心系家国的学人。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几千年“学人

精神”最精粹的表述。复旦学人应当有“向

下”的精神，热爱吾土吾民，学会俯下身、静

下心、扎下根，自觉用脚步丈量祖国大地、用

眼睛发现中国精神、用耳朵倾听人民呼声、

用内心感应时代脉搏。也应当有“向上”的精

神。进入复旦，就有代表中国学人参与全球

竞争合作的义务，也应有关心人类命运、参

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自觉与自信。

第二，做立足前沿、关注现实的学人。

在当代中国，越来越多的学科和学者把顶

天立地作为发展学术的目标和方法。顶天，

就要站到学科前沿、瞄准世界一流，在前沿

研究中致力于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立地，就

要坚持实事求是、联系实际，将国家战略和

社会需求与自己的研究紧密联系起来，解

决重大实际问题，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第三，做视野广阔、根基扎实的学人。

根深者叶茂，源浚者流长。年轻时，拓展视

野见识，打下坚实学术根基，铸就一流学术

品位，未来应对各种变化才有学养底气。

复旦在本科阶段基本实现了“2+ X”培养

体系全覆盖，通过通识教育和专业培养锻造

大家的核心能力，通过专业进阶、跨学科发

展、创新创业教育和辅修双学士学位等许多

轨道成就同学们的自主发展，让“宽口径、厚

基础、重能力、求创新”的教育目标与“为终身

发展奠基”的通识理念融入同学们的成长。

当代最具变革性的发现和创新往往发

生在学科的交叉融合之中。希望我们的年轻

学人既有厚实的专业素养，又有弘通的思维

眼界，为应对复杂问题和挑战提出创造性解

决方案，在融合创新的沃土上茁壮成长。

第四，做堪当大任、勇毅前行的学人。

校园是追求进步的学术殿堂，不是安逸的

象牙塔。每一代学人都有自己的使命和担

当，复旦学人应当融入国家现代化的时代

潮流、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与新时代同向

同行、共同前进。希望我们的年轻学人不受

纷扰诱惑、不被挫折打倒，有咬定青山不放

松、千磨万击还坚劲的刚性和韧性，用大学

时光奠定一生追求进步的根基。

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校长金力：

成为顶天立地的“学人”

希望同学们在学习期间从“人格、学

格、体格”三方面（所谓“三格”）得到锻造。

所谓“格”，是一种格局、格调，一种品性、品

位、品格。于人而言，是一种特质，是在一般

品质之上的更高境界。

第一，人格。人格较之一般的思想道德

具有更高、更深刻和更本质的涵义，是人的

核心精神操守。对应健康的四大涵义，人格

和心理健康、社

会健康密切 相

关。对于学者、医

者，我们对其人格有更高期待。

第二，学格。学格是一个专业人士、学

人、学者在其专业知识、技术、艺术、学术之

上的学术价值观、审美取向、治学信仰和操

守，更具学术精神与文化特质。于学者、医

者，学格是在一般专业能力、水平之上的学

术品格和核心定力。进取高尚的学格不易。

同学们在学格的铸造上，一定要加倍努力。

第三，体格。体格是在基本健康之外对

健康的更高追求，兼有形态、功能和精神涵

义。它是在生理健康之上，在构型亦所谓形

态上、功能上更高的要求，在构造及其承载

的功能之上体现精神。如果说基本健康没

有包括俊美的涵义的话，体格则包括俊美

的涵义。如果说健康已包括了心理健康涵

义的话，体格就更包括了在精神方面的更

高追求。体格有“体格尊严”之说。古有小说

讲“只嫌体格尊严甚，坐立如山像贵人”，就

是对体格的一种描述———须形神兼具。同

学们对体格应当有所追求。你们的身体要

更加强壮强健，所承载的精神要更加强大，

要体现出老百姓所说的“精气神”。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王辰:

培育优良人格、学格、体格

饶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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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九月的信使传递豪情壮志的篇章，全国各地高校陆续开学。青

年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青少年时期既是学习知识的黄金时期，也是价值观形成、树立理想信念的重

要时期。坚守理想信念、追逐心中梦想，离不开正确的引导与鼓舞。为此，本期编辑部编辑整理了院士

在部分高校开学典礼上的发言，以激励青年学子执著追梦的热情。

贝时璋先生生前说的最后一句话

是，“我们要为国家争口气。”

当我考虑在今天的开学典礼上跟同

学们交流什么的时候，我自然而然地想起

了贝先生的这句话。我感到有责任让大家

听到它，因为我相信，这是一代宗师的遗

训，而我们在场所有人都是继承者。

我很幸运，因为无论是在中国科大

还是在中科院，都是沿着贝时璋先生开

创的道路往前走的。2003年,我所在的

研究组临危受命，在世界上解析了第一

个 SA R S 病毒蛋白质的三维空间结构；

2017年，我作为筹建工作组组长，参与

了中国科大生命科学与医学部的筹建；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我们又率先报道

了两个最核心的抗病毒药物靶点。

每一次重任在肩，都必须砥砺前

行，就像贝时璋先生说的那样，争一口

气，把一切“不可能”变为“可能”。我们

取得了一些成果，这跟运气有关，但很

多时候，运气的到来就是因为我们比别

人多做了一点。唯有想着“争气”、怀抱

纯粹“热爱”的人，才会赢得运气。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际遇。我们

所谓的人生经验对大家或许并不适用。

但是，志之所趋，无远弗届；情之所至，

金石为开。保持“为国家争口气”的定力

和志向，怀抱“对科学探索”的热爱和追

求，是任何年代都不会过时的人生配方。

开学典礼往往是一个成人礼。从今

天开始，每一个人都需要考虑，作为成年

人，怎样度过自己的人生。作为一名学长，

我期待见到大家在最好的年纪，在最好的

大学，用最好的态度，做最好的事情。如果

你想要成为下一个贝时璋，那么今天的你

就要准备好用一生的时间去努力，去争

气，去热爱，这样一时的得失与困难都会

显得微不足道。

今天，我在这里转述贝时璋先生的

遗训，是想提醒各位，“两弹一星”、中国

科大，原本就是为了“争气”而诞生的。

我们的前辈，在国家“十面埋伏”的时候

发展“两弹一星”，解决最大的“卡脖子”

问题。今天，还有很多“卡脖子”问题等

待我们去解决，等待着一代又一代科大

学子前赴后继。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饶子和：

让我们争一口气

院士

作为新一代的温医学子，你们重任

在肩、未来无限。适应变化是逐梦未来

的必备技能，矢志创新是逐梦未来的制

胜法宝，胸怀家国是逐梦未来的核心价

值。要学会适应学习方式、学习环境、生

活节奏的转变，快速融入大学生活，拓

宽视野，自立自强，用热情与活力迎接

每一天；要秉持“敢为天下先”“变不可

能为可能”的创新精神，学会思考质疑，

参与科学实践，不断拾级而上、点亮创

新之光；要把个人的命运、梦想和发展

方向与祖国、人民的需要结合起来，把

自己的人生理想融入到为国家为人民

健康服务的神圣事业中，才能够最大程

度实现人生价值，绘就人生最美的“诗

和远方”。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

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

万户侯。”祝愿同学们在美丽的温医校园

打好人生坚实基础，在祖国的万里长空放

飞青春梦想，成就无限未来！

中国工程院院士、温州医科大学校长李校堃：

逐梦启航，未来无限

明德励志，坚守医者为民初心。道德

是我们作为社会公民所应当遵守的基本素

养。人命至重，有贵千金。对于医学人来

说，“德”是至关重要的精神品质。当别人

以健康和生命相托付，我们只有心怀大爱、

热忱付出，才能不辜负人民的信任和生命

的重托。

笃学求真，勇攀医学科技高峰。在社

会高速发展的当下，也许你们正面临着“内

卷”还是“躺平”的焦虑与彷徨，如何对待学

业、如何度过大学生活，是大家从现在开始

就要用心思索的问题。

行远自迩，笃行不怠。在追求真理的

路途上，行动才是缓解焦虑的最好办法。

笃学，意味着要有克服困难的勇气、百折不

挠的毅力，在孜孜不倦的攀登中始终全力

以赴。走好这条漫长的医路，没有躺平与

佛系的机会，需要的是“衣带渐宽终不悔”

的初心坚守。

厚道力行，回应时代人民呼唤。追求

知识技术和品德操守并不是终点，我们有

更加崇高的价值追求！始终牢记办学初心

的责任使命，心怀苍生、兼济天下的家国情

怀，都已经汇聚成融入北医人血液里“大医

精诚”的厚道担当，汇入到我们的行动中。

抗震救灾、援藏援疆、脱贫攻坚，一桩

桩一件件，作为国家重大战略部署与救援

任务的排头兵，在任何党和人民需要的时

刻，北大医学人都会挺身而出，把“厚道”精

神身体力行地书写在祖国的广袤大地上，到

最艰苦、最基层的地方去，为我国医药卫生

事业发展，“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

健康服务”，提出北大方案，作出医学贡献。

同学们，医学是属于人民、属于全人类

的，选择医学，便是选择了一生的事业。希

望你们在未来几年的学习中，能够深入体

会“厚道”的精神，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

我相信，这个专业永远不会辜负你们，它值

得我们的热爱、坚守和付出。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乔杰：

百十赓续，医路启航

在座的各位即将踏上医学之旅，对此，

我对同学们有四点殷切期望。

第一，家国情怀要深。“以天下为己任”

的家国情怀，始终是山一大人的精神基因。

作为青年学子，要传承好山一大的家国情

怀，践行“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铮铮誓言，

把自己的人生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

起，在与祖国共奋进中书写无悔的篇章。

第二，道德修养要高。“大学之道，在明

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无论是“天下

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大义，还是“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追求，抑或是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推己及人，都要求

青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同学们正处于“三观”形成和确立的重

要时期，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要在山一大优秀文化中汲取滋养，矢志追

求更有高度、更有境界、更有品位的人生，

这样才能在漫漫征途中行得正、走得远。

第三，自身本领要强。“学如弓弩，才如

箭镞。”大学是人生积累的重要阶段。作为

新时代的山一大学子，更应珍惜和利用好

现在的优越学习条件，争取做得更好。希望

同学们大力弘扬“乐学善思、明礼自信”的

优良学风，不“躺平”，不“佛系”，不“摆烂”，

潜心求知、修学储能、增强本领，在追求卓

越的道路上笃定前行。

第四，奋斗精神要足。“功崇惟志，业广

惟勤。”要不辜负这个伟大时代，就必须立

鸿鹄志、做奋斗者。唯有不言歇、不言弃、不

言败地执着奋斗，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

进者、开拓者，才能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

之歌和精彩人生。

中国科学院院士、山东第一医科大学校长陆林：

做能奋斗的新时代英才

乔杰

金力

陆林

王辰

李校堃

（丁思月根据上述院士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整理，略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