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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专家在百年前的这场大流

感中也许并没有发挥一挽狂澜的作

用，但威廉·韦尔奇等人的判断和

提出的防控策略，还是推进了人类

对传染病的认识。经过多年研究，

瘟疫的原因是流感病毒这一结论最

终被查明，对流感的预防和控制从

此开启，这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是重

要的进步。

医学的进步可以说是人类理性

进步的标尺。医学毕业生们的信仰

与技能，最终决定了社会中被称为

“脊梁”的那群人，持有怎样的信

仰与技能。

陈国强院士在毕业致辞中说：

隔屏相望，无语凝噎，这是一次在“告

别”中的告别，在“不见”中的再

见——你们这一代，正在经历人类

历史上最独特的毕业礼；你们这些

准医生，就要扛起人类历史上最严

峻的公共卫生抗疫重任。

他说：“我们期盼并坚信，你

们将如负重前行的前辈，坚定不移

弘扬科学精神，探究生命健康本源。

新冠袭来，天降大任，抵御狡猾的

疫病，唯一的依靠是科学精神，即

求真的认识观，求善的价值观，求

美的艺术观的有机结合。”

瑞金医院院长宁光院士在毕业

典礼上也与毕业生谈起了他对科学

精神理解。“我们应该相信科学的

力量，即便是科学不能帮我们解决

所有问题解答我们所有疑惑时。人

类与病毒、与瘟疫、与疾病的博弈

中，要取得最终的胜利，决定的力

量一定是科学，而这也促进了医学

从萌芽到成熟，不断发展和完善……

科学的方法在不断进步，但科学的

精神永远不变，那就是在批判和质

疑中追求科学的真谛；在实践和实

证中获得科学的灵感；在定量和定

性分析中建立科学的方法；在独立

和包容中扩展科学的内涵；在孤独

和献身中坚持科学的精神；在欣喜

和静谧中享受科学的快乐。”

两位院士不约而同谈起“科学

精神”，是他们在疫情中的思考，

也是他们对学生最高的期待。在医

学这个最讲求科学精神、循证研究

的领域如果都不能做到对理性的坚

守，那么整个社会恐怕就要失去平

衡走向野蛮。

医学后浪，
经受住了疫情考验

“在毕业这个特殊的时间段，

希望你们不要放弃思考，而是更要

静下心来，认真地总结过去，思考

未来。思考你当初为什么选择学医，

思考你走过的这些年是否足够值得，

思考你经历的失败与教训有没有让

1918 年的世纪大流感，约翰斯·霍

普金斯大学在这场流感的研究和防

控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当 时， 医 疗 专 家 进 入 最 早 发

生疫情的美国达德文斯军营，约翰

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威廉·韦尔

奇经过调查后判断，引起大量病人

迅速死亡的疾病是一种新型传染病。

他在德文斯军营内打了三个电话，

第一个电话请一位顶级病理学家来

解剖尸体，发现疾病线索；第二个

电话打给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的专

家埃弗里，他一直在研究肺炎；第

三个电话打给军医署，报告这种疾

病会迅速传播到各个军营。

尽管威廉·韦尔奇没有掌握太

多客观的科学依据，但他的第一判

断显然是正确而且至关重要的。此

后大流感迅速波及全世界，影响长

达 3 年，造成全球当时不到 20 亿人

口中 30% 的人感染。大流感共造成

至少 2500 万人死亡，也有人估计死

亡人数达到 50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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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党委书记范先群为

毕业生拨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