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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5

他们是义无反顾报考医学专业
的“医二代”，他们说———

    生命垂危时，是那

一席白衣，给人以生的

希望； 疫情突袭时，是

那一身战袍，给城市安

全的力量；在少年人的

眼中，他们是救死扶伤

的英雄，是温暖人心的

“天使”，更是自己渴望

成为的模样。

这两天，随着高考

录取通知书陆续发放，

又有一批年轻学子义

无反顾地站在了“医学

梦”起航的地方，其中

就有一群“医二代”。 他

们的成长似乎都有相

似的经历：向往学医的

初心，来自父母言传身

教的启蒙———他们的

父母一心扑在这份事

业上， 对科学不懈追

求，对生命敬畏关爱。

所以年轻的他们想要

接下这根接力棒，想

努力承担起它的重量，

也想感受它带来的成

就感。

非常了解,并依旧热爱

    本报记者 易蓉 陆梓华

实习生 陈蕾

做基础医学科研，是件又苦又“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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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 说 ：

“我想学医，

特别想学医，

因为：非常了

解并依旧热

爱！ ”

父母 起

初犹豫了，他

们深知这份

事业的艰辛

和沉重，舍不得女儿也吃这份苦。 可

是女儿很执着———拉着父母做职业

规划测试，展示着优异的学科成绩，

讲述着对这份事业的深思熟虑。 她

的热情和她眼里期待的光芒， 难以

忽视。 于是，医生父亲对她说：“自己

选的路，咬着牙也要挺下去。 ”

辽宁省实验中学毕业生王一

涵以 690 分的高考成绩被上海交

通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八年制专

业录取，她要用实力证明，继承父

母的事业，择医这件事“我可以”。

王一涵的爸爸是名神经内科

医生， 妈妈是医科大学的老师，姥

姥年轻时虽然受时代条件限制没

有实现学医的梦想，却也常常翻阅

医学书籍。 小时候父母外出留学，

她和姥姥一起生活，每晚睡觉前姥

姥总是将她抱在怀里，用一个个生

动的小故事讲述着医学书上那些

晦涩的内容。 所以王一涵比同龄孩

子更早了解基本的生理卫生常识，

很小就对人体结构非常感兴趣。

医院和实验室是她成长过程

中最熟悉的空间。 那些家中无人看

顾的假期，王一涵几乎都是在医院

里度过，感受着医生护士温暖的关

心。 可随着年龄增长，在候诊区里

看到病人和家属的担忧，看到患者

病愈的笑脸，她对医护这份职业有

了更真切、更强烈的感知，“学医不

只是获得尊重的名头，更重要的是

它承担着责任———尽力拯救每一

条生命的职责。 ”

于是，她想选医科。 面对父母

的犹豫，她有理有据积极说服。“我

不是空有一腔孤勇，学医对我来说

并不困难。 学医是我的理想，我渴

望郑重地讲出那一句‘健康所系，

生命相托’，我想继承爸爸的事业，

让绝望的患者看见治愈的希望。 ”

收到上海交大的录取通知书，

王一涵开心极了。 暑假里她已经让

自己忙碌起来，学英文、锻炼身体，

与学长学姐交流做入学准备。 未

来，她想选产科或眼科，“产科将新

生命带到这个世界，也能帮助高危

产妇生产，非常有意义。 眼科也不

错，因为我是近视眼嘛，或许能从

帮助自己开始，远离厚重的镜片。 ”

    “要说学医需要一个理由，对

我来说应该是医生这个职业的成

就感。 ”上海中学毕业生黄彦翔是

一位“医二代”，他对医生职业的强

烈认同感，来自儿童康复科医生妈

妈的工作经历。

日前，小黄收到了复旦大学上

海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他以综合

评价第一、高考 606 分的好成绩被

8年制临床医学专业（卓越医生计

划）录取。

黄彦翔的妈妈在复旦大学附

属儿科医院康复科工作，用专业知

识和技术判断幼儿的发育情况，帮

助发育异常的孩子通过康复训练

获得健康生活。 每天的晚餐也是一

家人温馨的聊天时间，妈妈总会说

起医院里的事，患儿的健康、家庭

的命运、康复训练的不易、新技术

的落实、科研的进展，妈妈的温声

细语讲述着点点滴滴，在黄彦翔的

心里日积月累，渐渐勾勒出清晰的

医者责任和仁心。

为了更接近梦想，黄彦翔一直

在努力。 他就读于上海中学科技

班，在班主任赵奇玮眼中，这是一

个成绩拔尖、知识面广且梦想非常

坚定的学生。 在上中，小黄也有不

少医学路上的同行者，他们每周有

两个下午的时间，可以根据自己的

爱好和特长开展课题探究。 小黄利

用这段时间研究了母乳干细胞的

基因检测，发现母乳干细胞含量随

产乳阶段不同而发生变化。 这个通

过实证研究揭示生理机制的过程，

令他更进一步走近医学，“感觉像

是用理性破译生命的谜题，这种奇

妙的感受很棒，也是科研过程中最

大的收获。 ”

餐桌上与“医”有关的话题，小

黄渐渐参与讨论，特别是说起医患

关系矛盾，常常会多聊几句。 他认

为随着法治建设的推进和公民素

养的提高， 未来医患关系将会改

善， 他和妈妈一样对未来有信心。

或许因为妈妈分享的患者故事总

是充满温情的，黄彦翔也会站在患

者立场考虑问题， 保持一份同理

心，“妈妈经常说，医护工作是一项

公共服务， 医生这个职业有光环，

更需要有大爱。 ”他在书里看到一

段罗素的话， 特别认同———“我的

一生被三种简单却又无比强烈的

激情所控制：对爱的渴望，对知识

的探索和对人类苦难的难以抑制

的怜悯。 ”

    因为兴趣广泛、 成绩优异，摆

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学高三男生颜裴

松面前的选择曾有很多———他喜欢

英美文学，一度想报考复旦外文系；

高二时参与模拟法庭的经历， 让他

对法律产生了浓厚兴趣，并被香港

大学法学专业录取。 然而最终，他

选择了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8 年

制临床医学专业（卓越医生计划）。

小颜的父亲颜宏利是长海医

院生殖中心主任、 博士生导师，长

期从事遗传性疾病和肿瘤的研究，

母亲则从事临床营养学方面的教

学工作。 疫情期间，父亲随上海医

疗队援鄂，而对医学的崇敬，小颜

从儿时就萌生了。 从小，他见得最

多的是父母泡在实验室、埋首书桌

前的身影，这让他觉得，基础医学

研究虽然艰苦，但很“酷”，也很有

意义。 小颜初中时，父亲作为访问

学者赴美交流，他也随父亲赴美读

书，课余时间有了更多进实验室的

机会。 他开始畅想，将来自己也能

在这样的环境中，体现探索和发现

带来的成就感。 小颜喜欢物理，在

《费曼物理学讲义》 这本物理学经

典著作中， 他读出了对医学的思

考———脑科学领域有关神经电位

方面的研究，不就是物理在医学领

域最典型的应用吗？

父母都有丰富的科研经历，

“扔” 个课题给儿子让他获奖并不

难。 然而，小颜却从来没有获得这

样的“福利”。“父亲会在散步时和

我讨论一些最近的发现，也会指导

我做些小课题，但并不会帮我做。 ”

初中时，因为时常被提醒“隔夜”饮

料不能再喝， 小颜就想着测一测，

不同饮料开封后放置多久是安全

的。 微生物取样、细胞培养、计数统

计……他从头开始学习基础科研

方法，受益匪浅。“科研更要非常严

谨。 ”小颜发现，任何一个实验结

论， 背后都是无数次重复性操作。

每一个数据都容不得半点马虎。

高中时， 小颜参加复旦大学

“步青计划”科研见习，走入了复旦

大学上海医学院的大门， 高三时，

他又参加了医学院的体验营活动。

这个暑假， 他除了翻阅家里的专业

书籍，还问父母讨来论文，练习如何

给论文写摘要，如何翻译成英文。

“健康和生命是永恒的主题，

我们在任何时间都要保持敬畏。 ”

颜裴松说，对于学医之路的艰难和

枯燥，他早已做好准备。

    “学医志向在熏陶下萌生，在

疫情中坚定。 ”晋元高级中学毕业

生徐弈终于如愿考上上海健康医

学院临床医学专业， 她暗暗立志，

未来要成为像妈妈那样认真为百

姓健康服务的医务工作者。

徐弈的父母都在奉贤区的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爸爸是放射

科医师、 妈妈负责公共卫生管理。

今年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将徐弈

的爸爸妈妈推上了抗疫前线———

作为社区医务人员负责上门测温、

观察记录居民健康状况，最高峰时

期管理着 3000 多位居民。 那段时

间也正是徐弈高三最后的冲刺时

间，几个月来一家人一起吃饭的时

间都没有，但她没有抱怨。“疫情让

我更坚定自己的学医理想了。 ”小

徐看到很多医生像爸妈一样早出

晚归，为国家、为民众奉献自己，让

她很感动，同时心中理想的火焰也

愈燃愈旺。

“小时候陪着妈妈值夜班，病

房铃一响，就见妈妈立马冲出去。 ”

那幅画面深深留在徐弈心里，妈妈

认真负责的样子让她对“神圣的白

衣”有了憧憬。 父母对女儿想学医

的想法也很支持， 一家人都觉得

“家里有个学医的有福享”。

疫情里宅家学习的时候，一天

早上小徐突然肚子痛，整个人吐得

起不来。 妈妈判断她可能得了肾结

石，去医院做了 B 超检查，发现果

不其然。 妈妈的精准判断换来她的

早日康复，这件事在小徐看来就是

一份福气，而她也想通过自己的努

力把这样的福气带给更多人。

这场疫情令在社区工作的小

徐妈妈非常感慨，“以往我们更重

视诊疗，其实预防同样重要。 但预

防比诊疗难，更考验基层工作者的

人文关怀，如果能赢得信任，又能

普及健康知识，这是能够逐步提升

全民健康的好事。 ”这些分享最近

常在母女间进行， 妈妈告诉小徐

说，去上海健康医学院学临床医学

专业，去了解全科医学，争取未来

成为能够治未病的全科大夫。

疫情中看着父母的努力，学医志向更坚定了

像是用理性破译生命谜题，这种感受很奇妙

想继承爸爸的事业，让绝望的患者看见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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