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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知不觉我从蚌埠医学院

毕业已经 50 年了。 近些年,经常有一些挚友或者学

生问我,以蚌埠医学院这样一个地理位置和生源都

不占优势的省属普通高等院校,为什么能够培养出

五位两院院士? 这么密集的入选率即使与顶级的一

流高校相比也难分伯仲,堪称神奇,蚌埠医学院一定

有某种神秘的力量。 实际上,“物华天宝,人杰地

灵冶的安徽,古往今来,都是英雄辈出,从历史上的

管仲、老子、庄子、华佗、毕昇,到近代的陈独秀、胡适

等,尤其是春秋时期思想家老子所著《道德经》,与
儒家、佛家思想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内

核,这种文化的力量,归根结底来自于凝结其中的核

心价值观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可以渗透到任何一个

看得到和看不到的地方,而学校正是学生构建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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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的地方,这些文化元素一定程度影响了学子的

价值观和对世界本质认识的形成与固化,从这个角

度看,蚌埠医学院培养出五位两院院士,也不足

为奇。

1摇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冶

摇 摇 1970 年 9 月 13 日,我来到蚌埠医学院,开始接

受临床医学教育。 1966 年因为“文化大革命冶,全国

各地的中学和大学停止了招生,到 1970 年才恢复,
中间有 5 年的时间空白。 这期间不论是中学还是大

学,大多数老师都下放到工厂、农村、“五七冶干校劳

动去了,只有少数老弱病残的老师留守学校,学校处

于关门状态。 1970 年 6 月 27 日,中共中央批准《北
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高
等院校开始招生复课。 文件规定高等学校招生废除

历来实行的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招生办法,改而

“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

法冶,从工厂、农村、部队推荐一批年轻人(知识青

年)上大学,名称叫“工农兵学员冶。 为什么采取推

荐的办法呢? 因为当时恢复招生最大的困难是:第
一,没有应届高中毕业生,没人来考;第二,大学里没

有老师,没人出考卷、评阅考卷。 当时高等学校的学

制缩短为二至三年,口号是“哪来、哪去冶,又叫“社
来、社去冶,就是从哪里来的,学完毕业之后再回到

哪里去。 有的年轻人想着读完书还要回当地,所以

更愿意去当工人或参军。 那年,蚌埠医学院给了我

们县 10 个临床医学工农兵学员名额,因为我是赤脚

医生,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获得了推荐。 被推荐者

经过层层把关,体检合格后,回家等通知。
我记得是 9 月初接到正式录取通知,9 月 13 日

我们 10 个人背着行囊,坐上一辆公共汽车从县里出

发来到了蚌埠市,学校在公共汽车站设有接待点。
我印象中是一位在校留守的葛老师接应我们,与他

一起的还有另外两位年轻人,推着一个木板车,接过

我们的行李放在木板车上送我们到学校,正式入学

报到。
入学后的第一个学期,基本上没有正式上课,军

训 2 个星期,然后到工厂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与
他们一起参加劳动生产。 我们当时去的是淮南煤

矿,和工人一起下到 800 米深的煤矿里。 刚开始下

矿井的时候我们还很害怕,尤其是钻黑黢黢的煤洞,
煤矿工人头盔上有个灯,工人们都是用灯照着前面

的路,走得很快,我们则是用灯照洞顶,因为怕煤块

掉下来砸到头,小心翼翼的走。 当时一次下井工作

要干满 8 小时,下井前要自带一天的干粮,说是干

粮,其实就是馒头和白开水,连咸菜都没有,就这样,
我们在矿区劳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那个艰苦的

条件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无法想象,但奇怪的是当时

我们没有一个人发牢骚,都是尽最大的努力完成一

天的工作任务。 回过头来看,正是那段经历(包括

在农村劳动)培育了我们吃苦耐劳的意志和对待困

难挫折的态度,后来在科研工作中遇到任何问题,都
能保持心平气和的心态,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法,“天
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冶说的

就是这个道理。

2摇 “多听、多看、多做、多想冶

摇 摇 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结束了,学校又安排学

生接受农民再教育,我们来到了凤阳县的一个五七

农场,和农场里的农民一起下田干活,不干活的时候

老师就带着我们上山采药,一边采药一边教我们认

识草药,讲解草药的药理作用。 有时候遇到当地的

农民和家里人生病,老师就一边看病,一边根据病例

教学,例如遇到肺炎病人,就告诉我们肺炎病例的肺

部啰音是什么样的,让我们都来听辨,这就是当年的

案例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现在很多高等医学院

校仍然在采用。 这种教学模式,当时叫 “开门办

学冶。 实际上,我们当时完全没有任何基础的医学

知识,老师就这样教。 我因为有一段赤脚医生的经

历,还能一知半解听懂一些,有的同学听下来完全不

知所云。 记得当时就有同学学不下去跑回家去了,
回家后想想又觉得不甘心,又跑回来接着学。

第一个学期就这样过去了。 那个时候最困难的

问题是老师都下放到工厂或五七干校劳动去了,学
校没有授课的老师。 要等老师慢慢地调回来,走程

序也很漫长。 留守的老师要么是身体不好,要么有

什么“问题冶,留在学校看守。 值得赞扬的是,他们

可能不是大知识分子,不是最有才学的老师,但这些

老师非常认真,责任心非常强,希望把他们所有的知

识竭尽所能都教给学生,生怕学生学不会,想方设法

教会你。 这种教书育人的敬业精神,对我的影响一

直持续到现在。
第二学期开始,学校的老师陆续回来了,但也不

是所有学科的老师都有。 课程那么多,没有那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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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所以许多课都合在一起上,比如说病理、生理、
生化合在一起一个老师讲授,一个老师授课的好处

是这个老师能够把握每门课讲的什么知识,合理的

分配时间,不至于重复讲。 虽然老师不是专门讲生

理的也不是专门讲生化的,但是他准备很充分,备课

非常认真,不放过任何一个知识点。 那个时候上课,
教室里面鸦雀无声,只有老师抑扬顿挫的讲课声,学
生的目光齐刷刷跟随着老师的粉笔,求知若渴的场

面非常感人。 当时解剖老师既教解剖又教手术,手
术老师既教手术又教解剖。 当时还闹过一个笑话,
这个故事我们班的同学一辈子都忘不了。 我们学校

一个教解剖最好的老师,非常有经验,他可以闭着眼

睛把人体解剖的所有知识如数家珍娓娓道来,但让

他教我们手术就有点为难他了。 有一次这位老师给

我们演示一个疝气手术,他在手术台上找疝囊,找了

半天都找不到,满头大汗,我们也跟着着急,最后终

于抓到一个什么东西,他很高兴的说“找到了,找到

了。冶他说是疝囊,我们学生也不懂,也很雀跃跟着

说是的是的,有个外科医生刘老师这时来到现场,他
个子很高,大家都喊他“大老刘冶,是非常好的一位

老师。 他靠近手术台伸头一看,说“老兄,你找的是

什么东西?冶“疝囊。冶“不对,这是膀胱!冶。 第一次看

老师给我们示教疝修补手术,碰到了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都理解解剖教得再好,手术却是另外一回事。
但那个时候只能这样安排,第一是因为老师缺乏,一
人担任几个角色;第二是因为毛主席讲“学制要缩

短,教育要革命冶。 文化大革命前临床医学是 5 年

制,我们那个时候要缩短到 3 年,那些基础课、医学

基础课和临床课的学习内容必须压缩,或整合在一

起讲授。 老师教给我们的都是最基本的医学知识,
脑海里完全没有什么新业务、新概念和新技术的印

象。 医学基础课和临床课没有上完,第二年就开始

实习了。 实习的医院大部分是县级医院,少数为地、
市级医院。 我们小班去了当年下矿劳动的淮南煤

矿,分配到该矿第一医院(九龙岗矿工医院)实习。
在那里边实习边上课,老师在临床中一个病一个病

的讲授,教课内容从基础理论到临床诊疗,类似于现

在说的整合课程。 强调以学生为中心、以问题为导

向的教学方法(即 PBL),特别强调的就是动手能力

训练。 我在手术室做过器械护士,年轻视力又好,关
键是想学、爱琢磨、肯动手,穿针比护士还熟练;在儿

科病房里打头皮针,可以和护士比赛,那个时候练就

的一身技能在日后的科研工作中有了用武之地,动

物实验不用请护士,都是自己给实验动物打针,很大

程度提高了科研的效率和效能。 当时我们动手操作

的机会非常多,胸穿、腰穿等,只要你愿意学,老师都

乐意教,并且放手不放眼在一旁悉心指导,我算不上

是聪颖的学生,但是比较认真、勤奋,别人不愿意做

的事,我都愿意做。 如果某个老师说“孝平,你去把

什么什么事情去办了冶,我都乐不可支地应声而到,
尽所能把事情办好交给老师。 获得老师的信任,也
就有了更多的学习锻炼的机会,我也非常珍惜每一

次机会,不知不觉中有了长足的进步。 有一次谷先

朝老师(见图 1)带我做一台阑尾手术,从开皮到缝

皮 20 分钟完成,老师很高兴,认为我是做外科医生

的料子,老师在病房里可劲夸我,实习点的其他带教

老师也知道了,王永恒老师还把这个事情作为典型

事例上报给学校。 1972 年,学校安排我们 6 位同学

一起到我的家乡阜阳县医院实习。 带我的老师也非

常好,因为那年比较冷,交通又不方便,当时医院的

医生很少,于是我春节就没回家,每天跟着老师一起

在科室值班。 春节期间所有的阑尾、胃穿孔等急诊

手术,几乎都是由我上台主刀做。 有个胃穿孔修补

手术,整台手术做下来仅花了 45 分钟。 按照现在的

标准,一位实习生能以这样短的时间就完成一台胃

穿孔修补术,简直难以想象。 带我的老师是施开炯

主任(见图 2),事后他把这件事告诉了当时县医院

的领导李院长,等我实习结束的时候,他们便以医院

的名义写了一封正式公函给蚌埠医学院,希望把我

留在当地医院工作。 上述这些经历,为我留校成为

一名外科医生埋下了伏笔。
外科学是一门集科学、技术和艺术的综合体,尤

其需要外科医生具有将手和脑的工作完美结合的能

力,只有用精湛的操作技术来完成各种手术,才能达

到最佳的效果。 我的博士导师裘法祖先生说:丰富

的实践经验是开展创新性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多次

强调在专业临床工作中要做到“多听、多看、多做、
多想冶,培养医生不在课堂,是在锻炼中学出来的,
我以我的经历深以为然。 所谓天赋,其实是把别人

做过一次的事情,重复做上无数次,是日积月累的坚

持,持续付出反馈回来的结果。 “若欲人助,必先

助人冶。
我们年轻时崇尚的是集体主义精神,个人的利

益要符合人民群众和国家的利益,这种教育形成我

们独特的世界观和家国情怀,在蚌埠医学院的学习

期间,学校实行的是军事化的管理,9 个班,一个班

7蚌埠医学院学报 2023 年 1 月第 48 卷第 1 期



10 人,一个排 3 个班,3 个排是一个连,每天早上出

早操,早操完了吃早饭,10 个人一桌,很简单的伙

食。 那个年代,全国都在开展学雷锋做无名英雄,校
园也不例外。 我们班几个女同学,每天早上 4、5 点

钟就起床,打扫学校操场,等我们出早操的时候,地
面都是干净的,她们做了这个事情都不说,没事儿一

样,过了很长时间才被发现是陈霞、庞登芳等几位同

学做的,这就是当时学雷锋做好事不留名。 还有很

多这样的事情,如帮助同学洗衣服、打扫食堂等,大
家相互帮助,有一个口号“一帮一,一对红冶,更像是

一个大家庭,大家相互帮助,脏活重活抢着干,都是

发自内心主动自愿的。 当时人与人之间那种质朴的

氛围和同学之间真诚的友情,当今的年轻人难以想

象。 特别值得回忆的是,当年我父亲因为肺结核咯

血,病情很重,我到哪里实习,我父亲就到哪里住院

治疗。 这期间,我既要实习又要照顾生病的父亲,可
以想象出精神和心理的负担是多么重。 在这困难的

时期,窦永兰、李文学、王怀明等多位同学伸出了援

手,帮忙照顾,减轻了我的负担,使我渡过了难关。
现在回想起来仍然觉得纯真温暖,感慨万千! 我常

常想,所有这些如果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现在这个社

会该有多么美好。 一些争名争利,脏活重活推给别

人干,名利抢着要的人就会为人不齿。 有学生说相

由心生,老师心中有什么,看到的就是什么,这话说

的也有道理,纵观历史,横看世界,“乐于助人冶简单

四个字,可谓触及人性,可以与“若欲人助,必先助

人冶一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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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摇 老师家里那盏橙色的灯光

摇 摇 当时不管到工厂还是去农村,到哪里都是走路,
那时叫拉练。 学生都是打个背包,徒步走,很多学生

没有更换的鞋子,走的满脚水泡、溃烂流水,没有条

件治疗,连泡热水的条件都没有。 有一次,我实在是

坚持不下来,就坐了一次“收容车冶,这个所谓的“收
容车冶其实是一个运货物的大卡车,顺便搭乘一些

掉队的学员。 从学校到实习的地方要走一天多的时

间,来去都是走路。 那个时候没有教材,都是老师自

己写的讲义,然后刻钢板印出来发给学生,有时候上

课铃响了,大家等着老师带着几个班干部捧着刚刚

印出来还带着油墨味的教材急匆匆走进教室。 当时

老师大都住在校园里面,学生有不懂的地方,夹着书

本就直奔老师家,根本不需要提前预约。 我有几次

就是在吃饭的时候找程庆君和黄恭康老师,老师放

下饭碗给我讲解,还会递给我一套碗筷留我吃饭。
有一天晚上老师正在洗脚,见我进门,甚至还没有擦

干双手,接过书本就开始讲解,我带着融会贯通的喜

悦离开,回头看到老师家里那盏橙色的灯光在夜幕

里熠熠闪光,这个场景一直定格在我的脑海。 我以

为那个时代是同学关系、师生关系最好的时代,虽然

条件非常艰苦,但老师愿意教,学生愿意学,都在努

力把当时现有的资源用到极致。

4摇 什么是教育?

摇 摇 教育的目的不是学会一堆知识,而是学会一种

思维,一种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维触

角,以及与这个世界相处、与周围其他人相处的方

法,从而充分挖掘个人潜质,不为功利所累地选择人

生目标,自由地为成长确定方向,为社会、为人类的

进步做出贡献。 以我在蚌埠医学院的学习经历,学
校论师资力量和教学质量确实不是最好的,而且学

习的时间不长,但学校以学生学习为主,强调打好基

础。 最难得可贵的是学校让学生知道为何而学,培
养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这种培养其实没有讲更多的

大道理,而是用竭尽全力的态度和踏踏实实的做法,
以一种身体力行的涓涓细流构筑了学生的认知,还
有就是尊重知识、尊敬老师、爱护学生、团结友爱的

校园氛围和引导学生独立思考、抽丝剥茧的探索精

神。 你能说耐挫教育不是教育? 爱的教育不是教

育? 我在蚌埠医学院获取的这些教育让我终身受

益。 一直到现在,我始终主张应该回归到 “三个

好冶———好的老师、好的学生、好的教材;并不是教

得越多越好,也不是把知识硬灌才学得好,更不是学

制越长学得越好,给学生独立操作的时间短了,没有

培育学生自主学习、终身学习的理念,对于学生的成

长来说不是好事。 前武大校长刘道玉先生说:“真
正的人才都是自学成才的。冶我很赞同这个说法,曾
任耶鲁大学校长 20 年之久的理查德·莱文也曾说

过:“真正的教育不传授任何知识和技能,却能令人

胜任任何学科和职业,这才是真正的教育。冶也许,
这就是教育的答案和目的。 在这个意义上,蚌埠医

学院已经走得很远,相信将来会走得更远!

5摇 未来的你一定会感谢现在努力的自己!

摇 摇 我在临床教学时有时候会拿我在蚌埠医学院学

习期间的某一段经历来启发学生,他们听了觉得颇

有裨益,有的学生还希望了解更多。 时隔五十多年,
那时究竟学到了哪些专业知识其实都已变得模糊不

清,但闭上眼睛,老师的面庞、同学的笑容,会依序从

脑海里掠过,他们以某个鲜活生动的表情顽固地盘

踞在我的脑海;一些学习和生活的场景与片段串联

在一起,被时光的雕刻机深深印在我的记忆里,澄净

而温暖! 每一段经历于人生都有其特殊的意义,有
学生问我为什么那个年代的工农兵学员绝大多数成

为国家栋梁之才,并且出来了很多位院士。 我想应

该与他们身上都有着坚韧不拔的意志和不畏艰险的

革命精神有关,因为政审,一定程度确保了生源的道

德品质。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国家当时各方面的

建设百废待举,急需专业人才,很多人都是铆足了劲

带着建设国家的使命感来到学校。 我在很多场合谈

到年轻的知识分子只有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到

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才能让知识发挥最大作用,最
终成就一番事业。 那些仅仅是为了成名成家的人走

不了很远。 作为老师曾经的学生,我想与今天的老

师共勉:尽可能地去关心关爱你的学生,你的一句

话、甚至一个眼神会在不经意中影响学生的人生走

向,对老师这个职业要心怀敬畏;对现在的年轻学

子,我不想拿我们那个年代来作任何说教,“江山代

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冶,想明白你对自己 20
年、30 年后的社会定位,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然后

用你的恒心和毅力朝着那个方向努力迈进,珍惜现

在每一个学习机会,未来的你一定会感谢现在努力

的自己!
(本文编辑摇 卢玉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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