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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片因复旦而改

变的土地。

乌江是长江上游南岸

的最大支流，由乌蒙山东

麓的贵州高原奔腾而下，

横切七曜山的褶皱山脉，

在涪陵汇入长江。王阳

明作诗赞叹：“溪深几曲

云 藏 峡 ，树 老 千 年 雪 作

花，白鸟去边回驿路，青

岩缺处见人家。”

息烽是乌江重镇,在复

旦的助力下，这片古老的

土地焕发出新世纪的风

采，昔日由大片农田和山

坡边的土房组成的乡村镇

景，染上现代城镇的风味。

牵连乌江和黄埔江的

是息烽县乌江复旦学校

(原九庄中学)。这所 1958

年建立的学校位于息烽

县 西 北 部 ，距 县 城 33 千

米。蜕变始于复旦百年

华诞之际，那年复旦师生

决定捐款 100 万元在西部

地区建一所复旦实验学

校，项目最终落户在具有

光荣传统历史的息烽县

九庄镇，于 2006 年 8 月建

成 现 在 的 乌 江 复 旦 学

校。自新校建立，新闻学

院志愿者就与乌江复旦

学校的同学们开展信件

交换活动，进行学业、生

活 上 的 交 流 ，启 发 和 安

慰，源源不断地从黄埔江

畔递送到乌江畔。而带

着大山清冽的反馈，也年

复一年地帮助学子明晰

对生活的认识。

这样的交流，呈现了

最纯粹的喜悦与感动。

21 级 本 科 生 朱 嘉 祺

说：“在给我的小朋友写信

的第一次，实际上我非常

担心，怎么和一个初中的

小男生沟通、他的年龄段

会喜欢些什么等等，请教

了身边很多很多同学，也

听到了很多中二的故事。

当第一次收到王凯杰回信

时，快乐是占据我所有感

知的情绪。小朋友会和我

分享他喜欢听的歌，喜欢

看的书，晚上在宿舍我也

会打开音乐软件搜索来

听，和他分享我的听后感

读后感，我也会和他分享

我的生活，多了一个可爱

的倾听者。我们俩也都发

现了我们兴趣的重合点，

喜 欢 看 动 漫 、喜 欢 拼 乐

高。每次通信我俩都会像

献宝一样互相安利最近在

追的番、新买的乐高。有

一段时间我的学习压力非

常的大，小朋友仿佛心有

灵犀般写信时和我吐槽他

最近学习的烦恼很多，英

语听写总是错。在安慰

他、给他一些我的方法和

调整心态的方式时，治愈

到的也是我自己，他的阳

光给我很多动力。每个月

最期待的时候就是收到群

里信息可以去拿信了，一

个完全不同的灵魂和我相

遇，作为一个非常喜欢和

人接触和交往的e人，真的

很感谢小朋友给我的生活

带来的乐趣。”

21 级 本 科 生 师 蕴 卓

说：“在参加信件交换活动

前，我并不了解贵州，也不

知道贵州有条叫‘乌江’的

大河。是小朋友们的信为

我打开认识乌江的窗口，

让我知道还有这样一种与

我不同的生活方式。从他

们的信里我时不时地能看

见自己过去的影子，那些

我经历过的，或成功或失

败的成长所必须的旅程。

我也乐得‘倚老卖老’，以

‘过来人’的身份给些小小

建议。手写信件交换活动

提供了把心思付诸笔尖的

机会，让我能把上海的桂

花香封入信封，也能窥到

千里之外的弟弟妹妹日常

的琐碎片段，在品读他人

生活的过程中回忆那些值

得怀恋的过往。”

坚持书信往来，是因

为坚信，我们所写下的每

一字每一句，甚至每个标

点符号，都是含有温度的，

因为那是我们亲自握笔写

下，那是独一无二。字如

其人，见字如面。将那几

页浸入情感的纸装入信

封，仔细封好，它们通过漫

长的旅行，或翻山越岭，或

渡江过桥，到达对方手中，

那种感觉超过了文字本

身。

21级本科生王小淳连

续两年和乌江复旦学校的

一位小妹妹交换信件，“通

过书信这种质朴的媒介，

我们彼此分享生活，交换

心情。有一次，我在回信

中答复妹妹上一封信里写

到的学习、生活上的困惑，

她在下一封回信中写，读

了我的信，她更加坚定考

上高中的梦想，心情也更

好了。能用文字影响远方

的朋友，仿佛我也‘被治愈

’了。今年小妹妹就要中

考了，我在中考前用书信

传达祝福，更希望有机会

去贵州跟她见面。”

21 级 本 科 生 李 淑 怡

写感想时，“下意识就想

到她在纸上用心画的花

朵和她给我做的手工小

兔子指环。当时我拿到

名单，她的名字错了一个

字，我也就跟着写错了，

还好她没怪我。寄出第

一封信后，这个贵州小朋

友就参与了我的部分生

活，我们从未交谈过多，

但又从未断绝，像一条绵

绵的溪流。她的字体很

工整，每次看到都觉得她

好 认 真 。 我 会 一 直 写

信。”

20 级 本 科 生 闫 文 轩

写下：“参加信件交换已

经有两年了。通过书信

认识了远方可爱的两位

朋友，他们性格活泼、古

灵精怪、精通厨艺，总会

疯狂戳我笑点。我们在

信中从理想谈到勇气，从

运动谈到美食，分享着各

自的烦恼与趣事。”

隔着大江大河，有着

许多彼此关心的人，就像

《夜邮》里所说：“谁能容

忍自己被遗忘呢？”时间

会流逝，鲜花会凋零，而

我们的手写信，却在时空

中永存浪漫。

杨智博 周淇玥（新闻
学院22、21级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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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影书画

我于1955年毕业于上

医医疗系友，在附属中山、

华山、金山、肿瘤等医院工

作至1998年退休。发挥余

热，继续看门诊、干部保

健、全国肿瘤杂志审稿、法

学院医疗事故鉴定、华东

区各省市手术会诊等工

作，忙得不亦乐乎。

回顾我六十四年的行

医生涯，始终牢记一句话

和三个字。一句话是“为

人民服务”，三个字就是：

医、教、研。

我选择救死扶伤医生

这个职业，就是为人民服

务。尽管医疗任务繁重，

长年超负荷运转，但我仍

乐此不倦。九年的住院专

业培训期间，我整天泡在

急症间、门诊部、病房、手

术室和图书馆，见缝插针

地阅读医学文献，那段岁

月让我深切地感悟到，我

们所获得的医学知识和经

验，一半来自书本，另一半

是从病人身上学到的，实

践才能出真知。即使我后

来当了科主任和院长，仍

深入临床一线，不敢有丝

毫懈怠。我的恩师李月云

教授教导我不要做 8 小时

医生，要做24小时医生，要

终生为人民服务。

我一生努力践行我的

学医初衷。无论何时何地

遇到病人，都能急赴现场

救助。有一次在列车上，

一位老年妇女打哈欠导致

颌骨脱臼，我闻讯赶到，用

手法复位。

担任主任、院长后，虽

然不是每周值班，但每月

总有三四次半夜三更要去

医院参与抢救病人。因为

我住在医院的家属宿舍，

与医院仅一墙之隔，夜间

总值班只要在楼下大喊一

声，我就立即起床赶到现

场进行抢救。黎明时返

家，匆匆用过早饭，又准时

上班，按计划进行当天的

预订手术。

担任金山医院院长期

间，我住在医院宿室，也经

常在半夜被叫醒，主持危

急病人的救治，成为一名

24小时工作的住院医生院

长。做一名合格的医生，

为人民服务，是我一生的

事业，没有句号。直到晚

年，还经常有人通过微信

诊病或咨询，我总是有问

必答。

医学生涯中，我也一直

牢记“医、教、研”这本三字

经。这三个字的分量可不

轻，是我奋斗一生的事业。

1952年录取上医后的入学

教育，黄家驷院长在外科学

院的大门口（现中山医院）

谆谆教诲我们，说欢迎我们

毕业后到外科学院工作。

但来本院工作必须做好三

件事，就是“医、教、研”这本

三字经（原话）。老师的话，

我牢记在心，始终按照这本

三字经，不断地研读，不断

地在临床实践中提高自己

的思想认识和专业水平。

在教学医院工作，医、

教、研三项任务，紧密相

连，环环相扣。迄今为止，

很多医学上的难题尚未解

决，疗效仍不理想，需要大

力开展科研，不懈地努力，

逐个破解，争取零的突破，

再把获得的科研成果，传

授给医学生，广泛推广，造

福人民。

医学生涯中，我取得

一些创新的科研成果。我

把多年来在医疗实践中获

得的创新技术改进和科研

成果，毫无保留地传授给

我的学生们，包括来自全

国的进修医生，已广泛地

应用于临床，造福于人民，

做到了传道授业解惑的教

师职责。

逝去的岁月里，我从

未放下我的手术刀，无论

是苏浙沪大都市，贫瘠的

云南山区和市郊广阔的农

村，都留下了我为人民服

务的足迹，我努力做到了

一名白衣战士应尽的天

职，无愧于医生这个圣神

的称号。

马东白（肿瘤医院原
大外科主任）

没有句号的事业

龙城壮志与天合，草木乐乎有朋多；

大道泛兮天地宽，前程壮哉人心阔。

卿云到此承天运，善道礼之祚明德；

志向高峰追云意，心于低处最谦和。

吾随浩气来为客，思絮飞出伴云朵；

九仞高峰心折久，六龙乐道拂天波。

龙城峰会

紫藤挂云木
花蔓宜阳春
一簇簇，一串串
在阳光下泛着点点
银光
那深深浅浅的紫色
如瀑飞泻
遮盖迥廊

注：常州，别名龙城、六龙城、毗
陵、中吴，有2500年的历史。

实习记者 沈星月
实习记者 华一苇摄

王亮兴（微电子学院教师）

悠悠我思

相
辉 纵

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