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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评论员 张逸麟
随着高考生填报志愿的季节

来临，一则“文科生也能学医了”

的消息引发关注。重庆中医药学

院在2025年招生章程中，与中医

有关的5个专业在选科方面新增

了“历史+不限”，此外湖南中医药

大学等十余所高校也同步放宽中

医学、针灸推拿学等专业的选考

限制。尽管目前“松绑”的专业集

中在中医领域，还是让许多文科

生有了“顿觉天地宽”的感受。

其实，中医逐渐向文科生打

开大门的招生逻辑很清晰，这类

专业通常需要大量阅读古籍典

籍，对学生的理解能力、哲学思

维、人文素养都有一定要求，同时

文史哲基础也对学好中医、建立

中医思维非常重要。有不少网友

指出“古时的医者往往都是儒

生”，而今日的中医也更需要既懂

传统文化，又能接住现代科研逻

辑的人才。

“文科生能学医”与其说有助

于缓解文科焦虑，不如说更像是

一剂引子，展现了许多专业未来

冲破学科壁垒的趋势。不独中

医，美国医学伦理之父佩莱格林

诺也曾说过，医学是科学学科中

最人道的科学，是人文学科中最

富有科学性的学科。如今，医学

界对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人

文学科交融的探索越来越广泛。

从“有志行医”到“有路行医”

固然是好消息，但中医终究是医

学，要面对的是“5+N”的漫长学

制，面对的是解剖学、生理学、病

理学、药理学以及背后严谨的临

床体系，对于许多文科生而言是

不小的挑战。比起外界对“文科

学医”的热炒，或是家长对“学医

稳定就业”的建议，文科生本人更

需要的是对学医的清晰认知和独

立思考，问问自己能否耐得住寂

寞，沉得下心思，克服得了困难。

否则，也许第一个学期就被《中医

基础理论》《方剂学》《中医诊断

学》这些复杂科目逼到退学边缘。

因此热爱往往比热门更重

要，一位医学院的教授曾表示，学

医是一场修行，需要活到老学到

老，一辈子挑战自我。唯有秉持

对医学的热爱，方能不忘追求“仁

心仁术”的初心。任何专业也都

是如此，倘若没有热爱，没有热爱

催生的终身学习意识、钻研精神，

这条路终究很难走顺走远。当下

高校正推动交叉学科、复合型人

才建设，这也让高考生在填报志

愿时有了更广谱、更多元的选

择。例如上海经贸大学现有的35

个本科专业，除了理工科专业性

较强的6个专业外，其余都是文理

兼收或不限选科目。解决了“能

不能上”的问题，学生们可以放大

“适不适合”的审视，从心底里去

寻找点燃热情的火种。

选科限制放宽是趋势，随之

“松绑”的不只是文科焦虑，还有

填报志愿的思维定势。当选择的

路径更宽广了，也留给学生们更

多“是否真的热爱”“是否愿意承

担医者之责”的自问空间，其中的

答案，或许就是走好职业规划的

起点。

坚守“清廉”底色
上财为毕业生上这最后一课

本报讯 记者 刘晶晶 金融
财经类学生走上工作岗位，首先
需要坚守的初心，就是“廉洁”。
上海财经大学6月19日举办的

“廉洁润初心 匡时担使命”2025
年毕业季廉洁文化进校园主题
活动，为即将踏上社会的毕业生
们上了最后一课。

在这堂课上，既有老师、校
友分享廉洁传承——上财财税
投资学院副书记、纪委书记周巧
围绕财经人才培养与时代担当
中的廉洁传承，分享财税学院如
何将廉洁文化建设有机融入人
才培养的全过程；校友代表、
1994级金融学院毕业生江波结
合在银行业长期从业经历，分享
守护心中明灯、走稳金融人生的
经验；教师代表会计学院周波寄
语毕业生要“断是非、断远近、断
大小”，以廉洁文化铸魂，成就新
时代金融英才。

也有学生从自身实践出发
分享体会——本科生代表商学
院2025届毕业生王锦文感谢学
校对自己筑基“廉洁根脉”、厚植

“实践求真”、引导“使命启程”的
全过程，立志要努力成为清风正
气的“廉洁卫士”；博士生代表马
克思主义学院2025届毕业生吕
小宁分享自己从学术研究、社会
实践中不断感悟廉洁所蕴含的
清醒、正直与坦荡，呼吁毕业生
都能以廉洁守护最初那份纯粹
理想，以廉洁夯实“匡时”担当的
厚重根基。

上财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
副书记、纪委书记姜国敏表示，
今年的毕业季廉洁文化主题活
动，以一种“小而美”的形式，用
短短一个小时的时段浓缩了专
业教师、行业校友和应届毕业生
的深情讲述，扼要展示了优秀主
题文化创意作品。“学子们的求
学生涯告一段落，但执业的路途
才刚刚开始，相信上财的毕业生
们必将不负时代、不负人民，以
廉洁自律的品格担当起强国新
征程的伟大使命。”

1万余名复旦学子告别校园奔赴新旅程 校长寄语：

终身学习 终身创新 终身成长

■青年时评

文科生学医有“门”了，但热爱才是敲门砖

青春回响，记忆启幕，又是一年毕业时。昨天，复旦大学2025
届学生毕业典礼在正大体育馆举行，1万余名复旦学子告别校园
奔赴新旅程。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通讯员 章佩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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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得学习的意义
一辈子做一个学习者
上午9点，复旦大学2025届

本科生毕业典礼举行。复旦大
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金力在
题为《终身学习 自主发展》的讲
话中指出，创新是复旦最鲜明的
特质。复旦人能在茫茫人海中
一眼找到彼此，能拥有持续创新
的底气和能力，首先因为我们懂
得学习的意义，愿意一辈子做一
个学习者，终身学习、终身创新、
终身成长。复旦人从小学到大，
还将从大学到老。

“学习是人之为人的根本，
是人的创造性和自由全面发展
的动力源泉。通过学习，我们葆
有自主发展的权利。复旦赋予
大家最宝贵的东西，不是知识，
更不是名校光环，而是自立自强
的精神和自主选择的态度。终

身学习、自主探究，是我们点亮
人生价值的灯，是摆渡到理想彼
岸的船和桨。真正的安全感，来
自不断进步、持续创新的信念和
实践，而不是安稳的状态。通过
学习，我们获得改造世界的能
力。”金力说。

他提醒大家，中国式现代化
的进步，需要解决许许多多实际
问题，既有科学和技术问题，也
有社会和思想问题。复旦人坚
守专业精神，但绝不会固守专业
领地，而是按照国家需要、个性
志趣和发展需求，去建构并更新
自己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矩阵，去
探索未知、跨界破界、创新创造、
追求卓越。通过学习，我们让生
活之树长青。复旦人渴望拥有
自强的翅膀和有趣的灵魂。复
旦人的常青树，源自学习带来的
精神自由和富足。

金力说，期待大家保持兴

趣、保持好奇、保持热爱，让平凡
的日子不断闪亮，既能欣赏天上
的月亮，也能弯腰捡起六便士。

无论走多远
记得常回家看看

下午，复旦大学2025届研究
生毕业典礼接棒举行。

“研究生毕业，是人生的一
个特殊节点。大家即将告别校
园，走向另一所‘大学’——‘社
会大学’。从今往后，大家将进
入更加广阔、更为复杂、更具挑
战的‘课堂’：现实生活。”金力以
《从大学到“大学”》为题，与毕业
生共勉，面对百年变局、科技浪
潮和社会变革，如何把校园里培
养的素养能力，转化为应对复杂
世界的生存智慧。

他认为，一是“知识代谢”与
“认知免疫”并重。主动快速地
更新认知，培养对信息过载的抵

抗力。两者如同人体的新陈代
谢和免疫系统，紧密协作、相互
影响，共同维持认知系统的健
康。二是“解决问题”与“定义问
题”并重。定义问题为解决问题
提供方向，而解决问题能验证问
题定义的准确性。具备完整的
问题建构和解构能力，改造世界
才会游刃有余。三是“专业精
神”与“跨界思维”并重。没有专
业根基的跨界，容易流于表面、
缺少深度。而有价值的创新，往
往是基于某一领域深刻理解之
后的拓展和迁移。跨界能带来
新工具、新方法、新问题，推动专
业的新发展。

“同学们！从今往后，大家有
了两个‘终身大学’。一个是终身
的社会‘大学’；还有一个是精神
上的‘终身大学’。无论走多远，
记得常回家看看。”金力祝2025
届研究生毕业快乐、前程似锦。

不是知识，更不
是名校光环，而是自
立自强的精神和自
主选择的态度。终
身学习、自主探究，
是我们点亮人生价
值的灯，是摆渡到理
想彼岸的船和桨。

——复旦大学校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 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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