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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清华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整洁、宁

静的环境使人感觉温馨而亲切：儿科病区童趣

十足，墙壁一律刷成粉红色，输液室的门、窗

上贴着机器猫等可爱的卡通图案；妇产科病房

“孕味十足”，不仅有亲子活动房，还有针对

孕妇的定期课程；神经科的会议室墙上则贴着

医生、护士们的个性照片集锦，使医务人员的

形象显得分外亲切。

究竟是怎样的管理者，打造了这样一所充满

人文关怀的医院呢？

他就是我国著名神经外科专家、66岁的左

焕琮。

系出名门  志为良医
作为清末重臣左宗棠的第五代嫡孙，左

焕琮可谓是系出名门。他的父亲左景鉴是著名

外科专家，曾任上海华山医院院长。左家有

“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传统，因此左焕琮

自小便选择了从医之路。比起成为一个“好院

长”，父亲左景鉴更希望左焕琮能成为一个

“好医生”。无论是在北京医科大学学习，还

是在日本东京大学深造，左焕琮一直都按照父

亲的要求，潜心钻研医学。

左焕琮曾在日本短暂学习过半年，回忆起当

年的老师，左焕琮自豪地说：“当年我一心想要

追随日本最优秀的老师，并且成功地成为当时日

本神经外科学会主席、世界著名神经外科专家高

仓公朋教授的学生。”左焕琮说自己从老师那里

受到的最大教益，就是意识到做一个好医生需要

国际视野和开拓精神，要善于通过学科交叉促进

医学研究的发展。这一点对于从事新兴医学领域

研究的人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过去20多年间，从中日友好医院到玉泉医

院，左焕琮充分利用当年留学期间积累的资源，

不断同日方尤其是日本东京大学体系的医学研究

机构进行合作。他们累计已经邀请过40多位主

任教授来中国交流，并派出30多人次的医生前

往日本学习。东京大学医学院不论是在人力上还

是资金上都给予玉泉医院很大的支持，帮助医院

筹建了很多项目，并且不断地推进医院在神经外

科等专科的发展。在过去的25年中，左焕琮通

过与国外合作，引进、创新了一批项目，其中在

三叉神经痛和面肌痉挛治疗方面已经建成了世界

上最大的治疗中心。东京大学的专家也为培养出

左焕琮这样的“好医生”而欣慰。

探索生命深层  发展神经外科
左焕琮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神经外科的临床研

究，对于这一探索生命深层的研究领域，他可以

说是情有独钟。对于神经外科未来的发展，他更

是有一番自己的见解。

“过去的医学重视降低死亡率、残疾率，现

在则越来越重视人类更高层次的需求，比如提高

人的认知能力（这里指生理上的）。”谈及神经

外科医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左焕琮介绍说，“过

去大家普遍认为关于思维和认知的研究属于社会

从“好医生”到“好院长”
——记清华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院长左焕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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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领域，其实思维、认知的问题也是有其物质

基础的。通过研究人的神经系统及其附属机构，

我们能从根本上定量地研究人的认知能力和思维

的起源、发展。”

基于这样的认识，左焕琮一方面从日本引进

了近红外扫描仪。这一设备能够通过仪器测量的

方式判断脑部活动，甚至可以判定包括抑郁症和

强迫症在内的许多心理疾病。另一方面，在平常

指导学生进行医学研究的过程中，他一直强调神

经外科领域的研究应该注重应用性，应当把研究

方向转到对疾病的治疗上。

在实际的临床治疗过程中，左焕琮对神经功

能改善和重塑的研究与实践也为许多人带来了福

音。“目前我们已经成功对40多个小孩做了神

经代偿和重塑手术，这些病人虽然半脑被切除，

但依然可以正常生活和学习。”除了将技术应用

于临床治疗，左焕琮还创新了神经外科病人的诊

疗模式，“病人通常是按照自己所得的疾病来看

病，因此会诊的形式很有必要。这样专家团队可

以在主任的调动下，运用多个学科的知识共同对

病人进行诊断。”

尽管早已年过六旬，左焕琮对于人类思维的

本质、对于神经外科研究的热情却不逊色于他的

任何一个年轻学生。现在，他正致力于在神经修

复方面开展新的前沿性研究。

单点突破  跨越发展
2003年，左焕琮调任清华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清华大学玉泉医院）院长。经过8年的开拓

创新，他成功地使一所“起点低、基础薄”的医

院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创新精神”是左焕琮时常挂在嘴边的词

语。“医疗体制改革之后，二级医院面临着两

条路：要么破产倒闭，要么改变定位。”刚刚进

入玉泉医院的左焕琮面对的，是一个条件落后、

亏损严重的严峻局面。因循守旧注定要失败，左

焕琮审时度势，得出结论：“现在医学的发展是

在不断细化的，‘单点突破’要比‘全面开花’

更有发展。要想从竞争激烈的综合医院中脱颖而

出，必须改革创新，做专业医院。”在他的主持

下，玉泉医院走上了以神经中心为龙头的专业化

改革之路。

这样一个前瞻性的决定在8年前略显“前

卫”，但左焕琮信心十足：“我跟我的同事们

讲，这个方向是正确的，专注于某一点做下

去，三年以内我们一定会成为国内前三位。”

现在看来，这个目标是基本实现了，如今玉泉

医院的年医疗收入已经比左焕琮刚接手时翻了6

倍，甚至还有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患者远道

而来求医问诊。

由小到大、从弱到强，玉泉医院脑外科的名

气已经在全国打响。左焕琮介绍说，经过几年的

努力，玉泉医院在神经外科方面已经逐渐发展壮

大，尤其是癫痫治疗方面已经取得了突破，目前

在全国能排到前五位。

当医院的脑外科已经发展得较为成熟后，

左焕琮又将目光投向了其他领域，开始“孵化”

妇产科。“原来我们的妇产科很小，只有十几张

床，一个月只能接生20多个孩子，现在一个月

要接生150多个孩子，要住院的病人已经得排队

了。”说到这里，左焕琮的表情颇为自豪。

左焕琮一方面努力提高医院的硬件设施，另

一方面积极引进和培养一批青年医生。在他的悉

心调教下，这些具有“较强战斗力”的年轻医生

们，把自己的发展和医院的发展目标紧密结合，

凭借较好的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茁壮成长。他们

中不少人已成为所在领域的领军人物，能够独当

一面了。

在玉泉医院的发展过程中，左焕琮始终坚

持“筑巢引凤”的理念，在条件成熟之后，他

正在进一步考虑引入“大凤”——即更加优秀的

领军人物。2011年3月，清华与北京市神经外科

研究所宣布合作成立清华大学临床神经科学研究

左焕琮院长分析查看手术病人的CT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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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所长王忠诚院士出任

临床神经科学研究院院长。相对于第二附属医院

而言，王忠诚院士所带领的医生队伍更加完整，

实力也更为雄厚，而天坛医院神经外科的医疗体

系也更为完善。神经外科带动神经内科，共同发

展神经科学，左焕琮借此机会不断推进与王忠诚

院士及天坛医院的合作。同时，左焕琮也希望能

够改革现有的医学人才培养制度，使之更注重实

践应用，将教学、临床更加密切地结合在一起，

缩短人才培养周期，提高医学人才的临床实践能

力，使青年医生尽快走上工作岗位，并在今后的

发展中独当一面。

根据玉泉医院在基础、人员、设施等方面

的实际情况，医院一直定位于“大专科，小综

合”。左焕琮和他的团队也在不断细化各个领域

的发展，先搞“单点突破”，然后逐渐“全面开

花”。除了在功能神经外科、神经修复领域继续

加强与日本等国家的医学研究机构合作、积极引

进日本的先进设备如近红外扫描仪外，左焕琮对

于玉泉医院未来五年的发展还有着更加宏伟的目

标和清晰的计划。

未来五年，玉泉医院将致力于建立两个一流

中心——肿瘤和神经外科治疗中心。肿瘤中心将

融资引进一台高精尖设备——现在全世界仅有5

台的重离子加速器。这种设备在治疗的过程中，

无需开刀，就能达到治疗肿瘤的效果。另外，还

将建成一个区域性妇产中心。

打破传统“大而全”的综合医院观念，挖

掘自身特色，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重新定位，以

点带面发挥辐射带动作用，这就是玉泉医院“起

死回生”、再获生机的秘诀。左焕琮相信，如果

“五年规划”如期实现，那么“玉泉模式”也许

能够为普遍陷入困境的二级医院提供一个新的可

供借鉴的发展模式。

行胜于言  为清华医学发展作贡献
身在清华，左焕琮对于清华“行胜于言”的

校风深有感触：“清华的师生，一直给人眼光长

远、做事踏踏实实的印象，这恰是‘行胜于言’

的最好诠释。”

综合性大学需要有较强的医学院。2003年

玉泉医院划归我校管理、更名为清华大学第二附

属医院时，左焕琮就提出，要将医院建设成具

有清华特色的、集教学科研和临床医疗于一体的

“大专科、小综合”型的现代化教学科研医院，

使之成为清华医学发展的临床基地。左焕琮解释

说，由于起步较晚，清华医学学科的发展道路一

定不能同于其他“老牌”医学院校。而在这个知

识爆炸的时代，理论更新速度非常快，如果把突

破口放在新兴的交叉医学上，那么所有人将站在

同一条起跑线上。清华的优势恰恰就是拥有强大

的理工科，因此，发展生物医学、转化医学等新

领域是清华医学院发展壮大、实现跨越式发展的

必由之路；而清华无可比拟的人才优势，也让这

一目标的实现成为可能。

作为医学院的学科带头人之一，左焕琮十分

重视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他坦言，现在他工作

的一个重点就是青年医生的教育和培养，因为一

个医院能否成功，说到底还是要看这个医院的人

才培育体系建设得怎么样。在人才培养方面，他

非常注重让学生在临床实践中提高能力。“我的

教学理念就是自己的学生在走上工作岗位之后，

能够跳过基础锻炼阶段，直接成为独当一面的人

物。”左焕琮每年都会把自己的优秀学生派到国

外学习，他所在的科室几乎所有人都去过日本、

加拿大等技术先进的国家学习交流。

“百年清华，医学部分还应该有更大的发

展。”对清华新百年医学学科的美好前景，左焕

琮充满期待。	

（本文转载自《新清华》第186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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