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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芬挺秀

只有脚踏实地办实业，投资的同时对

投资对象进行新的经营管理，才能为经济

实体、为社会创造出新的产值，同时分享

创造的利润。我觉得这种创造价值、增加

价值也是一种“求实”吧。

大学本科应该是通才教育，一些基本

的人生态度和为人处事的方式方法就应该

在这个阶段形成；不必急着进实验室，关

键是要充实自己的学识和经历，发现自己

真正的兴趣所在，多发掘自己的想法——

成才先成人，立人先立德……

想清楚一个点子，坚持做下去，就一定能成

功！

清华不仅教给我知识，也让我深深体

验了一种精神；那就是于己于社会的责任

和使命感。这种感受在离开清华以后愈发

强烈，一直影响着我的成长。

心理学说人做事业的根本的驱动来自

于三个方面：”Autonomy” – 自主， 

“Mastery”- 希望把事情做到最好， 

“Purpose”- 更高层次的目的和追求。 

对我来说，这三种元素都能在清华四年里

找到源头。有源头，也有不知多少次痛苦的

反复，但就是这反复使我们成为我们，成为打了

烙印的清华人。

我就是有点这山望着那山高，每一次

研究出成果时，成就感稍纵即逝，总是停

不下脚步。很多情况下，关注到别人看不

到的东西就会有很巨大的成果。从事生

命科学研究需要的基本素质是：信心、细

心、坚持和兴趣，还得善于思考。

为人做事应该“既不像清华人、又像

清华人”。

为人：谦虚真诚，和谐融入，让人

感觉不到“是清华的”；

做事：认真负责，干净漂亮，让人感

慨“到底是清华的”。

科学研究不仅仅是一份职业，更是一

个近乎迷恋的智力的追求。没有这种热

情，是很难坚持不懈地经历研究道路上数

不清的困难，挫折和失败。然而这种执著

也会左右人的情感，使人难以接受批评，

产生嫉妒心。能够坦然接受各种各样甚至不

公正的批评，并且不嫉妒别人的成功，相反真心

为同行的成就感到高兴，才可以专心快乐地从事

科学研究。

我们首先要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长

项和弱项是什么，才能合理利用资源、优

化配置，最高效地完成目标。有一些自己

不是特别感兴趣的课程，可以作为一个挑

战，努力去战胜它，使自己获得意志力和

社会适应力的提高。

——李子意  生物系本科1985级，哈佛大学博士毕
业，2000年与其他合伙人共同创建ESP药业，后成立
ESP投资公司。

——徐彦辉  生物系本科1995级，生博1999，
2004～2007年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博士后，现
为复旦大学生物医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时松海  生物系本科1991级, 2001年获
得 Amersham Biosciences & Science 颁发的“青年科学

家奖”，为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中国人。美国Me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Center副教授。 ——李一诺  生物系本科1996级，美国加州大学洛杉

矶分校（UCLA）博士毕业。现任麦肯锡医疗和中国企
业全球化项目经理。

——王宏伟  生物系本科1992级，生博1996，加州大
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后，现任耶鲁大学医学院分子生物
物理与生物化学系助理教授。

——黄健  生物系博士2001, 现任广西北海市科学技
术局党组书记、局长。

——王帆  生物系本科1988级，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博士毕业，2004年获得美国斯隆基金会颁发的斯隆
(Sloan)科学奖，现任美国杜克大学医学院细胞生物学
系助理教授。

——颜宁  生物系本科1996级，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
士毕业。2005年获得由Science杂志和GE Healthcare评选
的“青年科学家奖”（北美地区）现为清华大学医学
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