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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面面观：我在荷兰神经科学 
研究所的一年(下)

裴磊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1. 课题组周会、研究所周报告制度

（1）说说每个星期五的例行学术报告会，这里
叫symposium

研究所规定每周五举行报告会，由各个小组

group 轮流主持，并邀请那些从事与自己研究课题

相关或交叉的学者或博士后、博士生来所里做报告，

然后大家自由交流，相互学习。应该说，这是一种非

常好的学术交流机制，往往不同领域不同学科背景

的人们在一起，就会产生学术的灵感和火花。有时

大家讨论异常激烈，甚至争得面红耳赤，却并不在

乎自己或对方的学术身份地位。这也基本上是西方

国家对待学术问题的严谨认真和开放的态度。

 报告会并非只是流于活动时间和地点举办上的

形式，更注重的是报告的内容和报告之后的讨论交

流，所里的全体工作人员只要没有重要事情基本都

会去参加，也包括技术员、医院的医生在内，应该

说听报告成了这里每一个人的习惯，比如我们组的老

师 group leader, 只要有报告 presentation，他都会暂

时放下手上的工作去听报告。

 上周的报告会是由我们组的老师 Dries 主持，

从早上 8点半就开始了，我是下午去参加的。老师邀

请了法国和荷兰莱顿的一些知名学者前来讲学，他的

一个博士生，是来自同济我们系的大师姐，也做了报

告，因为她即将在明年元月就要博士答辩了。虽然我

一直很认真的去听，但大部分内容还是没听懂，看来

专业外语还是要好好下功夫，要多向学者们学习。报

告会结束后，有专门的交流时间，会场还设了啤酒、

红酒、饮料、零食和各种点心，大家就是在这样随和

自然的气氛下尽情讨论，相互学习取长补短。

（2）基础与临床周课题讨论会，基础与临床合
作

另一个最大的感触就是这里临床与基础的合作

和交流真的是非常密切也做的很好，这可能与这个

国家（荷兰）的医疗资源、医疗水平以及医疗体制有

关。毕竟人少，什么事都好办。医生有足够的时间投

入到研究中，而且他们也更乐意于做研究，因此医

生做研究的水平丝毫不亚于研究所做基础研究的学

者。当然在我们国内，有些医院的临床研究工作也

做得相当出色，比如我就读的同济医学院，附属的

同济医院就有不少出色的临床科学家，做了许多杰

出的工作。

这里（阿姆斯特丹）的医学中心在临床开展的研

究工作非常出色，往往他们的研究对象就是人，他

们充分利用有限的病源（病人），同时招募一些健康

志愿者，做一些设计简单却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他

们的随访做的非常细致，这也是我们国内地广人多的

国情下所无法达到的程度。值得一提的是，当拿人

做研究时，回访相当重要，很多优秀的文章如新英

格兰杂志上的大部分研究工作都是大量样本病例的

随访，没有利用任何分子生物学的技术或其他一些

高尖端的研究手段。这也让我们思考，其实，科学

研究有时不一定需要非常精密的设备和高端的技术

也能开展，尤其是临床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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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临床医生通过一些病例的诊疗找到一些

现象或规律后，马上与医院后面神经科学研究所的

学者们一起讨论交流，让从事基础研究的学者们复

制动物模型，深入做现象背后的机制，解释临床上

的这些现象。比如，该医学中心最近关于帕金森疾

病的 DBS(Deep brain stimulation) 治疗 , 医生们已经

在数百例病人身上发现了很好的疗效，但他们不能

解释为什么这种深脑刺激会有效，因此他们与研究

所合作，希望研究所的教授们在动物模型上继续深

入做帕金森疾病深脑刺激治疗机制的研究。他们这

种毫不保留的与别人分享研究结果的开放的合作交

流意识真的是值得我们都去好好学习。

我所在的研究所的课题组，是从事神经内分泌

对外周能量代谢的调节机制研究的（这与我在国内

做疼痛基础研究有很大的不同，不过有一点类似的

是我在国内也做很多动物整体水平实验，不管怎样，

这对我自身知识面的拓展有很大帮助），几十年来，

他们一直坚持做动物整体水平研究，方法单一也非

常传统经典，即使没有做到分子水平，仍然能出非

常优秀的成果。当然并不是说动物整体实验就好

做，相反，动物手术要求的技巧往往不比细胞分子

水平实验容易。而且课题组的负责人与医院的神经内

分泌科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每周一，研究所课题

组与医院的临床神经内分泌科都会有小的学术报告，

由两边的学生相互汇报近期的研究结果，虽然有些

只是阶段性的，但临床医生与基础研究的学者们坐

在一起热烈的讨论经常能产生许多对学生的工作有

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在国内的医学院时，我一直在想，做研究特别

是生命科学研究的正确方向就应该是像国外这样，

临床医生们在病人身上发现了现象，无法解释清楚

时，应该与学校的基础学科密切合作，既可能在临

床实践上获得证据支持，也会完善和丰富基础理论，

从而达到临床诊疗与基础医学发展双赢的局面，而

且各种研究资源也会得到充分利用，避免无谓消耗

人力、物力以及财力。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成果

会比单一的临床现象或空洞深奥的基础理论研究更

有意义。记得段树民院士说过一句话：“做研究，意

图1 报告现场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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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比兴趣更重要。”说到这里，我想无论是从事临床

工作的医生，还是从事研究的学者或是学生，既然

选择这条道路，就要体现出这个领域的职业素养，

体现出这个行业的职业主义或专业主义精神（饶毅

先生的 PROFESSIONALISM）, 我们要尽可能对自

己的工作负责，对纳税人的钱负责，对每一个被杀

掉的动物负责，对我们生活的自然生态环境负责，

相互之间多些真诚的沟通与交流，少些利益与权利

的纷争，多些积极主动的思考，少些消极被动的承受，

我相信，过不了多久，我们的医学院校、附属医院、

科研院所一定会出更多优秀的科学家，出更多有价

值有意义的研究成果，让文章成为科研的副产品。

2. 研究生实习制度

对中外学生差别的见闻

我每次出访境外的高校，总是向我的 host 提出，

想旁听他（她）给学生讲课。国外大学一般坚持做到：

老教授必须给本科生上课，这是提高本科教学水平的

一个重要措施。所以，我听过的课有大一的线性代数，

大二的流体力学，研一的水波理论以及一些研究生的

专题课程，授课的都是颇有成就的名教授；还多次参

加了研究生的seminar和工作汇报。此举的目的主要是：

一来学习境外教授的授课技巧，二来了解他们的教学

方式。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却产生了一个“副产品”，

对中外学生的区别有了一些了解。后面会略说一二。

3. 业余活动丰富精彩

师生共渡圣诞聚会(Party)

作为欧洲一年中最为隆重的节日，从乡村到城

里，从小孩到老人，无不为之欢欣雀跃。圣诞节未至，

提前好几个周末，大街小巷就举行了各种庆祝仪式 ,
热闹非凡。我们研究所也不例外，上周五，所里的

party squad 专门为师生们筹备了一个小小的 party。
虽然大家平时都忙于做研究，但这丝毫不能掩盖大

家对于节日的期待和对晚会的向往。这次的聚会主

题是“师生厨艺展示”与“学生老师的智力问答比赛

表演”，从内容就能看得出，聚会必定是属于每一个

人的，没有师生的界限，没有年龄的界限，更没有

国家的界限。聚会选在平时的学术报告厅举行，里

面不算太大，但布置得很喜庆祥和温馨。聚会开始后，

老师学生们就陆续在厨房忙活起来，尽情发挥他们

各自的创造力。食物在这时已经变成每个人手中的

艺术品。大厅的一角早已腾出地方来摆放大家的菜

肴，旁边还准备有标签注明谁人的作品，菜名是什

么，什么成分。菜肴上齐后，感觉就像是在自助餐厅

了，大家端着盘子，可以随意挑选品尝自己喜欢的感

兴趣的食物。向来不善抛头露面，不修边幅的导师，

晚上也热情的为大家熬了一锅又一锅的蔬菜汤。这让

他错过了不少食物，包括我的彩色饺子。不过他一

直很开心，我想，他看到这么多人都分享到了他的劳

动成果，这可能是对他最大的回馈了。

图2 讨论会现场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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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完之后，就是智力问答比赛表演了（quiz 
show），题目来源广泛，也趣味十足。分历史哲学知

识板块，科学知识板块，研究所知识板块和日常生

活知识板块。师生的对决相当精彩激烈，这也让我

们台下的观众长了不少知识。从中，我们了解到了研

究所成立于 1909 年，现在共有 18 个课题组与一个

人脑库中心，人脑库成立于 1985 年。研究所师生人

数共有 310 名，今年已在世界顶尖学术期刊（Nature, 
Science......）发表论文 34 篇等等。最终还是以年轻

富有活力的学生队战胜了老师队。随后，大家在优

美动感的音乐中尽情享受着聚会带给大家的喜悦。

感想

（1）国外学生对老师（尤其是教授）尊重没有
距离，国内学生对老师保持距离，尊重不足

国外学生见到老师一般都会礼貌地打招呼（高

年级有时直呼其名），别看他们上课时（特别在上小

课时）不太注意坐姿，但从不迟到或不专心听讲；他

们提出问题，得到解答后一定道谢；课间休息时，只

要老师还在教室里，会围着他（她）提问题，弄清

课堂上没听明白之处。我在纽约大学柯朗数学科学

研究所访问时，遇到期末考试，我的 host 要去旧金

山出差，让我代替他给本科生考试监考，考的是线

性代数课程。进考场后发现亚裔、非洲裔学生占半

数以上，他们对我很尊敬，拿到考卷后，就开始问

我考卷上不清楚的地方，我尽量作答；问题接踵而

来，我一想，不对了，他们是不是在“欺生”啊？赶

紧“刹车”；考试中仍有几个学生小声向我提问，从

他们提问的内容看来，他们不见得比国内大学生高明

多少。考试结束时间一到，他们纷纷交卷，临离开

时也没忘了向我示意告别。

国内学生上课（尤其是上午第一节课）迟到似乎

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上课时走神、打瞌睡甚至交头接

耳的现象时有发生，显得对老师的劳动不是十分尊

重。对于老师（特别是对我这样的老教师），总有点

敬而远之，课间休息时即使老师在教室里，也没有

学生围着提问（考试前的辅导答疑除外）；往往经过

我的一再鼓励，才渐渐地与我平等地交谈。

（2）国外学生比较aggressive（张扬），国内学
生则比较内敛

在国外的课堂里，很少见到学生正襟危坐、一

声不吭的，特别是坐在后排的，连四肢平展的都能见

图3 研究团队成员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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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但他们听课很专注，经常频频发问。有一次我到

Brown 大学应用数学系访问，去听我的 host 苏兆星

教授给本科生讲授流体力学，听课者约 30人，在教

室里散乱地坐着，什么样的坐姿都有。我记得那堂课

讲的是水波动力学，正是苏教授的专长，他讲得非

常清晰生动，学生们非常活跃，时不时地举手提问，

涉及水波方面的各种问题，从物理概念到数学提法，

“打破砂锅问到底”，苏教授耐性极好，一一详细作答，

有时说，有些问题下一节课会讲到。我坐在后面暗自

统计了一下，45 分钟的一堂课，这样的问答竟有六次

之多！要知道，这是在讲授大二学生的基础课！

相比之下，国内的学生在课堂里太安静。他们一

般坐得一本正经（大概从小学开始老师就这样要求

的吧），上课要么记笔记，要么默默地听着。向老

师提问题？想都没想过。我在本校力学系给本科生讲

过六次“理想流体力学”，对这种鸦雀无声的课堂氛

围非常不满。于是，立下规矩：我上课时可以随便

插嘴提问，甚至于可以不举手就发言（因为学生人数

不多，不必担心秩序问题），最后将把上课的表现（活

跃程度、提问次数等），计入课程的平时成绩。后来

情况稍有好转，但与国外同类课程的课堂气氛相比，

仍不可同日而语，可见积习难改。

（3）国外学生的想象能力、创新能力超过国内
学生

一般来说，国外学生的应付考试的能力与国内

学生相差不多，甚至略差一些，但创造力似乎胜过

国内学生。我有机会做过两次比较，还说那次线性

代数考试，我帮忙帮到底，帮着初步批卷，发现有

亚裔名字的试卷的成绩高出平均水平，但那道最有灵

活性的试题，却回答得不怎么样。

在 MIT，我的 host 梅强中先生对研究生要求甚

严，那时他有六位博士生，其中一半来自国内。他每

周与一位学生讨论一个小时，我要求参与。结果发现，

来自中国内地的学生的创见少于国外的，研究进展也

较慢。

以上罗列的是我不多的见闻及印象，难免是管

窥之见，不很全面。至少可从中看到东西方文化传统

之区别。更深层次的分析留给我的朋友们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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