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学的种子，已经发芽 

                                           ——2005 届老会员  孟梦 

收到关键老师信息的时候，正在伦敦的书桌前啃着关于 sICAM-1的文献，看

到熟悉的关于北京市青少年科技俱乐部的消息，思绪一下被拉回到了十几年前，

想起来了第一次见和蔼可亲的王绶琯院士，想起来了那时懵懂，怀揣着医学和科

学理想的小小的自己，想起了那只有幸被科学家们拉起的“小手”，以及那颗在

心中悄悄埋下的关于科学及医学事业的种子。回忆起在北京市青少年科技俱乐部

的日子，是一段无比珍贵并且让我怀念的时光。可以说，这段经历对我的科学观、

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都有着巨大的积极的影响，也是这段在北京市青少年科

技俱乐部的科研经历让我义无反顾且坚定的选择了自己决定终生为之奋斗的事

业。 

我叫孟梦，毕业于北京汇文中学，是北京市青少年科技俱乐部 2005 级的老

会员，在俱乐部期间跟着卫生部老年病研究所杨泽教授进行了有关《北京市居住

人口的正常空腹血糖指标》的相关研究。本科及硕士研究生就读于首都医科大学

临床医学专业（中西医结合临床），现就职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

是一名消化科主治医师，同时正在攻读首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博士，2020 年有

幸参加国家科技部“走出去”人才培养计划，目前以访问学者身份在英国伦敦大

学学院（UCL）肝病与消化病研究中心跟着导师做蛋白组学的相关研究，方向为

通过蛋白组学的方法找寻免疫性相关肝病的潜在生物标记物。 

曾经的我，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能走上科研之路，是北京市青少年科技俱乐

部让我的“科研生命”在这里起航。还记得参加俱乐部第一次集体活动的时候，

那是第一次见王老，之前一直听说俱乐部有一个厉害的院士创始人，小小的内心

觉得这是无法企及且仰望不到的高度，甚至有点“怕”，觉得这么厉害的做科研

的院士大咖一定很古板严肃，没想到其实王老是一个风趣幽默、和蔼可亲的老爷

爷，一点架子也没有，反而对我们这些娃娃有着操不完的心，科研领域以一名科

学家的身份训练培养我们的科学思维，生活学习领域又一直勉励和鼓励我们。我

一直疑惑，这么厉害的人为什么要在晚年创办北京市青少年科技俱乐部，王老在

一次会上说“中国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太少了，培养科学兴趣和训练科学思维要从

娃娃抓起。有很多科研的“好苗子”因为没有科研的“土壤”最后没能走上科学



的道路流失了。作为前辈的我们反躬自问，也有失职之处。科学普及了，才能让

更多孩子受益。希望以后中国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就在你们之中。”所以王老联合

其余 60 位院士和知名专家在 1999 年发出了《关于开展首都青少年科技俱乐部活

动的倡议》并成立了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而我，就是在俱乐部这片科学土壤

中长大的幸运的孩子之一。 

俱乐部本着自愿的原则，让我们在其乐融融的氛围中，不但接受了正规的科

研培训，掌握基本的科研方法，还潜移默化地受到科学的熏陶。并且发现在科学

的道路上我们并不孤单，可以结识各个领域的科学大家，也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挚

友，许多当年一起参加俱乐部活动的小伙伴，现在依旧联系紧密时而相互聊聊彼

此的科研进展跨界头脑风暴。在俱乐部中还有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温暖，这就是

一个大家庭，无论我们遇到什么问题，科研工作亦或生活学习甚至人生迷茫，都

会得到俱乐部的最大支持和帮助，周琳老师就像一个忙里忙外的大家长，和王老

一样，也操心着我们每一个孩子。这种背后的无私支持与帮助，照亮了我前方的

路，也化成了我长大以后脸上的自信与光芒。 

科学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正式从事科研工作以后发现其实还是挺难的，并

不是每一次假设都能获得理想中的阳性结果，年轻刚参加工作时的我时而自我怀

疑，迷茫和困惑，但幸福的是俱乐部这个大家庭，在高中毕业培训活动之后并不

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俱乐部和周琳老师清晰的记得我们每一个老会员，每次

俱乐部组织活动还会热情的邀请我们回去，每次参加俱乐部活动都能让我立刻

“满血复活”。还记得王老曾经在一次活动中说“科学研究就是一个求真的过程，

这是一条孤独、艰苦但是却能让人精神富足的路”。每次我的科研过程遇到瓶颈，

我就想想王老，想想俱乐部，想想杨泽教授那句口头语“办法总比困难多”，想

想这些优秀的人和勉励的话，觉得自己不能辜负俱乐部那么多年呕心沥血的培养。

王老曾经说“如果每年平均能有 100名‘可能的科学苗子’参加科研实践，其中

有 2%—3%日后会成为顶尖人才，那么积年累月，效果还是可观的。为保住这些

‘可能的科学苗子’，我们没有理由不尽力。”那么，作为曾经有幸“被选中的

孩子”，我也没有理由在追求科学真理的路上不尽力。 

俱乐部的时光快乐而短暂，但是对我的人生影响却无比深远，不但培养了我

的科学思维，让我确定了事业方向，也在我的工作成长中不断指引着我前进。“人



一生要走很长的路，一路上就常常要有人拉一把。我自己年轻时候的路就走得很

艰难，是遇到了几双‘大手’才有幸‘走进科学’。如今自己成了‘大手’，也想

拉起奋斗的‘小手’。”这是王老曾经在一次活动中感慨说的话。而我想说，王老，

谢谢您尽力根植的这一片深厚的土壤，让我这样一个普通的孩子心中的科学种子

生根，发芽，虽然我仍稚嫩，但是我愿意在中国科研的道路上一往无前的坚持下

去，我的理想是许多年后当我有幸也可以成为“大手”的时候，可以接过您的接

力棒，把这份爱、这份责任、这份科学求真的精神，传承下去，也拉起那些奋斗

中的小手。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剩金。一批批有志于科学的青少年在俱乐部开

始了他们的科研之路，中国的科学之树必将枝繁叶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