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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佛读书期间，我切身体会到

先进的科技知识，能够既简单又深远

的帮助到社会上很多的人。本世纪

初，禽流感在亚洲多个国家肆虐。那

个时候，村庄里的农民听到禽流感就

像听到恶魔施咒一样，对其特别的恐

惧。乡村的土医疗方法对这样一个疾

病也是束手无策。农民对于普通感冒

和流感的区别并不是很清楚，他们并

不懂得流感比普通感冒可能更加致

命。而且，大部分人对于科学家所发

现的流感病毒，能够跨不同物种传播

这一事实并不清楚。 ——何江

于是，在我意识到这些知识背景，

及简单地将受感染的不同物种隔离开

来以减缓疾病传播，并决定将这些知

识传递到我的村庄时，我的心里第一

次有了一种作为未来科学家的使命

感。但这种使命感不只停在知识层

面，它也是我个人道德发展的重要转

折点，我自我理解的作为国际社会一

员的责任感。 ——何江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我们的社

会强调科学和创新。但我们社会同样

需要注意的一个重心是分配知识到那

些真正需要的地方。改变世界并不意

味着每个人都要做一个大突破。改变

世界可以非常简单。它可以简单得变

成作为世界不同地区的沟通者，并找

出更多创造性的方法将知识传递给像

我母亲或农民这样的群体。同时，改

变世界也意味着我们的社会，作为一

个整体，能够更清醒认识到科技知识

的更加均衡的分布，是人类社会发展

的一个关键环节，而我们也能够一起

奋斗将此目标变成现实。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些，或许，将

来有一天，一个在农村被毒蜘蛛咬伤

的少年或许不用火疗这样粗暴的方法

来治疗伤口，而是去看医生得到更为

先进的医疗护理。 ——何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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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内地学生
首登哈佛毕业典礼演讲台
中科大寒门学子“想让美国大学生听听来自中国的声音”

□ 刘爱华 星级记者 俞宝强

北京时间5月26日，哈佛大学2016年毕业
典礼上，来自中国内地的学生何江，作为优秀毕业
生代表之一登上毕业典礼演讲台，讲述中国故事，
这是哈佛大学给予毕业生的最高荣誉。何江成为
第一位享此殊荣的中国内地学生，与他同台演讲
的，还有著名导演史蒂芬·斯皮尔伯格。

1988年，何江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县一
个普通农村家庭。在那个经济相对比较落后的地
区，何江的父母却很重视孩子的学习。每天晚上
的“睡前故事”是父亲给孩子的必修课，必修课主
题就是“好好学习”。在父母影响下，何江始终明
白，教育和不断学习的重要性。

5月27日上午，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从
中科大获悉，2005年，何江高中毕业，报考了以学
风淳朴著称的中国科大。

七年前，刚刚大学毕业的何江，带着象征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学生最高荣誉——“郭沫若奖学金”
光环，来到哈佛大学继续深造。初到哈佛的何江
发现，校园里经常能“偶遇”一些诺贝尔奖得主、学
术“大咖”，而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原来都是在教
科书里才能看到的。

随着留学生活的展开，在课堂上、讲座中，
何江发现，学生可以大胆地对“大咖”们的观点
提出质疑，相互讨论。还能与他们相约一起啃
汉堡、喝咖啡、泡酒吧，谈论学术问题，时不时地
还会受到他们的鼓励。在这样的环境中，他成
长很快，也变得非常自信。

头戴中科大学生
最高荣誉的光环

2005 年，何江大一时，互联网在中国已经
进入快速发展期。而何江在上大学之前，连
电脑都没怎么“摸过”。大一下学期，学校开
了一门计算机程序设计课程，连键盘都不怎
么 会 用 的 何 江 ，学 习 困 难 可 想 而 知 。 怎 么
办？克服困难，将压力转换为动力。何江找
同学借了一个键盘，整整一个月时间，何江有
空就在宿舍里用键盘拼命练习打字，遇到不
懂的地方，就主动向同学请教。学期末，何江
这门课得了高分。

“一个人只有了解、认清了自己，才能在未来
的路上走得更远”。成长于一个经济都相对落后
的地方，何江对很多新鲜的事物都“不懂”，而恰是
因为“不懂”，更加促使他主动涉猎不同领域的知
识，“取长补短”。

刚到哈佛时，何江一口“中国英语”，为了
找机会练习口语，他硬着头皮申请给哈佛的本
科生当辅导员，“也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勇气，
反正就是想多讲讲英语”。从入学第二年开
始，何江给哈佛的本科生做辅导员，这种方法
让他的英语表达方式，很快从“中式”转到了纯
正的“美式”。到读博士期间，何江就可以给哈
佛本科学生上课了。

“认清自己，
才能在未来路上走得更远”

哈佛毕业前夕，正是在一位教授的鼓励下，何江决定申请毕业
演讲的资格。经过精心准备，何江凭借比较新颖的题材和流利的
英语口语一路过关斩将，从全校数万名毕业生中脱颖而出。申请哈
佛大学的毕业典礼演讲，程序很严格，要通过3轮测试。第一轮，递
交个人材料和演讲初稿；第二轮，从12名入选者中挑选4人，申请者
可以对着演讲稿念稿；第三轮，从4人中选出1人，进行脱稿模拟演
讲。最终，校方从申请者中各选出一名本科生和研究生。

何江的准备很充分，从题材到具体内容，细细打磨，加上多年
苦练的流利口语，何江顺利入选。在哈佛毕业典礼的演讲台上，
华人面孔很少，而几乎被文科生占据的演讲舞台，理科生更是凤
毛麟角。何江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让美国大学生听听来自中
国的声音”。演讲中，何江从科技与知识在社会的不均衡分布入
手，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阐述了对于科技的思考。“在未来，我相
信将会有更多的中国人在类似的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

从数万名
哈佛毕业生中脱颖而出

在一个人的求学过程中，大学阶段是塑造人生观和价值观的
重要时期。

据悉，何江在中国科大的四年，学业上精力勤勉，课余广泛涉猎
各种社团活动。大二时，作为中国科大学生自然保护协会的一员，
何江跟随社团前往江西鄱阳湖湿地进行越冬水鸟调研。那是他第
一次参与野外考察，缺乏经验的他，与团队紧密配合、努力学习。

那个冬天，何江与团队记录了很多珍稀鸟类的行踪。在与保
护区村民接触的过程中，他也深深地了解到科技知识在普通大众
中传播的重要性。直到今天，何江对科学知识的传播依旧非常关
注。就像他在毕业演讲中所说的，“比以往任何时候，我们的社会
都更强调科学和创新。但我们的社会同样需要关注的一个重心
是将知识传递到那些真正需要的地方”。

何江在哈佛的导师，是34岁就晋升哈佛大学正教授的青年科
学家庄小威，二人本科都毕业于中国科大。“在她身上，我深切感
受到什么是对科研的热情和喜爱，这是一脉相承的科大血液”。
科学知识可以随时学习，而科学精神的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对
个人发展至关重要。何江一直心怀感激，“大学教育对我的影响，
除了学业成长外，最重要的就是教会了我独立思考的能力，明确
了自己的兴趣所在”。

哈佛毕业后，何江将前往麻省理工学院从事生物工程方向的
博士后研究，利用2D或3D打印肝脏细胞技术，进行药物筛选、疾
病模拟，以及癌症早期的灵敏检测。

其哈佛导师庄小威
也毕业于中国科大

演讲现场（图片由中科大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