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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精神，也源于其家学渊源
与家风底色。

钟南山的父亲钟世藩是一位
儿科医学专家，母亲廖月琴也是知
名医者，还曾参与创办广东省肿瘤
医院。再者，钟父、钟母和钟南山
本人，皆有着“北京学习、国外深
造、主要行医履历在广州”的相似
经历。而钟南山的儿子钟帷德，同
为医者，主要行医履历也在广州。
历史文化名城广州，因钟南山家族

“医学世家”的故事得以更加丰富。
家学传承的不仅是从医之业，更

是行医之风。钟南山曾在受访时谈
及钟家的优良传统：“一是永远有执
著和追求，二是办事要严谨和实在。”

公开资料显示，为了把自身临
床经验传授给后人，钟世藩 70 岁
时仍坚持编撰《儿科疾病鉴别诊
断》一书。钟南山抗击非典时也已
67岁，抗击新冠时更已 84岁。日
常的诊病断病，钟世藩坚持对疑难
病例亲自做细致的体格检查，看报
告、看X光片、检验样本等，以找到
检验报告中所没有的关键细节。
这种行医方式也深深影响到钟南
山。2010 年至今，钟南山一直坚
持从广州医科大学医学生中面试
选拔组建“南山班”，自任班主任参
与教学，并且言传身教，鼓励学生
多与病人沟通，进行更多临床交
流，而不仅仅是凭检验结果断病。
父子俩相似的行医作风，春风化
雨，润泽了更多医学新人。

“我父亲曾经跟我说过一句
话，‘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留下一
点东西，那他就算没白活了’。”钟
南山曾在谈及家庭时说，他感觉自
己已初步达到了父亲的要求。

“那些文字，我至今记忆犹
新，对我的鼓励很大。”说到与
《羊城晚报》的因缘，钟南山总
会回忆起 1982 年 1 月 11 日的
版面。当天，《羊城晚报》头版
以《争气篇》为题，报道了钟南
山赴英进修时早期不被重视，
通过不断在学术上的进取逐渐
赢得外国同行尊重，最终取得
多项科研成果学成归国的“争
气”故事。自此，39 年来，《羊
城晚报》记录下了钟南山一幕
幕“高光时刻”。

2003 年，钟南山因“抗非”
有功获中组部、广东省表彰，《羊
城晚报》以《钟南山：广东抗非一
面旗帜》为题，深入报道了他在
抗击非典中的杰出贡献。2017
年 9 月，钟南山和团队在《新英
格兰医学杂志》发表慢阻肺研究
成果论文，通过《羊城晚报》的专
访，钟南山介绍了研究的重大突

破，也寄语医护人员“要有爱心，
要能解决问题”。2020 年 9 月
10 日上午，钟南山与广医一院
师生一同庆祝教师节，除了当天
快镜与消息，《羊城晚报》还以
《十个镜头告诉你 他是一位这
样的老师》，展现了“钟南山老
师”的医教双馨。

钟南山在公众眼里的形象，
往往是一身正装或白大褂。在
医者、学者之外，《羊城晚报》的
镜头，也记录下了“不一样的钟
院士”。2003 年非典疫情仍未
消退时，《羊城晚报》记者拍摄了
钟南山带领团队打篮球的场
景。2018 年 8 月 9 日，《羊城晚
报》又刊登了时年 82 岁的钟南
山“秀肌肉”、举哑铃、跑步健身
的报道。通过这份民生大报，钟
南山一次次向公众传达了疾病

“预防胜于治疗”、有规律锻炼身
体有助健康的理念。

与羊晚的故事，已延续近四十年

巍巍南山风骨
浩浩济世情怀

钟南山

非典时喊出“把最重的病人送
到我这里来”，新冠肺炎疫情时坐高
铁餐车赶往武汉，皆是钟南山院士
留给公众的“名场面”。面对突如其
来的重大疫情，他一次次临危受命，
毅然逆行，更敢医敢言。非典疫情
危急之际，他以专业学养和丰富经
验，否定了“典型衣原体是病因”的
观点，从而为及时制定救治方案提
供了决策依据。新冠肺炎疫情初期，
他向社会公布“存在人传人”情况，进

而拉响全国严格防控的警报。此后，
他带领团队只争朝夕，一边进行临床
救治，一边开展科研攻关……

“科学只能实事求是，不能明
哲保身，否则受害的将是患者。”钟
南山曾在接受采访时如是说。心
怀执著与追求，办事严谨且实在。
作为我国呼吸疾病研究领域的领
军人物，钟南山始终是“敢讲真话，
实事求是”的医者代表。

长期以来，他还十分关注国民

健康的公共议题，曾以人大代表身
份，在全国两会上提出监测PM2.5、
治理雾霾天气等建议。这些意见建
议，不少已被各地政府采纳实施。

“共和国勋章”颁授词里这样
说：在每一次公共卫生事件暴发之
际，钟南山都勇担大局，毫无畏惧，
化解卫生危机，更难能可贵的是他
一心为民，全心全意从百姓的角度
解决民生难题，为我国卫生事业的
发展贡献了重要的一份力量。

敢医敢言、实事求是的医者代表

他是医者，从医数十载，以仁心仁术还无数患者“呼吸自由”，更在
疫情风暴来袭时一次次挺身而出，直面危机，力挽狂澜。

他是学者，长期以来关注国民健康公共议题，秉持严谨客观的科学
精神，向公众发声，向政府建言。

他是师者，传道授业，身体力行诠释教育的真谛。“钟南山团队”与
“南山班”继承的不仅是医术，更是担当。

敢医敢言，实事求是，其底色是家学家风。继承父母辈的行医风
格，他也将执著追求与严谨实在的品质传给后辈，让“医学世家”的故事
继续在广州书写着。

“国士无双”——南山风骨，已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精神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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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南山，1936 年 10 月出生，福建厦门人，中国工程
院院士，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国家呼吸系统
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呼吸内科教授、博士生导师。他长期致力于重大呼吸
道传染病及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研究、预防与治疗，
2003 年为抗击“非典”作出重要贡献。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后，84岁的他毅然逆行、敢医敢言，再度成为抗击疫情
的“定海神针”，且多次连线外国专家，为全球抗疫分享
中国经验。2020年 9月8日，被授予共和国勋章。

我是《羊城晚报》的老读者，我的
家人也爱读《羊城晚报》。《羊城晚报》
在日常传播科学的卫生知识，传播正
确的健康理念，尤其是抗击非典、抗
击新冠肺炎等多次重大公共卫生战
役中，都与我建立了很深的情谊。这
是一个医务卫生工作者与一家负责
任的主流媒体之间应有的情谊。

希望羊城晚报报业集团，继续传
播权威的信息，传播科学的知识，传
播仁爱的理念，积极发挥政府与社
会，专家与民众之间的桥梁作用，沟
通信息，联结情感，形成积极向上的
合力。进一步扩大和改善传播渠道
和传播方式，进而影响更多的读者
受众，让人们充分感受到媒体推动
社会进步的力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
毛泽东主席就说过：“随着经济
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
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
潮。”这一宏大的预言，已经化
为现实。我们国家经过四十余
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经济成果，文化建设的重要性
正不断突显。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文化建设是“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彰显
出文化对于国家和未来所具有
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的地
位及作用。这一指示，对于我们
更好地理解和贯彻中共广东省
委提出的传承弘扬岭南优秀文
化基因，开创文化强省建设新局
面的工作方针，提供了很好的精
神指引。

羊城晚报有着六十多年历
史，扎根岭南，面向全国。长期
以来，我们以反映时代潮流，推
动社会进步，弘扬岭南文化为职
志，并因之成为岭南精神文化的
重要标志物之一。

尤其是近年来，我们注意把
握社会脉搏，弘扬务实求真、勇
于探索的岭南精神，同时在发掘
岭南历史、传承岭南文化方面不

懈努力，力求做到新闻与
历史的互照、务实与理想

的统一、科学精神与

文化价值的融合、开新与守正的
相济，从而创造出无愧于时代、
无愧于历史、无愧于岭南的精神
产品。随着社会日新月异的转
型和进步，我们也在不断创新传
播手段、拓展传播渠道，以打造
“具有鲜明岭南特色的现代文化
传播集团”为目标。

我们深信，为实现这一目
标，必须坚持“开门办报”、以开
放的姿态办一切媒体的工作思
路。而聘请羊城晚报报业集团
首批文化顾问，正是其中的重
要举措。这些文化顾问，有科学
济世的杰出科学家，有立言不朽
的人文学者、文学家，有桃李满
园的教育家，有德艺双馨的艺术
家，有创意产业的开拓者，他们
既是媒体长期关注的报道对象，
更是关注公共领域、对我们的传
播事业卓有见地的人文知识分
子。长期以来，他们对羊城晚报
报业集团的工作给予了持续的
指导和关心。今天我们郑重地
聘请他们作为集团的文化顾
问，正是要把这种珍贵的文化
资源进一步引入媒体生态，使
其源源不断地滋养集团每一个
员工的运思与才识，从而提高
传播质量，扩大传播渠道，增进
传播效能。

羊城晚报报业集团

钟南山寄语《羊城晚报》

让人们充分感受到
媒体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

南山精神，家风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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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4 月 10 日，四位广东省少先队员代表向钟南山院士赠送
手绘的“戴红领巾的钟南山爷爷”画像 通讯员 岳青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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