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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是一名心脏外科医生，他经常飞
往全国各地为患者做手术。所以从小我就真切地
体会到医学能惠及患者、造福他人。”赵储珺目前
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的一名大
四学生，她坦言，生物医学是她很早就明确的学
习方向。

高中时，赵储珺来到美国马萨诸塞州北野山
中学，在完成高中课业的同时，她开始主动向生
物医学方向探索。赵储珺说：“高二时，我向哈佛
大学医学院申请选修了生物医学相关的课程，完
成了2个学期的内容。后来我向该学院的教授发邮
件并附上成绩单等信息，询问是否有机会参与实
验室的工作，顺利地得到了他的许可。”

在哈佛大学医学院，赵储珺对科研工作有了
更具体的了解。她说：“我所在的团队约有 20人，
几乎都是博士生和博士后。作为一名高中生，我
资历尚浅，专心向各位优秀的前辈学习各种实验
方法和技巧，打好做实验的基础。更重要的是，
通过学习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我得到了许多启
发。我很幸运，能较早接触到科研并置身在优秀
的队伍中，这是我的科研启蒙项目。”

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后，赵储珺主修生物医学
工程，专业绩点排名第一。同时，她更加积极地
参与各类科研项目，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纽
约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做过研究。“每当我
和团队成员在研究中有一点突破，或者发现了新
的东西，我就会感到激动兴奋。在我看来，生物
医学的科研工作很有意思，能满足我的好奇心。”
赵储珺说，“与此同时，科研结果能推动医学发
展，为更多人带来福利，因此一点一滴的新发现
都令我有成就感。”

“我对生物领域的各方面都感兴趣，想拥有更
多与专业相关的工作体验，因此，去不同领域实
习是个好选择。”赵储珺说。

在校期间，赵储珺在药物研发、科学杂志媒
体运营、医药行研等岗位实习，这让她收获了新
的认知。她说：“在调研国内生物医药企业时，我
了解到了科研成果转化为治疗药物的情况。科研
人员在实验室中取得突破是重要的开始，而如何
将尖端的科研成果转化成药，尤其是治疗癌症、
罕见病的药，真正惠及患者也很重要。我希望未
来有更多新技术能实现治疗方法的转化，为患者
带来希望。”

在繁忙的学业外，赵储珺喜欢舞蹈。她加入
了美国舞蹈荣誉学会，并曾在美国舞蹈艺术节表
演。她说：“我从幼儿园时期开始跳舞，师从舞蹈
演员汪其凤学习芭蕾，当时参加了不少表演。后

来，在美国读高中时我学会了现代舞、爵士舞等
舞种。我高中的舞蹈老师注重用舞蹈来讲故事。
我深深体会到了舞蹈具备打动人心的力量，它是
一种传递情感的方式。”

在学校，赵储珺还是美国工程荣誉学会哥伦
比亚大学分会的副主席、哥大系统生物学社团的
项目带头人。她说：“科研、工作、兴趣爱好都是
我生活的一部分，因此我会做好平衡各项活动的
时间分配。我喜欢把时间填满，忙碌的生活令我
开心。”

谈及和罗德奖学金的缘分，赵储珺说她小时
候就对“罗德学者”心怀敬佩，还有几位“罗德学
者”偶像。“刚得知今年的罗德奖学金申请启动
时，我有些犹豫，担心自己资历不足。一番左思
右想后，我决定抓住机会试一试，便开始准备申
请文书，反复修改，赶在截止日之前递交了申
请。之后我经历了一系列选拔过程，最终荣幸地
成为了获奖者之一。”

拿到罗德奖学金后，赵储珺计划在牛津大学
攻读工程学博士学位，选择该方向源于她听到的
一场讲座。赵储珺说：“今年夏天，我参加了学校
组织的一个暑校项目，主题为大数据和数据科学
在生物医学中的应用。这期间，一位来自牛津大
学的老师介绍了工程学中生物医学工程人工智能
方向的研究，他在牛津大学的科研团队专注于利
用人工智能做医疗辅助，帮助缺乏医疗资源的地
区做诊断，这对我很有吸引力。”

赵储珺说：“之前在上海的医院临床见习时，
我曾接触到许多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患者。他们中
有不少来自偏远地区，为了获得好的医疗资源辗
转奔波，十分辛苦。而人工智能的发展能打破地
域限制，帮助偏远地方医院提升诊疗水平，让患
者在当地就能获得与大城市一样的医疗服务。作
为一名生物医学学子，我希望可以通过研究，推
动世界朝更好的方向改变。”

(本文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从小我就真切地体会到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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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是美国现代主义的起源地
之一，世界上第一座摩天大楼就诞生
在这里。时至今日，芝加哥仍然在建
筑、艺术以及文学创作方面走在潮
流前列。都会的繁华、激烈的变革与
紧张的城市节奏，共同构成了芝加哥
这座城市的面貌。

第一次来到芝加哥的游客会惊叹
这座城市的繁华，高楼大厦鳞次栉
比，沿密歇根湖可以看到芝加哥最具
标志性的天际线：那是一道绵延数公
里、由芝加哥摩天大楼构成的城市地
标。市中心的密歇根大道是奢侈商品
和酒店的聚集地，到了夜晚灯火通
明，车辆行人川流不息，被称作“华
丽一英里”。

“或许每一座大城市都是这样，
你会爱上它，也会讨厌它，但这都不
会影响到它。”这是我在第一次去芝
加哥后写下的感想。面对这样一座繁
盛的都会，个体往往会感到渺小。在
这样的城市里，变化如此之快，节奏
这般紧迫，似乎每一个人都被无形的
力量裹挟着前行，只要踏进芝加哥，
不由自主变得和这座城市的居民们一
样行色匆匆。

然而，当对芝加哥的了解愈发深
刻后，我逐渐意识到这座城市在匆忙
与浮华的背后，有着更为生动、深刻

的一面。
芝加哥如今的建筑风格起源于

19 世纪 70 年代。1871 年芝加哥遭受
了一场巨大的火灾，老旧的木质建筑
大约有1/3被烧毁。为了迅速地完成
灾后重建，负责重新规划芝加哥城市

建筑的工程师们尝试使用钢铁框架和
箱式结构来搭建房屋，并用石砖和混
凝土来建造外墙。

出乎意料的是，这种快捷的建造
方式和坚固耐热的建筑结构完全符合
工业时代的城市建设要求，因此这种

现代建筑风格很快被美国其他各大城
市所使用，被称为“芝加哥建筑学
派”。现在芝加哥每年10月会有一个
周末作为“建筑开放日”，城市的公
共建筑向游客和市民开放参观并提供
讲解，以供更多人了解芝加哥这座城
市对现代主义建筑所作的贡献。城市
规划者和工程师们的卓越眼光固然重
要，如今芝加哥的繁荣昌盛同样离不
开万千为此付出劳动和汗水的人们。

芝加哥还是一座文化包容性极强
的城市。来到芝加哥的人一定不能错
过著名的千禧公园和芝加哥艺术学
院，它们代表着芝加哥这座城市的文
化精神。

千禧公园中央坐落着芝加哥的著
名地标雕塑“云门”，这个长相酷似
液态水银的雕塑会把周围的建筑和街
道用一种哈哈镜式的扭曲方式折射出
来，人与人、建筑与建筑在它的眼中
都被融合成为一体，不再受现实中的
界限所束缚。

芝加哥艺术学院更是充满了古典
与现代的交融，18 世纪的巴洛克风
格雕塑、19 世纪的印象派主义画作
以及 20 世纪的波普艺术海报同时向
观众呈现；从地域上来看，美国、欧
洲、亚洲和非洲各地的艺术作品也都
得到了同等的重视与体现。芝加哥的
文化与艺术不只源于这座城市，它汇
集了世界各地的精神财富。

留美期间，虽然我去过芝加哥多
次，但仍期待继续探访。在我看来，
芝加哥是现代文化的集大成者，它用
开放包容的心态接纳着世界各地的人
与文化，将世界联系得越来越紧密，
不断拓展思想与文化的边界。

（作者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
分校在读博士生）

在 英 国 兰 卡 斯 特 大 学 校
园，当我路过热闹非凡的教学
楼 ， 穿 过 宁 静 古 朴 的 木 质 走
廊，便能抵达学校的藏书处，
那是一块远离喧嚣的宝地。

初入兰卡斯特大学的图书
馆 ， 馆 内 的 设 计 让 人 眼 前 一
亮。错综复杂的楼梯交织在图
书馆中央，踏上去仿佛就能进
入 爱 丽 丝 梦 游 仙 境 。 在 图 书
馆，目之所及是木质装潢的学
习室，古朴简洁。除此之外，
还有绿色桌板的自习室，让人
不易产生视觉疲劳。

在图书馆中庭矗立着一棵
树，为了保证树木能有充足的
阳光，中庭的天花板被设计成
透明的。阳光明媚时，金色亮
光透过树叶照耀在中庭，也洒
在坐在树旁看书的我的肩上。
这时，偶尔飘下的落叶，诉说
着兰卡斯特图书馆独有的浪漫。

我偏爱图书馆窗边的一方
角落，透过落地窗能将窗外的
落日余晖尽数纳入眼眸。黄昏
之下，万物皆显温柔，此时在
图书馆捧起一本纸质书，指尖
好似能触摸到文字的温度。

我来英国留学后对中文书
籍尤为钟情，或许是出于对家的
思念，或许是对中国文化的喜
爱。中文阅读给我带来满满的能
量，小说、散文、现代诗、古文古
诗，在每一次阅读中，我仿佛找
到了心灵的栖息地。

每天在图书馆看书的几个
小时中，我仿佛打破了时间和

空间的枷锁，穿梭在西方和东
方，游走在过去和未来：马尔
克斯笔下百年的孤独，三毛与
荷西至死不渝的爱情，唐诗宋
词的千古绝句，科幻小说对未
来的描述……毛姆说：“阅读是
一座随身携带的小型避难所。”
诚哉斯言。

在兰卡斯特求学的 200 多
天，我从那个怀揣忐忑来到异
国求学的懵懂女孩，逐渐成为
一个独立自主、求知若渴的大
学生，正是阅读帮助我收获新
知，帮助我慢慢破茧成蝶。三
毛说：“读书多了，容颜自然改
变。”你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
籍都成了过去，不再能回想起
来，但其实它们潜移默化地影
响 着 你 ， 在 气 质 里 ， 在 谈 吐
上，在生活中。

留学的时光缓缓向前，因
为有了阅读，我在兰卡斯特平
凡的日子也变得五彩斑斓。

（作者系兰卡斯特大学媒体
与文化研究专业中国学生）

兰卡斯特大学
图书馆的浪漫

吴雨遥

科研能满足我的好奇心
本报记者 周姝芸

近日，2022罗德中国奖学金评选结果揭晓，4名决出

的“罗德学者”将在明年赴英国牛津大学深造。来自美国哥

伦比亚大学的赵储珺经过层层选拔成为获奖者之一。

赵储珺学习生物医学工程，留学期间有着丰富的科研

经历，科研成果发表于多个国际期刊。

本报记者日前采访了这名优秀的女孩，一起来听听她

的留学故事。

“我喜欢把时间填满，忙
碌的生活令我开心”

罗德奖学金创立于 1903 年，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际奖学金项
目。罗德奖学金每年从全球选拔100余位“罗德学者”，资助他们前往英
国牛津大学深造。

罗德奖学金于2015年在中国大陆地区正式开放申请，每年从中国选
拔4位“罗德学者”。

“希望可以通过研究，推动
世界朝更好的方向改变”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
衣。祖国时刻牵挂着每一位
海外学子，祖国的发展离不
开海外学子的参与奉献。在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
族人民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的新征程之际，为传承留学报国传统，弘扬爱
国主义精神，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与《人民日报海外
版》联合开展“我与祖国共成长”征文活动。

活动主题：我与祖国共成长
参与对象：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领区中国留学

人员
作品内容与形式：结合亲身经历，讲述自己的

成长与祖国的发展息息相关的故事、留学中的故事
等；征文题材不限，字数在2000字以内。

征集时间：2022年12月1日—2023年1月31日
评审工作：《人民日报》组织专家评审，评选出

的优秀作品将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专栏刊发，获
奖名单将于2023年2月底揭晓。

奖项设置：一等奖5名；二等奖10名；三等奖
15 名；优秀奖若干名。获奖者将获得证书、奖金
（一等奖 200美元/人，二等奖 150美元/人，三等奖
100 美 元/人） 及 纪 念 品 。 稿 件 电 子 版 请 发 至
acrosspacific@126.com，注明“我与祖国共成长”征
文，并附上联系人、所在院校、联系电话和电子
邮箱。

欢迎广大留美人员踊跃投稿。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教育处
人民日报海外版科教部

2022年11月28日

“我与祖国共成长”
征文启事

去芝加哥
品味文化包容

许路明文/图

赵 储 珺
是一位活泼
开朗的姑娘。
她喜欢舞蹈
并积极参加
校园各种社
团活动。

赵储珺 （中） 高中获奖时和老师合影。

吴
雨
遥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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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
斯
特
大
学
图
书
馆
学
习
。

赵储珺 （前排左
下） 在留学期间与同
学合影。

图为芝加哥千禧公园地标雕塑“云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