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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选择复旦，成就未来

2014 年起，复旦大学先后

建立一批以问题为导向的实体

运行科研机构，致力于打破文

理医工的学科壁垒。跨学科的

创新平台不仅推动重大科研突

破，也让复旦人的成长轨迹更

加鲜亮。

在信息时代，芯片是推动科

技革命的基石之一。2020 年 1

月，复旦大学芯片与系统前沿技

术研究院（简称“芯片院”）正式成

立。2022级芯片院博士生焦博

曾获复旦大学“学术之星”荣誉称

号，于2021年冬开始在刘琦教授

和陈迟晓副研究员的共同指导

下，参与“基于有源硅基板的三维

存算一体集成芯片”课题，并最终

点亮了这颗三维集成芯片。

作为全国高校首家古籍保

护研究院，2014年，复旦大学中

华古籍保护研究院（简称“古保

院”）正式成立，首创领域内交叉

研究模式。“惊喜”是2022级研究

生吴越在古保院求学的最大感

受。不仅课程交叉，古保院还以

“师带徒”的模式开展人才培养，

吴越从生物、化学、材料等不同

角度，发散古籍保护思维。毕业

后她入职常州图书馆，成为一名

真正的古籍修复师。

电影《后天》，点燃了复旦

大学大气与海洋科学系2020级

直博生张楷文对大气科学的浓

厚兴趣。本科毕业后，张楷文

直博至复旦，聚焦北半球中纬

度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研究，

毕业后将入职研究院任博士

后。“便利”，是张楷文描述大气

研究院的一个关键词。他特别

提到复旦的 CFFF 平台：“这是

国内高校最大的计算中心之

一”，充足的超算资源让复杂实

验成为可能。“国际化”则是另

一个关键词，大气研究院频繁

的校际与国际交流合作让张楷

文受益匪浅。

在复旦大学脑科学转化研

究院（简称脑转院），2020 级博

士生李小钰作为彭勃教授独立

建组后招收的首批学生，正致

力于神经退行性疾病的临床转

化研究。五年前，研究院初创

时仅有三位教授，如今已成为

神经科学领域的中坚力量，而

李小钰也经历了与导师共同探

索和成长的过程。“我刚入学的

时候，导师当时每天至少花一

小时和我讨论科研，在彭勃和

饶艳霞两位老师手把手的指导

下，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回

首五年时光，李小钰最大的蜕

变是科研心态的成熟。展望未

来，她希望能聚焦真正帮助病

人的研究工作，也希望成为一

名鼓励学生勇敢探索的导师，

就像自己的老师那样。

实习记者方东妮 葛近文

对梁晓声来说，1977 年是

一个重要的人生转折点。这年，

他从复旦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

电影制片厂工作，在那里，他“接

触到了中国电影史上诸多大师

级人物”，完成了从文学青年到

专业作家的转身。

作为中国当代著名作家，

梁晓声身上始终保持着一种

可贵的“倔强”——对现实的

直面、对文学的虔诚。今年已

76 岁的他，谈及过往、谈及当

下、谈及文学时，依然如少年

般热血。

复旦推进我和文学的关系

1974 年，梁晓声拿到了复

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在自

传体小说《从复旦到北影》中，

梁晓声记录了自己从黑龙江

生产建设兵团乘火车前往复

旦大学求学的情景。入学第

一学期，他因被查出肝炎症状

而住院隔离，老师们不仅常去

探望，还在寒暑假期间轮流邀

请这位因家境贫寒独自留校

的学生到家中吃饭、聊天，探

讨创作问题。

在那个年代，中文系创作

专业的教学不拘泥于课堂，老

师常带领学生到农村、码头、工

厂开门办学，体验生活，“像新

闻记者一样收集创作素材”。

作为工人的儿子、兵团的战士，

这种教学方式不仅维系了他与

劳动群众的感情，更培养了他

观察社会的敏锐眼光。“多接触

各阶层人们，特别是生产第一

线的人们，对作家丰富生活、培

养感情非常重要。”

“成为复旦大学的学生，

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的人

生，推进了我和文学创作的关

系。”梁晓声说。

“现实生活还很少被讲述”

多年来，梁晓声的代表作

涵盖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及

小说集等，他擅长聚焦大时代

中平凡人的命运浮沉，具有强

烈的现实关怀和平民情怀，因

此又被誉为“平民作家”。

2017年，他的百万字长篇小

说《人世间》正式出版，并在两年

后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这部

小说后来改编成电视剧，一经播

出便引发公众观剧热潮，甚至不

乏90后、00后追剧，成为当年的

现象级作品。尽管年逾古稀，梁

晓声如今仍然保持着创作热情，

并将创作目标明确为“讲好中国

故事”，“首先讲好现实题材，因

为我们的现实生活还是很少被

真正讲述。”

“年轻人比我们觉醒更早”

2002 年后，梁晓声进入北

京 语 言 大 学 中 文 系 任 教 ，在

坚 持 文 学 创 作 的 同 时 ，成 为

了 一 名 教 育 者 。 在 他 看 来 ，

如今年轻一代已经展现出比

前 辈 更 明 显 、更 广 泛 的 文 化

自信。

“我曾经也有过‘文化自

卑’。”梁晓声坦言，近年来，在

重读大量中外经典名著后，他

不禁羞愧于过去的自己对“中

国文化和文学的一知半解”，从

他今天的审美体验而言，“中国

文学和西方文学的关系应该是

各美其美”。

“年轻人的文化自信比我

们这一代人觉醒得更早”，面

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复

旦学子乃至当代青年应该作

何选择？梁晓声给出了直白

而务实的建议：“我们要确立

平凡普通劳动者的价值，珍惜

高等教育的机会，做一个优秀

的公民。”

本报记者 李斯嘉
实习记者 黄婕

梁晓声：复旦推进了我和文学创作的关系

如何在跨界中成长？复旦学子给出答案

4月26日上午，“廿载薪传启

新章·数智鸿猷拓未来”——复

旦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成立 20 周

年大会在复旦大学光华楼吴文

政报告厅举行。

从 1905 年复旦公学的数学

课堂埋下的智慧火种，到 1952

年苏步青、陈建功等先贤擎起

大旗，在微分几何、函数论等领

域拓荒奠基，“复旦数学”逐渐

成为响当当的名片。2005 年，

面对数学学科各分支由分走向

合的总趋势和数学与其他学科

交叉及在工程技术中广泛应用

的需求，复旦大学数学科学学

院应势而立，始终以探求真理

为志业，将报国情怀融入数理

经纬。

复旦数学学科先后有 10 位

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他

们为开拓学科前路躬耕不辍，为

数学事业发展笃行不渝，铸就了

复旦数学的基因。二十年来，学

院全体师生秉承老一辈数学家

的精神火种，在院士群体的学术

引领与新生代学者接续奋斗中，

持续谱写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

的辉煌篇章。

学院建立之初便设定了总

目标——“要建设世界一流的数

学学科”。二十年砥砺前行，复

旦数学不断进取，追求卓越。自

教育部 2002 年开展学科评估以

来，复旦数学前三轮全国一级学

科，整体水平评估综合排名均名

列第二，2017年第四轮评估获评

A+学科，2022年第五轮评估续获

佳绩。

追求真理、勇攀高峰、集智

攻关、团结协作，复旦数学学院

坚持“四个面向”在基础数学前

沿领域与应用开发领域均有重

要突破。2009年，谷超豪教授获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5年，

李大潜教授获国际工业与应用

数学联合会苏步青奖。建院至

今，学院教师在国际数学领域四

大顶级刊物上发表论文12篇，荣

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3 项，

获省部级奖项 15 项。

自成立以来，数学学院全

面加强战略人才培育，积极引

进 具 有 世 界 影 响 力 的 顶 尖 人

才，活跃在国际学术前沿的领

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和极具发展

潜力的青年英才。学院现有教

职工 130 人，其中中国科学院院

士 5 人，国家级高层次人才计划

入选者 32 人次，国家级青年人

才计划入选者 34 人次，已形成

一支结构合理、实力雄厚的高

水平人才队伍。

学院聚焦推进人才培养模

式改革实施“数学基础学科拔尖

学生培养试验计划（苏步青计

划）”，加深和拓宽分析、代数、几

何/拓扑三个基础方向，将学科

前沿融入本科教学，为培养未来

领军人才打下坚实基础。

同时，积极推进本博融通

培养方案，创新性推出 8 年制

“理学学士+理学博士学位”的

一贯制培养新范式，不断推进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改革。构建

多元化国际交流体系，组建中

法应用数学国际联合实验室，

与日本京都大学共同发起东亚

数学博士生论坛，选派优秀学

生前往国外顶尖高校进行联合

培养和短期访学。

老一辈复旦数学人心系国

家，在时代大潮中勇担重任，光

荣的红色基因是复旦数学的宝

贵财富。站在建设中国特色国

际顶尖数学学科的历史方位，复

旦数学人更当以“教育强国”为

己任，在基础研究“深水区”勇闯

新路，在交叉融合“无人区”开疆

拓土。

本报记者 叶鹂实习记者 曾译萱

数学科学学院 20 周年，学科创新发展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