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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过去一年，像晴朗的夏

日，风吹过一棵树的叶片，许多

瞬间在回忆中闪动。

我生日那天，上午在两个班

都理麻了学生，下午睡觉、备课，

晚上继续上课，借手机给学生打

电话，守到十点。放学后，漆黑

的走廊上阿尔伍各叫住我，递给

我一束纸巾做的花，用蓝色粉笔

上色，拿英语作业纸包起来，说：

“赵老师生日快乐。”

遇到一节新课是分析一篇

新闻评论，难讲，备课到凌晨三

点零五分才结束，六点半就起床

去上课。心中浮现出这样一句

话：哎，老师也是第一次当老师。

第一次半期考试成绩出来

了。我带的1、2班平均分为全年

级第一第二，超过第三名6分。其

中1班在上学期期末考试中，语文

均分为全年级最后一名，少于全

年级第一（2班）10分，本次考试2

班仍为年级第一，但1班均分仅少

于2班2分，已居年级第二。这对

我是一种肯定，记录一下。

关于彝族新年，故事有两种

讲法：一种是过年了，全县城里游

走着将死的猪；另一种是半期考完

了，我的班从倒数第一到年级第

二，年级第一是我的另一个班。放

假前，我拥有了我的凉山名字。

带学生们参加大山里的第

一次运动会。喉咙咽过土地的

滋味，皮肤染上土地的颜色，了

解每一粒沙砾的直径，能从土地

的黯淡中看到光泽。因赤身裸

体在泥土中滚过来，而体会了大

地的质地；因赤手空拳站在大地

上完成过战役，而更信任自己双

手的力量。

孩子们在信里说，我让他们变

成了更好的人，学到了好多知识，

也明白了许多“高尚的情感”。亲

爱的孩子，教学相长也，你们明白

吗？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帮助我

长成了凉山真正的女儿。

我从这个绿油油的潮湿的

内陆盆地走出来，翻山越岭，远

跨重洋，为了长大、长大。过去

一年，我重新走回这个绿油油的

盆地，走进更深的山里，在生母

的怀抱中完成了巨大的成长。

接下去我要继续远行。

妈妈，凉山帮助我成为一名

真正的大地女儿了。

赵芸巧（新闻学院2024级研

究生）

成为凉山真正的女儿成为凉山真正的女儿
大学生活的主题就是探索，

要在大学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去
多元地探索。现在学校的各种学
生活动、社团组织以及不同学院、
不同专业的一些专业课程，如果
同学们感兴趣，大可以去探索。
因为在前两个学期还有转专业和
分流的机会，现在的评价体系改
革也给了大家更多的试错空间，
同学们可以选择自己真正感兴趣
的课程，而不是一味地追求绩
点。大可以在学习的过程中，多
去探索多元的校园生活。

同时规划很重要，特别是要
有短期规划，这里说的规划不是
指那种长期的和远大的理想。因
为现在整个社会和时代变化都非

常地快。我比较相信，现在所做
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对人生的未来
产生影响。因为我不能预计今后
四年或者十年之后，社会将会怎
么变，所以我所能做的就是做好
现在手头的事情。短的规划可以
是下一个小时，更长一点，可以是
下一天或者下一周，希望同学们
能做这样一类短期规划。长期规
划就是由一个个短期的小目标积
累起来的。在完成了短期的目标
之后，会有一种获得感和成功感，
不会在长期目标无法实现的情况
下，陷入一种迷茫或者惆怅的处
境。希望同学们能够逐渐形成规
划，帮助自己不断地前进。
居正（2024级大数据班辅导员）

多探索 多规划

相辉纵论

我本科就读于材料科学与工

程（电子信息材料与微纳器件）专

业，从大一开始，我就积极投身于

科研实践，跟随一对一导师学习

基本的科研技能，探索科研方

向。然而，刚刚接触科研，首先感

受到的是迷茫和枯燥，“特别是长

时间穿着防尘服在超净间工作，

往往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但

在团队师兄们的持续鼓励和耐心

指导下，我逐渐掌握了实验设备

的操作技巧。原本的枯燥乏味，

慢慢转变为对实验数据的热切期

待，最终还收获了一些不错的成

果。正是参与，让我越来越感受

到科研的魅力所在，“科研过程中

常常会遇见挑战，正如实验数据

并非每次都符合预期，但正是这

些问题和挑战，激发了我们去解

决的决心和能力”。

我参加过许多大大小小的

科创竞赛，而2022年的数学建模

比 赛 在 记 忆 中 留 下 了 深 刻 印

象。当时队伍需要解决三个问

题，面对第一问，我们较为轻松

地构建了相应的模型。 在第二

问时，停滞了整整一天。几乎所

有人都打算放弃并准备更换题

目时，我却不服输，在寂静的夜

里思考到凌晨三点，灵光乍现想

到了解决办法。攻克这个困难

后，剩下的题目变得顺其自然，

最终团队圆满地完成了比赛。

这个经历教会我，遇到困难时也

可以转变一下看待问题的思维，

说不定就会有意想不到的解决

方法。在后来的科创竞赛之路

上，这种思维始终伴随着我，帮

助我一次次地突破自身的上限。

在参加过许多科创竞赛后，

我深深感受到了科创实践对于

培养创新思维和解决实际问题

能力的重要性，同时也明白对于

“赛事小白”来说，“先行者”的经

验是十分宝贵的财富，“初接触

科 创 时 ，多 亏 有 师 兄 们 的 帮

助”。因此，我也希望传承“传帮

带”的传统，将自己的经验分享

给更多的同学，在此念头的驱使

下，2022 年，我作为创始人创办

了AMN材电科创俱乐部。

成立初期，科创俱乐部面临

了不少挑战：无固定活动场地、

成员们时间难以聚集......面对这

些困难，我再次转变思维，无固

定场所，便不再追求固定的俱乐

部组织形式，而是转向组织更贴

近同学们生活的学习经验分享、

科研方向介绍、竞赛经验交流等

日常性活动；同时为有能力的同

学提供科创实践项目，鼓励大家

通过参与学业之余的学科竞赛

提高各方面的能力。“思维转变”

再次给我带来了惊喜，科创俱乐

部吸引到更多同学参与，俱乐部

的成员范围不断从本学院扩大

到其他专业，成功激发了同学们

对科研的热情，如今，俱乐部已

累积取得了省部级奖项 60 余

项。这段经历，也让我感受到了

团队协作的力量，让我从一名受

帮助的参与者角色，逐渐成长为

帮助他人的领航者角色。

在复旦，我有机会接触到最前

沿的科研课题，与来自不同背景的

专家和学者交流，这对我的学术成

长和视野拓展有极大的帮助。

王磊（微电子学院2024级直博生）

从参与者到领航者
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阅读了

《Hello算法》。第一次读到如此有

意思的算法书。

正如作者所说，在计算机问

世之前，算法和数据结构就已经

存在于世界的各个角落。大到社

会网络，小到地铁线路，许多系统

都可以建模为“图”；大到一个国

家，小到一个家庭，社会的主要组

织形式呈现出“树”的特征；冬天

的衣服就像“栈”，最先穿上的最

后才能脱下；羽毛球筒则如同“队

列”，一端放入、另一端取出；字典

就像一个“哈希表”，能够快速查

找目标词条。随着文明的进步，

算法逐渐变得更加精细和复杂。

从巧夺天工的匠人技艺、到解放

生产力的工业产品、再到宇宙运

行的科学规律，几乎每一件平凡

或令人惊叹的事物背后，都隐藏

着精妙的算法思想。

作者真是最会讲故事的算法

人。全书采用动画图解，把知识

点撕碎了，内容清晰易懂、学习曲

线平滑，很多之前不理解的概念

被书上一张张图片点拨了。引导

初学者手脑并用地学习，探索数

据结构与算法的知识地图，通过

清晰易懂的动画图解，揭示算法

在复杂世界中的生动体现，展现

算法之美。

万翎依（数学学院2023级研

究生）

算法之美

“秋水共长天一色”是我与

中文的缘分节点。儿时，我曾登

上滕王阁，美景尽收眼底。但最

经得起细品的一份空灵之感，在

几年后背诵《滕王阁序》才在心

里升腾。“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

共长天一色”，将记忆中朦胧的

回味具象化为文字。萨缪尔· 亚

历山大说，“美的对象并不是实

际上的原貌，而是心灵将其自身

的解释引入这一对象”，恰是文

学对心灵的浇灌，让我看待世

界，除了原貌外，更多一份诗

情。这种文学让“万物有灵”的

感受，像光直直地打在我身上，

我则如同植物本能趋向光一般，

完全地投进那个自然与文学交

合的、如梦如幻的世界里。光影

重叠，笼罩着我最初的文心。文

学赋予我深情，静观万物皆有

灵。我看楼顶无人问津的野花，

怒放之中带着痛苦的诗意，自己

仿若在瞻仰屈子笔下不改气节

的香草美人。我于寂静的黑夜

面对落在书桌上的如水月光，内

心也澄净地念起“薄帷鉴明月，

清风吹我襟”……诚哉诗家言，

泛舟于“绵延不息的感发之生命

的”文学长流，看它那与天一色

的浩淼壮阔，我的胸腔中经久跳

跃着这一颗“美好的活泼不死的

心”，一下一下，郑重地让我的生

命打上文学的烙印。这就是我

与中文缘分最美好的开始。

我喜欢文字这种实在物，在

文字中辩驳定义，学会对世事分

类讨论；在文字中把握一饮一啄

的心境，明得失正判断。在我眼

中，它表达着一种有依凭的生活

方式，是一种本身就有价值、本

身就值得去爱的东西。在文字

中找准安身立命站位的过程中，

我与中文的缘际更深一层。

这个世界里有着卓越而有

趣的灵魂、不羁的襟怀和纵横古

今的讨论话题。和畅惠风，熏陶

着中文人的中正之气；日月光

华，闪耀着中文人的熠熠之思。

文学和文字让我们忠于内心，解

放更内在、更本真的自我 ，实现

“生命力的不被过滤”。

陈语菲（中文系2024级本科生）

让生命力不再被过滤

角落无阳草叶生，

沟渠引秽水浊横。

知难更上穿石罅，

意与梅花做友朋。

朱永超（2019年国学班）

野草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