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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奖学金颁发，褒扬学子们用努力与坚持，书写求学岁月

他们追寻多彩梦想他们追寻多彩梦想，，勇攀学术高峰勇攀学术高峰

如果说从事天文科研就像驾

驶一艘船在无边大海上航行，那

么在天文协会的经历便是喻知博

踏上这艘船的最初理由。

在天文协会，喻知博第一次

见到如此深邃而璀璨的星空，浩

渺星辰之下似乎世间的一切烦心

事都那么微不足道。更打动他

的，是身边同学眼中与自己一样

闪烁着的光。在大二上学期，他

便加入了 Cosimo Bambi 教授的

课题组，专注于X射线天文学的

研究。大三下学期，喻知博独立

立项“䇹政”计划，并申请到了加

州理工学院本科生暑期科研奖学

金(SURF)。暑期科研结束后，他

线上参加多个会议，包括增强型

X射线时变与偏振项目(eXTP)研

讨会、“慧眼”卫星成果交流会，并

在第九届“微类星体”(Microqua-

sar)会议(意大利卡利亚里)上海报

展示科研成果。同时，他加入了

Antonino Marciano教授的课题组

开展对宇宙射线广延大气射簇的

模拟。

丰富而又曲折的科研经历不

仅使喻知博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

果，更让他对天文学有了全面而

系统的认识。

每当在星夜仰起头来，喻知

博知道自己正在破解星空的一点

点神秘；那些看得见抑或看不见

的星光，正娓娓诉说着宇宙长河

中的一段段故事。他愿意继续在

这片星空下守望，揭示星空背后

的故事。

物理学系 喻知博

守望这片星空 揭秘它的故事

小时候，周瑞松被凡尔纳所

描述的那个人定胜天的世界所震

撼，那是一个科学技术具有绝对

的颠覆性力量，能用技术掌控一

切的世界。于是他立下了梦想：

去探索未知的迷雾，去掌握世界

的原理与奥秘。在这种想法下，

他对数学与物理方面的书籍尤为

感兴趣，他认为两个方向能最直

接的揭示世界的本质。

刚进复旦时的周瑞松，对一

切都充满着好奇与向往。入学

后，通过学习楼红卫教授的数学

分析课程，他很快从一个更高的

视角来看待分析学的问题。在大

一下时，他通过考试选拔加入了

首届数学英才实验班，得到更快

进度与更深层次的学习机会。在

2020年11月，他参加了第十二届

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赛区赛及第

十二届上海市大学生数学竞赛

（高教社杯），获得上海赛区第一

名。次年 5 月，他参加了第十二

届大学生数学竞赛决赛，并获低

年级组一等奖。同月，他参加

2021年丘成桐大学生数学竞赛代

数、数论与组合方向考试，获得优

胜奖。

伴随着大学里点点滴滴的梦

想，他希望不断进步，不断成长，

不断超越自我，成为名副其实的

新时代优秀大学生。

数学科学学院 周瑞松

去掌握世界的原理与奥秘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
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
志。”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青
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
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
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
有希望。对新时代的中国青年
而言，既面临着难得的建功立业
的人生际遇，也面临着“天将降
大任于斯人”的时代使命。

百年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

代复旦人肩负重任、砥砺向前，
从“58中队”到谷超豪、金重远留
苏报国，用坚定的选择、实打实
的行动、无悔的奉献谱写了一曲
曲动人的青春乐章。

东方的黎明最灿烂。恰同
学少年，新一代复旦人风华正
茂，正以高度的自信、开放的视
野和踏实的奋斗传承复旦精神，
在民族复兴历程中书写“第一个
复旦”更辉煌的明天。 文/傅萱

青春须早为 岂能长少年编辑手记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艰险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
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治学之路漫漫，热爱可抵岁月；科研之路崎
岖，坚守可攻险阻。立足复旦的土地，仰望百年的星空，一群群优秀的复
旦人，在人生行囊中装满收获与成长。

校刊本期报道的这一群优秀复旦本科生，矢志科研，追寻热爱；修身
强学，弘毅致远；在攀登之路上，探索着未来的无限可能……

本报还将继续聚焦更多优秀的复旦学子，让所有同学感受榜样力
量，一同进步成长。

“君子不器”是包笑婷的座

右铭。在她的理解中，“不器”是

对一个人修养的要求，也是对其

担当的期待。

高中时，在“汉语文化专题”

选修课上，包笑婷对语言学产生

了浓厚的兴趣。大学第一年，她

修读、旁听了“语言学纲要”“现代

汉语”等语言学专业课程，如愿以

理科生身份进入汉语言专业。在

揭开语言神秘面纱的过程中。她

对“硬核”课程情有独钟：“像计算

语言学、生成语言学，虽然听课的

时候可能一头雾水，但经过反复

揣摩最终理解时会特别有收获。”

她认为，学习的视野一定要

开阔，一个学科的知识有时可以

解决另一学科的问题，因此修读

了多个院系的课程。参加了多项

学术项目、学术训练营，在“望道”

项目中，结合统计计算方法与历

史文化视角，共同解释汉语现象；

法沪文献整理项目则加深了她对

普通语言学的理解。

包笑婷连续三年总绩点位于

年级第一，已经获得复旦大学汉

语言文字学直博资格，继续坚持

她所热爱的语言学研究。

中国语言文学系包笑婷

坚守热爱的语言学研究

早在十年前，他就日复一日

地记录天气数据。出于对天气现

象的浓厚兴趣，他选择了大气科

学专业。“理想必须热爱”，这是傅

正航高考前立下的座右铭。

大二起，傅正航如愿进入大

气科学专业学习。有着浓厚兴趣

的“Buff”加成，他修读的所有大

气类专业课均拿到了满绩。

今年11月，他的第一个科研

项目结项。在郑州“7.20”暴雨

中，傅正航创作或指导创作防灾

减灾、科学科普内容近万字，全网

累积阅读量达 6800 万。“2015 年

起，我就开始科普创作，在加入

‘中国气象爱好者’团队后，我掌

握了整套的科普创作方法论，并

且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气象科普

和气象科研一样重要，作为准气

象学者，不仅要把论文写在期刊

上，还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写在服务社会的实践中。”傅正航

说。“心有所信，方能行远。”胸

怀大气，方能远航。他希望用兴

趣与热情，造福更多的人。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傅正航

期待用兴趣与热情造福人类

周恩宇早早树立了成为一个

科研人的志向。

2021 年 5 月，周恩宇参加了

戴 尔 科 技 公 司 主 办 的“AI For

Good 寻找创新之星行动——AI/

ADAS 智能小车频道”智能小车

竞赛，她所在的队伍最终进入了

全国六强。这是她大学生活的一

个转折点。2021年暑期，她留校

继续完善曾在比赛中使用的自动

驾驶算法，与同学开发出了融合

图像检测、语义分割、图像分类等

多种计算机视觉方面解决方案的

智能小车自动驾驶模型，最终带

着“智能小车推动人工智能教学

发展”这个项目获得了中美创客

大赛（上海赛区）优秀奖。

每一次结束都是为了下一个

开始。“没有能力使用智能小车进

行教学科研的学校该怎么办？”赛

后，周恩宇开始思考这一问题，她

申请加入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

人项目“自动驾驶虚拟仿真教学

实验项目建设”，负责算法设计。

科研的过程是孤独的，积极

的反馈是最好的补充热爱的方

式。在项目中进行探索，极大地

提升了她的学术能力和实践能

力。现在回想起来，她依然感激

那个报名参加智能小车比赛的自

己。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周恩宇

每一次结束都是为了下一个开始

第十二届全国大学生化学实

验邀请赛今年7月在郑州举行，高

天翊和另外两位同学代表复旦大

学参赛，从全国 43 所高校的 129

名选手中脱颖而出。

功在平时，厚积薄发。大二

上学期，他申请了美国加州大学

的交流项目。因为疫情，交流时

间推迟至大三下学期，实地交流

也变成了线上进行。时差导致他

的课程都被安排在半夜，但学校

的课程也不能落下。这样，他的

时间变得非常紧张，经常凌晨五

点起床，上完网课，来不及补觉就

接着上学校的课程。这样的交流

一直持续到了五月，在时间利用

和学习效率方面他竭尽所能，最

终，大三学年绩点全系排名第四、

综评排名第二。

每一个优秀的人都有一段坚

忍的时光。人生没有白走的路，

每一步都算数。 文/彭若枫

化学系 高天翊

竭尽所能成为更好的自己

喻知博：获2020-2021学年
宝钢教育基金会优秀学生奖学金

周瑞松：获2020-2021年国
家奖学金

包笑婷：获2020-2021年国
家奖学金

傅正航：获2020-2021年国
家奖学金

周恩宇：获2020-2021年国
家奖学金

高天翔：获2020-2021年国
家奖学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