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 1 版）对复旦来说，

面临三个变局的挑战：

世界之变。复旦留学人才

很多，但现在国际上教育科技

人才有脱钩的趋势。中国越来

越多的学科已经站上国际前列

的新位置，大学从跟跑到并跑、

领跑，必须实现拔尖创新人才

的自主培养。

发展阶段之变。进入新发

展阶段，中国大学要进入世界

顶尖，以往“摊大饼”“拼指标”

的“膨胀式改革”难以为继，必

须实现提质增效的内涵发展。

创新之变。AI 来了，世界

科技创新、学术创新的范式发

生巨变。知识结构单一、没有

持续创新能力的学生，很快会

被淘汰。但是，AI 也为教育教

学改革提供了新的大机遇。

复旦想用十年时间，构建自

主自强的办学格局，实现提质

增效的内涵发展，增强持续创

新的动力能力，让复旦学生拥

有持续创新的动能和韧性，成

为各行各业领军人才。就像校

歌里唱的：作育国士，恢廓学

风，先忧后乐，震欧铄美。

改革是系统性的，包括教

育教学、人事制度、新工科、成

果转化、校园更新等。最重要

的是教育教学体系改革；最难

也最核心的，是课程改革——

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每个专业、

每门课，想清楚每堂课之间的

有机衔接，压缩课程数量，减掉

内容重复。否则，学生因对课

堂 内 容 不 感 兴 趣 成 为“ 低 头

族”，时间被大量浪费，这对高

校的教育教学是要命的事。经

过两年三轮大讨论，改革在全

校是有共识的。复旦拥有优秀

的教师队伍，是改革最重要的

依靠力量。

大力培养“干细胞式”人才

大江东：复旦提出要培养
“干细胞式”人才，这有什么深
意？您说到复旦学生一向拥有

“自由而无用的灵魂”，那是一
种“松弛感”，这与“卓越而有
趣”的教育理念和培养目标如
何协调？

金力：人体中有各种具有自

我更新和分化潜能的干细胞。

简单说，“干细胞式”人才的特

点是多潜质、高潜能：多潜质指

能够适应变化，始终有自我更

新和破界创新的能力；高潜能

指能够引领未来，成为创新发

展的领跑者。

“自由而无用”和“卓越而有

趣”相辅相成，是复旦创新沃土

的有机组成部分。改革首先要

提升人才质量标准，再提升高

质量人才的密度，这样才会有

文化改变，形成创新生态、创新

沃土，让更多学生种子在这片

肥沃的土壤中自由生长。密度

够了，才能杜绝“劣币驱逐良

币”。复旦近两年来打造百门

“AI 大课”、建设文化校历、鼓励

学生社团，也都是培育沃土的

努力。

达 到 卓 越 ，需 要 创 新 ；创

新，必须敢于冒险、敢于接受

失败，不能急功近利，这些在

“松弛感”中才会实现。我就

盼着，学生走在复旦的路上，

创新创意的 idea（想法、点子）

能从地面、从天花板弹出来进

入 脑 袋 。 复 旦 做 学 习 评 价 改

革，希望让学生有更多选择，

愿意挑战自己，而非不知疲倦

地“卷”绩点，所以我们在奖学

金、研究生推免条件中降低绩

点占比，让冒险行为、创新行

为变成加分项。

打造新工科解决“一片”问题

大江东：刚刚发布的 2025
年 QS 世界大学学科排名榜单
中，复旦有46个学科上榜，在中
国内地高校中数量最多，其中
有不少工程技术类学科很受关
注。加上复旦提出要打造“新
工科”，有人解读为复旦要建理
工科大学、培养应用型人才，是
这样吗？

金力：复旦要的不是排名，

而是通过科研创新——包括文

理医工各领域及其交叉融合，

解 决 国 家 发 展 和 人 类 进 步 遇

到的问题，与世界顶尖大学并

驾齐驱，这就要有磅礴的创新

能 力 ，有 突 破 知 识 边 界 的 能

力。最基础的，是以发现新知

为目标的原始创新，突破已知

边界，拓展人类知识疆域。第

一步是提出新问题，对原来貌

似 不 相 干 的 事 物 进 行 关 联 式

思考；第二步是解决新问题，

搞 清 楚 新 关 联 的 因 果 关 系 和

学理机制。简单说，已知范围

一个点，未知世界一个点，在

两个点之间建立因果联系，才

能拓展知识边疆。

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新工

科 ”不 是 一 般 意 义 的 工 程 技

术 。 复 旦 基 础 学 科 有 很 大 优

势，连接传统理科和应用场景，

就能更快更高效地把原创性颠

覆性成果推向社会，推动新质

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传统理

科负责“从 0 到 1”；传统工科解

决 工 程 问 题 ，负 责“ 从 10 到

100”；而“新工科”要构建的，是

“从0到10”的系统创新能力。

仔细看复旦“新工科”6 个

创新学院的建设方向，没有一

个是按学科目录来定的，都是

通过学科交叉、融合创新，连

接基础研究与应用场景，要解

决“一片”问题而不是“一个”

问题。

比如，赵东元院士团队获

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的介

孔材料研究，就是将理科基础

研究用于解决材料设计问题，

大到石油化工、能源、医药，小

到日用品，都能广泛应用。又

如，今年头三个月复旦顶刊论

文的“井喷”，许多都是面向广

阔应用前景，从根子上取得重

大突破。

我们的科研，不能总在别人

的树上摘别人剩下的果子。真

正的创新，应该从自己提出最

原始的核心问题开始，要在自

家院子种好自己的果树，扎下

根去，才能源源不断结出硕果。

人工智能可以集成人类所

有知识，让我们有更多机会去

发现新问题。复旦并非刚刚拥

抱 AI，我们从 2013 年就开始广

泛 搭 建 大 数 据 ，准 备 智 能 语

料。比如，我和团队 2014 年起

牵 头 组 织 推 动 人 类 表 型 组 计

划，通过对人体的精密测量和

系统解析，产生了大量高质量

的科研语料，产出了 150 万个新

的强联接，从中可以批量诞生

新问题、好问题。我们正在用

AI 处理分析海量数据，为生命

科学绘制新的科研导航图，形

成新的创新策源地。

最近，复旦大学加福民团队

发布全球首创的“三合一”脑脊

接口技术，通过微创手术在脑

与脊髓间搭建“神经桥”，在 AI

辅助下，严重脊髓损伤患者两

周内实现自主控腿、行走。这

既有“从 0 到 1”的基础科学创

新，也体现了“新工科”对基础

学科的深度融合，更有“从 1 到

10”的技术集成和系统化创新，

将科研推向了临床应用，让复

旦的基础学科更好地为经济社

会发展服务。

新文科“老根”要发“新枝”

大江东：复旦大学党委书记
裘新说，文科是复旦的老根儿，
绝不能丢。那怎么处理“老根”

“新枝”的关系？怎么理解复旦
提出的“新文科”？据说学校新
的招生比例，文理医工和交叉
门类各占20%，文科真的要大幅
缩减了？

金力：我和裘新书记有高度

共识：文科是复旦的旗帜、是

“老根”。“老根”不能动摇，也是

学校的核心竞争力之一。今年

复旦本科生招生计划，文科确

实有所减少，一是因为高考文

科生源在萎缩，二是一些曾经

热门的专业遇冷，社会的需求

在萎缩，但文史哲等“老根”学

科变化不大。

第一，“老根”要继续做强。

优势学科、高峰学科，没有任何

理由放弃或缩减，必须加强支

持和投入，不吝用兵、不遗余

力，让“老根”更加枝繁叶茂。

我 们 希 望 能 培 养 和 造 就 有 思

想、能够引领世界和时代的人，

对中华文化和人类文明有贡献

的人，从这点看文科一定要做

“精”。像文科资深教授陈尚

君，40 年心无旁骛，以一人之力

钩 沉 补 遗 出 版《唐 五 代 诗 全

编》，“用最聪明的头脑下最笨

的功夫、干最寂寞的事情”，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与阐

释、传承与发扬做出了不朽功

业，复旦引以为荣、倍加呵护。

人文社科是复旦“学科高

原”中最突出齐整的板块。近

年来，学校持续发力，人文学

科优势更加彰显，社会科学的

国 际 影 响 力 、竞 争 力 快 速 提

升 ，巩 固 了 复 旦 文 科 重 镇 地

位。在现代化进程中，哲学社

会科学是“科学的科学”，能够

直 面 和 研 究 现 实 中 的 重 大 问

题，特别是在 AI 时代回应人类

终极问题。

人文社科也能促进新质生

产力发展。动画电影《哪吒之

魔童闹海》投资方光线传媒的

董事长王长田，就是复旦大学

新 闻 学 院 1984 级 校 友 。 他 提

过，他的创业经历与复旦的人

文素养培育分不开。《哪吒之魔

童闹海》将人文叙事技巧与电

影工业技术手段无缝衔接，助

推了我们的文化软实力。

第二，“老根”要发新枝。想

避免出现“历史的疲态”，需要

与时俱进。如果说“新工科”是

直接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交

叉学科，那么，“新文科”就是直

接解决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

和现实问题的交叉学科。

我想补充一个事实，人文社

科背景的培养项目容量约占复

旦本科2025级的30%，但内涵和

模式有很大的转型升级。传统

文科的招生数有适度调整，同

时大大增加“新文科”培养项目

和名额投放，文科与理工医学

科 交 叉 的 双 学 士 学 位 规 模 占

2025 级招生人数的 12.4%，可以

说，“新文科”占了学校交叉门

类的“半壁江山”。我们希望通

过文理交叉、文工结合、文医融

通，催生新的学科增长点，把复

旦文科的品牌进一步擦亮、优

势进一步巩固。

比如，目前全世界古文字研

究领域专业队伍仅约 200 人，复

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

中心是重镇，立志“站在古文字

考释的最前沿”。一群中青年

学者将“冷门绝学”做得乐在其

中，成果丰硕，还跨学科合作，

利用人工智能助力甲骨缀合，

最近一年多就新拼缀成了甲骨

50组。

第 三 ，“ 老 根 ”奠 定“ 道

统”。复旦的“老根”，指传统

优势学科。文理融合，才是复

旦真正的“老根”，是复旦有今

天 地 位 的 真 正 道 统 。 无 论 文

理医工，要塑造追求卓越的灵

魂，人文情怀与科学精神缺一

不 可 。 每 一 位 复 旦 学 生 包 括

理 工 科 同 学 ，都 要 有 人 文 情

怀；每一位复旦学生特别是文

科同学，都要有科学精神。“思

考大问题、构建大视野、砥砺

大情怀”，没有人文精神是万

万不能的。

我一直认为应该跨越学科

的边界，自己的研究文理医工

都有一定涉足，与很多人文社

科学者有很好的合作，非常珍

惜 他 们 的 引 领 和 支 撑 。 过 去

10 年，我们共同组建了现代语

言 学 交 叉 研 究 团 队 ，搭 建 汉

藏、南岛、侗傣等语系的源流

框架，与遗传信息比较互鉴，

试图厘清它们的历史脉络、起

源分化，并以此解析世界范围

的人群迁徙。

教学改革要“打通任督二脉”

大江东：您提及教学改革要
“打通任督二脉”，是通过本研
融通、双主修学位和本科一生
一导师、研究生导师组培养等
路径吗？这对既有的专业细分
体制、师资力量、教学模式会带
来多大挑战？会出现新的“内
卷”吗？

金力：打通专业壁垒，才能

舒 筋 活 血 。 具 体 路 径 是 采 用

“2+X+Y”模式，搭建学生培养

的“立交桥”：“2”是通识课程和

专业教育，“X”是多元发展路

径，“Y”是融合创新能力。具体

包括几种模式：基础学科学术

导向的本博类培养项目；专业

导向的本-专硕-专博类培养项

目；交叉融合的本硕博类项目，

如本科双学位项目、学科博士+

AI 硕士项目等；以及前三类项

目之间转换的“立交桥”模式。

课程改革也要打通本科和研究

生教育，全校一套课程体系，同

一门课标注1-8 级难度，杜绝本

科与硕博课程的重复现象。

本研融通，是人才自主培养

的“高速公路”，既可以本硕博

一通到底，也可以通过“匝道”

动态进出、及时分流，还可以在

不同“道路”之间切换，让学生

真正获得自主构建自己知识结

构的权利和能力。

未来的复旦，人才培养的基

本单元，将从“专业”变为“项

目”。每个项目，可能由一个或

多个学科支撑，可以拿到一个

或多个学位。对学生而言，高

考录取哪个专业不再要紧，关

键是你入学后，按自己的兴趣

和 能 力 选 择 哪 个 人 才 培 养 项

目，构建了什么样的知识结构，

要解决什么问题，将进入未来

什么领域。我们希望，跨越学

科界限，把学生探究兴趣、生涯

发展方向和国家社会需求捏合

在一起。

人事制度改革则为教育教

学 改 革 提 供 坚 强 支 撑 。 从 今

年开始，学校老师们的“双一

流”绩效分配，从教学和科研

1:1 调整为 2:1。同时，把教育

教学改革与“准聘-长聘制”的

评价考核改革紧密耦合起来，

引 导 老 师 们 花 更 多 时 间 做 好

教学，打磨一两门“金课”而不

是上更多“水课”，把更多心思

放到学生身上，争取像苏步青

老校长希望的那样，把“培养

超过自己的学生”作为职业的

最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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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老根、催生新枝，复旦改革不是“赶时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