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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学习 自主发展

六月梅熟，又是一年毕业
时。今天，3588 名本科毕业生
将带着复旦的百廿芳华奔赴世
界各地，开启人生新篇章。我代
表学校，为同学们送上最深挚的
祝福，并向悉心培育大家的师长
和帮助年轻人成长的社会各界，
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2025届是具有特别涵义的
一届毕业生。四年前，同学们踩
着“第二个百年”新征程的鼓点，
开始了大学生活；四年后，伴随
学校第三个甲子新起点的号角，
共赴复旦人新的强国征程。能
踏着这两个节点顺利毕业，同学
们是名副其实的“强国一代”“百
廿一届”，祝贺大家！

看着在座各位，不由想起当
年的我们。转眼间，我们1985届
已经毕业40年了。这40年是苟
日新、又日新的时代，也是摸着石
头过河的跋涉。回顾旅途，最想
与大家分享四个字：终身学习。
创新是复旦最鲜明的特质。复旦
人能在茫茫人海中一眼找到彼
此，能拥有持续创新的底气和能
力，首先因为我们懂得学习的意
义，愿意一辈子做一个学习者，终
身学习、终身创新、终身成长。

复旦人从小学到大，还将从
大学到老。不同的是，进大学之
前是“被教育者”，学会读书、学
会考试，顺利进了复旦；本科阶
段的核心是学会学习，完成从受

“教育”到会“学习”的转变；本科
毕业，意味着纯粹意义的学生时
代结束了，从学生到学习者，往
后的学习离不开探究和应用的
融合、兴趣和实践的契合、外部
需要和内在驱动的结合。

真正的终身学习者，懂得学
习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是人的创造

性和自由全面发展的动力源泉。
通过学习，我们葆有自主发

展的权利。
学习，解放和保护人的主体

性。卓越的大学教育，培养“自主
的人”，而非“工具人”。为人的创
造性发展提供无限可能，始终是
我们的教育目标。大学四年学习
的内容，很多将被淡忘。复旦赋
予大家最宝贵的东西，不是知识，
更不是名校光环，而是自立自强
的精神和自主选择的态度。

面对百年变局、科技大潮、社
会变革，面对未来和人生的不确
定性，同学们难免彷徨和焦虑。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复旦人“在学
思践悟中坚定理想信念”，讲透了
以学促知、知行合一的道理。终
身学习、自主探究，是我们点亮人
生价值的灯，是摆渡到理想彼岸
的船和桨。真正的安全感，来自
不断进步、持续创新的信念和实

践，而不是安稳的状态。
复旦人不甘于“被定义的人

生”“被设计的未来”，即便不能
创造剧本，也会选择书写自己的
台词；不急于展示“会什么”，而
是喜欢多问一句“是什么”“为什
么”；不愿意复制已有答案，而是
敢于提出问题并寻求自己的答
案。这样的成长会积攒起更坚
实更持久的力量，让自己的路走
得更稳更远，让人生渐入佳境。

通过学习，我们获得改造世
界的能力。

学习是认识世界，更是为了
改造世界。本科阶段，大家都接
受了以学科为基础的知识和方
法训练，但现实世界不是由学科
构成的。中国式现代化的进步，
需要解决许许多多实际问题，既
有科学和技术问题，也有社会和
思想问题。这两年，复旦推进新
一轮教育教学改革，把创新能力

作为核心，倡导多潜质、高潜能
的“干细胞式”人才培养理念，去
打通学段、学科、专业交叉融合
的立交桥，就是希望帮助同学们
跨越从专业到现实世界、从知识
到解决问题的鸿沟。

终身学习的普遍场景，是应
对挑战、解决问题的奋斗体验，
是把握变化、改造世界的曲折过
程。复旦人坚守专业精神，但绝
不会固守专业领地，而是按照国
家需要、个性志趣和发展需求，
去建构并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
和能力矩阵。大家听过许多学
长破界成才的故事，刚才又听到
很多很好的故事，也见过许多身
边同学跨界生长的案例。复旦
人不应被惯性和成见所束缚，而
要为更美好的世界，去探索未
知、跨界破界、创新创造、追求卓
越。只有舒适区之外，才是成长
真正发生的地方。

通过学习，我们让生活之树
长青。

曾有荷兰学者研究表明，经
常用脑的人拥有更长的健康寿
命和平均寿命。树木需要阳光
雨露才能常青，人则需要学习保
持心灵的活力。如果停止学习，
容易陷入思想僵化、情绪低迷、
动力不足的状态，像一颗缺乏营
养的树，走向枯萎。

复旦人渴望拥有自强的翅膀
和有趣的灵魂。复旦人的长青树，
源自学习带来的精神自由和富
足。学习不仅为了解决问题，更是
贯穿人生的态度；不仅是投资未
来，更是价值追求。只要学习，就
会有成长；只要成长，便不会老
去。期待大家保持兴趣、保持好
奇、保持热爱，让平凡的日子不断
闪亮，既能欣赏天上的月亮，也能
弯腰捡起六便士。

学校把服务复旦人的终身
学习，作为建设创新型大学的重
要战略。我们将通过校友会、终
身教育集团，源源不断提供学习
资源和服务。

今天以后，大家是校友了。
建议首先开通校友卡，继续与母
校的链接；并希望大家经常留下
宝贵意见，帮助母校变得更好。
无论何时，母校都为大家留一盏
灯、开一扇门、备一片温柔的草
地，这里有你们出发时的初心和
最温暖的支持。

最后，引用一句王长田校友
创作的歌词，为大家送上临别祝
福：在浮躁拥挤的世界里，带你
的心去飞翔；继续闪亮的人生
吧，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这是
我们自豪的模样！

祝 2025 届毕业快乐、青春
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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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相聚于此，共同
见证这个庄重而喜悦的时刻。
首先，我代表学校，向毕业的全
体研究生们致以最诚挚的祝贺，
向爱护支持你们的师长亲友和
社会各界表示衷心的感谢！

研究生毕业，是人生的一个
特殊的节点。大家即将告别校
园，走向另一所“大学”——“社
会大学”。过去几年，同学们在
实验室熬过的夜、在图书馆读过
的文献、在学术砥砺中擦出的火
花，已经开花结果。从今往后，
大家将进入更加广阔、更为复
杂、更具有挑战的“课堂”：现实
生活。前苏联作家高尔基曾把
青年时代求索知识人生、参与社
会变革的经历和思考写成了自
传体的小说，书名就叫《我的大
学》。在他笔下，人生的大学不
在校园之内，而在于个人和现实
生活的每一次砥砺碰撞，在于认
识社会、改造世界的奋斗进程。

大学有两个含义，既是现代
高等教育机构，也是一种境界和追
求。《礼记》里论述的“大学之道，在
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是
关乎生命境界提升的终身课题。
从大学校园到社会“大学”，从复旦
这所正在建设的创新型大学汇入
迈向创新型国家前列的宏伟征程，
不仅是从学术殿堂到实践天地的
空间转换，更是从学术训练到生命
修炼的意义升华。完成研究生学

业，并不意味着学习的终结，而是
另一种更深刻学习的开始：在社会
这所没有毕业典礼的“大学”，永远
葆有使命和热情，终身学习、终身
创新、终身成长。

那么如何实现这样的角色跨
越？同学们在复旦求学，已经为
此做了很多准备。复旦人始终站
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创新是我们
最鲜明的特质。习近平总书记在
致建校120周年贺信中强调“与
时代同步伐”，这是一代代复旦人
的生动写照。同学们就读期间，
学校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
革，力图改变传统大学相对封闭
的模式，探索“开环大学”新格局：
从科研创新体系到人才培养模
式，都构建起融合创新的立交桥，
打破一二课堂的藩篱、学科专业
的界限、校内校外的隔阂，充分释
放复旦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开
环”办学的最终目标，是帮助大家
完成从学生向学习者、创新者的
转变，为人的创造性和自由全面
发展提供更多可能。

面对百年变局、科技浪潮和
社会变革，如何把校园里获得的
素养能力，转化为应对复杂开放
世界的生存智慧？这里提三点
建议，与大家共勉：

第一，“知识代谢”与“认知
免疫”并重。

经过本科和研究生阶段的
学术训练，大家都具备了基本的
知识架构，掌握了属于自己的学
习方法。但站在智能社会的门
槛上，知识“半衰期”急剧缩短，
先积累后应用的传统认知模式
很难应对爆炸的信息量。

所以我们亟需加强两种思维
能力：一是“知识代谢”能力，主动
快速地更新认知，像更新学术文
献一样更新个人的知识库；二是
“认知免疫”能力，抵御信息污染，
培养对信息过载的抵抗力。两者
如同人体的新陈代谢和免疫系
统，紧密协作、相互影响，共同维
持我们认知系统的健康。

第二，“解决问题”与“定义
问题”并重。

客观看，研究生阶段的许多
创新侧重解决问题，运用专业工
具寻找最优解。在学习创新阶
段，大家擅长解决定义明确的问
题；进入社会后，更亟需发现和定
义问题的能力。正如爱因斯坦在
《物理学的进化》中所说：“提出一
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
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仅是
一个数学上的或实验上的技能而
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
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却
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
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

当然，定义问题与解决问题
相辅相成。定义问题为解决问
题提供了方向，而解决问题能验
证问题定义的准确性。我们具
备完整的问题建构和解构能力，
改造世界才会游刃有余。

第三，“专业精神”与“跨界
思维”并重。

专业精神是对工作负责到
底的态度。在高度分工的社会
里，专业精神是立身之本、成事

之基。而在开放创新的社会里，
跨界思维对于打破思维定式、促
进融合创新、增强适应能力，具
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专业精神和跨界思维互为
支撑。没有专业根基的跨界，容
易流于表面、缺少深度。而有价
值的创新，往往是基于某一领域
深刻理解之后的拓展和迁移。
跨界能带来新工具、新方法、新
问题，推动专业的新发现。

在复旦园里，我们鼓励大家
交叉合作和融合创新。进入社
会，希望大家既有专业的深度，也
有跨界的广度；既在专业领域持
续深耕，又主动拓宽认知的边界。

同学们！从今往后，大家就
有两个“终身大学”了。

一个是终身的社会“大学”。
作为复旦新一个甲子的首批毕业
生，大家将汇入创新大潮、强国征
程、时代洪流，发光发亮。期待大
家，用创造和担当去书写自己的
人生，活出自己的模样。

还有一个是精神上的“终身
大学”。“复旦人”将是大家一生
的称谓。母校永远守望大家、支
持大家、服务大家。校友永远是
复旦最可靠的力量。无论走多
远，记得常回家看看。也请大家
持续关心母校、提供宝贵经验和
意见，让复旦变得更好。

祝 2025 届研究生毕业快
乐、前程似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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