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❶ 关注培养方案

培养手册是研究生阶段学

习的指南，每位同学入学时会领

到一本，上面记载在校两年或三

年的学习要求及时间节点，包

括：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学术

讲座主题与次数；课题参与情

况；实习或社会实践以及论文开

题；中期考核等内容。

应尽快熟悉培养方案，结合

自己的研究兴趣，及早与导师

沟通确定选课计划、研究方向

以及未来学位论文的可能选题

方向。有针对性修读专业选修

课和跨一级学科选修课，为接

下来的学术研究搭建完整的知

识结构。

研究生的中期考核意味着

课程结束和学位论文开题，是非

常重要的培养环节，决定你的学

分是否达到培养方案的要求以

及学位论文开题报告是否通过

导师组的学术审核。如果中期

考核顺利通过，同学们将进入以

撰写论文为主的第二阶段，否则

将会导致延期毕业。

❷ 熟练文献检索

社会科学研究建立在大量

的文献基础之上。研究成果要

做到言之有物，言之有据，离不

开对文献的检索、整理、阅读、理

解和转化。文献可以是著作、论

文、法律法规或案例，包括中文

文献和英文为主的外文文献。

文献检索是开展学术研究

的第一步，应当充分利用大学和

学院的线上和线下学术资源，尽

快熟悉各类中英文数据库，掌握

文献检索的方法。

❸遵守学术规范

遵守学术规范是每位研究

生开展学术研究的底线和基本

遵循。研究生阶段的课程考试

通常采取课程论文的形式，部分

学生还会通过参与导师的科研

项 目 撰 写 研 究 报 告 或 学 术 论

文。所有的研究生都要通过学

位论文的答辩才能获得硕士或

博士学位。

目前，知网查重主要针对人

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位论文，是

论文被动接受测试的一种技术

和强制手段，但良好的学术规范

意识应当从日常学习和研究中

就注意培养。

建议同学们积极参加学校

或学院组织的相关学术研究方

法与学术规范的讲座，尽快熟悉

学术规范的基本要求，养成自觉

遵守学术规范和自我检视的良

好习惯。

❹ 提升学术能力

学术研究能力与科研水平

的提升没有捷径可走，但有方法

可循。

除了大量阅读文献（授课教

师和导师都会推荐专业领域的

经典阅读书目）、养成撰写阅读

笔记的习惯外，我始终鼓励研究

生勤于笔耕，将平日的阅读思考

和课程论文整理成形式上达到

期刊发表要求的“规范”论文，积

极向中外核心期刊投稿或参加

重要的征文竞赛。

经过立项的科研项目均经

过该领域专家的严格审评，是具

有问题导向、理论意义、实践价

值以及符合国家或特定领域需

求的“真实问题”。参加导师主

持的科研项目是文科研究生培

养问题意识、训练写作水平以及

提升科研能力的有效途径。

同学们应该积极参加国内

外各类高水平学术会议，了解专

业领域和相关领域的前沿问题

与学术动态，增强自己的学术敏

锐度与问题意识。充分利用学

校和学院提供的学科融合与国

际化资源，找准自己的定位，提

高专业英语水平，完善跨学科复

合知识结构，以适应国家对高端

研究型人才的迫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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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江渔父图》是清代著名词

家徐釚的画像，于康熙十四年嘱

托钱塘画家谢彬所绘，像是徐釚

为自己戴上的一副面具，为其人

生带来隐喻的深意。拖尾题者众

多，包括徐乾学、汪懋麟、陶征、孙

枝蔚、徐元文、黄与坚、田雯等共

得七十二人，为该画组成一个庞

大 的 题 咏 部 队 。 自 康 熙 乙 卯

（1675）绘成以迄康熙乙亥（1695）

菊庄付刻的二十年间，题咏者陆

续累增至近百人，题作超过一百

三十篇以上，均为顺、康时期文坛

要人：遗老、逸民、布衣诗群与辇

毂诸公，足征一代风流。使该画

成了集体文本，密密织就成一张

交际网。题跋者在画幅上组织跨

时空的读书雅集，成立了纸上的

“文学沙龙”（literary salon）。围绕

着渔隐与宦海、林下与廊庙、江湖

与魏阙等相互拉钜，若即若离的

思辩，莫不在这个画卷组成的文

学沙龙中精彩呈现，可看作清初

一个有趣的文化之谜。

名胜、古迹、厅堂或相馆，现

代人喜欢写真留念，用脸书、微信

向亲友们传递心情记事，并期待

反馈，古人亦然。《行乐·读画——

明清名流画像题咏》是一部十七、

十八世纪的文人写真集，作者跻

身为百代观众之一，流连穿梭于

七位明清名流的人生卷轴，他们

是：退职军官何天章、吴门孝子黄

向坚、阳羡派词主朱彝尊、翰林院

检讨徐釚、文学正宗王士禛、扬州

八怪金农。

这部写真集精选明清七位名

流精彩的“行乐”蓝图，侧记七位

明清名流画像题咏文献费心的采

录过程。作者精选珍贵画像进行

探讨，画迹有收藏家提供，有博物

馆庋藏，也有来自于重要的木刻

版画，以及摹拓本。结合着相关

题咏，突出以画像为核心的讨论，

诉说七位名流文学因缘与生命故

事。作者将带领读者品读图画，

体验古人如何行乐。

每幅传世画迹与图版皆匠心

独运，为像主设计姿仪、安置配

角、映衬美景，而篇篇题咏则奋力

主宰画中世界。画家为像主注入

生命愿想，观众纷纷留下笔墨心

声，岁月淘洗下百年寂寞的画像

与题咏，看似隐秘而沉静，却笔墨

飞跃成浮动灵影……画作频频向

观者释放点点灵光，邀您一同愉

快“读画”。

材料科学系徐鸿彬

热爱学术 热爱生活

“我努力奔跑，只为追上曾

被寄予厚望的自己！”

在曦园的第四个夏天，材料

科学系 2016 级本科生徐鸿彬拿

出了一份靓丽的成绩单：中共

党员，党章学习小组组长。发

表 SCI 论文 13 篇，其中 5 篇为第

一作者或共同一作。目前还有

两项相关专利正在申请。曦园

这四年，他的收获满满。

专业学习与学术研究相互促进

富兰克林说：惟坚韧者始能

遂其志。

坚持是徐鸿彬人生的底色。

他说：“大一我就进入材料

系吴仁兵老师的课题组，从事

锂电负极、锂硫电池、电催化等

方面的科研工作。这四年的坚

持不懈，除了培养课题知识、提

升研究能力，也激发了我的热

情、磨炼了我的心志。”四年间，

他始终保持了对科研旺盛的热

爱，在导师的指导下，付出大量

时间和精力后，渐渐蜕化为出

类拔萃的科研达人，即使在疫

情 期 间 ，他 还 投 稿 了 两 篇 文

章。目前已经发表的文章中，

包括有 Advanced Energy Materi-

als（影响因子 24.884）和 Applied

catalysis B：environmental（影响因

子14.229）等。

他的兴趣不仅在课题组内，

同 时 积 极 参 加 学 校 的 科 创 项

目，参与启明星科创计划并获

得一等奖，顺利完成曦源项目、

莙政项目等。前往中科院物理

所学习理论计算方面的知识。

在 2019 年暑期，他前往 2019 年

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锂电之

父 Goodenough 教 授 课 题 组 访

问，与 Goodenough 教授就固态

电解质以及电催化的一些工作

进行了合作，这次访问令他大

开眼界，也更坚定了对学术的

追求。

创新热情与严谨认真相辅相成

立志不坚，终不济事。小水

长流，则能穿石。

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学

术？徐鸿彬认为：坚守初心，坚

持求索。不断探索创新，在失

败后不断思考和改进，探索未

知，不断开拓，这种持之以恒的

精神是做科研的基石。总之，

做科研要耐得住寂寞，受得了

失败。

科研不仅需要聚焦，还需要

广泛的参与和合作。因此，徐

鸿 彬 积 极 参 与 科 创 类 比 赛 活

动，把实验室中累积的想法和

经验运用于实践。他参与的挑

战杯项目进入国赛并荣获特等

奖；他的个人项目荣获上海市

科创杯三等奖；另外还获得了

学校挑战杯一等奖、泛海杯创

新创业大赛二等奖等，获得学

校创新创业探索基金支持等。

热爱生活 全面发展

四年间，他何以始终保持了

高度的科研热情和勤奋的学习

态度？徐鸿彬的回答是：“热爱

生活，严于律己。”

为了打磨更好的自己，科研

和学习之外，他注重自己的综

合 发 展 。 他 先 后 参 加 过 学 生

会、自管会、团学联等组织，培

养领导能力、组织能力和沟通

能力。尽管学业繁重，他还是

坚持训练，参加了新生杯篮球

赛、院系杯篮球赛等体育活动，

作为象棋社的成员代表学校参

加上海市棋类锦标赛。

更令他骄傲的是，作为一名

党员，他坚守理想，在平时的生

活学习中时刻以严格的标准要

求自己，积极帮助同学，参加当

地社区的党组织活动。

他说：“追求卓越，成功就会

在不经意间追上你”。而坚持，

正是他在不经意中的经意。

文/刘岍琳

•2017-2018 年度 上海市奖学

金

•2017年 校启明星科创一等奖

•2019年 校优秀学生标兵

•2019 年 校光华自立奖（本科

生奖）

•2019年 挑战杯国赛特等奖

《行乐·读画》

作者：毛文芳

文科硕士研究生如何做好学术准备

校园新思维校园新思维

执行力与责任心：
织密“防控网”

1 月 28 日，学校全面落实联

防联控措施，校退休处、老干部

处第一时间安排值班人员回校

参与疫情防控。

各二级退管分会负责人、联

系人、退休联络员（块组长）、离

退休党支部书记等微信群很快

运作，党政两条线形成共同关

怀，除转发上级文件外，还针对

老同志实际需求编写《疫情防控

提醒》。

生命科学学院4天内通过电

话、微信联系了海内外全部 189

位退休教职工，确认老同志的居

家和心理状态。

部分老同志发挥专业特长

承担抗疫任务。86 岁的闻玉梅

院士到校指导疫情防控和研究

项目，生命学院王洪海教授参加

评 审 学 校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肺 炎

（NCP）专项项目，陈家宽教授团

队紧急研究疫情与生物安全立

法，基础医学院项瓈、后勤办刘

光耀加入 BLS-3 实验室参与疫

情监控，公共卫生学院胡善联教

授接受健康时报《人民名医》采

访，新闻学院李良荣教授提交多

份决策咨询报告……

组织力与共情心：
发力“中场线”

长期以来，离退休教职工视

校园为精神与生活家园，1000多

位退休教职工居住在邯郸、枫林

校区周边，吃饭、配药、文化娱

乐、散步锻炼都依靠学校。疫情

当前，院系分党委这条“中场线”

把老同志的事作为自己的分内

事。

来校就餐是最先浮现的问

题。物理系刘老师腿脚不便，分

会几位党员同志帮他送饭。信

息学院赵老师出门不便，日常所

需的蔬菜和必需品都由分会任

久春老师送到家。

就医配药是普遍的难题。

在校领导支持下，退休处第一时

间整理了学校周边公立医院清

单，退休联络员带头去社区医院

配药，把流程和优点和大家分

享，退休处、保卫处、校医院和分

会四方合力，轮流为特殊困难老

师做“快递小哥”。生命科学学

院张老师行走不便，退休处返岗

工作人员一早到她家取医保卡，

配好药送回来，“不到 9 点药就

送到了。”张老师说。

疫情期间许多医院取消了

现场预约，护理学院联系人孙志

琴主动帮助老同志学习在线问

诊、线上预约，还协助一位急需

化疗的老师找到了床位。图书

馆某老师家中厨房漏水，小区维

修人员因隔离无法到岗，分会帮

助老人查找和选择社会化维修

方案解决燃眉之急。

埋头苦干、主动作为，这是

疫情期间各院系分党委的工作

状态。“我们要求每位退休教师

必须联系到人，工作人员24 小时

开机。”计算机学院联系人姚文

遐说。

创新力与爱国心：
丰富“宅文化”

文化养老是复旦离退休工

作特色，疫情袭来，离休干部活

动室、老年活动中心、复旦老年

大学等场所暂停开放，社团暂停

活动。

“闷”了一个多星期，计算机

科学技术学院退休党支部率先

倡议，“赋诗抗疫情”，迅速得到

各支部积极响应。截止 2 月底，

各支部已经献诗超过 40 首。

退休处启动书画征集，迄今

已 征 集 到 书 画 、篆 刻 作 品 53

份。老同志创作的文章也陆续

传来，原校党委书记钱冬生记录

听取习近平总书记电话会议后

的心得体会，校办王增藩撰文赞

颂共产党员“越是艰险越向前”，

研究生院刁承湘来信致敬出征

的复旦上医人，附属中山医院杨

秉辉老院长欣然写下歌颂医护

人员的画作赏析《护佑生命的眼

神》，生科院陈永青持续记录《抗

疫笔记》……

许多支部还在线开展组织

生活。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退休

支部利用微信平台进行线上党

日活动，围绕抗疫主题交流学习

体会，20 人作了 112 次发言交

流，文字叙述、语音传达、诗词字

画分享，活动形式多样。

更有一批离退休教职工活

跃在社区志愿者一线。校办退

休老师赵美仁参加了普陀区社

区志愿者，结对社区孤老发放口

罩、上门慰问、理发。虹口凉城

街道复旦居民区老教师议事会

主动请缨，协商安排了八位同志

参与小区大门值班，赢得了居民

们的称赞。 文/詹歆晔

法学院教授 陈 力

不同于本科人才培养的通识教育，研究生教育旨在培养德才兼备、适应多领域需求以及具有研究和创新能力

的专门人才。因此在导师指导下，在专业领域开展自主和独立的学术研究是与本科阶段学习的最大区别。如何

尽快适应这一角色转换、做好相应的学术准备？

一部17、18世纪文人写真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