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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巷新春老树开，乌篷雅坐慢吟来。

围炉共话江南雨，水墨生烟妙境裁。

朱永超（2019年国学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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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压竹枝低复举，风吹山

角晦还明。”这是我在本科学术

项目经历中的收获，对我的影响

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在锻炼了学术研究能

力上，感觉摸到了学术的大门。

我刚进复旦时是一个非常纯粹

的学术小白，没有读过哲学书也

没有看过论文，只能在老师和朋

友们的帮助下一点点摸索，去了

解怎么发现和生成真正感兴趣

的题目、怎么做全面且有效的文

献综述、如何凝练问题意识和核

心观点、如何搭建层次清晰的文

章结构、如何论证与行文等等。

在项目过程中，阅读量的提高和

积累是非常显著的，也开始学着

更加有效地处理信息、更加清楚

地表达观点。一个比较明显的

感受是在项目推进的过程中，会

逐渐觉得平时的课程论文写作

更加有抓手、容易上手了，好像

确实对如何做研究、如何写论文

这件事有了初步的了解，不再是

一张白纸。

二是拓展了学术视野，提供

了一些跨学科思考的方向。因

为望道项目是校级评审的，而中

国哲学的课题往往会需要面对

中文或历史的老师们，虽然说文

史哲不分家，但是感觉不同学科

在分析同一个问题时还是会产

生不同的视角和观点。

以望道项目为例，我第一次

提交的申请完全从儒家理论内

部出发，关注礼的内涵与意义；

评审老师则提出要关注到当时

的天地鬼神信仰与礼的起源问

题，并向我推荐了一些书目，比

如 李 泽 厚 先 生 的《说 巫 史 传

统》。在项目中加入鬼神问题和

礼起源问题对我而言是一个很

大的挑战，这也是我第一次接触

这类研究。但在初步了解这部

分资料之后，我真切地认识到这

些内容是不可忽视的，能够为先

秦儒家礼学的研究提供更全面

的历史视角和时代背景，只有这

样跳出儒家文献本身，才能够更

准确地在广泛的时空维度中定

位自己的研究范围与意义。

三是培养了好心态，真切地

认识到“好事多磨”。我的项目

经历挺坎坷。最开始是大二下

学期的时候请了学院的曦源项

目，没有成功立项。在大三下的

第四周申请望道项目，得到反馈

是“大修改”。经过一个月的完

善，在第十周成功立项。虽然说

字数完全不能说明什么，但或许

可以记录阅读和思考范围的扩

展，我的曦源申请表约八千字，

第一次望道是一万五，第二次望

道大概到了两万八。直到拿到

优秀结项之后，我才真正能释然

地回顾从第一次曦源落选开始

的项目经历，保持接受失败的好

心态和继续前进的信心非常重

要，每一次“被打回”都是修改完

善的机会。

陈雨诺（哲学学院2021级本

科生）

其路虽远其路虽远 吾道不孤吾道不孤

我的研究方向围绕基于硅纳
米薄膜器件的多功能光电探测
器。

科研怎么可能一帆风顺？纳
米薄膜的成型研究涉及多种因
素，影响复杂多变。刚开始的实
验并不理想，数据反复无常，结果
难以复现。在实验室花费了大量
的时间和精力，却石沉海底。我
太多次驻足欣赏清冷的月光，却
一次没见到漂亮的实验数据。这
种挫败感让我一度陷入困境，产
生自我怀疑。在万念俱灰之际，
导师的一句话拨开云雾见青天：

“科研工作是一个持久战，一蹴而

就几乎不可能。要保持耐心，将
研究细分，逐步攻克每个小难
题。”

“逐步”令我茅塞顿开，果断
尝试将纳米薄膜的成型行为拆
分为离散时间点的分步模拟过
程，得以深入理解每个环节的影
响因素，“逐步”实现对不同材料
体系，不同尺寸，以及不同图形
的微结构可控设计；“逐步”获得

“博学奖学金”（一等奖学金）、
“高山奖学金”（一等奖学金）、
“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学生”、
“卓博计划”录取和2024年度国
家奖学金……

学会熬过漫漫长夜，这是科
研人的必修课。支撑我熬过漫漫
长夜的，是科研报国的情怀。实
验记录本上发皱的页角，墨迹在
反复涂改中晕染成团；仪器嗡鸣
声和激光的闪烁光芒，伴随的是
无数个不眠之夜。通过不懈的努
力，我目前作为负责人获得了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博士研究生）的
资助。

实验室里这些精密仪器，都
是时代给我们搭的梯子，得把步
子踩实了。

张子煜（材料科学系2021级

博士研究生）

做好科研人的必修课

相辉纵论

母校安溪一中百年校庆这

天，我没能赶回家乡参加庆典。

我是1994届校友，虽然走不

开，却线上关注着她的百岁华

诞。手机上的微信提示音此起

彼伏，是昔日的师友同学们发来

的热切分享。这一刻，我仿佛穿

越了时空，跨越了山海，回到了

那段青葱岁月。

安溪一中不仅仅是一所历

史悠久的百年老校，更是我青春

记忆中最璀璨的部分。从 1988

年到1994年，我在这座学府中度

过了六年初高中时光，那些日子

如同珍贵的宝石，镶嵌在我人生

的长河中，闪耀着独特的光芒。

记忆中的校园，庄严而古朴，每

一次回望，仿佛还能听见钟声，

一声声，悠扬而深远，唤醒我多

少年少的梦想与渴望。

在安溪一中，我遇到了许多

难忘的人和事，使我多年前努力

不断离开，现在又努力不断回

乡。所有老师，包括初高中班主

任以及德智体美劳各科目老师、

文学社的老师、图书馆的老师

等，我都能记得他们的教学特

点、他们的课堂趣事。感谢我的

青春里，有这些老师们或长或

短、或多或少的陪伴与参与。

在安溪一中，我还结识了一

群最要好的同学和朋友，尤其是

那些陪伴了我半辈子的好闺蜜。

我们见证了一中的辉煌与荣耀，

也见证了自己的成长与蜕变。

一所重点中学对一个县城

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它始终坚

守教育初心，培养出一批又一批

的优秀人才，更在于它是千年文

脉百年历史进程中的灵魂灯塔，

是照亮县域未来的光芒。

一所重点中学对一个学子

的重要意义，不仅是成长的摇

篮，更是心灵的归宿。母校的意

义，是让每个学子在人生中拥有

强大的主体精神支撑，让每个人

用最专一的情怀投入生活。这

种执着的感情所激发的精神能

量和创造力，要比其他任何外在

力量都要强大且长久得多。

相伴六年的中学校园仿佛一

个强大的磁场，我的一生都在其间

的引力里前行。一个人的母校，并

不仅仅是一个特定的校园，而是一

种如天地般广阔的心情，不受空间

和时间的限制。这心情，一旦被唤

起，就已经穿越千山万水，回到了

故乡，抵达那座熟悉的校园。

孙燕华（学校机关老干部工

作处）

一所重点中学对县城的意义

一年前的夏天，我坐上前往

宁夏的绿皮火车，来到西吉县将

台中学支教。一年后回到复旦

园，我的心还常常回到将台堡。

逯老师是和我搭班的语文老

师，我们平分一周的早读和晚读，

偶尔在需要调整时间的时候找对

方换课，从来都很爽快。逯老师年

近六十，还有一个学期就要退休

了，但和每一届支教老师们的关系

都很好。他的说法是，“我喜欢和

年轻人待在一起，你们的活力也会

感染我”。但相比之下，逯老师好

像是一个比我们更有活力的人。

春初的时候，逯老师找我换

过两次课，他的说法是“要去考驾

照考试”。两周后，他兴致勃勃地

邀请我们去平峰梁上看桃花。但

直到坐上他的车，我才突然想起

来，他好像没多久前还在考驾照。

西吉多山路，九曲十八弯。

五十公里的路程，我们胆战心惊

地坐了两个小时车。不过我们在

盘山公路上看到漫山的桃花和杏

花，去平峰中学和队友们聚了餐，

然后又花两个小时回学校，在返

程中看到了日照金山般的夕晖。

待在西吉的最后一天，逯老

师又邀请我们去他的老家甘井村

玩，那里正好还有商飞公司建造

的空间舱基地。

原本只是想着去看看风景兜

兜风，但到了那里发现，空间舱的

附近还有一大片草地，支着几个

帐篷，许多学生在折腾烧烤架。

过去一问才知道，这是新营中学

的毕业春游。

新营中学曾是复旦第一届研

究生支教团的支教点。那天热情

地招呼我们的新营中学校长此前

在将台中学教过近十年书，对曾

经在将台中学支教过的队员们如

数家珍。在我即将离开西吉前的

一天，还能偶然地建立这样的联

系，不得不说是一种奇妙的缘分。

那天，我在每个帐篷里蹭吃

蹭喝，和第一次见面的学生们洗

菜串签烧烤，在欢声笑语里硬啃

了几串没有烤熟的青菜和青椒。

人与人之间的相遇是如此的

简单又不易，无法预测，所以只能

珍惜。我离开了将台，将包含珍

惜的心留在那里，留给那里的山

峦，和那里的人们。

梅一晨（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2024级研究生）

把心留在将台堡

2014年9月9日，农历八月十

六，中华大地尚洋溢着中秋佳节欢

乐祥和的氛围。

9时31分，美国研究中心院内，

一辆中巴车车门打开，90岁的卡特

未经搀扶稳稳地走下了车，随即转

身扶夫人罗莎琳下车，而后与前来

迎接的时任复旦副校长冯晓源握

手寒暄。

这是卡特一生中最后一次访

华，不仅参与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65周年、纪念中美建交35

周年的系列活动，还在中国度过了

90岁生日。回首往昔，自他当年乘

坐潜艇首次抵达上海，65载春秋已

悄然流逝。

在美国研究中心104报告厅

里，卡特发表了演说。演讲之时，

他依然思维清晰、逻辑严谨，以幽

默风趣又不失睿智机敏的谈吐收

获了现场听众的多次热烈掌声。

演讲结尾，卡特强调“更重要的一

点是，年轻一代的交流”，激动地说：

“现在有24万名中国学生赴美国高

校读书。”

岑申一（新闻学院2023级本科生）

卡特在复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