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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柳迎风百媚倾，

红苞带怯露娇形。

长堤漫漫新苔路，

落脚无痕草自听。

朱永超（2019年国学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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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秋，我赴挪威奥斯陆大

学交流。半年里，我在遥远又

奇妙的地方看了很多风景，邂

逅了很多难以复刻却又真实存

在的故事，遇见了不一样的自

己。在巴黎，在我心中最浪漫

的地方埃菲尔铁塔下，我仿佛

回到了无数次出现在童年的梦

境，清新微冷的雨后空气，泛起

涟漪的塞纳河水，我在最想来

到的地方写下了专属浪漫。在

罗马，我走过电影中的路线，度

过属于我的罗马假日，最后在

许 愿 池 抛 下 承 载 着 心 愿 的 硬

币。走进北极圈内，极夜中的

那场大雪，洁净无暇；与极光不

期而遇，繁星满天......世界从未

如此真实。

当我站在教堂的某一角落、

驻足在某一艺术作品前时，色

彩、线条、结构、材料真切地呈

现在眼前，相比于课堂上的隔

空想象，又是一种全新的感悟

与震撼。在挪威蒙克美术馆，

我既感受到爱德华· 蒙克来自

灵魂深处的恐惧《呐喊》，也看

到了他心目中光芒万丈的《太

阳》，其光线辐射四周，也透过

纸面映照在我身上。我很喜欢

日出，也许多次在朦胧的睡意

中守望日出。记得初次看日出

时，朋友曾这样描述彼时的心

境：“一切归于平静，时间没有

了，好像生活在永恒之中”；记

得守望日出的夏至日，朋友一

边说她很想流泪，一边对我说

生日快乐；记得某一次特殊的

海上日出，尽管被海风吹得发

抖，但是一步也不愿离开，担心

错过天空从粉蓝色变成金色的

瞬间……每一次日出带给我的

治愈和冲击力，与这幅画一模

一样。

在法国卢浮宫，我看到无数

人为她而来，在拥挤的人群中

等待半小时，才终于走近她——

《蒙娜丽莎》，她神秘又优雅的

微笑，让我再一次被艺术与美

学震撼，也让我重新感受到人

文主义的兴起、感受时间与存

在 、感 受 文 艺 复 兴 时 代 的 浪

漫。在梵蒂冈博物馆，在佛罗

伦萨乌菲兹美术馆，在比利时

皇家美术馆，我在无数天使报

喜、耶稣降生、圣母圣子的画作

中深化对艺术、宗教与哲学的

思考。在巴塞罗那，午后阳光

透过琉璃窗倾洒在圣家堂各个

角落，一边是象征热情与牺牲

的红色琉璃，一边是象征宁静

与神圣的蓝色琉璃，光与色彩

在高迪天才般的设计中完美结

合，每一个沐浴在光影中的人

仿佛都得到了灵魂的净化。

延续或开始于这座城市的

友情，陪我度过了很多个挪威

冬日从下午三点开始的长夜。

在我闪闪发光的回忆里，还有

和挪威当地的朋友们漫步于这

座城市，和来自南半球但是和

我一样钟爱迪士尼的朋友们一

起看迪士尼电影，互相学习对

方国度的文化和传统游戏......

我常常感恩这些简单的友谊，

这些最美的遇见。有着不同文

化背景的朋友们在音乐与美食

中，分享着相隔万千公里、相差

数个小时时差的故事，在文化

的碰撞中培养一种国际视野。

这次交流学习使我在学习

和生活上都实现了一次绝对意

义的成长。该如何形容这半年

呢，也许可以说现在的我，有了

更多的思考和想法，有了更多

解决实际问题的角度和能力，

也许可以说我再也不会迷路，

会 做 的 菜 不 再 只 有 番 茄 炒

蛋.....

赵忆嘉（2022 级 PPE 专业本

科生）

极光裂隙中的诗与烛火极光裂隙中的诗与烛火

七月底，我辗转抵达天山脚

下的拜城县。这是我第一次去到

南疆，内心充满期待与忐忑。八

月底开学，我教授七年级两个班

级的英语。

支教的日子，早上八点五十

开始上早读，一直到晚上八点多

学生放学，不是在上课、就是在批

改作业、备课以及“抓”学生背单

词。

不过，快乐和日子一样简

单。曾经担心分不清那些维吾尔

族学生名字的我，却成为了两个

班里面第一个记住了所有学生名

字的课任老师；学习上特别让我

头疼的一个小女孩背着背着单词

突然眼眶红了，我问为什么，她

说：“就是很谢谢老师你没有放弃

我，能抱抱你吗”；小学阶段几乎

没有接触过英语的一个孩子，经

过一年的共同努力，从26个英文

字母都认不全到英语考试年级前

50 名；运动会时，只带过两天的

几个学生挽着我的胳膊、拽住我

的衣角，跑跑跳跳，一定要带我去

看校园里那块刻有“宁静”的石

头；家长会后，一位学生的妈妈专

门找到我，说：“我的孩子现在特

别喜欢英语，我想她能有这么大

进步的原因就是你，我觉得你是

真的能改变她人生观、价值观的

人”；六一儿童节，陪着班里的孩

子们准备汇演节目，慢慢变成可

以谈心的朋友；临别之际，偷偷放

在办公桌上的一封封信，一双双

清澈而又真诚的眼睛，还有那些

可爱的担忧“老师，你不会忘了我

们吧？”“老师，那我们以后还是朋

友吗？”......

支教，比想象中更辛苦，但也

比想象中更值得。在那里，我似

乎总是在遇到困难、解决问题。

但回头看，我也在这一过程中得

到了成长。每每看到自己教的这

八十几个孩子，心里总是会想，他

们才十二三岁，每个人身上都蕴

含着无限的可能性。我真心希望

能给他们的生活带去积极的改

变，哪怕只有一点。我总对他们

说：“你们要爱自己、爱这个世

界。”但他们也在时刻提醒着我，

去成为那个青春的、蓬勃的、不屈

的自己。互相支持、共同成长，让

积极的力量不断循环传递下去，

我想，这就是“用生命影响生命”，

这就是支教的意义。

面试研支团时，我曾说：“作

为一名新疆人，回馈西部的理想

根植在我的血液里。”如今，理想

有幸成为现实。新疆是家乡，更

是我为之奋斗的地方。

宁静（2024级法学院研究生）

用生命影响生命

复旦对于学生们来说不是一
份保险，而是一份期权。要培养
习惯，厚积薄发，用好这份期权。

学生要多投入时间学习对将
来有用的技能，养成良好的习惯。
实习实践是学生找准定位、融入
社会的重要方式，要正确认识实
习、选择实习、进行实习。建议每
名学生在假期中学一门硬核技
能，比如有同学学习了烹饪和驾

驶，为此后的出国交流生活带来
极大便利。尽量从大二下学期开
始准备简历，每半年或一年更新
并检查，通过简历找到自己当前
与目标的差距，养成自我督促、自
我激励的习惯。更要以长远的眼
光，让自己多去尝试、去犯错，再从
错误中学习，为人生发展提供广
阔的空间。

黄达（管理学院副教授）

珍惜在校的“期权”
相辉纵论

在复旦做学生时，压力主要

来自博士初期的课题转型。我

从NLP转向计算机视觉，入门花

了不少精力，第一年没有产出也

很焦虑。但头两篇文章发表后

逐渐找到节奏，学会了自主研

究、合作和论文打磨。最大的收

获是心态调整——前期不必急

于蹭热点，扎实积累更重要。比

如前两年深耕一个领域，即使慢

些，后期也能快速产出顶会论

文。

我们团队在图像修复领域

深耕近两年，发表了2-3篇高质

量论文，研究成果与华为相机部

门的多个核心功能高度契合。

华为方面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充

分肯定，特别邀请我们前往东莞

研发中心进行技术分享。这次

合作不仅是对我们学术成果的

认可，更让我深刻体会到产学研

结合的重要性——我们的理论

研究能够直接转化为实际产品

功能，这种学以致用的成就感是

纯粹的学术研究难以比拟的。

这次经历让我明白，优秀的学术

研究不仅要追求论文发表，更要

思考其实际应用价值。

还记得在一次面试时，我被

问到：“如果给你无限的显卡资

源，你会用来训练什么模型？”这

个问题让我思考了很久。说实

话，我当时并不知道标准答案是

什么，我当时回答的是要复现现

有模型并扩大规模，那肯定不是

面试官想听的。我认为他们更

希望听到一些独特的想法，就是

那些你一直想做但因为资源限

制而无法实现的研究方向。这

种开放性问题没有标准答案，重

点是要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提

出有深度、有创见的想法，而不

是简单地跟随现有的技术路线。

在复旦平台，我们已经站在

很高的起点上，所以别给自己太

大压力，但也别浪费这个优势。

学术上，前期别急着追求短平快

的成果，耐住性子打好基础比蹭

热点更重要，尤其是低年级时多

读论文、多复现经典工作，后期自

然会有高质量的产出。技术上，

尽早适应工业界的工具链，因为

公司里的开发环境和学校本地跑

实验很不一样，提前熟悉能让你

在实习或求职时更快融入。求职

时，985背景加上扎实的论文会让

你轻松通过简历关，但真正决定

offer的是你的硬实力。

曹辰捷（2020级大数据学院

博士生）

压力和动力
我担任2024-2025学年第一

学期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孟子〉导

读》助教，会带领同学们更细致地

阅读一些课上未能涉及到的重要

文本，或者补充一些课上未能深

入探讨的话题。

在课程中我积极地向同学们

推荐通识教育中心的写作指导，

得到良好的反馈，有部分同学特

地报名该项目，也获得了写作指

导老师的好评。

因为通识课上大部分选课同

学并非哲学专业的，所以在作业中

呈现的对孟子的理解具有不同的

学科立场，有自己的学科属性和学

科背景。比如一些理工科专业的

同学在论文中讨论了AI背景下如

何让孟子的性善论得到更好的诠

释，以及基于生物进化的历程对性

善论进行反思。这些讨论或许不

成熟，但说明了同学们从不同角度

进入孟子思想的努力。

通识课最大的魅力或许就在

于，不同学科背景和生活经验下

迸发出的可能性总能让人眼前一

亮。作为通识课的助教，我从个

人的经典学习到引导不同背景的

同学们一起阅读经典，确实是一

番不同的体验。备课的过程也让

我有了进一步细致学习的动力，

让我有了跳出“行话”的尝试。

经典学习是比较多维度的，

我希望同学们能够在课堂之外对

经典文本有所阅读。从开课以

来，我们的课程坚持“反卷”的导

向，不希望同学们做无意义的竞

争而浪费时间和精力，而是希望

通过一学期的课程学习，至少让

同学们曾经进入过对经典文本的

阅读，让不同学科背景的同学对

人文理想产生些许的触动。

郑奕涵（2023级哲学学院研究生）

让经典走入更多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