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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创新能力与工匠精神才能做出好研究
在一次电视节目的多人访

谈中，杨振宁先生对范曾先生的

赠言“真情妙悟铸文章”赞不绝

口，说这七个字准确完美地概括

了他半个多世纪的科学追求和

学术人生。“真情”就是全心投

入，全情奉献，就是勤奋，干一行

爱一行，无怨无悔。“妙悟”是巧

妙的想象力，强大的创新能力。

“铸文章”则是精益求精的工匠

精神。在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

心与中文系 3 月 30 日联合举办

《语言学研究的创新能力与工匠

精神》讲座上，澳门大学徐杰教

授，中文系陶寰教授、张豫峰教

授及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高顺全

教授就重点讨论了语言学研究

者的创新能力与工匠精神。创

新能力重在发散性思维，天马行

空，要放得开、拿得起。工匠精

神重在收敛型工作，精雕细刻，

要收得拢、放得下。

座谈会开始，徐杰引用“真

情妙悟铸文章”打开话题。他们

一致同意一个学术新秀如果培

育和用好自己的创新能力和工

匠精神，就有可能产出大量高水

平的学术成果，再加上良好的事

业圈，那他就有可能成就精彩美

妙的学术人生。

人文社科重视发表

徐杰认为人文社会科学领

域的学术成就主要体现为学术

发表。就此而言人文社科跟理

工农医明显不同，后者的学术成

果除了学术发表以外，还可以有

技术创新和产品专利等多种呈

现的方式。但在传统的人文社

会科学领域，学术成就主要体现

在学术发表，以发表论英雄。第

一是发表，第二是优质发表，第

三是大量优质发表。学生需要

通过不断的学术锤炼，从发表到

优质发表，再到大量优质发表。

还要注意建立自己的事业

圈，这个事业圈不是搞关系而是

跟学术界联网。怎么联网？徐

杰提出一个“简称为追踪123”的

可操作办法：“1”是指追踪一群前

沿学者，长期深度关注他们的文

章，跟他们建立学术联系，以文

会友；“2”指追踪专业领域内的两

个主流学术会议；“3”是追踪专业

领域内的三个主流刊物，建议选

两份中文的，一份英文的。这三

份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每篇都看，

旁及其他刊物的相关文章。自

己投稿也要重点投这三份刊物。

事业圈很重要。陶寰说，学

术本来就是个共同体，要加入这

个共同体，要让共同体接受个体

的独特性，就必须要跟人交流，

必须让人家熟悉你，接受你的观

察视角、论证方式，而且还要接

受质疑。

创新能力从何而来

强大丰沛的创新能力和精

雕细刻的工匠精神是写出高质

量学术论文的前提条件。其中

强大丰沛的创新能力来自批判

性阅读、良好悟性和对周遭世界

的敏锐观察。

“批判性阅读”有时也被称

为“精读”，要求不满足于理解，

要提出问题，要敢于质疑。徐杰

自有一条捷径：拿到一篇文章、

一本书，可以先入为主地假定它

至少有 30%的内容都是错的，甚

至 是 胡 扯 ！ 事 实 上 也 的 确 如

此！阅读就是要把它胡扯的东

西给揪出来！同时自己思考，找

出更好的办法去收拾那些问题，

用一个更大的、概括性和解释力

更强的理论和方法去覆盖它，解

释它。

批判性阅读从看一篇文章、

读一本书、听一场报告开始。听

报告不要满足于理解，最好挑毛

病。为了质疑而阅读，为了批判

而阅读，才能真正达到深度阅读

效果，没有真正的深刻理解是挑

不出毛病来的。

当今时代知识爆炸、信息爆

炸，我们再也不可能把所有的书都

看完了。读书也要讲究章法和技

巧。同类的书读五本远远不如花

同样多的时间把其中的一本读五

遍，其他四本当词典用。

悟性就是想象力，就是逻辑

推理和合理想象。悟性可以弥

补经验的缺口，可以拉长经验的

半径。经验是零碎、离散的，只

有悟性进来才可能对零碎离散

的经验进行归纳、整合、提升和

创新，只有悟性才能让经验立体

化，只有悟性才能赋予经验生命

力，悟性将苍白的知识转化为有

效的信息。

恐龙在 6500 万年前就灭绝

了，我们今天在博物馆看到的恐

龙就是通过合理推理和想象后

复原的样子。我们要善于悟，敢

于悟。

敏锐的观察能力就是把复

杂的道理讲简单，简单的现象背

后挖深意。同学们做研究时没

有问题意识甚至找不到研究课

题，根本原因在于把太多的东西

当作理所当然了。

高顺全指出很多同学缺乏

批判性阅读能力，大家不仅是崇

拜权威，甚至是崇拜铅字。只要

发表了，就觉得就是对，就是好。

陶寰说，有门课程叫方法

论，大多数老师讲方法论主要是

讲自己研究的一些心得，但是整

体来讲，学生可能不会有什么感

触。他会觉得达不到老师的水

平，就只是听、只是接受，可是不

知道老师这个结论、得到这个结

论对的过程是怎么回事，特别是

老师往往只讲成功的内容，没讲

到所有成功的文章背后，实际上

都包含了一系列的失败挫折。

用工匠精神写论文

学术研究和学术写作虽然

不是艺术，但也需要灵感和激

情。徐杰说，学术论文可以写得

平淡无奇、呆板枯燥，令人不堪

卒读。也可以写得激情澎湃、跌

宕起伏、出神入化、自然天成、引

人入胜。这完全是事在人为。

他 把 论 文 写 作 分 成 选 题

——初稿——修改——化妆4个

阶段，特别强调自己非常重视第

三个阶段。文章的初稿最好在

提炼出核心观点后能一气呵成，

可以只呈现部分论据，部分论据

里面也只有一部分语料，可暂时

留下有待修改文章时补充和完

善的大量空格。初稿阶段重在

一气呵成，一篇文章的初稿不要

超过一个星期，一篇博士论文或

者一本书的初稿不要超过三个

月。

陶寰用“画眉深浅入时无”

来附议文章的修改要领。写完

一个东西后，要读给别人听，要

让接受者明白自己的思考。

张豫峰说，硕士论文、博士

论文的写作是一门学问，也是一

种研究。学生经常苦于不能定

题，不会开题，无法展开论文写

作，建议应该开设学术论文写作

课程，系统讲解如何搭建论文框

架、如何撰写综述、怎样写出创

新点等。

高顺全指出学生有一个重要

的误区，把时间分割得很清楚，所

谓的写论文就对着电脑那个时候

才算是思考。其实，思考无时无

处，散步吃饭时都可以思考。

徐杰很赞同几位教授的意

见，他说有时好的想法蹦出来时

不是人在办公桌前，可能散步、

游泳、冲凉甚至时坐飞机、乘火

车时。每遇思如泉涌时，就不要

轻易以俗务打断它，最好让它自

由驰骋。傅斯年先生说他一天

只有21个小时，每天专门给自己

留出三个小时沉思，让自己宝贵

的想象力和创新能力有机会充

分施展。 傅萱 王晓琴

我校携手同济开展“樱韵旦

济，春色并蒂”校园漫游活动，3

月31日完美收官。

漫游分别在复旦邯郸路校

区和同济四平路校区进行。参

观同学进校后，由讲解员带领参

观，并在打卡点拍照打卡。对同

济大学的游览从四平路 1239 号

门开始，一路参观“一· 二九”礼

堂、博物馆、大礼堂、著名的樱花

大道爱校路、由垃圾堆改造而成

的别致园林“三好坞”、有网红景

点“空中花园”的衷和楼、同济标

志建筑图书馆、校史馆以及古朴

端庄的南北教学楼，最后是在抽

奖环节。

我校有三条参观路线，从正

门的毛主席像开始，历经3108教

室、

燕园、老校门、相辉堂、光华

楼、子彬院、相伯路林荫道、校史

馆。游览结束后，同学们获得了

校园周边纪念品。

来源：校学生会

““樱韵旦济樱韵旦济””校园漫游校园漫游

———— 核心阅读 ————

学术论文的写作有两个关键
点，一是论文初稿，二是论文结论
外加摘要。如果把优秀论文比作
伟大建筑，这两个关键点就是这
座建筑的创造性设计草图和最后
的装修。文章的初稿阶段就要写
出文章的灵魂和精神，那好比画
出建筑的设计草图。文章完成
后，还要通过言简意赅、精彩纷
呈、新意十足的结论和摘要，把文
章推销给编辑和读者。

在这春和景明之时

在昆曲余音中

寻觅春日之梦

数花灯 奏古琴

奔赴春山之约

共赏中华传统文化之美

来源：校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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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 4 月的文化校历，第一

页有在邯郸校区叶耀珍楼举办

的山本刚三重奏分享会，于花海

与音符的交汇点，奏出浪漫与自

由的完美融合。

伴随着春日微风，山本刚团

队将爵士乐的浪漫旋律带入校

园。在分享会上，观众不仅在优

美的旋律中感受音乐的魅力，度

过宁静美好的时光，还与音乐大

师面对面互动交流，走近他们的

音乐世界，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

与启迪。

山本刚自高中起自学爵士

钢琴，1974年通过“三盲鼠”厂牌

发行首张专辑《Misty》并广受瞩

目，2023年获日本爵士乐大奖金

奖。 来源：校团委

山本刚举办三重奏分享会山本刚举办三重奏分享会

北苑园委会与 2023 级历史

旅游研究生党支部3月23-24日

联合组织“一封家书”书写邮寄

活动，替同学们为远方的亲朋寄

送思念。

活动寄出236封饱含满满心

意的家书，目的地包括除青海省外

的其他所有33个行政区及马来西

亚一个海外国家，共115个城市。

从学校出发，所有家书共跨

越 216136 公里，可绕地球 5.246

圈。最远的家书寄往马来西亚

吉隆坡市，跨越5160公里。境内

最远的家书寄往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阿勒泰市，距离 4354 公里。

有 17 封家书的寄送终点是学校

所在的杨浦区，平均距离 3 公

里。 来源：北苑园委会

““一封家书一封家书””寄情意寄情意

曦园雅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