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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王德华
树大了，是一定要分叉的。否则，难以枝繁叶

茂，成不了大树。
家大了，是一定要分家的。否则，家业也难以

壮大。
我越来越觉得年轻人应该早点独立立业，

独辟研究领域和方向，建立自己的学术威信和
学术积累。这个过程越早越好。这个过程需要规
划，需要自己有心设计，需要付出汗水，需要自
己的智慧和才华。外界的一切有利条件，如果自
己不会利用，或者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些有利条
件，对自己再没有一个切合实际的评价，等待自
己的将是很艰难的心理纠结、心理压力、心理痛
苦甚至是失望。

有些机会和机遇是有年龄段的，人长大了
就回不去了，这是一种悲哀，也是一种无形的推
力。错过了的事情，除了留在心灵上抹不去的那
点痛楚，不会有任何补救措施。社会就是这样发

展的，人类也是这样传承和更替的。不做好自己
年龄段的事情，奢望上一年龄段（上一代人）的运
气和生活，是不现实的，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
责任和现实，许多是不可拷贝的，时过境迁、物是
人非。
年轻人要抓住机会。抓住机会需要平常积累，

所谓机遇总是惠顾有准备的人。中科院这些年来
引进的“百人计划”，国家今年开始实行的“小千人
计划”等等，这些入选者如果还是在国外的老板手
下，很长时间内会是博后、高级博后的职位，再优
秀点、机会和机遇好点的，才能有可能晋升到助理
教授的职位（这才开始独立了）。他们能够入选，除
了时代的机遇之外，自然也是依靠自己的学术积
累。这些年来，不少人才计划入选者回国后的科研
进展很快，许多学者的个人学术领域和学术声誉
也逐渐建立起来，是很可喜的事情。那些没有建立
起来的，也就大浪淘沙了。
国内的一些优秀博士和博后，也有类似的发

展轨迹。给人的感觉是，毕业后留在导师手底下

的，除了少数年轻人发展较好外，有不少人的发展
不是很理想。虽然他们也有充足的经费（尽管有些
经费不属于自己支配，但不影响科研工作），一流
的仪器设备，能延续自己博士阶段的科研方向，还
有各种其他地方院校或研究所无法期盼和比拟的
条件，但是从整体看个人的学术思想、学术领域和
学术视野等等，似乎总是离期望值有些差别。反观
那些离开导师去独立发展的年轻人，尽管起步很
艰难，但那些坚持下来、善于抓住机会和机遇的，
一旦机会和机遇来临，个人的业务发展都很快。
为什么年轻博士（青年学者）离开导师，事业

发展快呢？
1．思想自由，不受约束，不受压制。到新单位

后，自己很快就会发现自己的兴趣点，找到学科的
突破点，建立自己的学术领域。要申请课题，总得
有个领域和方向。离开导师后，自己的研究方向既
不能与导师的方向重叠太大，但又不能完全另起
炉灶，博士期间的研究基础和个人积累还是需要
的，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时候，自己的学术素养

和学术能力，就显示出来了。
2．有紧迫感。离开导师后，生存问题是第一

问题，所以有志于科研的青年人，这个时候智慧和
智力的发挥，都是最好、最优的。生存压力会改变
人的懒惰习性和依赖心理，生存压力也是突显一
个人责任感，促进思维快速运转的时候。第一桶金
非常重要。如何走出第一步，靠实力，靠机会，靠智
慧。

3．有成就感。有成就感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事
情，也是很重要的一种心理满足，也是一种积极向
前的动力。做自己的事情，为自己做事情，总是会
尽最大的努力，智慧发挥到最大，也很容易有成就
感。在导师手底下，总会有一种“为导师做”、“为研
究组做”的感觉和想法，心理上有阻力，潜意识里
有阻力，主动性不足，主观能动性也发挥不到最
大。没有成就感，是很可怕的，会让人丧失希望，丧
失追求。没有成就感的生活是很灰暗的。像给自己
做事情一样，做好分内的事情，是一种职业操守。
那么，是不是博士毕业留校、留研究所工作对

于自己的科研生涯发展就很不利呢？肯定不是。任
何事情都有利有弊，关键看自己如何认识，如何理
解，如何行动，如何规划。如果不是所在学校和研
究所的压制，如果不是自己导师（或 PI）的压制，个
人发展不是很顺利的话，一定有自身的原因。虽说
个人的学业发展与研究集体的事业发展是相辅相
成、不可分割的，但个人的职业发展和学术追求一
定是自己的事情。学术独立是最最关键的，学术思
想独立，学术领域独立，学术能力独立。

我说青年博士要离开导师去发展是一条出
路，是出路之一，主要是强调青年人要学术独立。
一个学者学术上不能独立是很悲哀的事情。一个
青年学者如果没有自己的学术思想、学术视野、学
术规划，想走科研的道路是难为自己了，想成为学
者也是很遥远的。
再补充一句：学术独立不是搞单干。团队精

神，也不是压制团队成员的学术思想。富家子弟
（有大树依靠）可以成为科学家，寒门子弟（白手起
家）也可以成为学问家，自身条件和外界条件都很
重要，有时候自身条件是第一位的。所谓态度决定
成败。
再再补充一句：艰难不见得是错的方向，不现

实不见得就不去追求。真正要做学问，“成名成家”
的话，必须学术上独立。学术上独立，不见得非要
离开导师，离开就学的单位，离开只是途径之一。
但离开导师，离开培养单位，如果能生存下来，一
定会更有出息。
引申出的话：
人才流动，人才引进，人才培养，在中国当前

存在很多问题，很大的问题。有问题，我们更需要
清楚这些问题，明白这些问题。真糊涂不行，知道
却装糊涂也不行。只有方向正确了，目标明确了，
才有发展的可能，才有改善的可能。学术近亲的危
害谁不知道？任人唯亲的危害谁不知道？条件差不
见得做不出好科研来，条件一流也不代表学术一
流，这道理难懂吗？

（http://blog.sciencenet.cn/u/wangdh）

姻赵斌
人和树，通常并不好类比的，但还是常常拿

来相比较。比如“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比喻培养
人才是长久之计，也表示培养人才很不容易。
“人挪活、树挪死”是鼓励人们要有闯劲，敢于到
外面的世界走走。
今天想谈论的话题，还是想落入这个俗套，

借此说说年轻人对未来的选择问题，特别是对
于刚毕业的年轻博士来说，更应该积极思考这
个问题。
按照中国的励志教育，大多数年轻人还是

接受要有独立精神的，是渴望独立的。大多年轻
人天生也是具有锐意进取精神的，初生牛犊不
怕虎嘛，所以是愤青也敢为，棱角分明。但时间
长了，有的可能因过于锋芒而碰得头破血流，最
终棱角被磨得圆滑光润，成为放在人群中就找
不着的平庸之流，这也不在少数。所以，我鼓励
年轻人要保留着自己的特殊性格和独立思考精
神，其思想基础是存在的。但是仅仅这点儿还不
够，还需要全社会，特别是那些参天大树们的提
携和营造，仅仅鼓励年轻人是没用的。所以，更
多情况下不是年轻人不想独立，而是没有独立
的土壤：在大树下生长固然接受不到充足的阳
光，但在没有营养的土壤中生长，也很难成为参
天大树，收获成功的辉煌。今天，尝试写作散文
诗（俗称打油诗，大方之家见笑了）一首，希望大
树下的小样和远离大树的大壮，都能如愿获得
属于自己的希望。

头顶大树的地方，
有丰盈的水分、富饶的土壤，
可免受风吹雨打，
但难于获得充足的阳光；

远离大树的地方，
那里没有遮挡，
可获得充沛的阳光，
但同时必须接受严寒酷暑、贫瘠干涸的土

壤。

大树底下的小树，
显然不是为了贪凉，
但又难于争夺足够的阳光，
大树开辟领域的地方，
只能享受清凉，
虽然看似也长得健壮，
但永远只能接受漏下的斑驳阳光。

已被大师充分占领的地方，
充其量，
你也只能为某某大师传唱，
却难于发出相对微弱的锋芒。

所以，
在大树下生长的小样，
不应只满足在大树下乘凉，
而应早日爬上巨人的肩膀，
去接受那更为充足的阳光，
让自己真的变得更为强壮！

远离大树的大壮，
满怀希望，
去开拓远方的土壤，
你必须忍受更多的痛苦、承受更多的风险，
也许你的精力很快被干旱和洪水无情耗

光，
也许你能幸运地找到一片属于自己的地

方，
头顶阳光，
你能在那里茁壮成长，
最终成为鹤立鸡群的领头羊。

什么地方适合生长？
当然是有水的地方，
有水的地方，
树苗就能生长，
你也可以利用自己的力量，
改造那贫瘠的土壤，
最后在漫山遍野播种成功的希望！

一个好汉三个帮，
想去远方寻找自己的希望，
最好先寻找自己的三人帮，
独树难成林，
你们头顶同样的阳光，
一起相互支撑着同一个希望，
依靠合作的力量，
最终成就自己的辉煌。

不管是大树下的小样，
还是远离大树的大壮，
其实都很有希望，
但你们必须，
永远怀着学术独立的信仰，
而不为世俗浮华所影响。

参天的大树们呀，
别总是那么高高在上，
我相信你们人品高尚，
请用高举的火炬，
为小树们将前方的路照亮。

（http://blog.sciencenet.cn/u/lionbin）

>>>本期关键词：年轻学者学术独立

姻文双春
拜读了王德华老师的博文《年轻人应早点

学术独立》和赵斌老师的博文《是在大树下乘
凉，还是去远处争夺阳光？》，被两位期待年轻学
者快速成长、尽早独立的拳拳之心所感动。读后
促使我思考一个问题：年轻学者的所谓学术独
立究竟指的是什么？是分家抑或分枝？是另起炉
灶抑或另立山头？是我行我素抑或单打独斗？也
许，要真正理解何谓学术独立才能更好地追求
学术独立。
我尝试理解的学术独立是，学者应该要具

有属于自己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行为，而且这种
思想和行为不受任何外界因素的干扰和控制，
包括人的因素，如导师、团队负责人、领导、学术
权威等，以及非人的因素，如体制、意识形态等。
在这种界定下，我认为年轻学者从刚涉足学术
的那一天起就应该把追求学术独立作为首要目
标。这一点与具备独立科研工作能力的研究生
培养目标也是一致的。

学术独立首先要有独立的学术思想，其次
要能够在自己的职责和能力范围内按照自己的
意愿建立起实现学术思想的研究条件和研究队
伍。影响这两个过程的任何因素都是对学者学
术独立和学术自由的干预，因此，学术独立不应
简单地理解为离开谁或人人都要吹哨子的问

题，要谨防摆脱了一个（些）因素的桎梏又落入了
另一个（些）因素的陷阱。
本质上说，学术独立与当家与否无关，一个

学者的学术威信和学术积累也与其是单打独斗
还是融入团队、是“主角”还是“配角”没有必然的
联系。纵观科学研究方面的杰出人才，从大团队
中冒出来的反而更多一些。当然，年轻学者离开
导师另立山头事业发展快的例子也不乏其数，
主要理由正如王德华老师所说：充分自由、有
紧迫感、有成就感。但也应该看到，这三点理由
基本上是“废除生产队、实行分田到户”后自己
吹自己哨子的好处，而科学研究本质上需要有
人吹哨有人听哨的生产队体制。“分田到户”的
“个体户”体制除了能充分调动个体积极性外，
有其固有的局限性，那就是不能对抗大问题，
不利于重大科学问题的发现和解决。当今的重
大科学问题需要大团队、大合作，年轻人作为
听哨的“配角”融入这种大团队中，对锻炼和提
高自己的科研能力、提升自己的学术境界、拓
展自己的学术视野，并为日后成长为提出和解
决重大科学问题的吹哨“主角”，未必不是一种
很好的选择。而且，做任何事情，即使是“配
角”，也不妨碍其有独立的学术思想，而且也需
要其有创造性的学术思想。因此，年轻学者既
要有在提出和解决重大科学问题上当家作主
的崇高理想，又要有甘愿寄人篱下投身科研团

队的卧薪尝胆，长远看，形式上的当家作主未
必比暂时寄人篱下更有利于实现自己的学术
独立目标。
的确，大树底下不长草，大树底下好乘凉，

伴着大树终究不会有出息，要么在源头被扼杀，
要么在温水中被煮死。因此，应当鼓励年轻人成
为一棵独立的参天大树。但不一定越早越好、越
快越好，要因人而异，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同时
要注意在追求学术独立的过程中也要发扬团结
协作的科学精神。
就博士生毕业后是否一定要离开导师而

言，完全尊重自己的判断和选择。查阅近百年来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奖人员名单，不难发现，有师
徒关系的比例高达 40%以上，而美国居然在 60%
左右。这就说明导师并不都是“黄世仁”，名导师
反而是自己成功的垫脚石和阶梯。不排除有很
多导师或“大牛”对年轻人有很强的控制欲，对这
样的导师或“大牛”，年轻人还是尽早离开为妙，
哪怕是讨米要饭也要义无反顾。
当今中国，影响年轻学者学术独立的最大

障碍其实不是人，而是体制和机制。如果是人的
因素，可以选择离开或独立。最近流传一个说法：
科研人员跳槽是重组队伍的一个有效方式，我
认为是很有道理的。而面对体制和机制，除了适
应，别无它法。

（http://blog.sciencenet.cn/u/SoSoliton）

年轻人的
未来选择
是在大树下乘凉，
还是去远处争夺阳光？

学术独立指的是什么

姻喻海良
对于高校留自己学校优秀学生担任教职

工作，各个高校都有难言之隐。对于年轻人才，
也有难言之隐。

首先，就高校而言，引进人才难度的确比
较大。对于重点大学，一般自认为自己的学生素
质好，有“轻”外校学生的常规。而且，重点大学
一般认为自己实力比较强，对于外校来的“年轻
学者”，他们拥有店大欺客的本钱，所以，给的待
遇就非常低。对于普通高校，引进的待遇相对而
言，要好很多，安家费通常 30万左右，可以挂个
副处等。但是，由于他们的科研条件、学源素质
等等，让很多外来学者害怕影响发展。由此，无
论重点大学还是普通大学，都难以招到合适的
外部人才，也由于每年的留人规划，所以，只能
选择自己的优秀学生。

再有，对于年轻学者而言，就有更多的担心
了。去其他重点大学，如果能录用，最好；但，由于
没有“熟人”，没人引荐，难。就是被录用了，也担
心遭“地头蛇”排挤。去一般大学，如前所述，也难
下决心。由于前怕狼，后怕虎，所以，如果有机会

能够留在自己导师课题组，那是第一选择。
在种种问题之中，国内高校大面积近亲繁

殖。而且，留校者基本为学校各部门权贵的学
生。而学生从此也就失去了自己发展成为具有
独立学术地位的年轻学者的途径。首先，由于是
导师给了自己留校机会，所以，很多时候都必须
无条件接受导师的各项工作安排。而这些导师
的科研课题较多，新留校教师就自然而然成了
导师的得力干将。而且，导师也会给自己各种分
红，等等。所以，都是帮忙写论文，帮忙做科研。
同时，有些极端情况，一个导师能几年内留下四
五七八个学子，这些学生几乎干着同样的事情。
久而久之，就发现居然没有自己独立的学术方
向，或者，一个课题组七八个年轻老师是相同的
研究方向。
对于年轻学者还常出现这样一个问题：把

博士课题研究方向定位为自己将来的研究方
向。对于这个问题，我相信很多人都比较迷茫。
在这里，我有不同观点。博士课题阶段，只是培
养个人科研能力的阶段。让自己逐渐学会如何
收集材料，如何整理材料，如何安排规划科研项
目，如何撰写学术论文，如何通过现象归纳本质

与机理，等等。因此，与其说博士课题是自己的研
究方向，不如说它只是引你进山的一个和尚。至
于你自己怎样修行，看你自己造化。同时，个人认
为，科学研究方向，5年需要进行一次调整，10年
需要完全进行更换。以我所在的研究领域而言，
上世纪 90年代，计算机在轧制领域的应用；2000
年左右，超级钢的开发；2005年左右，超快冷的
应用；现在，新一代钢铁生产流程应用。
怎样才能让年轻学者建立自己的学术方

向呢？首先，必须下决心不留校工作，即使有这
样的机会。否则，自己会让导师引导、干涉若干
年，再回首时发现自己已经头发花白。第二，做
两到三站博士后，掌握不同学校的科研方式。国
外著名教授基本上都有很多站的博士后经历。
第三，先吃苦，后享受。不要为了两斗米，让自己
成为一些教授的廉价劳动力。当然，如果是合作
的话，就可以。第四，多参加国内外国际会议，并
多做学术报告，建立自己的学术影响。第五，逐
渐以自己为通讯作者撰写学术论文，并适当以
自己为独立作者撰写学术论文。当然，肯定还有
很多方法，欢迎补充。

（http://blog.sciencenet.cn/u/yuhailiang）

姻钟伟
这几天，高校“近亲繁殖”问题引起

了大家的热烈讨论，造成近亲繁殖的局
面非“一日之功”，要改变它，也需要一个
过程，牵扯到方方面面的利益，是一个庞
大的“系统工程”。我这里想谈谈对于我
们自己培养的刚毕业的博士研究生的
“扶持”问题。

目前的形势，对于国内刚刚毕业的
博士生来说，不是越来越好，而是越来越
严峻！外有大批海龟“虎视眈眈”，内有不
断扩招、“批量生产”出来的同门兄弟的
激烈竞争。更严重的是，许多高校采取的
“本科非 211”一律不予考虑的一刀切政
策，严重挫伤了广大“本科非 211”学生的
积极性。这是一项极其不公平，也是极其
不科学的政策，和“文革”时期的“唯出身
论”有什么区别？！本科能进“211”，只说
明他高中成绩好或高考成绩好，那么广
大的“本科非 211”学生研究生阶段的培养、学生后来
自身的刻苦努力都可以视而不见、一笔抹杀吗？我认
为应该给他们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无论本科来自
哪里，同台竞技，然后择优录用。

我们自己培养的刚刚毕业获得博士学位的学
生，大部分选择去了普通高校。虽然这些年国家逐年
加大了对科研的投入，但是毋庸讳言，大部分普通高
校的科研条件和科研环境还是比较差的，对于热爱
科研、希望能在科研上有所建树的学生来说，要实现
他们的梦想，难度很大。每周要上三四天的课，根本
没有时间精力再去关心科研；学校硬件设施缺乏，根
本没有搞科研的条件。当然，如果学校能够制定一些
政策，鼓励这些年轻教师安心教学，教书育人、培养下
一代，也很好！可偏偏有些不具备科研能力的高校的
管理者却具有“国际视野、世界胸怀”，在教师职称评
定时，全然不顾学校自身的条件，制定出与“国际接
轨”的苛刻条件，什么“必须有出国（境）的经历”，什么
“必须发表影响因子大于 x的 SCI论文N篇”，什么
“必须主持一项国家级的科研项目”等等。在这样的
学校，我们的学生就非常可怜了。作为曾经的导师，
我觉得应该尽自己的力量，去扶持他们一下。

对他们的扶持可以是多方面的：比如提供一些
有价值的文献（有些学校大楼盖得那是相当的气
派，可是却舍不得资金购买网络文献）；经常与他们
交流相关领域的进展；让他们利用业余时间来实验
室做一些他们喜欢的科研工作；提供一些交流的机
会，虽然他们已经毕业不在身边，仍时时关心他们
的研究工作。我同意给年轻学者独立的学术地位这
个观点，但我认为这和给他们适当的帮助并不矛
盾。是否给年轻人独立的学术地位，甚至和是否“近
亲繁殖”无关！学生在你的身边，你也可以鼓励他有
独立的思想、开展独立的研究，鼓励他创新，鼓励他
不做你的课题而另外开辟新的领域。对于那些不喜
欢学生独立的导师来说，即使学生没有留在身边，
他仍然会“远程遥控”的。
“扶上马、送一程”，如果每个导师都能对自己培

养的学生做到这一点，就可以让他们早日羽翼丰满，
早日自由翱翔！

（http://blog.sciencenet.cn/u/wz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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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学术独立

年轻人应早点学术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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