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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护博导，人人有责！读天坑专业博士不易，博导更难！

　　“所谓的好专业就是将来能轻松一些，多挣钱一些，就业容易一些……生化环材被
认为是‘天坑’专业，被避之不及。”“我一直坚持一个观点，没有差的专业，只有差
的人。什么专业都需要我们不断去努力。”7月2日，武汉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邓红兵，因为一篇短文突然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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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天坑”专业学得好也能变成“黄金坑”

　　专业的冷与热，是一个老话题。但邓红兵“高等教育不是教我们谋生，而是教我们
创造生活”“人一生很长，我们不能随波逐流”等话语还是引起了广泛共鸣，他在文中
发问，“如果我们都放弃了基础学科或所谓的‘天坑’专业，我们又指望谁来做这些事
呢，如果都不做，我们的国家怎么进步呢？”

　　邓红兵提到：“专业既然存在就是合理的，有的专业可能暂时不那么热门，但不能
说是“坑”。舆论这样引导是错误的。就像没有实体经济的支撑，国家经济不可能腾
飞。如果没有扎实的基础学科支撑，国家科技实力也不可能腾飞。我从读书到教书，从
来没想过要换专业，也没觉得环保是个很苦的专业。我身边坚持学这个专业的同学，现
在也都发展得不错，没看见谁买不起房子、生不起孩子。事实上，我现在的研究领域和
“生、化、环、材”都沾边，但我没觉得进了“坑”，反而自得其乐。我也见到一些学
生，他就是乐于做基础研究，家长让他学热门的计算机，他很痛苦。同理，志不在于基
础学科的学生，也不用去勉强他。一部分家长其实是对基础学科专业不大了解，便天然
地想让孩子避开。他们不知道，很多热门的成果便是产出于所谓的冷门专业。比如我们
现在做的甲壳素、纤维素这些天然废弃生物质资源的高附加值应用，为湖北小龙虾产业
跻身全国第一做出了重要贡献。前些年，我们课题组的导师给省里写信，得到了足够重
视，才有今天的局面。其中的甲壳素资源是极有优势的医疗材料、环保材料，可以变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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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宝，解决很多高端医用材料依赖进口的问题，比如我们最近用废弃生物质资源做的种
植牙的口腔修复膜，即将拿到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大家不要小看这个，一直以来90%
都是进口啊。“

　　读博不易，当博导更不易。如果说读博不易是因为毕业压力大，那么，博导的不
易，则是因为做“博导”做的成不成功甚至并不完全由自己决定，其中一大部分取决于
收了个啥样的博士生。万一遇到个看走眼的，考博时各种勤学肯干，录取后就放飞自我
了，那么，这个博导可真的要欲哭无泪了。我自己不是博导，但是不止一次看到博导们
欲哭无泪、相顾无言的场景。因此，在此写一文提出倡议，博士生们，请从读博第一天
起就养成这样一个意识：保护导师，从我做起；爱护博导，人人有责。

　　请千万不要吓唬你的导师

　　要说博导最怕啥，无过于自己的学生抑郁了。不信，你可以在半夜十二点钟给你的
导师微信留言，内容是“老师，我感觉人生没有意义”，第二天，你一定会被夺命连环
call叫醒，并且听到你导师欣慰而轻松的声音：“某某，你没事吧？还好还好！”

　　因此，如无紧急事件，请千万别大半夜的跟你的导师聊理想、人生等话题。如果一
定要聊，也请务必把你的问题说的具体一点。“老师，我最近又三篇文章被退稿了。您
能不能帮我分析，选题有没有问题？”这个聊天方式，绝对要比“老师，我最近一直被
退稿，我想退学”更加能够激发你导师帮你的欲望。

　　请一定把你导师的心血放在心上

　　除少数极品导师之外，绝大多数博导都是真心希望自己的博士生学有所成的。不
然，一个博导出门做个讲座，既扬名立万，又有银子可拿，为啥非得花那时间非得跟你
的论文过不去？因此，博士生们，在面对导师时，请务必表现出珍惜他老人家的心血。
比如，收到你导师给你改的论文初稿，你应该怎么做？

　　A.回邮件，且在邮件第一段表示感谢。

　　B.邮件第二段，写你对修改的哪些内容表示认同。例如：“您对标题的修订我非常
同意，的确比原来更能揭示论文的主题。”

　　C.邮件第三段，写你对哪些修改内容仍然不大明白或者感觉不应该那么改，不过，
语气一定谦虚一点！或许你导师改稿子的确没考虑到你的特殊用意，但是，直接说“我
觉得此处不需要修改”无疑会鼓励导师他老人家下次真的觉得你的论文统统不需要修改
了。

　　D.慢点改，仔细琢磨下导师他老人家的修改意见。第一遍改完，放那儿扔个一两
天，回头再看看，很可能又有新的体会了。这样做不仅是对自己负责，也会让你导师高
兴。举例来讲，某女教授曾经抱怨来着，“自己改稿三小时，学生三十分钟修改完
毕”。你自己多琢磨琢磨，也显示修改的认真，是吧？——当然，更省事的做法，是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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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分钟改完稿子，然后搁置三天再发回你导师手中。但是，这样做的后果很可能是让
你的导师认为，你不仅行动迟缓，而且也不大聪明。不然，为啥改了三天还跟没改一样
呢？

　　请一定要让你的导师知道你在哪，在做什么

　　博士生当然不需要每天跟博导见个面，但是让导师不担心你的日常方法，是让他老
人家经常知道你在干啥。出去玩，没问题；打个工，也没问题。但一定是出门前先发个
信息“老师，我去日韩五日游了，明天出发，回来给您带好吃的”；而不是导师给你发
信息之后才回复：“老师，我在济州岛看泰迪熊呢，啥事？”

　　不要在外人面前公开抱怨自己的导师

　　跟爸妈抱怨导师要求太高，没问题；同门之间抱怨项目太难，没问题；但是，千万
别让外人听到你的抱怨！正所谓家丑不可外扬，外扬之后，极有可能会应了另外一句俗
语：“隔墙有耳”。到时候你导师得多伤心啊？

　　那么，心情真的不好了，想跟闺蜜或好哥们叨咕叨咕，咋整？也不是不行，只不
过，别说“这项目简直不是人做的”，说“我的底子还是太薄，做起来太吃力”不行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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