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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浙江理工大学硕士生郝治伟以第一作者身份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所谓“顶刊”）Nature上发表一篇学术论文，引发关注。

从相关媒体的报道来看，相对于论文本身，人们更好奇的是硕士生取得如此骄人的学术成果，为什么不选择继续从事科研而选择回家乡当

公务员。有网友认为：“一颗冉冉升起的学术新星没有去读博深造非常可惜。”

其实，这样的事例在科学圈的人看来早已不足为奇。没有去读博深造的“学术新星”大有人在，即使读博并取得亮眼学术成果但毕业后不再

从事科研的人也不少。这样的例子在以往的媒体报道中也不难找到。

能在Nature等顶刊发表学术论文的“学术新星”们不选择继续走科研道路，可惜吗？

在笔者看来，不仅不可惜，而且值得尊重和鼓励。

其一，研究生教育的目标本身多元，并不局限于培养职业科研人员，这从根本上决定了能发顶刊论文的研究生进入任何需要研究生的行业

都属正常。

研究生教育跟其他层次的学历教育一样，应社会的需求而变化。它本身并不局限于而且早已主要不是培养职业科研人员。现在的研究生规

模日益庞大，就是为了满足各行各业对研究生层次人才日益增长的需求。

研究生是做研究的学生，能发顶刊论文是研究生科研能力和水平的重要标志。任何行业，既然需要研究生，当然能力越强水平越高的研究

生越受欢迎。从这个意义上说，能发顶刊论文的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任何行业都属正常。

如果说这样的研究生不继续从事科研可惜了，那是否意味着科研之外的行业不需要能力强水平高的研究生，或这样的研究生进入科研之外

的行业是种浪费？这样的逻辑有违研究生教育的宗旨和目标，实践证明，也误导研究生的学业。

2012年，科学网发起过一场“科研苗子”逃离科研现象的讨论，起因是一位中科院优秀博士生毕业放弃留校做科研而选择当中学老师，有人

认为是种惋惜。笔者当时也受邀发表过观点：这种显性的逃离科研应该尊重，并不可怕，更普遍、更可怕的是隐性的逃离科研，即人在科

研但心并不在科研。例如，一些研究生在读期间达到规定的毕业要求后立马放弃科研，无意做到更好，更不想做得更多，只盼尽快毕业显

性逃离科研。

研究生在读期间为什么不追求更好？许多导师有体会，一些研究生认为或相信如果毕业后不打算做科研就没必要为科研付出更多。能在顶

刊发论文的硕士选择当公务员可惜了的观点，跟这种认识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

郝治伟硕士说得好，自己的科研经历对日后的行政工作“肯定有很大的帮助，科研经历对我来说永远是笔宝贵的财富”。推广来说，任何行

业跟科研领域一样，需要能发顶刊论文的研究生，能发顶刊论文的研究生在任何行业跟在科研领域一样，也有施展才华的用武之地。

其二，从科研人员的成长历程看，仅凭硕士阶段的一篇论文预测研究生未来的学术前途，为时尚早。

科学研究是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爱因斯坦说：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仅仅是一个数学上或实

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却需要有创新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

文双春 昨天原创 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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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研究生大多在导师的指导下开展研究，其选题往往来自导师，研究生的作用主要在解决问题。郝治伟硕士的讲述反映了绝大多数研究

生科研工作的基本状况。他说：“虽然我是第一作者，但这篇论文其实从选题、构思，到后来的修改和加工，大部分工作都是在左彪老师

的指导下完成的。我负责的主要是实验的具体实施和推进，同时也会和老师及时讨论，不断改进实验方案。”

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得主梅达沃在《给年轻科学家的忠告》一书中写道：“我可以很自信地说，任何科学家，无论年龄大小，要想取得重

要的发现，都必须研究重要的问题。”能否提出重要的科学问题，从根本上决定了一个科研人员能否取得重要发现或成果。

科学问题从哪来？研究生可以向导师要，但离开导师后，如果继续做科研，那么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问题。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从当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发顶刊论文，到自己独立或指导他人发同等论文，其间还有一道鸿沟，跨

过这道鸿沟才意味着一个学者的真正独立，这时再谈学术前途才比较靠谱。世界一流大学招聘教师特别是长聘教师，就是这么做的。

其三，最重要的是，如果遵循自己内心的选择，那么放弃任何已展现出能力和水平的行当，都不算可惜。

著名实业家稻盛和夫说，要想拥有一个充实的人生，你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另一种则是“让自己喜欢上工作”。

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就像找到自己心爱的人一样，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正如科学家喜欢科学，可以为科学放弃其他一切，研究生如果有

喜欢的其他选择，也完全可以放弃科研。梅达沃忠告研究生：“试图在科研上一试身手但又发现自己对科研不感兴趣或干脆对它讨厌的新

手，应该离开科学界，而不要有丝毫自责或误入歧途之感。”

任何研究生，如果选择继续作科研，那么他们应该从著名科学家的经历或名言中看到了，支撑科学家“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达到“光

辉顶点”的，是对科学的兴趣或热情，而不是已经展露出来的能力和水平。

博物学家威尔逊在《给年轻科学家的信》中的第一封信就是“先有热情，再谈训练”。他在另一封信中写道：“想要在科学界闯出一片天地，

光靠聪明才智是不够的。……你必须要具备一种特征，能够享受长时间学习和研究的乐趣，即便有时候一切努力都付诸流水，这就是要跻

身一流科学家行列的代价。”

总之，在笔者看来，能在顶刊发论文的硕士不继续作科研，一点都不可惜；真正可惜的，是从读研开始就排除了未来做科研从而认为没必

要为科研付出更多的研究生，他们浪费了在追求诸如发顶刊论文过程中的难得科研历练机会。

至于吃瓜群众判断一个研究生是否适合做科研，与其看他/她目前取得了什么成绩，不如看他/她的梦想是什么，道理如威尔逊所说：“ 认

识一个人的梦想，就等于认识了那个人。”

（作者系湖南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