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校教授：读博士的意义，在于学会做自己的导师

本文来源：李连江教授《学者的术与道》  作者：李连江

读博士是生命的转变，固然要做出具体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锻炼研究能力，培养
研究眼光，实现从学生到学者的脱胎换骨，也就是学会做自己的导师。这是个不短的
过程，需要虚心耐心，更需要转型意识，主动摆脱学生心态，自觉地积极培养学者心
态。

——李连江

香港岭南大学教授

01 学生心态

读博是生命的转变，固然要做出具体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锻炼研究能力，培养研究眼

光，实现从学生到学者的脱胎换骨，也就是学会做自己的导师。这是个不短的过程，需要虚

心耐心，更需要转型意识，主动摆脱学生心态，自觉地积极培养学者心态。

学生心态有三个特点。第一，把依赖老师视为常态，遇到难题，不是先竭尽全力自己解决，

在尝试突破自己极限的过程中锻炼能力，而是希望老师尽快帮忙。学生心态首先是应试心

态。写了论文，做了研究，希望老师打个分，这就是学生心态.

第二，不喜欢老师批评，不喜欢自我批评，也欠缺自我批评的能力。不喜欢批评，喜欢赞

扬，是人的本性。“闻过则喜”，是违反人性的修养标准。如同其他高标准严要求，“闻过则

喜”，纯属自欺欺人，能做到闻过不迁怒于批评者，就是圣贤。自我批评是最重要的生存能

力，也是最重要的成就事业的能力。心理学研究发现，世人心目中的成功人士，过度自疑的

概率较高。过度自疑，是自我批评过头，从健康的追求完美变成了病态的完美主义。盲目自

信与过度自疑都是病态，但是，就个人与他人的利益而言，前者危害较大，后者危害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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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擅于批评他人，不善于批评自己。博士生，尤其是博士候选人，都具备导师的眼光。

一旦变成批评者，分析能力和写作能力都能充分发挥，甚至超水平发挥。点评别人，特别高

明，眼界也好，知识面也好，洞察力也好，分析能力也好，一下子就爆发出来。但是，一看

自己的东西，神奇的本领就似乎忽然都消失了。善于疑人，不善于疑己。有当他人导师的能

力，无做自己导师的心态。

摆脱学生心态，从入学第一天开始就写博士论文，至少从通过博士资格考试成为博士候选人

的第一天开始。写不出来没关系，写不出来才需要写。博士论文是创作出来的。博士生常有

的心态是，我先把问题想清楚，文献看完，方法都学会，数据都搞明白，再开始写。天才或

许能这样做。中人之材若这样想，可能永远写不出论文。对非天才而言，这样想有自我迷信

之嫌。

02 学会创新

做博士论文研究，目标是学会怎样填补空白，纠正错误，开拓新课题。博士论文总得有点新

东西，这个新，并不是你觉得新就新，要整个学界都承认新才算数。创新不可教，但可以在

研究实践中自己醒悟。有志于创新，就是有志于超越导师，有志于在自觉的实践中摸索领悟

创新之路。

新就是品牌。攻读博士学位是脱胎换骨的挑战，是从学生变为学者，不仅要树立创新意识，

还要树立品牌意识，自觉地把自己打造成学术界的品牌，为将来变成名牌奠定基础。

03 学会疑己

博士生从学生变成学者，需要从疑人转变为疑己。学会用怀疑别人的眼光怀疑自己，学会把

批评他人的能力百分之百地用在自己身上，也就是变成自己的导师。鲁迅先生伟大，在于他

有勇气也有能力怀疑自己：“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 

培养怀疑、批判的眼光和能力，有一定的难度。李零先生说：“治学之难在于，我们常常分

不清我们知道什么和不知道什么，特别是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什么。孔子也喜欢说‘不知’，但

并非真的不知道，而是知道也不告诉你，借以表示不满。”（《丧家狗》）答这三问，靠经

验，也靠直觉。这直觉类似猎手对猎物的直觉。猎手的视觉不如鹰，嗅觉不如狗，但清晰知



道想找什么，隐约知道到哪里找，大概知道怎样找。导师之为导师，是不仅能回答三问，还

能大概判断如何找到答案。

最难的是把怀疑的眼光和能力用在自己身上。怀疑别人不如怀疑自己。怀疑别人、批评别人

只能增加点虚荣，怀疑自己才能提高自己。元朝高峰和尚“尝语学者曰：‘今人负一知半解，

所以不能了彻此事者，病在甚处？只为坐在不疑之地’”（洪乔祖《高峰原妙禅师语录》卷

下）。学法修道如此，做研究也如此，学人必须常处疑地。常处疑地，既疑人，也疑己。疑

人，不用学，自家会。疑己才是真功夫。疑己就是高度警觉自己可能犯错。学者最重要的素

质不是“自信”，而是“自疑”。稍觉不妥，就起疑；小有疑问，就起大疑。没有自疑，或疑而

不问，必犯大错，出硬伤。方法和技术错误，都铁板钉钉，无争辩余地。怀疑自己才对自己

有用。

04 敢于学习

修水库，往往导致逆水到上游繁殖的鱼类灭绝。我猜测，逆水而上，不到出生地不繁殖，是

自然选择的结果，也是自然选择的机制。以西伯利亚三文鱼为例，在淡水河上游孵化，顺流

而下，在海洋生活。成年后逆水而上，挣扎到上游出生地繁殖，一路惊险万状，每一道坎都

可能跳不过去，还可能正好跳进踞守等候的饿熊之口。侥幸到达目的地的，自然是强者，完

成传种接代的使命，个体生命即告结束。一道道艰难险阻，就是进化机制，个体优胜劣汰，

保全物种生生不息。

人类也有知难而进的特点。攻读博士学位，就是知难而上，有几分像20世纪60年代的登月

计划——登月，不是因为月球有宝藏。美国前总统肯尼迪说：“这个目标能让我们组织并测

量我们的最佳能量和技巧。”读博，能让学生组织并测量自己的最佳能力与技巧。

从教师角度看，指导博士生，目的是帮学生突破一道道关卡，达到目标，然而手段是制造一

道道关卡。在这个意义上，指导博士生是项自相矛盾的任务。我在系里开设的研究设计课，

就是这样一门自相矛盾的课。这门课的特点是：我尽最大努力想出针对每个学生的真话，也

尽最大努力以每个学生能接受的方式说出真话。

在这样的课堂上，学生说真话很难，老师说真话更难。老师说真话，首先得有真话可说。真

话是真言，老师的真话，就是唐僧的紧箍咒。唐三藏念动真言，孙行者就头疼难忍。话说回

来，孙悟空虽然跟菩提祖师学了一身战斗本领，但要成为斗战胜佛，还必须约束滥杀无辜的

作恶之心。约束住了，金箍就被观音菩萨收回了，不待苦主“打得粉碎”。



这门课，很难教好，因为效果取决于师生双方能否开展有建设意义的对话。学生是潜力股，

精力旺盛，好奇心强，但缺乏自知，也缺乏自我批评精神。解剖刀锋利，然而刀口一贯向

外，针对同学，针对老师，唯独不针对自己。勉强对自己下刀，也是避重就轻，意思意思而

已。批判眼光对人不对己，疑人不疑己，是横亘在学生与学者之间的巨大山脉。越是优秀的

学生，往往越难打破学生角色的桎梏，越难自己跨越这道险关，因而也就越需要逆耳忠言的

外力刺激，甚至需要道破英雄短处的临济断喝。

老师的难处首先是决定是否值得对某个学生说真话，其次是说真话时拿捏轻重。说得轻，无

用；说得重，不仅无用，还伤感情。言者觉得是和风细雨，听者可能觉得是暴风骤雨。说真

话有多难？恰当说真话有多难？空口说不明白，举例为证。有句真话，两个版本。一个版本

是：从学生到学者的惊险一跳。另一个版本是：从优秀学生到平庸学者的惊险一跳。都是真

话，意思相同，说哪一个，怎样说，是教学艺术。

师生很难对话，因为有代沟。年轻的本质就是过度自信，没有过度自信，就不可能成就伟

业。年轻是莫大的优势，但是，有优势就有劣势，有长处必有短处。年轻的劣势莫过于不自

知。从不自知到自知，从只知道自己的长项优点到也知道自己的短板缺点，从知道自己的长

项优点到把它最优化，从知道自己的短板缺点到把它补到不至于拖后腿的程度，是一道道逆

势而上的险关。

老师是过来人，有经验，也就有许多条条框框。在这门课上，时刻遇到教育的悖论。一方

面，老师要引导鼓励学生把诸多潜力中的最优潜力和最优潜力组合最优化。另一方面，人非

神，没有几个老师敢说自己有识破少年英雄短处的巨眼，更没有几个老师敢直言不讳地道破

少年英雄的短处。这是师道的真相，也是师道的风险。“从学生到学者的惊险一跳”，有点刺

激，基本四平八稳。“从优秀学生到平庸学者的惊险一跳”，很容易引起误会，需要做点说

明。新科博士的综合实力是平庸的。平庸是因为经验不足，创新精神和充沛精力的优势被拉

平了。

从平庸学者到优秀学者，不是惊险的一跳，是漫长的修炼。经验的积累就是消化各种挫折，

精力要尽量保持保护，不惜留下点吝惜时间的名声，创新精神和学习兴趣保持终生。研究运

气好，得贵人相助，才能从综合实力平庸的新锐学者逐步成长为优秀学者。

优秀学者，综合实力上乘，在学术圈稳居前10%；研究直觉上乘，稳居前5%。天资中上，

就可以成为优秀学者。从优秀到杰出，天分占七成，运气占三成。从杰出到伟大，天分占九

成，运气占一成。



喜欢此内容的人还喜欢

惊险，有惊，有险。有险，就不可避免有人遇险；遇险，就有无法脱险的可能。学术的路走

不通，早日遇险，另选他途，是莫大的幸运。所以说，博士生要敢于学习。

05 跃龙门靠自己发力

竞争力是锻炼出来的。衡量教育制度的优劣，标准就是看它是否有利于培养锻炼学生的竞争

力。保送上大学不是好制度，因为学生少经受一道锻炼。保研更不是好制度，它可能成为弱

校截留学生资源的工具。学术竞争力弱的学校或院系，通过保研截留优秀学生，可能误人子

弟。被保研的学生，往往在被保后放弃努力，特别是放弃在最需要下真功夫的科目（例如英

语）上下功夫，结果耽误自己。

导师有义务帮助学生变成他们自己的导师，博士生有责任努力把自己变成自己的导师。从学

生到学者，正如鲤鱼跃龙门，归根结底靠自己发力。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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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本文好看，请点这里

“对不起，不是博士后，我们不要。”

青塔人才



我，博士退学了

募格学术

从小学到博士到教授到大师

学位与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