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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A9_B6_E7_94_9F_E8_c67_493548.htm 学期将近结束，硕士

研究生二年级的同学毕业论文陆续都已经开题了。作开题报

告的时候，导师们最不会忘记问的问题就是：“你的创新在

哪里？你的贡献在哪里？”深信在毕业论文答辩的时候，他

们也会不厌其烦再问一遍。 面对导师的提问，我真想反问：

老师们，你们又写过几篇创新的论文？你们的贡献又在哪里

？写此文时，我搜索了一下，中国知网期刊全文数据库已经

收录了23416035篇文章，每一次更新所增加的数量多达10333

篇。这个数字真让人自豪，咱们中国是论文产量大国！可在

这些文章中，又有多少人在创新？ 好不容易考上了研究生，

第一年都忙着修学分，上公共课、上专业课，课后忙着交作

业、应付课程论文和考试上。第二年一开学，毕业论文就开

题了。书还没读几本，本专业的研究动态还不清楚，导师就

问了：“你的创新在哪里？” 创新就这么简单？恕我辈“无

能”，这么短暂的一年内就有什么重大发现？如今，教授“

一抓一大把”，又有多少人具备创新能力？“剽窃”的丑闻

还不是时不时泄露吗？ 我很敬仰当年清华大学的办学理念：

中文系“注重新旧文学与中外文学的结合”；外文系提出培

养“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的“博雅之士”；历史系提出要

学生多选社会科学、哲学、文学课程，并且“中外历史兼重

”；经济系主张学生不单要注重“本系的基础”，而且应注

重“他系课程的基础”，认为“学经济的应有政治、历史、

哲学、心理、算学等知识的基础，治学如筑塔，基础须广大



，然后层层堆建上去，将来总会有合尖的一日，学经济欲求

专门深造，亦应先奠广基”；机械系的教授认为“我们不能

脱离社会来办工程，所以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社会学

等，都得知道一点”。 尽管当今书市浩如烟海，我们的知识

也丰富多彩，但是跟老一辈相比，我们的阅读量是少之又少

。研究生们除了上专业课之外，有多少人能够花时间去读有

“思想”的东西？都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既然书

没有前人读得多，“梯子”也肯定没有前人搭的长，这样一

来，爬都爬不上“巨人的肩膀”，更别说“站上去了”，又

如何超越前人？没有长久的积累，没有广泛地吸收，学术基

础太过薄弱，就盲目地追求创新，一味地讲求贡献、输出，

请问，有多少人有这种神力？ 一个民族的进步离不开创新。

但是，底气不足，肯定没有持久的耐力，做研究还是要扎扎

实实，一步一个脚印来。诺贝尔奖岂是读三年书就能拿到的

？过分追求“创新”，就等于是架了一把刀在脖子上，谁还

坐得住冷板凳？学术研究的氛围还是要自由些，否则只能愈

加浮躁！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