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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时间管理和方法论

这是一个宽泛并且老生常谈的话题，我姑且说几点我个人认为最有用的策略。首先，我的灵感源于计算机专
业的背景，工作任务在我看来是进程，而我则扮演自己的操作系统。比方说，我会用云文档灵活记录工作时处理
的任务，包括它何时被“中断”，我接下来计划如何“调度”它等等。记录“中断”很重要，人多多少少是有些
拖延的，告诉自己如何“从上次中断中恢复以便继续工作”可能是削弱拖延阻力的一个办法。其次，科研工作的
未知性往往很强，因而我的经验是，预判这类工作从零到一完成一件事情基本是非线性的，先把一个“毛坯”做
出来，然后在有限的时间内多次迭代完善，比设想先做出一个完美的计划然后按部就班地执行，可能要来得更现
实。最后，要接受机器会越来越强大——去网上找来一堆荐书和手撸代码的学习方式本来还非常时尚，转眼间吸
纳了人类无穷智慧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已然让庄子的“以有涯追无涯”的哀叹变得有些黯然失色；但是我坚信人的
大脑具有小样本学习的优势，培养方法论在以后应该抓住主要矛盾，而尽量减少在一些细节和工具上过度纠结。

2 科学研究 or 其他职业

从事科学研究在最狭义的定义下和其他职业别无二异。通过读博拔高简历的学历基线，换取进高校任职的
门票，这些都无可厚非；论文中稿和经费申请多多益善，因为这些是踏入学阀之路并且追求帽子的必要条件。但
是，往宽泛一点说，它与其他职业有些不同的地方在于这条道路没有真正的标准。我们可以用一生打造一张自豪
的学术名片，可也要接受自己倾尽一生所关心的问题，也许除了自己和少数的同行之外其实没什么人真正关心，
甚至完全有可能是在后来证明是错误的或者无关紧要的。人类本是宇宙里微渺的尘埃，也在这个世界上做了很
多恶，纵然如此，太阳底下也总有欣慰的事情发生——好奇和探索还是驱使一个文明走了很远。在沾染世俗之
外，评价一篇论文的好坏永远应该是论文本身，而写作的目的是我们发现了有趣且有价值的东西，希望分享出来
以供后世参照，因为当未来的研究者们不总是做重复性的工作，而是有迹可循时，科学才会继续推动文明进步。

3 读博对普通个体的意义

喜欢一样的东西的最高标准恐怕是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它的终身学习者和践行者。成为专家的手段有很多
种，读博仅仅是其中之一，也从这个角度而言，我认为追求读博的头衔，更多地是代表了一种做事手段，而更少
的是一种惯性的“从本科到研究生再到博士”的“打怪升级”——即便这样的“手段”将以五年甚至更长的青春
为代价，但我想这也是源于任何为达成目标的手段都必然伴随风险。因此，既然要谈及手段，我们就不能不避开
目标不谈。今天的时代，知识的结构有了巨大的变化，读博未必要被贴上学腐风气和唯文章论的标签，不读博也
不意味着就成为不了专家，但是找到一个喜欢的领域深耕，顺便让自己的价值变得不那么容易被代替，我想总是
更深层次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志同道合的人有幸因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聚集到某个专精的领域合作时，
读博似乎扮演着一种牵红线的角色；当我们在一件足够具体的专业事情上，对“做什么是有意思并且（从长远的
科学意义上）是真正对人类社会进步有帮助的”这一点，具有足够敏锐的判断时，我想读博这一手段也就达成了
它重要的意义之一，哪怕这个意义在多数人看来有些“缥缈”。其实到目前为止，这已经足够好了，或是后续进
入工业界，或是进高校任职，又或是有些失望地转行，都要有心胸接纳，人生普普通通再正常不过；只不过回到
最开始的那点，我觉得承受住不那么普通的磨炼去专精某个领域的经历，或许还潜在地给予了我们一个谦逊的
契机：如果哪天运气非常好——当在财富，人脉，和资源上得到上天的眷顾时，当在相关领域有一个实干，富有
活力，并且充满挑战的机遇被人们敏锐地捕捉到时——我希望能有底气对他们说，“一起吧！我碰巧对这个领域
挺喜欢，也挺了解的；既然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既然人生只能活一次，那么要干就一起干票大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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