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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居生活彻底改变了我。独处让我

有了更多的时间思考，仿佛一双泥

塑师的手，将那个模糊的“小泥

人”逐渐塑造成清晰的模样。最重

要的是，这段经历让我变得更加独

立和勇敢。在选择课题时，更加关

注这个问题是否重要、是否对本领

域有贡献、以及自己是否感兴趣。

这种心态的转变，让我在科研道路

上更加坚定和自信。

职业之路：从清晰到坚定

在 2023年加入中国科学院理论

物理研究所后，我迅速组建了自己

的研究团队。在团队初创、籍籍无

名时，感谢学生和博士后的加入，

让我对自己的科研事业更加坚定。

然而，作为“小青椒”，我在学生培

养方面的经验尚浅，这无疑是一项

全新的挑战。我期待着与大家共同

努力，不断进步。

在任何领域中，辛勤付出与实

际回报之间往往不会绝对平衡，不

管怎样，每一份努力都是值得珍视

和认可的。对于每个人的职业生涯

来说，勤奋是重要的基石，但在不

断攀登高峰的过程里，单靠努力是

不够的。我们还需要不断地汲取新

知识、积累经验、保持耐心，同时

锻炼出强大的抗压能力。拥有了这

些品质，无论置身于何种行业，我

们都有潜力去创造非凡。面对迷茫

或不知所措时，不妨将注意力聚焦

手头之事。全心全意对待每一项任

务，脚踏实地的学习与实践。在这

一过程中，你会发现积累带来的快

乐会悄然降临。这份快乐，又会进

一步激发你对所从事工作的热爱，

形成良性循环。如此，我们不仅能

更出色地完成工作，还可能在实践

中发现自己的兴趣所在，让迷茫逐

渐消散。我并非意在鼓励更多女性

(或任何群体)投身科研，但我真诚

希望，那些因迷茫或缺乏自信而犹

豫是否继续科研道路的学生，能给

自己一次勇敢尝试的机会。很多事

情只有经历过才会知道答案。最后，

愿以我钟爱的一句古文作为结语，

与大家共勉——“世之奇伟、瑰怪、

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

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

当我收到为今年《物理》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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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邀请时，内心既惊讶又忐忑。作

为初入科研领域的博士生，我深知

自己还只是一个“愣头青”，尚未有

可圈可点的科研成果。然而，我依

然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为更多人带

来鼓舞，尤其是那些对物理充满兴

趣的女生，永远不要给自己的人生

设限，不要被一些世俗的偏见所困

扰，如果你热爱物理，那就勇敢地

去追求。

与物理的“擦肩而过”

最初对物理的记忆，如同夜空

中闪烁的星辰，来自小学时的那本

《十万个为什么》。书中关于天文方

向的篇章，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

对浩瀚宇宙的好奇之门。从那时

起，我便沉醉于天文科普书籍和宇

宙纪录片里，大爆炸理论的磅礴，

广义相对论的深邃，都令我着迷不

已。初中时，我遇到了人生中第一

位物理老师陈世兰老师，一位知识

渊博、和蔼可亲的资深教师。她生

动的讲解，让我对物理的兴趣愈发

浓厚，物理课也成为我最期待的课

程，想成为科学家的念头在脑海里

浮现。凭借着初中阶段扎实的数学

和物理基础，我高中毫不犹豫地选

择了理科班，期待着在物理的海洋

中继续遨游。

然而，现实却并非想象般一帆

风顺。高中的物理课程，如同一座

座高峰，不再是我可以轻松跨越的

小山丘。我发现自己对物理变得

“慢热”，不再是那个可以立刻解出

物理题的“小天才” (旁人评价)，

而是需要不断总结知识点，进行海

量刷题，才能取得还算不错的成

绩。我逐渐意识到，自己并非“天

路漫修远，萤雪映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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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对物理的热爱，也抵不过“平

庸”。最终，我选择了放弃天文，也

放弃物理。高考填报志愿时，我随

波逐流地选择了工科专业，进入了

浙江大学。

不要失去从头开始的勇气

当时刘慈欣的《三体》在高中

生中非常受欢迎，我也在紧张的高

三时期读完了整个系列，这让我对

星辰大海依然有所仰望。大一刚入

学时，即使我的专业是工科，但我

仍然想系统性地学习天文方面的课

程。在浙江大学灵活的选课制度

下，我终于在大一下学期选上了梦

寐以求的《天文学》课程(这门课的

火爆程度让我经历了两次选课才成

功)。每周的天文学课，成为了我当

时的快乐源泉。物理系的金洪英老

师讲课生动有趣，将深奥的天文知

识娓娓道来，仿佛为我打开了一扇

通往宇宙的窗户。当学习到引力透

镜的内容时，我再一次感受到广义

相对论的魔力，那些冰冷的数学公

式下却是一整个浩瀚的宇宙。金老

师的课，让我重新燃起了对物理的

热情，也让我开始质疑自己当初的

专业选择。不知从哪一节课开始，

一个念头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转

入物理系。每上一次课，这个念头

就更加强烈，就像夜空中越来越明

亮的星辰。

尽管我已经在上学期转过一次

专业，如果再次转系，这将是我第

二次转专业。但我决定勇敢尝试，

追随内心的声音。幸运的是，转专

业的时间窗口尚未关闭，而我的数

学成绩也为我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最终，我如愿以偿地转入了物理

系。然而一切并不是一帆风顺，那

时年轻的我没想到前进的路上已经

出现了一大块乌云。

大二那年，我修读大一落下的

专业课，四大力学如同四座大山，

压得我喘不过气，我在陌生的公式

和概念中艰难前行。我借了各种参

考书，反复阅读和思考，才能理解

那些复杂的知识点。有时候解一道

题常常要花一整个下午，草稿纸上

写满了演算过程，但很多时候还是

无法得出正确答案。总是在这个时

候，我会问自己——转专业的选

择，真的正确吗？

在我迷茫的时候，一门实验课

改变了我的方向。当陈星老师讲到

光学全息投影时，我被相机拍到的

彩色全息投影图像深深地吸引住。

那些被自我怀疑打散的勇气，仿佛

重新凝聚了起来。我决定进入陈老

师实验室，开始学习光学，我发现

自己对光学实验非常感兴趣。通过

调制光强和相位，我像是光的裁

缝，可以随意裁剪光的形态。即使

当时周末一整天都泡在实验室，我

也不觉得累，因为每一次实验所拍

到的图像都让我感到无比开心和

充实。

大三那年，仿佛醍醐灌顶，

物理的世界在我眼前徐徐展开，

如同春日里绽放的繁花。量子力

学的波函数在脑海中塌缩，统计

物理的系综理论勾勒出

微观世界的壮丽图景。

也是在这一年，物理系

引入天体物理的老师，

我积极与各位老师交

流，特别是跟着康熙老

师做了一个本科生科研

项目。我仿佛又回到了

那个捧着《十万个为什

么》的童年，只是这一

次，银河系卫星星系的

演化、宇宙大尺度结构

的起源、超大质量黑洞的产生机

制，这些曾经遥不可及的概念，

在书里的数学符号中具象化了。然

而，在推导公式的过程中，我渐

渐发现，最感兴趣的还是做光学

实验的过程，这也坚定了我之后的

选择。

新的路途，新的奔跑

本科毕业后，我顺利保研至本

校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并且选择了

光学作为研究方向，进入阮老师课

题组。阮老师是一位对科研有着极

其严谨态度的老师，每次开组会的

时候，总会对每一个公式的推导

“刨根问底”，甚至一些看似简单的

步骤也要反复确认逻辑是否严密。

博一时，每当我做组会报告，都非

常紧张，害怕被问到一些不懂的问

题，尽管自认为 PPT准备得非常完

善，但还是经常被问到一些从未考

虑过的角度。阮老师对科研的敏锐

直觉让我敬佩，让我意识到科研不

仅需要努力，更需要严谨的思维和

批判性的视角。

做实验的过程从来不是坦途，

实验失败的次数往往多于成功，有

时一连数周都得不到理想的结果。

记得博一做实验时，我总是会遇到

各种问题，无论怎么改进实验，结

2023年作者在杭州千岛湖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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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都不理想。那时我决定暂停做实

验，开始重新推导理论公式。当我

一步步审视公式时，终于明白了问

题所在，于是重新开始仿真，得到

的结果与理论相差不大，顿时心中

的成就感油然而生。即

使前面的过程很困难，

但是找到问题、解决问

题后，那种快乐是无以

言表和不可替代的。除

了理论上的错误，有时

实验的失败还可能来自

于意想不到的问题，比

如光学元件不小心碰歪

了，一些额外的元件遮

住了信号。因此实验过

程中需要非常仔细与严

谨，同时还需要耐心。

当遇到始终解决不了的困难时，就

要学会停下脚步，认真思考每一个

步骤，仔细推导每一个过程，与同

门和导师一起交流，找到失败的原

因。这些看似枯燥的重复，最终在

一次次的讨论和验证中，找到问题

的真相。科研的回报往往来得缓慢

却珍贵，当第一篇论文被接收时，

第一个基金项目获批时，那些平凡

日子里的坚持与汗水，仿佛都有了

意义。希望在仅剩一年半的博士生

涯中，我能够取得更多的突破，在

光学这个方向上走得越来越扎实。

回顾这段成长旅程，从仰望星

空的懵懂孩童到实验室里追光逐光

梦的博士研究生，我深深体会到人

生的选择往往充满意想不到的转

折。曾经我以为不会再与物理有交

集，却在光学中找到了新的方向。

那些选择与经历的种种，都教会

我：真正的热爱不会因困难褪色，

而是指引我们找到适合自己的前行

之路。

作者在实验室(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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