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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许多矢志读博投身科研的朋友不同，
我走上法学这条学术道路的偶然性大于必
然性，但一路走来却愈发坚定。每当我回
想起读博生活，一切似乎已经久远，一切
又似乎历历在目，回忆起自己博士学位论
文写作的历程，那种夜以继日的焦灼感又
再次占领我的思绪。

误打误撞，进入法门
在高考填报志愿时，我憧憬的职业是

高中数学老师，因而便选择了数学与应用
数学这个专业。在大学的前两年，我像许
多同学一样做着该做的事，但偶尔也会后
悔自己的专业选择。彼时一个念头在脑海
里闪过，如果能换一个专业，那该是多么
好的一件事。通过多种渠道我了解到，自
己所在的大学转专业很难，唯一的可能是
法学教改班，就是这唯一的机会深深地吸
引了我。

自 2010 年误打误撞学习法学后，受本
科民法老师的影响，硕士阶段我选择了自
己相对感兴趣的民商法方向进行深造。但
在硕士毕业面临人生方向抉择时，我再次
感到迷茫，从公司法务到律所律师再到其
他可能的法律职业，期间我将自己可能从
事的职业都尝试了一番。最终在工作一年
后，我决定读博深造，后于 2017 年进入南
京大学法学院跟随叶金强老师开启博士阶
段的学习。

回想起这一路上的选择，既有偶然性，
也有其内在的必然性。或许只有经历了
多种尝试之后，才能发现适合自己的人
生之路。

由点及面，化整为零
就学习内容与方式而言，博士阶段不

再简单囿于学科知识的体系学习，更多的
是需要我们在理论学习中发现问题的基础
上进行创造性的深入研究。在博士一、二年
级，我一直被博士论文选题困扰，如果仅
从宏观层面上思考问题，很难寻找到研究

的具体方向。鉴于此，我开始尝试就一些具
体问题进行研究，有意识地去创作一些小论
文。虽然小论文的写作比较粗糙，有些最
终胎死腹中未能成形，但是零散的几篇也
有幸得以发表。如此一番，一方面我很快
完成了毕业要求的小论文，另一方面我的
学位论文方向也开始清晰。

在一系列小论文写作过程中，我最开
始主要集中在侵权责任法方向，一来这是
博士阶段导师的研究方向，二来自己硕士
阶段也一直关注这一领域。但是在几篇小
论文写作之后，我逐渐发现许多问题前人
已有一定的研究，并且很难将这些小问题
统合在一个大的框架之下。于是我转而在
新兴受关注的多种债之关系交叉的合同失
败之后的返还清算领域进行研究，并将我
已经形成的既有研究融合进来。综合权衡
之后，我最终将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定为《失
败合同返还清算研究》。

就学位论文具体写作而言，我采取了
将大论文分解为不同小论文的做法。整篇
论文的研究并不以传统的递进式的论述方
式展开，而是就具体的问题分别形成小的
文章，并将之统合在整篇论文框架之下。
整篇论文除了第一、二章是就一般性的情况
进行介绍，从第三章到第九章，都是贯彻
了提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框架，分别
就七个具体的主题进行研究。采取该种布
局的优点在于，避免了无意义的理论铺垫，
杜绝了博士论文长篇理论介绍，脱离具体
问题的比较法梳理的惯例，而是直接面对
具体的问题，使得文章宏观层面的逻辑更
加清晰。当然该种做法也存在一些弊端，
比如可能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重复论述。总
之，写作之路崎岖，但最终我还是如期完
成了论文。

知之，乐之，好之
自初入法门已十余年，一路走来踉踉

跄跄，凭着“知之”、“好之”的心态我从

一个“法学小白”转变为基本合格的“科
研人”。

博士期间，我还借助南京大学的平台
前往德国弗莱堡大学进行联合培养。在德
国的两年，我收集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这
为我回国之后的学习研究打下了基础，让我
真正享受求知的乐趣。关注中国问题，兼具
国际视野，应当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我
建议未来有志于从事法学研究，或者其他学
科研究的学弟学妹们尽早掌握好第二外语。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语言是我们
探求知识的工具，阅读原汁原味的书籍文
献有助于研究工作的开展更加得心应手，
从而更好地解决中国问题。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
者”，在学习科研中有所发现，是令人开心
的事情，期待再次获得这样的快乐。如果
找一点值得分享的经验的话，我认为应当
是阅读、怀疑与实践。法学的学习需要我们
不断地积累知识，而积累知识最好的途径
就是阅读。养成好的阅读习惯，能让我们
在与前人的对话中反思自己所学，螺旋式
地修正我们的认知。“善疑者，不疑人之所
疑，而疑人之所不疑”，我们应当对所学
知识持怀疑态度，尤其是人们习以为常便
亦步亦趋之处，是否经得起我们在怀疑中
不断地追问：到底什么样的法律才是合乎
逻辑的，并且具备价值上的正当性？此外，
我们也不能迷失在理论研究之中，同样应
当在实践中思考法律问题，只有将理论和
实践结合起来，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现实
问题。希望大家都能找到“乐之”的状态，
并坚持下来。

从数学到法学，不知不觉已在法学路
上奔跑十二载。我也耕耘出了一些成果，
每篇论文的背后都有很多说不尽的故事，
所有的故事背后，都蕴含着作为法学人扎
根于此、勇往直前的不懈追求。

  （冯德淦 / 文 吴琪瑶 /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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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粒小小的种子落入尘土，生根发芽，
经历四季轮转，最终长成参天大树，这其
中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初入科研领域
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技术

的发展正在深刻地影响着生活。我的研究
方向——理论计算机科学旨在利用数学工
具对各种计算问题给出具有严格理论保障
的解，它是计算机科学中一个经典却小众
的方向，也是整个计算科学的理论根基。
我选择理论计算机这个方向的故事要从本
科说起，彼时的我在电子科技大学学习
网络工程，在机缘巧合下开始接触 ACM-
ICPC 算法竞赛。这类竞赛会给出若干道
计算问题，要求选手在规定时间内设计出
高效的算法并且编程实现。我在高中阶段
比较喜欢数学，所以在准备竞赛的过程中
我对计算机算法产生了兴趣，自己便顺藤
摸瓜地找到了一些相关的经典教科书，从
此我在心中埋下了一粒 CS 种子。

大三大四时，我的课程相对较少，闲
暇时间我会去图书馆琢磨教科书后附的课
后习题。由于从小对数学的兴趣加上大学
时期的算法竞赛经历，在获得研究生推免
资格后我便着手寻找研究算法和数学的老
师。我当时对理论计算机科学研究的前沿
知之甚少，有时只能通过一个老师开设的
课程来判断他是否从事理论研究。幸运的
是，当我打开南京大学尹一通老师的课程
主页时，发现他开设了《组合数学》和《高
级算法》两门课程，而课程内容就包括了
一些我先前自己去图书馆琢磨的问题。我
给尹老师发了一封邮件，很快得到了回复，
后来我成为了南大的一名直博生。

在大四的最后一个学期，尹老师远程
指导我学习了一些教材。读研前的暑假，
尹老师给我介绍了一个叫随机块模型的问
题。我当时觉得这个问题很符合我的兴
趣，那个暑假便自行研究起来。我在网上
检索出很多论文，若有读不懂的，我便归
因为论文内容前沿不适合新人研读。我又

顺着其参考文献找到更多的论文，一直递
归读下去，却始终找不到一篇我认为“适
合我去读”的论文。最后，我迷失在浩如
烟海文献当中，除了看懂几个最简单的算
法，几乎没有收获。我也逐渐认识到，这
粒 CS 种子的破土萌芽并非我想象中那么
简单。

首发会议论文
尹老师看出来我的学习方法存在问

题，于是他给了我另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
分布式采样。当时尹老师正在和本科生孙
宇鑫研究一个分布式计算模型上的采样问
题。他们已经研究了一段时间，并在一个
特例上给出了一个高效的并行算法，而尹
老师给我的问题就是如何把这个特列推广
到一般情况。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我科研生涯的正
式开始。拿到这个非常具体的问题之后，
我不再漫无目的地看论文，而是思考这个
问题本身有哪些可以利用的性质，自己尝
试各种方法，在需要的时候，有目的性地
查阅文献。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我终于
解决了这个具体的问题。之后，我们三个
人一起证明了该新算法的正确性，分析了
其运行时间，证明了这个计算问题的下界
结论从而说明算法做到了理论最优运行时
间。在解决核心技术问题后，我们进入到
撰写论文阶段。因为论文中包含很多复杂
的定理证明，而我和孙宇鑫都是第一次写

论文，尹老师细心地帮助我们检查和修改
每处证明。会议投稿的截止日期是当年元
宵节，写论文的时候正值寒假。我们三个
人在南大一直工作到除夕的前几天。从南
京回老家的路上，我接了尹老师七八个电
话，讨论证明的细节问题。

我觉得这一份工作对我很有意义。
首先它开启了博士期间的科研项目，是
我博士学位论文的开题之作，我博士期
间的研究课题就是各种模型下的采样算
法理论。其次，通过这份工作，我完整
接触了思考问题、写作论文和投稿等一
系列过程，这其中我体会到解开问题时
的激动、截止日期临近时的压力，以及
论文完成所带来的成就感。最后，它教
会我了一种正确的做科研的方式：自己
思考问题，深入理解相关的方法和技术，
而不是浅尝辄止地阅读文献。试想如果
把这篇论文拿给大四暑假的自己，可能
当时的我也会认为这是一篇“不适合新
人读的论文”。但是顺着这种方式，我
们克服了各种困难，一步一步地完成了
论文里的所有内容。在日后的科研中，
我遇到过不少难题，陷入到焦虑的情绪
中，但坚持思考总能看到一丝曙光。即
时它有时只能照亮一个小小的局部，但
它也能激发我对未知的兴趣，给我一丝
前进的信心和动力。我感受到这粒科研
的种子在茁壮成长、抽出新叶。

终成学位论文
关于学位论文的写作，我有两点经验

想与大家分享。博士学位论文是对博士期
间所有研究工作的总结，往往涉及很多内
容。这些内容之间有很强的关联性。因此，
如何对整体框架进行合理布局十分重要，
甚至对论文的最终质量产生决定性影响。
在论文写作初期，我们就需要把整体框架
思考清楚。我的方法是先设计好论文总体
的框架，写每一个章节的时候再设计章节
内部的结构，以一个自顶向下的顺序来写
论文。

另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如何安排
好写作学位论文的时间。在博士的最后
一年，我们往往有很多事情要做，例如
参加求职面试、填写各类表格等。学位
论文本身也有文本预审、抽检盲审、预
答辩等时间节点。建议大家尽量提前准
备，制定好计划表，按照自己制定好的
时间节点逐步推进，并注意预留时间以
应对突发情况。

一粒小小的种子，慢慢长成舒展昂扬
的幼苗，不断抽出新叶，再到结出硕果。
在这个过程中，我感受到种子的力量不仅
来源于探索未知的“向上”，还来源于扎
根领域的“向下”。希望每一位同学都可
以埋下属于自己的科研种子，辛勤耕耘，
最后定能长成参天大树，收获绿荫一片。
 （凤维明 / 文 吴琪瑶 / 整理）

凤维明：
   一粒 CS 种子的成长故事  
凤维明，2016 级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直博生，师从尹一通教授。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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