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些日子，一位大学教授告诉我一件事：中国科学院数统研究院

一个院士课题组派出 2名研究生前往他的课题组，目的是希望得到该

教授的指导及与其课题组博士研究生“切磋技艺”，提升学生的科学

研究品质与学术水平。这位教授是在海外经历 10多年的求学与工作

后再回到国内大学任教的，前两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那位潜

心学问、行事低调、47岁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而今已年近八旬的学

者。教授深为院士的学术水平与低调行事风格所感染，而院士也非常

钦佩这位青年教授的才华，并专程邀请他到自己的课题组作学术报

告、开展学术交流，此后还邀请教授到他在西部一所大学的院士工作

站为那里的研究生和教师系统介绍学术成果，从而确立了他们之间

纯洁的学术友谊。

这次院士的 2位研究生来教授课题组进行学术交流访问，教授专

门抽出时间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并就他们的学位论文提出了自己的

意见供他们参考。在与其中一位博二学生交流时，教授说：“我知道院

士对自己课题组的博士研究生毕业并没有必须发表学术论文的要

求。然而，我认为，在我国当前的学术背景下，博士研究生还是应该努

力通过发表学术论文展示自己的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教授的话向

学术界抛出了一个见仁见智的老话题：学术机构培养博士研究生是

否应该要求他们必须发表学术论文？

我看到若干大学发布公告，声称不要求将读博期间发表学术论

文作为评价博士学位论文“达标”的基本条件。这类性质的公告并不

陌生，此前媒体上也偶有报道，并将此举作为响应政府号召就“破五

唯”采取的一个举措。其实，在欧美及亚洲发达国家的博士研究生教

育中，似乎从来没有明文规定将发表学术论文作为取得博士学位的

先决条件。前几年在网上看到关于爱尔兰“国家博士教育框架计划”

与“博士生技能要求”的帖子，其中提到爱尔兰培养博士的基本原则

中有一条——“要获得博士学位，候选人必须对知识做出原创性贡献

和提供一段高质量的研究经历，以及产出符合国际标准的研究成果

和最佳实践等”。培养结果要求中有一条——“展现候选人拥有研究

领域的前沿知识、发展能力，注重论文写作、发表技能及针对不同受

众的沟通和解释能力等”。我们并没有从中看到要求发表学术论文的

刚性规定。

其实，在我的理念里，博士研究生是否达到基本要求实在不必用

是否发表学术论文作为评价标准。因为，作为一名合格的博士生导

师，判断博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是否合格是一项基本的职能。他们不

仅要指导自己的博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还经常要评审或参与同行

学生的学位论文答辩。所以，我们应该相信大多数博士生导师的基本

学术素养与道德操守；当然，对于那些个人私欲较重的导师另当别

论。为此，我戏称有的机构简单地将发表论文与博士学位质量挂钩的

规定属于“懒政”。前几天某大学一个学院的领导告诉我一件与此相

关的事：有位博士研究生在读期间发表了 20多篇论文，如果以硕博连

读 5年期限计算，这个学生平均每年发表四五篇论文，属于典型的“论

文高手”。然而，据说他的导师并不欣赏这位学生，具体原因不得而

知。所以，这位导师并不支持“论文高手”学生留校任教，并告知学生

此后发表论文不要再挂他的名字。我很赞赏这位导师的严谨学风和

学术态度。当然，这样的“论文大户”博士在当前我国学术界“唯论文”

的背景下，一定依然吃香。据说这位“论文大户”博士后来被西部一所

大学录用。

我曾经坦言，博士研究生在读期间经历高质量的科学研究过程

比急功近利发表几篇不痛不痒的论文更有意义。这种理念在爱尔兰

“博士教育框架”的基本原则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

我认为，一定程度上，某些机构规定博士研究生期间必须发表

相关论文，是缺乏对本单位博士生导师的信任，是担心他们给自己

学生的学位论文放水的一个策略。然而，事情总还有另一方面。据我

所知，一些国际著名大学虽然没有对博士研究生在读期间是否需要

发表学术论文做出明确规定，但具体操作由导师自行决定，这也是

大学充分发挥教授自主权的体现。例如，有的教授依然要求学生在

读期间需要通过高质量的科学研究过程训练，并发表学术论文，以

此作为衡量博士研究生资质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也属于一个负责任

导师的表现。这类导师往往受到莘莘学子的欢迎，正如本文开头提

到的那位教授。

我认为，博士研究生在读期间是否需要发表学术论文，不仅取

决于培养单位，更需要全国学术单位和专家学者的大力配合支持。

例如，当一份没有发表学术论文但质量上乘的博士学位论文被送到

评审专家那里，专家不是认真审阅这篇博士学位论文，而是以之前

没有发表过学术论文为由对其做出不良的评价决议，这对博士研究

生就很不公平。如何在缺乏学术论文指标的条件下，依据博士研究

生在读期间的综合表现来授予各种荣誉？如何鉴别出那些注重独立

科学研究能力训练和博士学位论文本身质量的青年学术人才？以及

如何确保他（她）们在申请各类职位时受到公正、公平的对待？这些

问题都需要政府和学术界共同努力作出科学合理的回答。因此，如

果我们没有一系列相应的保障措施，只是简单地颁布“取消要取得

博士学位必须发表学术论文”的规定，不一定能达到政策制定者的

初衷和愿望。

我国研究生学位制度实施至今已有 40多年，大量海外留学人员

的归来将国际先进的研究生培养理念和机制带回国内，为我国建立

科学合理的研究生培养制度和环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我们再

也不需要简单地将博士研究生在读期间发表学术论文作为博士学位

论文是否达标的“试金石”，还是将是否要求博士研究生发表论文的

主动权放心交给教授吧！否则，一味简单强调博士研究生期间应该发

表论文，不过是为我国成为一个论文数量大国作点贡献而已，对国家

的原始科技创新并无多大裨益。

（作者系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球物理与空间信息学院教授，本文

摘自作者“科学网”博客）

□刘庆生

博士研究生在读期间是否应该发表论文？

【争 鸣】

□刘霞

自两年前聊天生成预训练转换器（ChatGPT）面世以来，生成式人

工智能（AI）技术的拥趸们就一直坚信：随着科技巨头不断用海量数

据“喂食”AI模型，再加上计算能力飞速提升，生成式AI改进的步伐

将呈指数级增长，接近人类智能的通用AI的出现也指日可待。

然而，在AI快速发展如“烈火烹油”的表面之下，一些专家的隐忧

和疑虑也悄然而生。据美国技术雷达网站 12月 9日报道，谷歌首席执

行官桑达尔·皮查伊预测，2025年，AI发展势头将放缓。物理学家组织

网稍早时间一篇报道也认为，AI智能的提升速度有所减缓，目前新款

大型语言模型的研发似乎已经到了拐点。

AI模型日益膨胀

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OpenAI）的 ChatGPT，可以说点燃了科

技公司研发大型语言模型的热情。谷歌、亚马逊、元宇宙平台公司，以

及OpenAI主要投资者微软公司等，都砸下数十亿美元巨资，纷纷推

出各自的生成式AI应用工具。这些大型语言模型各有千秋，能够轻松

生成高质量文本、图像和视频，如今也实现了语音对话功能。

生成式 AI的“狂飙”也让 OpenAI等公司声名鹊起，赚得盆满钵

满。今年 10月初，OpenAI公司再次成功融资 66亿美元，使其估值达到

了惊人的1570亿美元。

对此，AI行业专家、美国纽约大学神经科学教授加里·马库斯表

示，OpenAI之所以获得如此高的估值，很大程度上源于很多业界人士

内心深处的一种信念：只要不断给AI模型“喂食”更多数据，提升其计

算能力，模型就能变得愈发强大。按照这样的发展趋势，可能很快会

出现OpenAI负责人萨姆·奥尔特曼所说的智能可与人类匹敌的“通

用AI”。

智能水平提速放缓

然而，生成式AI发展的步伐，真会按照人们畅想的“剧本”进行

吗？马库斯直言，“这只是一个美好的幻象”。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

频道（CNBC）网站也在 11月初的报道中指出，谷歌、Anthropic公司和

OpenAI等公司研发新大型语言模型似乎已经碰到天花板。

风险投资企业安德烈森-霍罗威茨公司是OpenAI股东之一。该

公司联合创始人本·霍罗威茨最近坦承，尽管他们一直在按照节奏提

升算力，但AI模型的智能水平并未因此得到显著提升。

OpenAI联合创始人伊尔亚·苏茨克维 11月 15日接受媒体采访时

表示，使用大量未标记数据来训练AI模型，以理解语言模式和结构的

阶段已经趋于稳定。

专家们指出，一个根本挑战在于，可用于AI训练的数据目前几乎

已被AI模型“蚕食殆尽”。

专门针对法律事务的生成式AI公司 Spellbook也是OpenAI合作

商之一。该公司首席执行官斯科特·史蒂文森表示，一些实验室过于

注重用更多文本数据“喂食”AI模型，但仅依靠文本数据对 AI进行

扩展注定会遇到困难。目前很多企业已经缺乏新东西来“喂养”AI模
型。因此，这并非知识储量的问题，而是机器要能够理解句子或画面

的含义。

初创公司“抱抱脸”研究员兼AI负责人莎拉·卢乔尼也强调，AI

模型开发“以大为美”的路线，最终必然会触碰到其极限。

亟需一场深刻变革

11月14日，萨姆·奥尔特曼在其社交平台X上发布信息：“没有死

胡同！”不过，现实情况是，OpenAI选择延迟推出GPT-4的接棒模型，

因为GPT-4性能的改进程度未达预期。

作为研发战略转型的一次尝试，今年 9月，OpenAI推出了 o1模

型。这款模型专注于回答复杂问题，尤其是数学问题。它旨在通过提

升推理能力，而非单纯增加训练数据量，来提供更准确的答案。史蒂

文森认为，OpenAI引导其模型“花更多时间思考而非响应”，这或将引

领AI模型研发领域出现一场“深刻变革”。

AI服务网站Quantilus.com在 11月 25日的报道中指出，OpenAI、
“深度思维”等公司正在探索“高效扩展”技术。该技术旨在让大型语

言模型复制类似人类的思维方式，而不仅仅是依赖“蛮力”，即大量消

耗计算资源。这些方法的重点在于提高训练数据的质量，并结合来自

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

史蒂文森将AI技术的发展与火的出现作比较。他表示，业界不应

该再通过给AI提供更多数据、提升算力来促进其发展，而是应该打造

类似蒸汽机那样的、具有变革性的事物。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沃尔特·德·布劳沃则将先进大型语言模型

比作从高中过渡到大学的学生。他表示，目前的AI就像是能做即兴表

演的聊天机器人，很容易出错，具有跳跃思维能力的机器即将到来。

摘自《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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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图书1：

《未来自然史》

作者：［美］罗布·邓恩

新星出版社出版

过去半个世纪，人类积累了

前所未有的自然知识，并且用它

来追求对大自然的控制。人类试

图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重塑

自然，甚至不惜摧毁它。本书作

者认为尽管我们尽了最大的努

力来控制自然，但生命有其自己

的运行规则。邓恩阐述了生态

学、进化论和生物地理学的几大

基本定律，以及任何人类活动都

无法废除的生命法则。

推荐图书2：

《结构》

作者：［英］J.E.戈登

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为什么人类会腰痛？为什

么鸟类有羽毛？为什么希腊人

在晚上会将马车轮子卸下来？

为什么一座吊桥即便开通了 8

条车道也不至于倒塌？为什么

堤坝可以阻拦或释放巨大的水

量？……当我们思考结构问题

时，我们不仅要考虑为什么建

筑物和桥梁不会坍塌、为什么

飞机不会解体，也要考虑虫子

为何长成那种形态、蝙蝠为什

么能飞过玫瑰花丛而保持翅膀

完好无损……

你将发现，生物的生存需

求和人类的设计需求如何推动

了结构的形成和发展。

推荐图书3：

《反事实》

作者：［英］奇亚拉·马尔莱托

中信出版社出版

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现象

和事物，在牛津大学物理学家

奇亚拉·马尔莱托看来，可以被

统一于“反事实”这个令我们耳

目一新的概念之下。

简单来说，反事实就是关于

可能和不可能的科学，是关于什

么可能发生和什么不可能发生的

科学。反事实属性将那些表面看

起来非物质的抽象概念（比如信

息和知识）带入了物理学领域。接

受了反事实属性，我们就可以用

明确的定律描述那些传统观点认

为只能近似描述的实体，比如信

息、能量、热和功。这是一门能够

为我们打开更新、更大也更有想

象力的宇宙图景的新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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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飙”两年，大语言模型已至拐点？

你是“小脑斧”，还是“小脑腐”？如果没听懂，那你可能“out”了。

近日，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发布了 2024年度关键词——“脑腐

（Brain Rot）”。这个词听起来很像中文互联网上对“小老虎”的爱称“小

脑斧”，但它揭示的却是一种并不可爱反而有点儿可怕的时代病：网

络上充斥的碎片化、低质量内容，正在广泛蚕食人们的心智状态，导

致大脑像“腐烂”一样，出现一定的功能衰退。

尽管今年才“爆火”，但这个词最早可追溯到亨利·梭罗 1854年出

版的名著《瓦尔登湖》。作为一名自然主义者，梭罗对技术发展给人类

思想、智力带来的退化充满警惕：“当英国致力于治愈马铃薯病时，难

道没人试图治愈更广泛且更致命的‘脑腐’吗？”100多年后，美国媒体

文化研究者尼尔·波兹曼在其著作《娱乐至死》中，对这一担忧进行了

鞭辟入里的分析：在电视和媒体主导下，公众话语正变得肤浅、琐碎，

甚至失去严肃性，这一进程有可能最终导致文化衰落。

从梭罗到波兹曼，再到今天的牛津大学出版社，170年间，尽管一

直有各方学者著书立说，以表达深切的关注和忧虑，但“脑腐”症状却

像自然界真正的腐烂一样，呈现出持续蔓延且不断加重的态势。

当下，人类进入以算法为核心的社交媒体时代和人工智能时代，

微博、短视频、小游戏将人们的时间撕碎成几分钟乃至几秒钟的片

段；随时都可能跳转到购物平台的机制，将“转移注意力”本身做成了

生意；基于用户偏好打造的精准推送，把本已封闭的“信息茧房”进一

步打造成了“定制单人间”……在唾手可得的多巴胺驱动下，“快乐”

变得越来越简单，同时也越来越空洞；真正建立在理解、思考、创造、

追求真理之上的幸福感，成为这个时代的稀缺之物。

越来越多的科研成果已经证明，频繁切换任务（例如同时观看视

频和浏览网页）会削弱个体的认知控制能力，进而影响专注度和记忆

力；过度使用社交媒体会改变大脑的结构和功能，可能导致学习效率

下降甚至提高抑郁症发病率；阅读习惯的变化正在让人们的思考能

力和批判性思维的发展受到限制……

如今“脑腐”症状已泛滥至此——即便是今天依然保留阅读爱好

的人们也会惊讶地发现，习惯了当代畅销书那种以短句、短段落为主

的行文方式后，再翻开学生时代读过的名著，几乎很难适应那种大段

的文字密度；而十几年前流行的“爽文”、大片，在今天看来可能已经

不够快节奏、不够吸引人了……

回到文章开头那个问题，你知道“脑斧”和“脑腐”吗？你会因为不

知道而感到自己“out”了吗？也许在这个时代，人们恰恰应该勇于

“out”，勇于远离那些时髦而速朽的内容，为大脑腾出一些空间，放一

些名为“深度阅读”“哲学思考”“批判思维”和“艺术创作”的精神“防

腐剂”。

摘自《中国科学报》

□李晨阳

“娱乐至死”时代，别做“小脑腐”

【观 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