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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步宇

在清华留学基金的资助下，我有幸去剑桥大

学进行了半年的访问交流。在此之前，很难想象会

有这样的机会去剑桥这种世界名校。而半年的交流，

让我收获很多，感触很深。不仅在学术研究上更进

一步，开阔了视野，而且感受了西方的学术文化。

举着椅子腿的国王：剑桥的校园文化
剑桥大学作为学院制世界名校，有着悠久的

历史和传统。不同于清华大学的班级制度，剑桥

大学本科生有学院这一集体，研究生则有学院和

课题组两个集体。课题组集体和我们学校类似，

大家在一个或多个导师指导下完成相关课题，组

内同学之间学术交流较多，联系较为紧密。我所

在的 Kraft 教授课题组男生居多，大家埋头于模拟

研究，都比较腼腆，组内活动并不多。同时由于

教授常年在海外出差，组内也没有组会交流制度。

但是英国有下午茶的传统，到了下午三点左右，

大家会去饭厅喝茶聊天，这个时间会有较多组内

乃至组间交流。教授和学生之间也更为随便，大

家一起互开玩笑，交流感情。

学院这个集体则较为特殊，组织的活动也较

多。由于学院和系之间没有必然关系，因此学院

中同学并不来自同一院系，大家丰富的背景提供

了更多交流的内容。在学院里本科生基本住在一

起，研究生则在外面租房子住。每周的固定时间，

学院会举行正式晚餐，只有本学院的学生或者其

邀请的学生才能参加，对于衣着等也有具体要求。

在晚餐中能够认识很多朋友。对研究生来说，这

一方面可以增进友谊，同时又能开阔研究思维，

是一个很好的交流机会。对于学生的就业、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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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着椅子腿的国王
——  剑桥访学见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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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辅导，学院也会有相应的老师负责，类似于我

们的辅导员制度。但这些老师是专职教师，相关

知识也更加专业。而研究生出国参加会议等交流，

学院也会提供相应的资金进行资助。不同学院的

特色不尽相同，院徽、学院文化也都各有特点。

已有几百年历史的剑桥有着自由的氛围。交

流中了解到一个故事。著名的三一学院培养了大

量的杰出毕业生，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科学家牛顿。

三一学院正门的圆拱形门廊上方，竖着亨利八世

国王的雕像。国王表情严肃，头戴王冠，一手持

十字架，一手高举着⋯⋯椅子腿！原来，国王的

手里本来举的是权杖，但是雕像竣工后，却遭到

了学生们的反对，他们看不惯国王耀武扬威的样

子。有大胆的学生就偷偷爬上雕像，把国王手中

的权杖拿走了。校方发现后做了新的权杖代替，

又被学生偷偷摘下。如此反复几次，学生干脆将

椅子腿代替权杖放到了国王手中。校方虽无奈，

但认为学生的行为不失幽默，甚至体现了反抗权

威的独立精神，便不再干涉。就这样，国王举着

椅子腿一直站到今天。这件事在中国的高校里怕

是难以想象。不是说这种恶作剧精神值得学习，

而是学校这种包容之心着实令人钦佩。

剑桥学生怎样做课题？
在我所拜访的课题组，氛围同样宽松。同学

们可以自由安排时间，自由讨论交流，教授对于

同学也没有强制性要求。自由的身体才能有自由

的灵魂，这一点确实值得思考。

我研究的课题内容是直喷发动机的碳烟数值

研究，而接收我的剑桥课题组正是这方面研究的

先驱者，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发布相关研究成果

的机构。在与课题组师生交流后，第一个感触是

专。我是汽车专业，对于发动机相关知识较为了

解，但进入碳烟这样牵涉很多物理化学知识的研

究领域，就显得有些匮乏。带我的 Kraft 教授则对

碳烟研究较为深入，从反应机理，到成核增长氧

化模型都有相应的学术研究，对于碳烟生成的认

识也远比我们深入。因此这半年下来，我对相关

的理化知识的掌握有了很大提升。此外，在研究

的方法和结果方面，也都取得了不小的收获。

半年的研究过程中，课题组一位德国博士后

主要指导我的工作。和他交流很多，非常突出的

感受是严谨。有几件小事印象十分深刻。一是在

编代码的过程中，他对于每个变量的单位检查都

很细致，有些不确定的地方要反复检查，直至无

误。二是在讨论计算结果时，有些计算结果整体

看很不错，但他会特别关注某一两个特殊点，然

后发现内在原因，往往这些原因对于解决问题是

十分关键的。三是对待试验结果会多问几个为什

么。模拟计算往往需要和试验进行比照，从而保

证计算的真实价值。看到试验结果，他会先去了

解试验条件，然后确定试验结果的可信度，再分

析试验结果，而不是完全参考已有的试验分析结

论。这样和模拟计算对比时就会更有针对性，分

析起来也更加科学严谨。

三一学院大门上的亨利八世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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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国外学生的科研时间，远远少于我们。

以 Kraft 教授课题组为例，基本上学生早上 9 点

之后才会出现，下午 5 点就开始离开，晚上 7 点

半后以及周末时间很难看到还在实验室工作的学

生。但是他们的研究成果一样很突出，一样可以

有大量的高水平文章发表。原因何在？就我个人

而言，我认为大概有如下几条。一是效率高，工

作的几个小时，心无旁骛，没人打扰，认认真真

地进行工作。二是常交流，由于教授经常在国外

出差，同教授的交流很少，但是组里的研究人员

和博士后经验丰富，也经常和同学交流，只要有

想法、有一定的试验结果，交流后总能得到有用

的指导，而且这种指导往往是一针见血、直中要

害的，可以节省大量时间，同时研究目标明确。

三是广泛利用研究资源，不仅仅是课题组内或者

学校内的研究资源，其他学校、其他国家的研究

资源都广泛采用。课题组以模拟计算的研究为主，

对于计算机的计算能力要求较高，仅仅靠组内或

者剑桥大学的计算能力是不够的。为此课题组联

系德国、新加坡等其他高校研究机构，利用他们

的计算资源获得了大量的有益结果。同时课题组

内交流电子化程度很高，通过分享网络文件夹，

可以快速找到课题组内完成和正在进行的项目，

相关的文献和实验数据。此外，课题组会将已经

投稿的研究成果以 pre-print 的形式制作成 pdf 文

件放在网站上，对所有人开放下载，宣传课题组

的研究成果。清华学生的勤奋是有目共睹的，如

果能够再加上高效的科研方法，肯定会有突飞猛

进的研究成果出现。

剑桥的研究生培养体系
此外，在和试验室研究生的交流中，我对剑

桥的研究生培养体系也有了一定了解。剑桥的博

士生没有国内这种直博生，所有的博士生均需要

先拿到硕士学位然后才能攻读博士，博士年限一

般在 3 到 4 年。

同我们博士资格考试和开题一样，博士一年

级，所有的博士生都要参加一次答辩，并提交一

份报告，主要是研究内容的基本介绍和研究安排，

相关教授会进行点评。这个过程较为严格，如果

无法通过就没有下一次机会，直接转为硕士毕业。

当然也可以在这个时候选择更换课题组，甚至是

更换院系。博士二年级，类似于我们博士生中期

检查，博士生需要制作一张海报来总结两年来的

工作，相应的教授们会进行点评。博士三年级，

将会进行一次系内公开口头报告，介绍三年来的

工作亮点和研究成果。

剑桥同清华的博士生培养最大的不同在答辩

环节。目前清华的博士答辩会有很多校内外的教

授参加，同时导师在场点评，学生利用 ppt 进行

展示。而剑桥的博士生答辩则是只有校内外两个

教授参加，自己的导师并不在场。针对论文的内

剑桥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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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教授会进行提问，学生逐个回答，时间不固定。

如果教授认为论文中都描述得很清楚，答辩就会

很快结束，反之则会持续数小时。两种答辩方式

各有利弊。清华模式教授多，大家能够集思广益，

对博士研究进行详细评价，同时可以深入展望未

来的研究；而剑桥的模式则从论文出发，对细节

把握更严，更能考量学生的基本知识和学术思维。

前面提到，二年级博士生会进行海报交流。

实际上，我认为制作海报和通过海报来展示自己

的研究是清华学生比较欠缺的一种能力。在很多

国际会议上都有海报交流环节，这个环节相对口

头报告而言，不太会受到时间限制，同时相关领

域的人会来深入讨论交流，这对于宣传个人的研

究成果和拓展研究思路都十分有益。而在清华的

培养环节中缺乏这一过程，也缺乏相应的课程和

讲座。如果能在未来增设相关环节，将极有助于

提高我们博士生做海报的能力。

我眼中的英国文化
在剑桥的半年生活，也给我提供了一个了解

西方社会、感受英国文化的机会。学校没有宿舍提

供，只能自己租房住。虽然开始时有很多不便之处，

但是由于租房中住着来自世界各国的房客，所以能

够交流感受到更多。我的房东是一位意大利老人，

非常热心，家具坏了都是自己来修。房客中有一位

英国人，是一位司机，十分腼腆，很少说话。还有

一对匈牙利夫妇，一对西班牙夫妇和一位意大利

人。由于大家工作不同，工作时间也有差异，很

难同时在家里出现，只是偶尔在厨房遇到聊上两

句。交流中能深刻感受到，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主

要集中在两点：一个是饮食，很多人都十分喜欢

中国菜，经常去中国餐馆吃饭；另一个是功夫，

李小龙等功夫明星他们会描述得兴致勃勃。对于

汉字他们也很感兴趣，有时候会让我把他们的名

字，甚至是亲戚的名字用中文写出来，然后开心

地告诉别人。这些时候我也很自豪。中国文化的

影响力之大超出我的想象，最普通的西方人也能

知道中餐、汉字。但有时也不无遗憾，我们的文

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远不止是饮食、功夫这些。

我们的儒家精神、我们的文学、我们的历史都引人

入胜，如果能将这些展现出来，让更多的西方人知

道，会让他们更加了解东方，了解中国。

英国作为传统帝国，曾经长时间主导世界，

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大街小巷没有特别高的楼，

三层小楼在剑桥已经算高了。他们的建筑特别强

调细节，房檐、柱子等都精心设计。教堂鳞次栉

比，风格各不相同。英国人的生活节奏不是很快，

很会享受生活。除了前面提到的工作日固定的下

午茶时间，周末天气好时或开着房车去湖边与大

自然融合，或去城市公园中在草坪上和朋友们谈

天说地，或在自家后院支起炉火自助烧烤，或邀

上几人一起运动。工作不是生活的主题，享受人

生才是生活的真谛。

英国人法治观念很强，法律体系也很完善。

比较突出的就是火灾的防范。不仅是在实验室里，

在住宅里也装配着防火器材。而且法律明确规定

在室内不能吸烟，室内都有感应器。路上车速很

快，但事故很少。司机对于交通规则的自觉遵守

程度远远强于我们。有几个场景让我印象十分深

刻。一是有警车、救护车等鸣笛经过时，所有车

辆都会主动避让。二是道路其实并不宽，双向各

有一个车道，并且常常有车会靠边停靠。这种情

况若在国内，估计会鸣笛不断，道路堵得水泄不

通。但在英国，两个方向的车会互相谦让，轮流

在剩下的道上通行，司机也没有怨言。三是在狭

窄的高速路上，大巴车由于车速慢，车后时常会

有很多小轿车排队跟着。大巴车司机会每过一段

时间就靠边停下，让路给后面的小车过去，然后

再重新上路。这些汽车礼仪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

也不是法律严惩下迫使大家做到的，而是长久以

来形成的汽车道德和汽车文化。要做到这些，中

国的道路还很漫长。

总结下来，这半年的海外交流收获丰富，

不仅是博士生活期间一次重要的经历，更是人生

中一段美好的回忆。半年里认识的朋友，看到的

风景，听到的故事，都将是我人生经历中宝贵的

财富。  

（作者为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