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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大学中文系完成了硕士和博士阶段的学习，随后三年

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做博士后研究，那是一段值得怀念的

美好岁月。 1985年，我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并留校任教，讲

授中文系古代文学课程。我热爱教师这个职业，“传道授业

解惑”的过程总是能让我感到生活的充实，同时也让我感到

知识上的欠缺。“你要给人一瓶水，首先得让自己有一缸水

。”当时的我充满着渴求知识的冲动，于是下定决心要考研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如愿考取了南京大学的研究生。这是

我向往已久的大学，那里有严谨的学风，有我崇拜的学术导

师，可以说，就是在南京大学，我完成了人生的第一次超越

。 我一直把自己的研究生阶段形容为“最美好的时光”，在

这几年时间里，我师从周勋初、莫砺锋、张俊等几位名师，

构建了自己的知识体系。他们在古代文学领域取得了杰出的

成就。他们终生都以教师为业，以培育人才为自己的首要职

责。在他们的精心指导下，南京大学中文系和北京师范大学

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教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批

获得博士、硕士学位的年轻人成长为学术界的后起之秀，有

的已经在学术上崭露头角。 这样的环境、这样的导师催人奋

进，我时刻告诫自己任何时候都不能懈怠。读研期间，为了

校对一些文献，我可以经常加班加点。凭着这股韧劲儿，我

的研究文章陆续在一些重要刊物发表，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肯

定。 老师们对学生的要求都比较严格，甚至很“较真儿”。



我记得有一篇论文，当时因为时间紧，写完没有仔细检查就

交给了莫砺锋老师，第二天被莫老师叫去痛批了一顿。他在

上面用红笔把一个个的标点符号和错别字标示得清清楚楚，

并且在最后写上了这样两句话：“做学问绝不能有半点儿马

虎，要对自己所做的事情负责。做学问也是做人，你是在用

你的笔说话，而这些文字就是你的人格在纸上的体现。”这

些话我至今都没有忘记，它时刻提醒着我，要老老实实做人

，踏踏实实做事。 那时候真挚的师生关系特别让人怀念。导

师的家经常成为我们上课和聚会的场所，因此也几乎成了学

生们的家。夏天南京的天气炎热，导师就拿把大蒲扇一边使

劲扇一边讲课，看着老师大汗淋漓还滔滔不绝，有哪个学生

不被感动？ 在生活上，导师俨然是一个父亲，对学生倍加关

爱。我想，无论承认与否，现在的师生关系很难达到以前那

种状态，学习的风气也大不如从前。物质利益的诱惑让很多

人根本无法静下心来学习，再加上高额的学费，让很多研究

生从一年级开始就忙着在外面找兼职，学习反倒被放在了第

二位。事实上，做学问是十分辛苦的，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一

件轻松的事情。这不仅需要灵活的头脑，更需要毅力。时代

变了，诱惑太多，所以很多人都无法静下心来做学问，但如

果你选择了这样一条道路，就要踏踏实实走下去，排除一切

私心杂念。 我以前一直从事古典文学的研究，很多人都觉得

这是一个没有“前途”和“钱途”的专业，整天要去钻故纸

堆，要想出点成绩也很困难。但后来的事实让这种说法不攻

自破，在这期间我做的《南宋的诗文选本研究》得到了学术

界的一致好评，弥补了这一领域研究的不足，因此也为学术

界所熟知。其实不管干什么，只要用心去做，总会出成绩，



眼高手低、懒惰的人永远都做不成大事。 博士后出站后，我

留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讲授的既有古代文学，也有影视艺

术，以影视艺术为主。很多人对这样的选择表示不解，甚至

我的导师都说扔了原来的专业岂不可惜？我知道，自己做这

个决定是经过仔细考虑的。首先，对于电影的爱好早已有之

，以前在从事古典文学研究之余，“私下里”也在关注着影

视理论方面的研究，并且这种兴趣越来越浓，到后来竟然陷

入其中“无法自拔”了。其次，影视理论研究在国内还是一

个年轻的学科，研究人才也比较紧缺，我希望能给自己更多

的挑战。从事这方面的研究首先要掌握大量的影像资料，而

当时DVD和网络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只能用那种老式的录

像机来看，而且录像带资源也并不多。很多时候都是自己去

寻找片源，然后就坐在家里的录像机前看，有时候一坐就是

一天，而且还要边看边作记录。几年内我积累了大量的观片

笔记，也让自己更有信心。近年来，我发表影视专业论文六

十多篇，出版专业著述三本。努力终归会有回报，你可以不

聪明，但不可以不勤奋。研究生阶段培养出来的做学问的方

法为我以后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现在，有人读研是为

了逃避工作压力，依恋学校的环境；而有人是随波逐流，看

到别的同学考研自己也去考。其实这些都是不正常的现象。

学校是个温床，但早晚都要走入社会，去接受社会的考验，

否则就真正成了“书呆子”。这就造成了另一种现象，即研

究生毕业同样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甚至在某些方面的竞争力

还不如本科生。比较起来，我更喜欢那些志向远大、奋发图

强的研究生，因为他们的目的性很强，知道自己在哪方面有

所欠缺，同时也能够更加珍惜时间，知道如何更有效率地去



学习。 知识不等于智慧，学历同样不等于一切，对于那些不

懂得积极进取的人，读研其实对他们并无太大的帮助，反而

是浪费了几年宝贵的青春时光。 【张智华简介】 张智华

，1963年生，1998年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获博士学位。2000

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后出站，获博士后证书。现为北

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影视传媒系教授、研究生导师，

中国高校影视学会会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影视教育专业委

员会会员。主要从事影视文化传播、电视艺术的教学与研究

工作，在影视文化传播、电视剧创作与研究等方向招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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