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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F_86_E6_88_91_E7_c73_529657.htm 1991年9月27日，我结

束了在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的工作，踏上了日本的土

地，准备参加筑波大学的研究生入学考试。我先参加了学校

组织的为期半年的日语入门课程，然后参加了研究生入学考

试。很幸运，我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农学研究生，研究的课题

是大米的保藏。我是硕博连读，研究生两年，博士生三年，

博士毕业后我继续留在日本做研究，前后一共十几年。 日本

的研究生课程设置和国内的不太一样，其研究生课程基础课

比较少，且开设的课程都是比较实用的，比如当时我学的农

业机械，导师在我们入学时就马上给我们安排研究课题，研

究生的两年时间都主要是做科研。 回想起读研的那段岁月，

真是让人感慨良多。日本的研究生培养制度是导师负责制，

导师的权力很大，可以修改学生的课程安排。按照学校规定

，我当时还要修日语课，但导师说，“你不用去上日语课了

，跟我聊天就行”。于是，刚入学的时候，导师经常去实验

室和我聊天。一次次看似随意的聊天增进了导师对我的了解

，也使我的日语水平得到了提高，我对即将研究的领域也有

了大致的了解。 在日语里，有一句话是：“用身体记住。”

意思是，知识要通过大量的实验来获得，而不是用“嘴巴来

学习”。所以，导师非常重视做实验，并且要求我们要站着

做实验，一旦被老师发现坐着做实验，后果往往会很严重。

读研期间，我几乎天天呆在实验室，导师会经常过来视察，

看我们有没有严格按照他制定的方法执行；即使有不同的方



法，我们也不能当面提出，因为在日本的文化中，学生要绝

对服从导师，即使导师说错了，学生也只能继续做下去，直

到用实验结果来证明导师是错误的，才能再提出自己的见解

。在日本，尊师重道的文化氛围非常浓厚，导师只要一到实

验室，不论你做什么，必须马上停下来，给导师泡咖啡、让

座，毕恭毕敬。这看起来似乎很烦琐，但恰恰体现了日本对

文化的尊重。我想，这也许是整个日本民族善于学习的原因

。导师虽然看起来很威严，但是如果你问的问题导师也不懂

，他一般会这样说：“这个我也不是很了解，你可以去查查

资料，然后请告诉我是怎么回事。”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对

我有很大的影响。 日本研究生学习英语的方式不是上英语课

，而是学生自己开讲座。导师会让我们搜集最近五年国际性

杂志上的文献，然后自己翻译阅读。在讲座上，我们首先要

用英文念一遍文献，然后将其翻译成日文，我们还需要将自

己对这篇文献的理解和大家交流。其间，导师和同学会对其

中的一些问题进行提问。这种讲座基本上一周安排一到两次

，导师对英语讲座很重视，所有的同学都必须认真听，然后

提问。尽管大家的研究题目不同，但这样的形式可以帮助我

们提高专业英语、扩展视野，更深入地了解自己的研究课题

。每次轮到我准备英语讲座，我都会花大量的时间去查阅文

献、翻译文献，日译英，英译日，经常会彻夜不眠。导师对

这些文献的要求也很严格，标点符号都不能有错误的地方。

经过这样严格的培养，我的日语和英语水平都得到了很大的

提高，这对我后来的研究工作助益良多。 我的研究生生活过

得很苦很累，但是每一个小小的成就都让我感到充实、快乐

。在读博的时候，我在实验中遇到了一个难题怎样测大米中



酶的含量。我查阅了很多文献资料，都没有找到解决办法，

后来又查阅英文文献，还是没有找到答案。这个问题要是解

决不了，我的博士论文就不能如期答辩了，博士毕业就还要

再推迟一年。一天凌晨一两点钟的时候，我还在苦苦找寻解

决办法，心情很烦躁，就到实验室外的走廊里散步，回来的

时候，随手拿起一篇英文文献，顿时眼前一亮，上面赫然写

着“荧光法测蛋白质的含量”。看到这个题目，我兴奋不已

，赶紧看完整篇文献，发现它正是我要找的那根救命稻草。

就这样，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如期进行，博士论文也顺利通过

。后来，有很多公司都向我咨询这个问题，我这才知道，我

在无意中解决了当时日本大米贮藏业的一个大问题。作为一

名中国留学生，我获得了日本业界的尊重，为祖国赢得了荣

誉，我为此非常自豪！后来我常常对我的研究生说，只要功

夫到了，你苦苦寻找的东西就会主动向你走来，就像一首词

里写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这是一种很美妙的感觉。 在日本读研的经历，让我形成

了严谨的治学风格。现在，我对学生的要求也非常严格。在

研究生们刚入学的时候，我给他们制定了各种研究课题和研

究方法，并一一在黑板上列举出来，供大家选择；一旦学生

选定了研究课题，就得从搜集大量的资料文献开始准备。平

日，只要一有时间，我就会去实验室走走，查看学生的实验

进度，监督学生的实验方法，解答学生的各种问题。 目前，

国内的研究生最缺乏的是动手能力、思维能力和宽广的知识

面。现在的教育要求创新，我认为这个要求本身没有错，但

是科学要求的是要一步一个脚印，而不是急功近利。科学的

创新是要有坚实的基础才有可能的。所以，我只会要求我的



研究生能在目前的研究状况中更进一步，当然，如果能有更

大的突破就更好了。 【冯传平简介】 冯传平，1963年生

，1998年日本筑波大学农学研究学院毕业，获博士学位，后

为日本琦玉县科学技术振兴财团研究员，兼任筑波大学研究

员，2005年7月被聘为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水资源与环境学

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在水环境净化和电化学污水处理领域

有较扎实的工作基础，在日本学习和工作期间曾承担了多次

课题，目前作为主持人承担“十一五”支撑项目。近年来，

发表各类学术论文近70篇，其中有7篇被SCI收录。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