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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老师、同学、家长们，大家下午好！

我是概率统计系的博士毕业生蔡振豪，今天非常荣幸能够作为毕业生代表，

与大家分享我对毕业的一些思考和感受。

从本科入学算起，这已经是我在北大数院的第九年了。对于一个 97 年出生

的青年人来说，这占据了我目前人生的三分之一，也是最独立、最精彩的三分之

一。可以说，北大数院用这九年时间塑造了今天的我。

还记得第一天入学的时候，恰逢瓢泼大雨。熟悉校园的大家都知道，一到雨

季，北大就会从知识的海洋，变成真正的“海洋”。当我拖着行李、浑身湿透地

到达新生接待处的时候，同学递来的纸巾、老师细致的嘱托，让我第一次感受到

数院大家庭的温暖。入学后，正如暴雨所预示的那样，学习生活并不总是一帆风

顺，难题和挫折接踵而至。导师的鼓励、同学的帮助让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也让我逐渐适应了高强度的学习和科研生活。一段时间过后，虽然取得了一些成



绩，但我却陷入了迷茫，不知道应该往哪个方向努力。是继续科研，还是转向业

界？这其实是一个相当艰难的抉择，我相信在座的许多同学也都曾经有过这样的

困惑。我的答案来源于一位合作者，也是我学术上的一位良师益友。他说：“解

决数学问题并不是拯救世界。我们数学工作者更像是痴迷于智力游戏的人，我们

享受解决问题的快乐，仅此而已。”这段带着自嘲意味的话，打破了我对数学家

这一职业的幻想，却让我坚定了继续从事数学研究的信念。因为当乐趣成为唯一

判定标准的时候，科研和业界的抉择就迎刃而解了。然而好景不长，当手上的课

题变得越来越棘手，碰壁越来越频繁，乐趣也在以指数级别的速率衰减。我的导

师用身体力行教会我，在乐趣之上，还需要有一定程度的激情。这种激情说到底

是一种勇气和执着。具体来说，有时科研就像在满是大雾的海面上航行，没有人

知道还有多远到达对岸。这时，对终点的无条件的渴望就成了唯一的动力。此外，

科学严谨的深入思考和恰到好处的交流讨论，也是航行时不可或缺的指南针。除

了学术方面的提升外，这些年的学习生活和科研训练也让我领悟到如何全身心、

长时间地专注于同一个目标。我相信，这一品质无论在哪个行业的工作中，都将

是弥足珍贵的。

在博士的最后两年中，得益于导师的支持和学校的帮助，我有幸前往国外的

几所大学交流访问。在美国杜克大学访问期间的两段经历令我印象深刻。第一段

是在 2022 年冬天，我受邀前往房东家参加晚宴。晚宴期间，房东的亲家，一位

70 多岁的老爷爷跟我讲道：在他年轻的时候，大约四十几年前，曾经跟随公司

前往江苏实地考察；他说那时的中国遍地都是农田和平房，而短短几十年过去，

现在的新闻每天都在宣传和报导中国的进步和强大，这样的发展速度令他十分惊

讶。第二段经历是 2023 年新年期间和室友们的一次聚餐。当时我的四位室友分

别来美国、丹麦、德国和意大利。晚饭后我们开始轮流讲述各自的学生生活。他

们不约而同地说到，由于高昂的大学学费和生活成本，往往只有经济条件好的家

庭才有能力让子女接受高等教育；而贫困家庭的学生则几乎没有机会。这两段对

话让我深刻意识到，作为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能够在北大数院接受到如此优秀

的教育，是无比幸运的。这不仅得益于我们国家的发展，还得益于我们的社会制

度所保障的教育资源的平等。我坚信，作为受益者的我们，有责任肩负起这一时

代的使命，在实现人生价值的同时，为国家和社会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回首望去，从入学时满怀憧憬的稚嫩少年，到毕业时踌躇满志的成熟青年，

这一路的成长和收获，都离不开我们数院的所有任课老师、学工老师和教务老师

的辛勤付出，我在此衷心地感谢他们！在发言的最后，作为对自己的鞭策，也作

为对同学们真诚的祝愿，我希望成为毕业生的我们在走出校门之后，都能以勤奋

自律的作风，科学理性的思维，沉稳大方的气质，为母校北京大学，为我们的学

院北大数院增光添彩！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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