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生新生代表蔡子龙在 2022 年北京大学数学科

学学院开学典礼上的发言 

 

 

 

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下午好！ 

我是 2022 级的金融硕士蔡子龙，非常荣幸学院能给我这个机会，让我能够

作为新生代表在这里发言。诚实来说，站在这里，我还是比较惶恐的，因为我

并不认为自己有坦然接受代表诸位同学的能力与潜质。但我还是站在了这里，

因为我相信有着不同故事的我们，会在未来两年中因为北京大学数学科学院而

产生许多共同的经历与感触。所以今天，请允许我在这里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

与自我要求，谨此与诸位共勉。 

我是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本科生，自从接受教育以来，北大在我的心目中

一直都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形象，高考前的我或许不曾在人生中的任一时刻

想到，自己将来真的能够作为一名学生踏入北大的校门。幸运的是，凭借着高



校不断扩招的政策红利，以及自己在本科时的勤勉，外加一些必要的运气，在

一年前我成功地拿到了数学科学学院的录取名额。 

在本科时，我选择金融专业进行学习，但限制于北师经管较为浓厚的人文

社科氛围，我们的学习更加偏重应用层面，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四年下来

有收获，但不多，大部分知识只在大脑中昙花一现，随着学期期末考试的结

束，很快成为过眼云烟，只有大一大二时的数学课笔记见证着我曾经努力过。

老校长蔡元培先生曾经说过：“大学宗旨，凡治哲学、文学、应用科学者，都

要从纯粹科学入手；治纯粹科学者，都要从数学入手；各系秩序，列数学系为

第一。”正是出于对所学理论知识一知半解的不甘，出于对从更加客观、科学

的角度理解资本市场的渴望，在升学时我决定踏出自己的舒适圈，做出从人文

社科到数学转变的选择，虽然这条路通常是反着走的。 

开学两周以来，我开始感受到自己需要为走出自己的舒适圈付出一些代

价。作为学了四年纯金融的半个文科生，我在第一周无数次地产生了想要退学

的想法：闻所未闻的专业名词、满 PPT 看不懂的复杂公式一遍一遍地提醒着

我，我在本科时期引以为豪的数学成绩，在这里甚至不能满足一些专业课程的

先修基础。好在我们专业比较多元、也比较包容，至少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感到

压力与迷茫。所以，我对自己提出的第一点要求是，忘记曾经取得的成绩，一

切从零开始，虽然我是被迫清零，因为我曾经学过的知识并不支持我在这里有

骄傲的资本。这听起来是一个非常老生常谈的话题，但经验证明往往如此心态

才能使人在新的环境中快速适应。虽然想要从零开始融入这里对我而言并非易

事，我还是坚信在成长的道路上，正确的事不一定困难，但困难的事一定正

确。 

其次，作为数院的金融人，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在这里培养一些情怀，开

阔一下胸襟，提升一些格局，打开一点眼界。在是一名金融人前，我们应认识

到，首先我们是一名北大学子，相比于绝大部分人，我们可以接受到全国最顶

尖的教育资源，北大人的身份也让我们能够得到对受教育水平的最高认可；相

应地，我们更应该有“传承报国志，助推复兴梦”的义务，应该有“当今之

世，舍我其谁”的担当。担当不能仅靠空谈，但也并非都很宏大，并非离我们

都很遥远。记得在第一次新生班会上，吴岚老师说，还是希望以后同学们愿意



从事公募基金方面的工作，因为公募面向的群体是普罗大众，而私募则更多地

只为富裕群体服务，这何尝不是一种责任？或许我们曾经有这样那样的理由选

择了金融这个行业，但希望将来不论何时，我与诸位优秀的同学一道，都能做

一个有正外部性的人。 

记得四年前我大一时，在知乎上刷到了一个问题，叫作：“如何高质量地

走完大学四年？”，这个问题的回答至今都还在我的收藏夹里躺着，虽然我根

本没怎么看过。如今的我又一次站在了新的起点，希望我仍能抱有曾经那样的

理想与自我要求，不敢妄言高质量地度过在北大的学习生活，但也愿能与各位

同学一道，在将来走出这个校门时，没有辜负现在充满期待的自己。最后用一

句我喜欢的话来为发言收尾：革命就像是锯木头，有时向前，有时向后，但总

的来说是向深度发展，我们接下来的学习生活也是如此，愿各位同学坚定信

心，怀揣理想，脚踏实地，一往无前。谢谢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