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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届毕业生真的会“谢”
闪光青春刻进毕业论文末尾

这届年轻人的毕业论文致谢里，都写了谁的名字？这是团中央微
博号近日发起的话题征集。评论区中，有人说自己把偶像周杰伦写到
了硕士论文里，有人感谢自家猫，还有人感谢自己的头发……花样致
谢的背后，有哪些美好的青春故事？记者采访了一些应届毕业生，邀
请他们讲述对恩师的谢意、对青春的缅怀，对梦想的求索。

论文致谢中出现形形色色的人物，
已经不再新鲜。被致谢的一方，还可能
是一只动物，一顿美食，甚至是现实中
不存在的人物。前不久，网友@青杳
晒出的致谢，引来很多围观。

这位网友把爱宠和美食洋洋洒洒
地写在醒目的位置：“感谢宿舍区的每
一只小猫咪，治愈我很多不开心；感谢
每一本我看过的小说，文字是我的乌托
邦；感谢牛肉火锅，给了我很多次满足
的喟叹；感谢傍晚好看的晚霞、校道上
洒下绿荫的大树、偶尔跟朋友在操场散
步的夜；感谢学校桥头的关东煮、瑞二
的米线、达理的烧腊……”

另一位年轻人在论文致谢中幽默
地调侃道：“感谢我的头发，依然顽强的
在我头上！”还有人感谢周杰伦——“在
我每一个奋战实验、焦灼难安的时刻，
是他天马行空、人间天籁的音乐抚平我
的焦躁。”

看到这些致谢，北京交通大学语言
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王靖雨感受到特别

的温情，“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
也。写致谢的年轻人能够体察细微之
处，去感受人世间的‘小美好’‘小确幸’，
说明写作者是具有同理心的。同时，这
些致谢能够引发更多的人共情，体现了
我们这个时代对情感表达的开放和包
容。”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新闻
与传播系副主任刘文红教龄超过 20
年，据她观察，以前学生们写致谢，感谢
最多的是老师、家人和学校。现在，“00
后”作为移动互联网“原住民”，有着强
烈的自我表达意愿，更加追求个性化的
表达体验。他们越来越敢写，不仅致谢
的篇幅越来越长，感谢的对象也不仅限
于人物。

前不久，刘文红参与评选优秀毕业
论文时发现，许多学生喜欢把亲朋好
友、恋人的名字写在致谢里，将其视为
对好友亲人的“郑重感谢”和“浪漫表
白”。

“我读本科时和他相识，那时毕业

论文中写的是‘感谢师兄’，后来，我写
硕士论文时，变成了‘感谢男友’。”网
友@小胖妞晒出的论文致谢里，记录了
她和男友相知、相恋的全过程，“他的硕
士和博士论文中同样写了我，从‘感谢
师妹’变成‘thanks for my wife’”。
在这位网友看来，恋人要共同进步，相
互激励，才会有更长久的未来。许多人
在此评论下跟帖说，“见证了一场双向
奔赴的爱情”。

刘文红告诉记者，一些年轻人的致
谢很有创意，甚至还会提到“未曾出现
的爱人”。中国计量大学环境工程专业
本科毕业生唐宇菲就写道：“感谢大学
4年都没有出现的男朋友，得以让我认
真学习，写完论文。”

看到这群年轻人“别出心裁”的致
谢，刘文红感同身受，她说，这恰恰说明
这届年轻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教育渠道的多元化，让“00 后”们思想
更加活跃，喜欢创新，表达的情感真挚
又动人。

那些没说出口的感谢，都藏在毕业论文中

杨守志今年 22 岁，是上海交通大
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博士二年级的学
生。他在本科论文致谢中，讲自己曾经
是一名留守儿童，很早就入校，但是“早
入学”并没有带给他旁人想象中的“年
龄优势”，相反，他很受困扰，“学业跟
不上，身边知心朋友少”。读本科时，杨
守志结识了多位好友，他们一起做项
目、打比赛、熬大夜。4年后，虽然大家
奔赴到了不同的领域，但是那份同窗情
被写进致谢里，他感谢好友的包容、理
解、互助，很多瞬间被深刻地印在了记
忆深处。

在写致谢时，武汉工程大学会计学
本科毕业生吴亮全篇用了文言文。“遥
思初来之时，四时光景，终不复矣。然
四载之间，相遇相知，相熟于心，工大之
草木楼室亦系情思……”在他看来，大
学的每一寸光阴和草木都寄托了“情
思”，更重要的是，在美好的时光中，吴
亮遇见了继父，“亦真心相待，为子操
劳”，他把这几个字写到了致谢中。吴
亮说，继父视自己为亲生孩子，一直鼓

励他坚定、自信，大胆地去尝试新鲜事
物，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填补了
吴亮缺失的父爱。

“光影在实验室的窗前流转，很多
次推开门，偶然透过落地窗的一瞥，远
方的地平线上，橘子正跌进迢迢星野。”
上海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硕
士毕业生张宇在硕士毕业致谢论文里
用暖色香甜的“橘子”来形容自己求学
的时光——从早到晚，在实验室坐冷板
凳、搞研究，看着太阳一点点落下，最后

像橘子一样沉入到夜幕之中，又好像奔
赴自己的星辰大海。

在一次次披星戴月中，张宇给自己
定下了矢志不渝的人生目标——攻克
卡脖子的技术难题。读研究生时，他研
究的是航天发动机的一个小部件，今年
9月，张宇将前往北京大学继续深造，
这次他的研究方向稍有变化，改为与芯
片研发相关，即便这是国家技术难题之
一，他在致谢里表示“而今万般熙攘化
清风朗月，前路漫漫，亦不再畏惧”。

他们的闪光青春，被刻进论文末尾的致谢里

“2022年年末，我写论文时正值重庆
疫情高峰，您在半夜指导完论文时说：诗
韩，如果过年回不去重庆，就来我家过年
吧，不用担心。”“有一次差点被误会时，
您的第一反应是：我相信诗韩。”“国家奖
学金公示时，您在朋友圈中为我写下祝
福……”这是天津商业大学旅游管理专业
硕士毕业生李诗韩在致谢中写下的片
段。

作为李诗韩的导师，天津商业大学管
理学院教师邢博没想到这些小事竟然被
学生记了这么久。李诗韩是邢博的第一
位研究生，目前，李诗韩被南开大学拟录
取，将在 9 月开启博士生涯。“我看完致
谢，很感动，为学生感到骄傲。平心而
论，老师给予学生专业上的指导是有限
的，更多的是帮学生开阔视野。”

“现在学生的致谢普遍变得细节化，
寥寥几句读下来，画面感就出来了。”刘
文红认为，学生借致谢这一“窗口”，回顾
总结自己的求学生涯，再次体会校园带
来的亲情、师生情、爱情、同窗情等情感
连接。刘文红平时和学生交流时，有的
学生对她说：“致谢，是我行文 2万多字中
最温柔的 2000多字了。”也有学生说：“写
致谢没有技巧，全是感情。”

当然，并非所有的老师都赞成把毕业
论文致谢写得像自传。在王靖雨看来，
致谢是学术研究作品的结尾，整体基调
应该偏向于学术风格，致谢内容应该与
研究内容互为补充。

相较于致谢中的个人情怀，王靖雨更
关注致谢中写学术作品产生过程中的细
节故事。王靖雨回忆，自己的博士毕业
论文里，首先感谢的是“知识本身的有
趣，促使自己不断向前探索。”她希望，未
来能看到年轻人在致谢里多写写“我为
什么要做这篇文章的研究？我是怎么做
这篇文章的研究的？在研究的整个路途
当中，是谁在帮助我？还有哪些问题仍
在求解？”

当然，王靖雨同样乐于见到藏在论文
致谢里的“新时代的新表征”，“寥寥数语
背后的真情流露。”在很多论文致谢里，
她都能看到时代给这届年轻人的专属烙
印，“那是一种富有创造的精神气质”。

据《中国青年报》 戴月婷 李想

“致谢没有技巧，全是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