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题演讲

我来自河南省南阳一中， 一个三四

线小城市。 和陈老师不同， 我从小到大

一直都有大学梦 。 父母为了鼓励 我 学

习， 努力把这种价值观深植到我心中。
他们会说： “你这件事如不听话， 今天

不让你学习了。” 我想： 不行， 今天我

要学习， 即使小病我也要学习。 因为我

觉得不让学习是一种惩罚。

面对选择 ， 勇于拥抱未
知领域

这样的选择也非常自然， 因为河南

省有 80 多万考生。 高中三年， 每天早

上大概 5 点半起床， 一直学到晚上 11、
12 点， 这是我们的正常作息 。 当遭遇

很多过不去的坎、 极度劳累时， 是那些

精英大学的校园风景支撑着我。 进入浙

大后， 我感谢那些岁月的坚持， 让我实

现了大学梦， 给我带来自信： 我知道自

己挑战困难的极限之所在。
高考之后 ， 我真的如 释 重 负 ， 接

着全家面临着专业选择 。 是去上 海 财

大学金融还是去浙大学海洋工 程 与 技

术专业 ？ 当时我的父母和我内 心 都 有

很大的挣扎 。 我家两代人都学 经 济 和

金融 ， 有既定的人脉 ， 而对于 海 洋 专

业 ， 我们很陌生 。 高三时 ， 每 天 中 午

12 点 一 定 会 看 《新 闻 联 播 》， 看 到 东

海 、 南海争端 ， 我认为这个专 业 的 利

己程度会更少一些 ， 它不仅有 我 ， 而

且汇集了很多人 ， 工作和生活 会 更 有

意义 ； 人对于未知领域具有恐 惧 和 抗

拒的心态很正常 ， 而往往是无 惧 者 才

能 握 手 成 功 ； 暂 时 不 清 晰 的 前 景 中 ，
隐 藏 更 多 的 是 机 遇 。 我 说 服 了 父 母 ，
走向了海洋专业。

竺可桢之问让我正视入
学后的迷茫

来到浙江大学， 和高中不一样， 多

元气息扑面而来。 不管是通识教育， 还

是专业教师， 甚至是社团生活， 都太多

元了， 给人充足的发展空间。 在我入学

之前， 学校要求观看慕课。 第一课至今

仍在脑海， 是竺可桢老校长在浙大西迁

时说的一句话， 他说 “诸位来到浙江大

学首先应该问自己两个问题， 第一， 我

来浙江大学做什么； 第二， 我从浙江大

学出去之后要做怎样的人”， 我听完之后

深受刺激， 有种冰火两重天的感觉。 我

一直说实现大学梦， 现在已经走到终点，
但我从没想过大学之后， 我的人生应该

怎样规划。
这样的问题， 之前学长学姐回校宣

讲时也曾提及 ， 在 大 学 最 明 显 的 感 触

是什么 ？ 迷茫 。 考上大学后我 感 受 到

这两字的份量 。 而竺可桢老校 长 的 话

让 我 感 到 一 种 责 任 感———对 自 己 、 家

人 、 社会和国家 。 我们正处于 意 气 风

发的年代， 再过 20、 30 年可以发挥很

大的作用 ， 只要我们想 。 所以 上 大 学

初期 ， 我情绪比较低落 ： 因为 我 觉 得

我眼中梦的终点， 在我短浅的眼光下，
其实只是起点而已。 对于起点之后的路

程， 我一无所知。
我 在 北 大 的 同 学 也 撰 文 表 达 了 类

似的困惑 ： 高考前我相信我身 上 背 着

一个使命感 ， 它支撑我度过了 一 个 个

难熬的时光 ， 最后到达顶尖学 府 。 到

大 学 之 后 发 现 身 边 有 很 多 优 秀 的 同

学 ， “他们已经达到了我这一 生 都 不

敢想象的高度 ， 所以我对人生 产 生 了

怀疑 。”

人生需要规划 ， 大学梦
只是人生梦的开端

是啊， 我们常常在家人和外界的影

响下设定自己的目标。 我们现在所得到

的一切， 其实相比 40 年前太容易。 刚才

陈老师说那个年代的特点是 “磨难是经

历， 是阅历。” 而我们所得太易， 好像没

有真正从内心认同或者有一种执念， 因

此达到父母对我们的期望之后， 不知道

自己该走向何方。 这种迷茫、 动摇是否

因为缺少对人生的规划， 而导致不少同

学放弃奋发图强而走了下坡路？
初中时读到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震惊于为何人们

为了生存要拼搏到这种地步。 现在我明

白， 生存确实很不易， 但我们更应该追

求生活， 即对自己以后的工作抱有一种

强烈的认同感， 这种认同感来自坚信我

所做的是对的、 有价值的、 无悔的。 要

做到无悔， 就要从大学开始做起， 并把

眼光放到更远的明天。
今天的演讲题目是我的大学梦， 沿

这个思路串下来后， 我更愿意把它叫作

“我的人生梦”。 我的人生就是一个一个梦

串接起来的， 在达到现有目标之后， 还

会站到更高的平台上， 梦又将更新， 这

就是我的大学梦， 也是我人生梦的开端。

▲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 中央文

史馆馆员陈平原幽默、真诚的回顾中

充满了自省和“匹夫有责”的使命感。

3 月 25 日， 文汇报社与华东师范大
学联合主办了第 120 期文汇讲堂 《致敬
与分享： 青春·奋斗·责任》。 俞立中、 张
春 、 陈平原三位 77/78 级资深大学生和
时艺丹、 魏一、 王铸、 朱哲奇、 崔佳颖
五位 17 级新时代大学生， 以及钟斯佳、
李辰两位即将入学的 18 级大学生， 展开
了 40 年间两代大学生对话。 昨日文汇报
已刊发三轮对话。

本次演讲音频请登录文汇微电台
（App 喜 马 拉 雅·听-搜 文 汇 讲 堂 2017）
收听。

摄影 本报记者 袁婧
参与本版整理 戴淳霖

茛 浙江大学海洋工程与技

术 专 业 17 级 学 生 时 艺 丹 ，
分享了她的困惑与感悟。

17/18 级对话 77/78 级 40 年间两代大学生②

同是来自小城的陈平原和时艺丹， 一位插队落户八年， 一位来自人口大省

40年间的大学梦:不同的起点同样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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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 ， 梦 由 心 生 。 心 里 老 惦 念

着某人某事 ， 自然会在梦境中 不 时 呈

现 。 与没有任何现实依据故很 容 易 转

瞬即逝的 “一念 ” 不同 ， “梦 想 ” 有

自我延伸及主动型构的能力 ， 很 容 易

生成跌宕起伏的情节线 ， 故梦 中 的 故

事 活 色 生 香 ， 耐 人 寻 味 。 十 年 期 间 ，
我在粤东山区插队落户 ， 偶有 继 续 深

造的 “一念”， 但要论及上大学的 “梦

想 ” ， 则 是 读 到 1977 年 10 月 21 日

《人民日报》 头版头条 《高等学校招生

进行重大改革 》 那一刻起方才 真 正 出

现 。 四个月后 ， 梦想成真 ， 我 走 进 了

中山大学的课堂。

多次梦见重新参加高考，
半夜惊醒

最初的激动平定下来后， 我逐渐进

入了 “读书人” 的角色。 先是学士、 硕

士、 博士， 后又讲师、 副教授、 教授，
日子过得飞快， 且波澜不惊。 一晃二十

年过去了 ， 为了纪念恢复高考 二 十 周

年， 因为新闻界的热心追问与提醒， 我

这才 “梦回吹角连营 ”。 接受采访后 ，
竟然好几回梦见重新参加高考， 且险象

环生。 一次是考场上忘了数学公式， 一

次则是临时通知加试外语， 于是乎半夜

惊醒。 当时只觉平常， 事后方知越过的

是坎坷艰险的难关。 回头想想， 若非碰

上这样的历史机遇， 今天我很可能仍困

守山村。
下乡插队八年， 吃苦受累其实不算

什么； 最可怕的是， 看不到任何出路。
这才真的 “瞻念前途， 不寒而栗”。 在

这种环境下， 如何不坠青云之志， 每人

因缘及策略不同。 记得是 1974 年春夏

间， 某天大田劳动休息时， 我们村里那

位高高瘦瘦、 平日不爱说话、 据说能算

命看风水的大队会计， 竟然托起我的手

掌， 端详了大半天， 连声说道 “你的命

不错呀”， 沉吟了一会， 又说： “你不

属于这里， 你的家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当时我只是苦笑， 因为， 潮汕人历史上

确有走南闯北的传统， 我们家族也不例

外， 祖父走南洋， 父亲赴台湾， 可轮到

我们兄弟仨， 却只能困守山村。 不是不

想走， 而是走不出去， 那时候， 若无单

位证明， 连到省城旅游都是不允许的。
我不相信算命或看相， 但潜意识里还是

喜欢这个当初看来很不着调的预言。 多

年后， 我北大博士毕业留校， 还娶了个

北京姑娘， 可真是应验了那位会计的预

言。 回家乡探亲时， 我很想问问他， 当

初真是从手相看出端倪， 还是为了激励

我才故意这么说的， 可惜那会计已经去

世了。
大凡 77、 78 级大学生， 都特别在

意自己的 “出身”， 喜欢给后辈讲述那

些 “很不寻常” 的故事。 其实， 那只是

走出荒谬时代、 恢复常识而已。 只有设

身处地， 才能理解我们当初的激动， 以

及日后为何不断追怀这个决定自己命运

的 “关键时刻”。

与五四一代比 ， 我们的
光荣是时代给予的

我的情况有 点 特 殊 ， 因 高 考 作 文

《大治之年气象新》 登载在 1978 年 4 月

7 日的 《人民日报》 上， 以致每当新闻

界、 文化界或历史学家需要追怀改革开

放如何起步， 以及恢复高考的戏剧性场

面， 我都有义务 “配合” ———今年恰逢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自然也不例外。 考

场上的作文， 再好也好不到哪里去， 怎

么能登上 《人民日报》 呢？ 只能从整个

中国百废待兴这个角度， 才能理解我当

初的 “天上掉馅饼”。 时至今日， 还不

时有同龄人或对当代中国历史感兴趣的

后辈， 用欣羡的口气向我提及此事。 这

确实 “很光荣”， 可也是一种尴尬， 仿

佛自己从此被定格， 很难再有大出息。
二十多年前 ， 我曾写过一篇 《永 远 的

“高考作文”》， 嘲笑自己无论如何努力，
都再也写不出比 “高考作文” 更有影响

力的文章了。
放长视野 ， 77、 78 级大学生都是

历史的宠儿， 从那么低的起点起步， 一

路走来， 跌跌撞撞， 但因踩上了大时代

的 “鼓点”， 而显得有板有眼。 有人从

政， 有人经商， 有人搞实业， 有人做学

问， 确实取得了不菲的成绩。 可我对这

代人的评价 ， 没像媒体上渲染 的 那 么

高。 十多年间， 我曾多次接受专访， 谈

论所谓的 “77、 78 级现象”， 我都断言

这代人的成功只是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折

射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 巨 大 变

迁， 其业绩不该被过分夸大。 而作为当

事 人 ， 77、 78 级 大 学 生 谈 论 此 话 题 ，
更是切忌自我膨胀。 去年应邀与某媒体

对话， 我随后写下这么一首七绝： “卌
载高考梦落花， 轮转风光浪淘沙。 春暖

古来鸭先觉， 英才辈出莫自夸。”
之所以自我评价不是特别高， 是因

为我心中另有一把 标 尺 ， 那 就 是 将 五

四 一 代 与 77、 78 级 大 学 生 作 对 比 ：
“前 者 的 ‘光 荣 和 梦 想 ’ 是 自 己 争 来

的； 我们的 ‘幸运’， 则很大程度是时

代给予的。 日后被提及， 人家是历史的

创造者 ， 我们则是大转折时代 的 受 益

者”。 回顾历史， 应该有站位更高的观

察与思考。

充满对 “失去的时光 ”
的焦虑和恐惧

这就说到我们的大学生活。 初入校

园， 碰上乍暖还寒时节， 加上原先耽搁

太久， 学习其实相当吃力。 尽管日后紧

赶慢赶， 还是留下了许多遗憾。 说 77、
78 级 大 学 生 读 书 很 刻 苦 ， 那 是 真 的 ，
因大家特别珍惜这来之不易的 读 书 机

会， 还有就是需要补的课太多了。 那时

候， 我很喜欢苏联作家格拉宁所撰 “文
献小说” 《奇特的一生》。 该书讲述苏

联著名科学家柳比歇自从 26 岁起开始

实行自创的 “时间统计法”， 将工作时

间的核准精确到分钟， 每天一小结， 每

月一大结 ， 每年一总结 ， 直到 去 世 那

天 ， 56 年从不间断 。 如此严苛的自我

管理， 才有可能一生撰写了七十多部学

术著作， 在昆虫学、 科学史、 农业遗传

学、 植物保护、 进化论、 哲学等方面都

有很好的发现与论述。 当今世界， 用功

的人很多， 整天忙得四脚朝天， 可到底

有多少有效的工作时间呢？ 记录下来，
方知自己是如何虚掷光阴的 。 读 完 此

书， 我激动万分， 拿出笔记本， 开始依

样画葫芦。 不到两个月， 我累倒了， 而

且神经质般， 无论做什么事情， 老想看

表。 学文学的， 本该含英咀华， 沉潜把

玩 ， 如此精确统计每一分钟 ， 是 否 合

适？ 当年这本书很流行， 不知道我的同

代人中， 有谁真正实行且持之以恒的，
反正我是放弃了。 不过， 从中你可以理

解， 我们这代人对于 “失去的时间” 那

种焦虑与恐惧。

再拿我进入大学后才学英语为例，
终日刻苦背诵词典和语法书， 长篇演讲

侃侃而谈后老师却说听不懂 。 十 多 年

前 ， 与几位在美国教书的华裔教 授 聊

天， 说起此事， 一位耶鲁女教授笑得眼

泪都出来了， 大概怕我太伤心， 赶紧安

慰 ： “你中文这么好 ， 英语就 不 用 学

了 。” 这说明有些缺失可以勤能补拙 ，
有些则永远追不回了。

匹夫有责 ： 研究 、 改造
中国大学

从那么低 的 地 方 起 步 ， 经 由 一 系

列自我蜕变 ， 砥砺前行 ， 最终 还 是 取

得了若干成绩 。 这就说到我们 这 代 人

的长处 ， 那就是 ： 阅历丰富 ， 意 志 坚

强 ， 擅长自我调整 ， 有很好的 企 图 心

与 责 任 感 。 就 谈 谈 这 最 后 一 项 吧———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 “位卑未敢忘

忧国”， 此等信念可谓深入骨髓。 具体

到我的 “兴亡 ” 感与 “忧国 ” 心 ， 很

大 程 度 落 实 在 “大 学 梦 ” 上 。 比 如 ，
在北大出版社刊行我的 “大学五书 ”，
辨析大学何为 ， 讲述大学故事 ， 阐 扬

大学精神， 最终目标是帮助年轻一代，
圆他们上大学 、 上好大学 、 上 好 的 中

国大学的梦想。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 中国大学在

其跌宕起伏中， 始终蕴涵着巨大的生机

和潜能。 在诸多关于大学的论著中， 我

最想说的几句话是： 第一， 二十世纪中

国思想文化潮流中， 西化最为彻底的当

推教育， 这一选择有其合理性， 但不该

完全遗忘中国人古老的 “大学之道 ”；
第二， 谈论中国大学， 在看得见摸得着

的 “大楼” 与 “大师” 之外， 我更愿意

强调相对玄虚的 “诗意 ” 与 “精神 ”；
第三， 中国大学应该 “长” 在中国， 而

不只是 “办” 在中国， 这决定了其必定

跟多灾多难而又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一

起走过来， 流血流泪， 走弯路吃苦头，
当然也有扬眉吐气的时候； 第四， 中国

大学应很好地兼及国际视野与 本 土 情

怀， 任何偏向一端的论述， 都是必须绕

开的陷阱； 第五， 办大学需要胆识， 更

需要汗水， 老老实实一步一步往前走，
别老想着创造奇迹。

经由奋斗而 能 达 成 的 ， 那 是 “计

划”； 很有意义但绝难实现的， 这才叫

“梦 想 ” ———介 于 两 者 之 间 的 是 “愿

望 ”。 四十年前 ， 我的愿望是上大学 ；
四十年后， 我的梦想是改造中国大学。
虽不能至， 心向往之。

我的大学梦
■陈平原

18 级观察团打分：
77/78 级大学生 95 分， 17 级大学生 93.3 分
陈平原打分： 17/18 级大学生 88 分

互评打分和感言

荨钟斯佳 ： 今天的责任

话题让我想到： 我们这代人

是否过于关注自我了 ， 个人

快乐如何和国家贡献相挂钩，
值得再思考。

荨李辰 ： 青春需要享受

和承受孤独， 我理解要学会

独处， 在独处中培养独立的

人格。

我给 17/18 级 7 位同学打 88 分。
北大硕博生考试 ， 85 分以上就是优

秀 。 之所以没 有 打 更 高 分 ， 因 为 我

不太满意 。 本 做 好 心 理 准 备 ， 以 为

他们会挑战我 们 三 个 老 头 ， 狠 批 一

通， 最后没有。 年轻一代这么温和，
我有点失望。

几位同学的演讲， 一看就是训练

有素， 都能言善道， 了不起。 但我还

是想送三句话， 供大家参考。
第一， 讲话必须真诚。 一旦有一

两句直接从哪里抄过来的， 你的话语

体系或内在逻辑就会出现偏差。 我们

的内在精神可以一致， 但尽可能用自

己的话表述。
第二， 讲话要简洁。 三句话能说

清楚的， 说了五六句， 那就是啰嗦。

啰嗦既是浪费别人的时间， 也会模糊

自己论述的焦点 。 我 们 要 努 力 控 制

自己的表现欲 ， 因 为 说 多 了 效 果 并

不好 ， 很可能 是 在 重 复 别 人 ， 或 重

复自己。
第三， 学会从小处说起。 最近这

些年， 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那就是

“大人物讲小事， 小人物讲大话”。 你

我谈话 ， 一旦 超 出 自 己 的 阅 历 、 职

位、 年龄、 见识， 就会显得空， 或言

不由衷。 写文章第一要务， 从自己最

贴身的经验及感觉说起， 逐渐往外延

伸， 最后能上升到一定的高度， 那是

最好。 我特别反对为了因应各种标准

化考试， 让学生背了一大堆优美的范

文， 不太鼓励学生说自己的话， 这样

写出来文章很容易都是一个模样。

陈平原：小人物不要讲大话，从贴身感觉说起

我的大学梦
■时艺丹

40 年前的 1978 年， 2 月底 77 级入学 ， 9 月 78 级入学 ；
2017 年 17 级入学， 今年 9 月 18 级入学……

金融的价值远远高于赚钱，学子目光应高远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金融专业景
宏： 有人说， 金融专业容易培养精致

的利己主义者。 请问， 这种态势是否

有问题？
张春： 这是个大问题， 我们高级

金融学院的学生也有类似倾向。 在教

育中太短视， 太急功近利， 有些人变

成极端的利己主义者。 这些情况在国

内存在， 国外也存在， 是社会大环境

所致。 我学金融， 是觉得它展示了很

多经济规律和发展态势。 金融里面也

有很多好的方法和运用， 能帮助经济

增长并解决社会问题。 但也有些金融

的业态是套利的， 损人利己的。 所以

我们要有更新的理论、 更新的监管措

施。 中国金融在最近这十年有非常大

的发展， 喜忧参半。 我希望全部学金

融的学生都朝这个方向努力。

现场互动

77 级大学生后援团童世骏 ： 进

入校园后， 是什么让你们觉得喜出望

外和大失所望？
魏一 ： 让 我 喜 出 望 外 的 是 ： 第

一， 华东师范大学男生很多。 这说明

性别和学科之间的关联被弱化， 不是

所有的女生都要学文科， 也不是所有

的男生都要学理科。 第二， 作为理科

生， 我选教育技术专业， 要学编程、
大学物理、 多媒体， 理性与感性兼容

并蓄。
失望的是： 第二学期一定比例的

同学要转专业， 第一次分流出现。
时艺丹： 喜出望外的是： 浙大无

疑学霸云集， 我会弹古琴， 加入了学校

艺术团， 感觉任何特长都会被肯定和尊

重。 而在中学， 我们只论学习成绩。
失 望 的 是 ： 课 程 流 动 性 太 大 ，

没有班级的整体性， 有独来独往的漂

泊感。

大学校园中的喜出望外和有所失望

小城学生与大城市学生比，自有刻苦、自知优势

上海外国语大学大一学生王海
清： 如果您是一名刚刚步入大学的小

城学生， 您会怎么度过大学生活？
陈平原： 我在北大经常碰到从小

城来到大城市念书的学生， 尤其在中

文系 。 我会和 他 们 说 ， 小 城 经 验 对

于学文学来说 ， 反 而 特 别 好 。 因 为

大城市的生活 ， 你 眼 见 即 得 ， 而 早

年独特的生活 经 验 ， 对 日 后 的 学 习

更有帮助。
另外， 很可能你更想问的是， 大

学生活应以读 书 为 主 ， 还 是 以 表 演

为主 ？ 因为在 大 学 校 园 里 ， 只 会 读

书的人 ， 不会 得 到 普 遍 的 尊 重 ； 而

擅长唱歌跳舞 、 体 育 天 赋 高 ， 以 及

有领导才能的 学 生 ， 才 比 较 容 易 得

到关注 。 一般 来 说 ， 小 城 学 生 没 有

那么多可以炫 耀 的 才 艺 ， 因 此 ， 相

对自带光芒的 大 城 市 学 生 来 说 ， 读

书 会 更 刻 苦 些 。 正 因 为 感 到 落 差 ，
知道自己原有 水 平 不 太 高 ， 容 易 激

起上进心 。 所 以 ， 我 再 三 强 调 ， 小

城走出来的 ， 千 万 不 要 在 那 些 表 面

上见多识广 、 实 则 夸 夸 其 谈 的 才 子

面前怯场 ， 只 要 你 肯 努 力 ， 完 全 能

走出自己的路。

减负中如出现资源失衡问题，需要在发展中解决

华东师范大学大一学生张天琦：
我之前看过一篇点击量突破 10 万+
的微信推送， 说教育减负会阻碍中下

层向上层的途径， 应如何看待？
俞立中 ： 我 并 不 认 为 这 个 问 题

有标准答案 。 但 我 个 人 认 为 减 负 是

解决当下教育问题的一个重要举措，
对中小学生而言， 所谓的超前学习，

实际上不利 于 孩 子 的 长 远 发 展 。 你

的问题是指向教育公平的社会认识，
因为学校减 负 后 ， 条 件 好 的 孩 子 还

会在外面找 老 师 辅 导 ， 而 条 件 不 好

的孩子容易 失 去 发 展 的 机 会 。 这 其

实 是 发 展 过 程 中 需 要 解 决 的 问 题 ，
并非这一举 措 的 目 的 。 我 是 赞 同 减

负的。

▲三位嘉宾和五位学子访谈、
全部讲座内容请扫二维码。
▲三轮对话请见周六文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