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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在苍茫世界，大多数人的经历都是平凡又之平凡

的，心路旅程之悬殊是思想与思想之间铺下的鸿沟。

绿色杨柳的梦是秋后的春，落叶的梦是春后的

秋。飞鹰的梦是苍穹的天空，游鱼的梦是深邃的大

海，绿树成荫的季节我在想我的梦在哪里呢？

也许那些让人沉醉、令人迷恋的文字，是我梦想

的归宿。我喜欢那种长久沉醉在其中把味的感觉。在

文字里，我读别人，寻找自己，寻找他们的踪影，回味

自己的生活经历。在书里，我把生活的喜怒哀乐、多

愁善感，化作对文字的眷恋释读，在那些让人深沉陶

醉的文字中，把自己的心境与那个世界融合在一起，

生活的经历在那里得到释怀。我便在这样的一个过

程里欣赏着自己，那颗不安的心就在这样的生活里

得到寄托，生活也因此平静、满足。

我的梦属于那些宁静、深邃、自然的地方。我时

常对自己说：“生活就是一个调味剂”。有时，我一个

人行走，就去了一个静谧的地方思考着心灵的旅程，

回味着生活的酸、甜、苦、辣。每次，一个人走在路上

或者坐车，我都觉得很自由很自由。仰望着湛蓝的天

空，辽阔的大地是生活的舞台，做一个追着心灵方向

而行走的人是我永远的梦想。去一个没有去过的地

方，一切都是最原始的状态，没有人可以找到你，就

像从人间蒸发了一样，心灵在这最原始、最纯洁、最

朴素的空间里得到慰藉。也许只有这样短暂的流浪，

漂泊才会让我的心更平静，更投入地去领悟生活的

真谛，感悟“心为我动”的梦想。有人说我孤僻，有人

说我自我，说我生活在自己的思想圈里。朋友告诉

我：生活如流水，一去不复返。“校园生活之短暂，我

加快脚步惟恐还赶不上生活的脚步，怎么还有心思

在这样的问题上耽搁精力呢？生活是一种经历，我想

做的只是无悔罢了！

多姿多彩的校园生活也不乏有痛苦、有失望、有

跌倒的历程，但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心灵的磨练石，它

们是有意健康的。就如伤口在完全愈合之前的那样

的疼痛。一直坚信时间的流失不会改变我，改变我最

初的梦想。

我只是在追寻着属于自己的生活，而不是在临

摹别人的生活，仅此而已罢了！

夜空里的星星和月亮彼此关照、彼此辉映、彼此

鼓励、彼此守侯。朋友镶嵌在默默的关爱当中，不一

定要日日相见，时时相谈，而是心心相通，彼此会意

的微笑就能达到双方的“心意”，有时遥相呼应，也是

一种乐趣。

朋友是一杯醇香的酒，是一段荡气回肠的歌，不

管是细细品味、低回咏吟还是豪放狂饮、放怀高歌，

皆刚柔相映，怡然自得！

多年以后，有个知心的朋友在同一时刻与你一

同看日出日落，是一种幸福！ (工商学院 林志煌)

陌上花开蝴蝶飞，江山犹是昔人非。

对杭州的感觉一向有些复杂，因为这个城市身

上那过多的两宋影子。少年时，觉得这个缺乏血性、

在历史创伤中安享生平的朝代，就连呼吸都是苍白

羸弱的。当走过许多宛转迂回的路，喝过许多世味交

织的茶，听过许多圆缺冷暖的故事之后，再看这座

城，竟然有了一些不一样的意味。岁序不言，时光惊

雪。唯有行云流水般的世事光阴，在空中沉浮不定，

一散、一淡、一远。

【苏堤春晓】
苏堤春晓，煌煌西湖十景之首。置身堤上，轻风

徐来，柳丝舒卷飘忽，碧桃萧萧摇落，波光塔影，如梦

如幻。千载之下，确实盛名无虚。只是当得此时，也定

然会有导游用那略带夸张的口吻，欣欣然地一遍遍

告诉你，东坡大人如何处处筑苏堤的故事。

中国老百姓其实是最善良的，比之乌台诗案、元

祐党争这些庙堂之高，人们更愿意记住的，是苏轼疏

浚西湖筑堤的政绩，是“十年生死两茫茫”一语定型

了的那个深情丈夫形象。可惜，“千里孤坟，无处话凄

凉”的所谓哀切之下，“小轩窗，正梳妆”的往往另有

其人。史载，苏轼其实姬妾众多，在贬官之时将身边

的姬妾一律送人，其中有两妾已经身怀有孕；谪黄

州，临行将侍妾春娘强送给蒋运使换马，导致春娘下

阶触槐而死。当然还有更夸张的，《挥麈录》里就明文

记载苏轼“春时每遇暇，必约客湖上，早食于山水佳

处。饭毕，每客一舟，令队长一人，各领数妓任其所

适。晡后鸣锣以集，复会圣湖楼，或竹阁之类，极欢而

罢。”好吧，回头再看这首令人泪下的《江城子》，活像

白糖里掺了大把细沙子，怎么着我都觉得硌牙。

与苏轼颇有一拼的还有元稹，便是以“曾经沧

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之句往自己脸上生生

戳了痴情金印的那一位———先是在蒲州的普救寺，

与崔莺莺一见钟情，赴京赶考，就改娶高官之女韦

丛；韦丛去世尸骨未寒，“遣悲怀”的墨迹未干，光速

再娶了河东才女裴柔之，转瞬纳妾安仙嫔，其后又

与多位名伎如薛涛、刘采青等有私。难怪陈寅恪说

他：“巧宦固不待言，而巧婚尤为可恶也。岂其多情

哉？实多诈而已矣。”

婆娑世间，缘起缘灭，聚散无常。人与人之间的

感情越来越收放自如，随时随地都能戛然而止。谁

敢说是谁的红尘万丈，谁敢说是谁的化外一方？多

少的“人生若只如初见”，变成了“死生不复相见”，

所谓朝朝暮暮天长地久，其实不过是自我麻痹的子

虚乌有。所以红尘男女，就别天天念着古典心灵鸡

汤自己骗自己了。倘若真的有死人可以怀念，未尝

不是一种幸运。要知道时移世易人心诡谲，写“不思

量自难忘”的，和写“天涯何处无芳草”的，原本就是

同一人。

历史从来就没有那么多的深情，只是世人往往

一厢情愿的表错了情。

这世上最悲凉的话，并不是“十年生死两茫茫”，

而是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西泠印象】
西泠印社是孤山最精致的地方，有柏堂、竹阁、

仰贤亭、还朴精庐，挂匾披联，名人墨迹触目可见。内

中建有中国印学博物馆，收藏历代印章、书画多达六

千余件。细细看去，每一件篆刻上，一笔一画间的金

石之气，还都带着百余年前那紫电青霜的气魄。

花能解语诚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中国的历代

文人，向来是很懂得玩儿“小确幸”的。管他国破山河

在，笔与书以外的世界风雨飘摇，仍然可以在书画金

石间自得其乐。遇到名画奇石，拼命的要罄尽家财据

为己有，甚至临死也舍不得放手。比较极端的例子是

《富春山居图》，恽南田在《瓯香馆画跋》中就记载，藏

家吴洪裕于国变时置其家产万贯于不顾，惟独随身

带了《富春山居图》和《千字文真迹》逃难。临终时独

独放不下名画名帖，于是“先一日焚《千字文真迹》，

自己亲视其焚尽。翌日即焚《富春山居图》，当祭酒以

付火，到得火盛，洪裕便还卧内。”致使这旷世名画

毁坏断为两截。

有缘收藏，结缘一段便好；缘份尽了，大可也安

之若素。只是凡人大都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一旦藏品

易主，便总觉得自己是“失去”了什么。《清明上河图》

之类的画卷，上面浩浩荡荡无数个印章，如今名画依

旧在，旧主何觅处？所以，物与人，还真难说是谁收藏

了谁，谁拥有了谁，谁是谁的主人，谁是谁的过客。

不但不要计较失去，有时候我觉得甚至应该主

动“失去”。人间世事无常，许多事要提前做安排，不

能等老了以后再说。特别是那些视为珍贵之物的东

西，一定要由自己亲手处理，不要等到身后由别人来

收拾。罗隆基没有子女，他死后亲戚到北京，拿走了

他的全部藏品，独独不要他的骨灰，简直悲凉入骨。

世味如此，四十岁之后的你，究竟有多大必要费神费

力的去搞收藏？

恩爱别离，死生长远。凡尘种种，再矜贵的东西，

再大的事，终究是越不过这八个字去的。

【栖霞遗影】
带着祭奠的庄严和虔诚走进栖霞岭下的岳坟。

阳光碰到墓地的边缘，簌簌的散开来，墓碑在明净而

幽暗的光线中更加的饱满。疏松的光影中饱含着故

事和情怀，似乎每一个松枝上，都轻轻摇曳着岁月透

明的呼吸。

君如青山，我如松柏。此生相扶，永不相负。

听惯了“女为悦己者容”的世人，常常忘记了这

世上最动人心魄的另一种情感，它叫做———“士为知

己者死”。

凡有血性，必有争心。君臣上下之间琴瑟相和，

方能奏一曲高山流水。史载，岳飞22岁应募，往平定

军当兵。而32岁就成为清远军节度使，为两宋最年轻

的建节者。33岁，受封武昌郡开国侯;35岁拜太尉，升

宣抚使兼营田大使。太尉是宋代武将的最高头衔，宣

抚使则是仅次于宰相的执政级实职差事。这样的升

迁速度，即使在今天，也可以说是“坐火箭上来的

人”，哪怕屡立战功，没有来自最高权力即皇帝本人

的支持，怎么可能呢？

历史有时真是让人不忍细读。皇帝手书”精忠岳

飞”后仅仅短短的四年，1141年4月，宋高宗解除岳飞

兵权。7月，万俟卨秉承上意弹劾岳飞。岳飞意识到大

祸临头，含泪上书恳求高宗“保全于始终”，能放过自

己，然而完全无用---8月被罢职，9月下狱。是年12

月，宋高宗不惜违背“不杀大臣”的祖宗家法，亲自下

旨以毒酒赐死岳飞。转瞬之间，盛衰荣辱，恩遇进退，

恍如一梦!

为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

易，终功难。为君者，施恩易，当恩难；当恩易，保恩

难；保恩易，全恩难。此从来人常情有者。有多少君臣

相得的传奇，最后都变成了杯弓蛇影的猜忌？又有多

少国士无双变成了如芒在背？更有多少的“金杯同汝

饮”变成了“白刃不相饶”?其实这世上的多数人，既没

有悦己者，更没有知己者，何必总是一厢情愿的把客

气话当福气话，把自己变成他人和历史眼中的滑稽?

不要对别人抱有太大的幻想，也别对自己的品

性作过于乐观的估计。人性的深度和广度，永远出于

我们自己的意料之外。

【南屏晚钟】
南屏山下，石壁如屏，云烟缥缈，林木幽静。南屏

晚钟与雷峰夕照隔路相对，塔影钟声是西湖十景中

最为空灵的所在。和灵隐寺的庄严堂皇不同，净慈寺

有如弘一大师的题词“具平等相”，带着历尽沧桑世

事洞明后的超脱，素简空灵得若即若离。

在大雄宝殿，听着耳畔的钟声，看着藏香缭绕，青

烟如叹，有梵唱不断；念珠轻拈，经筒轻转，在斜阳半

枕的佛像前，看山水时光，看日月流转，看岁月荏苒，

如梦似幻。那么多的死生契阔、聚散浮沉，最后都是沧

桑岁月里一道薄浅的凉风，青灯黄卷里的一粒尘埃。

一千年，陈桥的煊赫和崖海的惨烈都成为轻描淡写的

过往；一千年，多少红尘紫陌归于黄泉碧落；一千年，

多少典章文物扫地俱休，多少一代天骄灰飞湮灭，多

少倾国红颜成了白骨一堆，多少悲欢荣辱洗刷得了无

痕迹！昨日姹紫嫣红才把春光赏遍，今朝已是冷月如

霜独看云淡天长，历史不过如此，人生不过如此！

顾城说：“人生不能有目的，因为目的是空的；人

生不能没目的，因为人生是空的。”作为最老的一批

80后，我们也已近不惑，大抵要开始慢慢的习惯睁着

一只眼睛，闭着一只眼睛———很少幻灭，是因为没有

虚幻的憧憬；很少失望，是因为不再怀着过度的希

望。我们的人生已过半程，走得快些慢些，过得好些

差些，爱得多些少些，活的笨些聪明些，最后结果都

一样，都不免大道同归。这世界上的事不要太较真，

千年后都是云烟。惟有看透人生的空无，我们才能无

欲则刚，对己、对人、对事都能少一点失望，安然的做

一个乐观的悲观主义者，安静的带着充分的现实感

去走完人生剩下的道路，在这个薄情的世界里深情

的活着。

渊宣传部 林莹冤

有些偶然遇到的事情，竟会难以忘怀，并且时

时萦绕于心，因为你也许能为此不断的感到温暖，

从而有勇气面对冰冷的现实。

这正是暑假的事情，父亲看不惯我懒散的生

活方式，让我去找一份工作。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我碰了许多钉子，受了许多冷笑与暗箭。最后，依

着伯父的关系，我被一家服装厂接纳了，给半成品

的服装剪线头，或是循环往复地缝扣子，每日如

是。机会的确来之不易，因此最初的日子我做得很

认真，很卖力，一副拘谨的模样。

把散漫当自由，把闲逛当潇洒，把冷漠当清

高，对自我莫名的感觉良好—这一切，在我进工厂

之前，都是这么真实地存在着。在那之后，我饱尝

了工人的辛苦和无奈。走进生锈的大门，几个大型

的铁箱子，一堆堆比我高的衣服背面，几把椅子，

几把剪刀，针，线。各种烫衣服、风扇旋转，机器打

扣子，打扣眼的声音混作一团，严肃的管事。工人

们或佝偻或飞舞着麻利的动作，于是一种难过或

者是害怕又或者是激动的心情在心里翻滚。从此

我的名字消失了，换成了052号生产员，第一次被

称呼为小林，也不知道是欢喜还是悲哀。

那时，娇气毕竟没有脱去，起床总是迟，加班

常常犯困，我的速度很慢，或者找不到线，甚至失

手把一大包新扣子洒的满地都是，于是只有挨骂。

过了几日，手指因为长时间扣扣子而无法弯曲，又

因为长时间剪线头而无法伸直！各种磨练接踵而

至了！工厂的管理员到宿舍催我去上班，我很不悦

地答应着；管包装的工头嫌我太慢，我便没有好脸

色；下班回去以一句“我很累”回绝掉所有家务活；

对于伯父的教导，我不耐烦地走开。天真的以为人

们都不理解我，都这么冷漠。我真是一个十足的自

私的纨绔子弟！假若让我评价当时的自己的话。

但一切还是这样过着，该做的还是要做。理解

与妥协就是这样练成的，现实常常是最好的导师。

我挑食的习惯没有变，但每顿吃的更多，对于

伯母亲自下厨感激不尽；被批评的感觉不好受，脸

上火辣辣的发烫，但我生生地接受了这个“硬钉

子”；我学会了习惯性地乐观而热情；伯母叫我帮

忙做事，我不再说“我很累”而是说“好”然后平静

地去做；我耐心地听伯父讲他过去的故事；面对负

责的管理员前来监督指正，我诚恳地说“谢谢”；吃

饭回来，不忘给工友带个馒头。

当我终于放下了曾经的骄傲，有种如释重负

的感觉，感到十分愉快，我尝到饿肚子的滋味，承

受着疲惫，但并不痛苦。

我感到无聊，却并不害怕。我越来越相信吃苦

耐劳是多么重要的品质。

后来，管理员的妻子主动教我怎样缝扣子又

快又好，承包扣子的管理员主动邀请我加入他们，

厂长亲切地安排我去做别人做不完的事情，原来

嫌我慢的管包装的叔叔半开玩笑地说：“小妹，快

点。”而与我一起工作的阿姨则笑眯眯地请我吃橘

子，伯母总是问我“累吗？我来吧。”

第一次体会到冬季的大衣，布料是柔软而舒

适的；习惯并执行着工厂的作息时间，于是清晨空

气的清新，夜晚的静谧，霓虹灯的美丽都淋漓尽致

地呈现在眼前；周围的人家已经灯火零星而宿舍

楼的灯还是白萨萨地亮着有多动人，黄昏时机械

地干活也是别有一番滋味。

我的心，是从未有过的平稳而柔和。

最后领了多少薪水我已然忘记，然而这段经

历却常常萦绕于心，进去之前，我想的是，社会太

冰冷；而出去的时候，我想的是，世上有许多温暖，

只是冷漠让人感受不到。而伯父的教导使我一生

受益，做事要踏实、坚韧，为人应诚恳、虚心。

渊15级经济学1班 林明清冤

临近大四，时间一天一天从沙漏流逝。我即将

结束18年的学生生涯，22年在父母身下庇护的时

光。大学毕业，没有选择考研，这意味着我即将走

向社会，走向工作，走向自力更生，也应该从被父

母保护成长为保护父母的那个人。

面对将来，有些猝不及防，有些迷茫，不知到

底该向何方。

大概明白的是不会从事本专业。如果问理想

的状态是什么，会说想多走走多看看，去经历，记

下来。因为只有一生，所以想经历每天都不同的生

活，见不同的人和事，体会不同的风土人情。

但说认真，其实这是有些虚无缥缈的事。热了

很久现在已经不热的“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听起来很酷，可现实有不少束缚。最简单最现实的

问题是如何支撑自己去走去看的费用。

毕业后用自己的能力旅游是潇洒是敬佩，用

父母的钱大概在我看来有些不太合乎道义，也不

是我想要的体验。

于是乎出现了一份矛盾，出现了我们常常说

的“生活所迫”。但我常想“理想”与“现实”二者真

的是不可协调从中平衡吗？今天我明白———不是。

在所有的创业园分享中对华哥印象深刻。无

论是他队服上大大的“玩”字，还是他开的文艺小

店，最重要是华哥是一名有偏执的独立背包客，养

活甚至在我看来是养好了自己的背包客。

自己喜欢行走，喜欢玩，所以建成一个好玩

的群体一起玩，发起“百城约玩”的活动，甚至队

服上最中心就印着这个字，毫不避讳，也不拐弯

抹角。华哥说“玩是一种心态，玩是一种水平，玩

是一种气质”。这个传统听起来是一个不太“正

经”不太“上进”的词，在华哥这里变得“玩世也

恭”。

自己是一名文艺青年，于是自己这些年大大

小小开了15家文艺小店，一些还经营得风生水起，

在业界也“小有名气”。之前看过一本书说到“人应

该把生活过成段子，因为这随性也快乐。”华哥大

概算这样的人，也许也有辛苦如在“淘宝女王”八

个月倒闭的时候，但华哥没倒，如今的青年旅社，

成为行者有温度的家。

在分享结束后特地跑到前排找到华哥，加了

微信后很多想问又不知道该从何问起，担心自己

语无伦次，但华哥有一种缓缓的感觉，就是自己不

用太过拘谨。

走到海棠古城，华哥发来消息可以到店里去

看看，走进店里和华哥身着一样服装的姐姐迎了

上来，教我说平潭话，为我讲说门上的故事。另一

位哥哥从侧门走出，居然叫出了我的名字，甚感惊

奇，哥哥说:“华哥有说到”。我顿时觉得好暖心。

手表转到45，马上就要集合，只好匆匆离开。

如果可以，会有下一次。

人对了，世界就对了。

(13级财务管理4班 张碧清)

余秋雨说袁野在这喧闹的凡尘袁我们都需要有适合自己的地方袁用来安放灵魂遥冶这个所在袁也
许是一座安静宅院袁养蓼养荷花袁看楼头的燕子袁飞到谁家曰也许是写几行小字袁让一笺心事流淌

于墨香中曰也许是读几本好书袁酒不醉人人自醉袁书能香我何须花噎噎
只要是自己心之所往袁都是驿站袁为了将来起程不再那么迷惘遥淡淡的时光里袁最难得的袁是

那颗淡然的心遥闲来泡一壶茶袁看着茶叶在沸水中翻腾袁就有如人生的浮沉袁待尘埃落定袁将往事

折叠在一盏茶香里袁唯留一处清幽袁在一壶春色里袁让那缕淡淡的香袁溢于唇齿间袁辗转于生命中遥
活着袁不必和自己较劲袁如果你总想驾驭生活袁命运终会让你变得随和袁如果袁你总想追赶时

间袁你定会变得疲惫不堪袁善待自己袁让心变得不再慌乱袁让脚步走得踏实安稳遥生命中袁可以没有

春日枝头的娇媚袁也可以没有绚丽的夏花袁但一定要有那一份自恃要要要在纷扰的红尘中袁心中默

守那抹清凉袁聆听花开的声音遥
人淡如菊袁心素如简遥
哪怕你一无所有袁走到岁月的尽头袁还有嫩绿的垂柳亲吻着你的额头噎噎

渊校报编辑部冤

八方

编者按院

每次当辩论赛评委，我都战战兢兢。一方面因为

输赢裁断在我，不敢轻忽。另一方面，辩论评委赛后

总会遇到参赛者的请教问询。其中，十个中有九个是

败方。这种问询，多半会带有火药味，于是问询往往

变成诘问，请教稍不小心就会变成辩论。辩手血气方

刚，总觉得有太多的不平不公，实在是不吐不快，一

定要讨个说法。这种围而问之的场面，让我不得不仔

细记下场上的每句话，让每一分打下去都有理有据，

才能体面的全身而退。好多评委都私下对我说，这样

的经历，一次都太多。

从1995年第一次上场打比赛，到2001年第一次

当教练，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我经历了第一轮的辩

论热潮，也经历了长达十年的辩论低谷。在最糟糕的

时期，大多数周边高校中的辩论传承都面临着无以

为继的局面，能坚持下来的，也面临着人才断层的局

面。那时候，如果能在赛后遇到前来诘问的选手，心

情居然能大好，并非闻过则喜，而是感受到吾道不孤

的温暖。毕竟，爱好与兴趣，是辩论的根基，有人问道

而来，真是可喜可贺。

说实话，辩论真是一件又苦又累的活，如果没有

足够疯魔，你进不了辩论的殿堂；如果没有足够的理

性，你也无法找到自己的路径。这种疯魔与理性的纠

结，几乎每一个辩手都曾经经历过：那是比赛前无数

个不眠之夜，是床榻上翻来覆去的思索，是与队员和

对手场上场下的交锋。“士不可不弘毅”这句话，说易

行难，但对辩手来说，却只是入门而已。

这么苦，有什么乐趣？

我前几届的辩论队成员与我年龄相仿，早已成

家立业，为人父母。如今辩论队的主力与我相差14、5

岁。要说没有代沟，那是自欺欺人。起码他们在微信

群里说的网络用语，如果望文生义，则难免差之毫

厘、谬之千里。但奇妙的是，每当讨论辩题时，交流沟

通却仿佛与多年前一样，充满了某种虔诚、专注与兴

奋。就如同我的辩论启蒙老师之于我，又仿佛在更久

远的时代，在稷下学宫、亚里士多德学园或祗树给孤

独园中坐而论道者一样，艰辛求学只为智慧大门打

开，醍醐灌顶的一刻。也许，在面向真理大门时，那份

好奇与欣喜，古今无不同。而无数的辩论前辈，有的

甚至离开赛场多年，却依旧愿意拿出时间精力，为素

不相识的后来者指点迷津、加油呐喊。也许，在面对

智慧之峰的攀登时，这种不求回报，提携后进的精

神，古今无不同。

王小波曾说过：“青年的动人之处，就在于勇气，

和他们的远大前程。”许许多多的辩论队教练与老辩

手，之所以愿意面对着不同的青年，一次次谈论辩论

的一切，正因为这是一场动人而富有勇气的游戏，我

们都曾在其中收获智慧的快乐，感受语言的力量，学

习观察世界的不同角度，因而获益匪浅。辩论路上，

每一个前行者都孤独，因为思辨的领悟与实践，是一

个人的修行；但每一个前行者都不寂寞，因为志同道

合的不仅仅是这个时代的人，更有历史与未来的同

仁。现在，我们愿意为每一个辩论后来者打开大门，

因为那里面，恰是他们的远大前程。

(组织部 王韦燃冤

时间总是走的很快，快到让我恍惚。似乎那

日，我还在家门前玩泥巴，踢石子。一转眼的今天，

我却已经成为一名大学生。若你问我你的梦想是

什么，儿时的我，会理直气壮地告诉你，我的梦想

是当一名主持人，站在绚丽多彩的舞台上口若悬

河，万众瞩目。可惜，时光的层层巨浪早已将梦想

打翻，时至今日，我未曾为那心中的所谓梦想做过

一丁点努力。我以为我的以后很久才来，我以为我

能过上我想过的一百种生活，我以为我可以周游

世界。可惜，我总是原地不动这样等以后，而却在

如今的某个十字路口猛然发现，以前要的不是这

种以后，到了如今早已物是人非。

时间不会等待我们，我们不要灰溜溜地逃

走。二十岁之前是我们再不疯狂就老了。而二十

岁之后，是我们再不努力，就废了。哪怕我一路平

庸无奇走来，我也想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也该

是时候为生活做出努力，让人生有那么一点点不

一样。既然认准了一条路，何必去打听还要走多

久。勇敢走吧，亲爱的自己，那前方，或许荆棘遍

地，或许崎岖不平。但那路的尽头，必定会有汗水

浇灌的芬芳,沁人心脾。别再拿时间和其他种种的

借口当做阻碍，我们要的是那说走就走的旅行，

要的是说努力就努力的现在，要的是说拥有就能

够拥有的未来。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进入法学这个专业。在

此之前，我对未来没有丝毫规划，对人生的方向一

片迷茫。而如今，命运让我的梦想姗姗来，那便是

通过司考。这并非是专业所迫，而是为了充实自

己，实现自己的梦想而做出的选择。哪怕耳边有许

多人告诉你，通过率有多低，难度有多大，我也想

努力坚持。我们并非一定要是那一百人中最出色

的二十人，却一定要是那最努力的二十人。青春的

前半段是苦的，但，我们总会等来甜头。天道酬勤，

我们的努力注定不会被辜负。

听见自己心里那正确的声音，它或许是盘敲

侧击，或许是振聋发聩，但都是让你固执的坚持自

己的梦想，在跋山涉水，摸爬滚打之后收获幸福的

动力。我喜欢陈欧说的一句话：青春是一场注定孤

独的旅行。路上少不了质疑和嘲笑。不要怕别人的

闲言碎语，今天我们的所有不足，在经历努力的汗

水之后，在收获成功之时，都会被说成是特色。我们

在周遭的鄙夷中，别忘了那心中也许孤独的前进之

路，在这路上咬牙坚持，终有一日，那孤独的路上，

必定出现掌声和鲜花，出现为你喝彩的人。因为他

还这样说，哪怕遍体鳞伤，也要活得漂亮。大学或许

是我们这短暂的人生路上最丰盛的一笔，不，没有

或许。为梦想执着，听见自己的声音，在每天的日子

里活得漂亮，体会哭泣，体会挫折，体会活生生的岁

月，学会勇敢，学会坚强，学会成长。

若有一天我们淹没在人群中，那是因为我们

没有努力去活的丰盛。若你也正踏上你心里的梦

想之路，请不要害怕黑暗而半路掉头，你知道的，

穿过黑暗，前方必有美好相伴。

(法学院13级法学4班 刘雅琴)

人 在 凡 尘
寻觅心香

陈桥崖海须臾事

辩论的乐趣

工人

人对了，世界就对了

听见你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