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方

身为一名大四老学姐，一名班级助导，一名学生

会老人家，这些日子看着孩子们经历校会院会部门面

试，感触良多，想把这些感受讲给即将走入大学部门

面试和已经面试过的孩子们。

看着新生咨询群，看空间刷朋友圈，我知道，有的

孩子进入部门，有的孩子暂时落选。这些像极了当年

的我们。如今我大四，大四的老学姐回头想和你们说，

孩子，这只是开始。

先聊第一种情况，孩子你可能面试了许多部门，

不巧没有收到一个复试短信。

在身边第一个同学开始收到短信的时候你也开

始不停的看手机，希望自己也能收到复试的信息。慢

慢身边越来越多同学收到信息，你也许嘴上不说，但

心里越来越紧张，一开始你会安慰自己也许有时间

差，也许你是最后一个被发送的信息。时间一分一秒

过去，你的希望一点点减弱，最后你鼓起勇气问学长

学姐是不是复试短信都已经发完，得到肯定的答案。

你也许心中有失落，有伤心，有羡慕，甚至有怀疑。有

的孩子有可能怀疑自己，觉得自己是不是真的不够

好，为什么没有一个部给自己复试信息？

学姐不会一味安慰你，说没事没事。你确实可以

回想一下自己的面试过程，想一想自己准备充分吗？

表达流畅吗？对自己面试表现满意吗？是不是有什么

可以提高的地方，大胆的孩子可以试着问一下面试自

己的学长学姐自己存在哪些可以提高的地方。

如果你这些问题都想了，你觉得自己准备表达都

OK ，那你可以想下一个:是否进复试不代表自己是否

优秀。

一个部门一个班级一个社团也就是一个团体需

要的是不同性格不同架构的同学，我们面试的很多时

候会考虑整个团队的搭配和运行，有可能你个体是优

秀的，但是你不适合这个团队，或者这个团队已经有

类似你这样角色的存在了，所以你没有被选中。这不

能代表你不优秀，就像谈恋爱，最好的不一定是最合

适的，合适的不一定是最好的。所以，也要学会看开。

不必为了某一次面试否定自己。同样，也别为一次面

试沾沾自喜。

有的同学部门面试都没有顺利进入于是之后变

得害怕面试，害怕竞选，害怕自己被再次否定。我想说

的是部门之外还有很多机会，比如志同道合的社团，

比如班级班委，比如成为一名志愿者，比如创业团队

……机会还有很多，大学部门不是唯一的选择。这些

机会，这些团体，你只要用心去做，没有人可以评论哪

一个是所谓的高级，哪一个是所谓的低级。你努力，不

会吃亏，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所以即使部门面试都

没有通过，我还是鼓励孩子们继续尝试，毕竟这只是

一个开始，也只是大学的一个小开始而已。不要因为

一点点问题而自我否定。

第二种可能：面霸，你去初试的部门都收到了复

试短信，复试也成功进入。

首先我要恭喜你进入一个部门，这里很可能成为

你接下来一年或者两年多的有可能三四年情感和经

历的安放地。

在众多面试者中成为部门的一员自己是否有想

过为什么？是自己技能足够优秀？还是自己想学习的

态度诚恳？或者是自己的性格还是为什么？进入部门

仅仅是一个开始，这可以在某些方面代表自己优秀，

也不可以在某些方面代表优秀。就如前面所说这是团

队，所以当你进入部门以后要明白自己是团队的一

员，要记得自己在面试时说过的话，许下的承诺。我相

信很多人都被问到你觉得:能力重要还是态度重要，热

情重要还是耐心责任心重要。回答大部分不言而喻。

进入部门以后也许你会发现部门不如你想象的

高大上，有很多琐碎的工作，这时候你要明白当初你

想进入部门的初衷。这时候也许当初热情褪去，需要

更多的耐心更多的责任去撑起对自己，对部门的承

诺。如果你只是觉得进入部门很酷，想“镀金”，想每天

做所谓“高大上”的事情，那即使你进入部门，我依然

建议你慎重考虑。四年走来的经验告诉我，其实很多

能力就是在所谓的“琐碎”“没有技术含量”中一点点

积累，很多真心朋友就是在共同走过中出现，过程中

可能没有感觉，某天你回首忽然发现自己长大许多。

所以如果爱，请深爱，如果你有幸进入一个部门，

请好好努力，这只是一个开始。

第三种情况可能是介于前面两者之间，初试通

过，复试止步。

这一情况的孩子经历初试的喜悦和复试的失落，

心中有一定的落差。在空间看到小朋友一个挺可爱的

段子，内容是这样说的:部门招人的时候，学姐学长的

态度是这样的“皇上，求您看臣妾一眼！”而真正面试

的时候，他们的态度是这样的“本宫倒要看看你个贱

婢有何本事！

看到的时候，觉得这群孩子是真的可爱，哈哈。

其实可以理解，每一年纳新的时候所有部门把自己

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学弟学妹，希望部门能有更多鲜

肉加入，充满活力，这时候的学长学姐温柔可爱又大

方，努力体贴的答疑解惑也欢迎孩子们来面试。在面

试的时候每个学长学姐都在部门的角度，负责人的

态度认真面试，希望找到最适合部门发展的新鲜血

液。这时候的学长学姐认真甚至严肃，抉择时也有一

些些的决绝。

但相信，无论是否最后进部门，依旧不影响大多

数学长学姐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也许学长学姐不一

定比你优秀，但他们经历了更多，好的经历过，坏的经

历过，遇上一些迷茫的时候也许他们不可以给你答

案，但他们能帮你分析，能给你多一种可能。

无论是哪一种，无论未来还会遇上哪一种，记得

告诉自己，这只是开始，未来还很长，可能还很多，而

你正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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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天上的云向来有一种痴想。

故乡的老屋子有一个阳台，每每台风来临的时

候，我便独自一人，用席子铺地，躺在阳台上仰望天空

咆哮奔涌的乌云。云层很厚，颜色由浅入深，直至乌

黑，加之翻滚，离地极近，感觉要往我的身上压过来。

我常常想像云里面的故事，例如天蓬元帅为什么追不

到嫦娥，以及风婆婆又打开她的风袋子乱吹一番，估

计又觉得委屈了……

这种漫无边际的想象常令我感觉到踏实。所以，

我每到一个地方，都会盯着天上的云发呆。云层里面

的故事依然丰富和精彩，云层之外的遐想依然没有止

步。可是，这种习惯性的梦幻却在加拿大这个国度里

戛然而止。这里没有云层，只有云朵，那么轻、那么薄、

那么飘，随风任性地四处转悠，机翼穿越的地方，云便

自然地散开，自然地淡化在空气中。

多伦多确实很难有云层将整个天地隔开的时候。

当地华人移民也是说：

“是哦，这里的空气真好！经常是万里无云呢！不

像国内，雾霾那么多。”

“而且，这里制度好，不像国内，处处求人！”

“那么，你们一定很开心啊，这么好的空气！这么

好的环境！”

“那是，空气好！没的说！可是，开不开心很难讲

啊！”大部分华人都会这么回答，而且声音会明显地压

低。

“可是，这么好的环境，没有理由心情不好啊！”

“你不能体会，还有孤独，人会孤独的！”

这个倒是提醒了我，即便这里万里无云，可依然不

能成为华人移民的最终归宿。人类近百年来，随着交

通、通讯等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

逆转的趋势。因为有了飞机，安全、便捷、快速，人们从

早上到晚上，只要12个小时，便可以横跨广袤的太平

洋，轻松地来到北美；因为有手机和互联网络，地球的

信息传递无比迅速，地球村开始逐步成型。原来的华人

移民，基本上以苦力出身，现在日子好了，也出现了大

量的投资移民，也有的是留学生，之后便通过各种渠道

留了下来。他们基本上告别了作为苦力的华工时代，过

上了比国内要更加富足的生活，可是，现在的华人移

民，是否真正觉得满足？他们是否真的获得了身份认

同？或者是，空间的迁移及其物质的丰足能否解决个体

乃至族群的本体性和独立性问题？

这问题真实存在，也引发了我拍摄纪录片的想

法。我选择了十一个华人移民，他们中有大学教授、工

程师、护士、中文老师、家庭妇女、餐馆老板、会计、公

务人员、留学生等等，他们有的已经进入成熟的工作

状态，有的还在努力寻找未来的工作机会。他们在访

谈中各自陈述了自己的移民经历和工作经历，从中当

然可以表达出他们在异国他乡所承受的艰辛，但不仅

如此，还有各种无法规避的问题，例如种族歧视、家族

传承、文化融合等等。这些问题交错复杂，都在很大程

度上影响和支配着华人移民的个体独立性，并逐渐地

转化为不可避免的内在的失落感和孤独感。

这种孤独感当然会外化地存在，例如我们可以看

到华人移民在国外业余生活的单调性，他们很少与白

人阶层交往，这倒不是因为语言不通，而是因为文化

差异造成的隔阂；还有华人与国内亲人的陌生化倾向

……这些都还是表面现象，可有些更应形成身份焦虑

的问题，即便你没有意识到，也还是客观的存在：例如

全球化背景下的自由婚姻在逐渐冲淡华人家族的血缘

传承；虽是黄色皮肤、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却对中国传

统文化一窍不通的“香蕉人”；还有对祖国无限依恋又

无力重返的两难尴尬……

我还是要回到对云的想像，故乡的云层太厚，遮蔽

太多，你有时会觉得压抑和难受，可是总还是安全而踏

实的；加拿大的云透明而飘逸，头顶蓝天，实际上过于

空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