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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录取结束，千家万户经历了其中的滋味，

寒窗苦读十几年，为得金榜题名时，每年的这时候，

关乎不仅个体命运，更是关乎围绕个体周围的群体

荣耀，这不得不使人想起古时的“科举”，冥思读书

的目的。

科举制度作为古时选拔官吏的有效方式，延续

了数千年，对古代社会的发展起巨大的推动作用。新

中国成立后不久，我国重新采取考试的方式来选拔

人才进行培养。在当时工作分配制的情况下，读书就

是为了建设中华，恢复国家经济。因此，读书也是一

种潜在为社会选拔人才的途径，有个明确指向，专

业、学科都规定性、界限化。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

这种读书考试也是一种科举选制，是读书结果直接

在生活的具象。

在中国古代，如果想要达到“朝为田舍郎，暮登

天子堂”，你就必须十年寒窗苦读圣贤书。并且，在家

国同构的社会，儒家经典作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必须

进行融入社会行为和日用伦常的研习。所以，在某种

程度上说，古代知识分子，其实内心状态还是比较纯

粹的，起码是明事理的，知晓读书做官的前提是读书

明理。换句话说，只有做到所谓的“头悬梁、锥刺股”，

熟读经典，通晓义理，才能“一举成名天下知”。这个

时候的读书与目的被严格定性，规范社会的意识和

行为，传达修身养性，治国齐天下的思想。

在实行毕业分配的阶段，高考是实现身份转变的

重要途径，读书改变命运的口号响彻大地。而且这种

读书带有主体意识的强大精神，实现着心中的梦想。

在还实行精英教育的阶段，学生的学习状态也还是比

较纯粹的。换句话说，“学而优则仕”是一种社会意识

也是一种精神激励，当然这是后话，在读期间就必须

认真且系统的学习。而在当时的教育及就业背景下，

多数学生也是可以做到安心且系统的读书的。这种读

书是建立在人类创造精神财富获取的基础上，是一

种追求，透露和预示了他们的精神素质。

但是，到了今天。进大学越来越容易，读书成为

一个偏离的主题，在学校里越来越多了将学习边缘

化。我们不禁要问，有多少学生是真正将心思放在学

业上？有多少学生是将学习看作是“主业”？有多少学

生学习过程是系统的？有多少学生是为了各种门槛

性考试而“学习”？到底是高等教育，还是考试教育或

教育考试？

当然，这并不是否认当前的教育。只是觉得，我

们要明白大学学习到底是学什么；读书到底是读什

么书。明确了这两个大概念，我们就会清楚自己的大

学方向，正视自己的所作所为。首先，作为大学生来

说，自己要科学看待教育的人才培养方式必须满足

社会发展的需要这个概念。在自己的潜意识中应该

有个问题，如何诠释“满足需要”，尤其是当前物欲横

流、各种价值理念博弈的时代，我们如何坚守高等教

育的精神，引领社会发展，而不是迎合社会需要。只

有厘清了这个，才能清晰读书的目的，才能做到读永

恒的书，即关心人类精神历程和自身生命意义的人，

这便不会感觉欠缺。其次，随着社会的发展，对人才

的需求也是多元化了，在众多毕业生的供求下，综合

能力成为择才的重要因素。那如何成为综合性的人

才呢，需要的不再是束缚于某一专业的了，而是具有

思想、情感、品格的修养。这种读书不是技能培训所，

是集合了人类智慧和思想情感交流的一种至高境

界。我把那些表现人类精神的某些永恒内涵，因而具

有永恒价值的书叫永恒的书。只有读这样的书，才能

在大学里找到心灵和精神上的交流和熏陶，真正构

建完全不同的内心世界和价值体系。

从个人角度说，社会制度和风气不是一时能够

改变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阳明先生所说的“破心

中贼”是不是就显得比较重要。进入大学了，真正开

始人格独立，那就从读永恒的书开始吧！

(工商学院 林志煌)

《偷影子的人》（原文名《Le voleur d'ombres》）是

法国作家马克·李维创作的一部小说，也是其第10部

作品。故事讲述了一个老是受班上同学欺负的瘦弱

小男孩，因为拥有一种特殊能力而强大：他能“偷别

人的影子”，因而能看见他人心事，听见人们心中不

愿意说出口的秘密。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超能力

啊。可是，当你不够强大，又窥探到别人的哀伤，力不

从心的感觉会让人心碎，惟有努力，惟有行动才能解

决不安。

如果你能和自己的影子说话，又或许你也曾无

数次和自己进行对话，如果你也能窥探别人的秘密，

你能体验到别人的最深处的忧伤，那你该如何进行

救赎呢？我们都试图在书中找到自己的影子，静下

心，深入其中，原来，你根本就不了解自己。

“其实最棒的回忆就在当下，在眼前，而且这会

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很喜欢这句话，是啊，明天还

没来，昨天已成往事，我们只剩下今天了。活在当下，

不沉溺，不迷惑，认真对待自己，我们人生中难免遇

到困苦，同时我们害怕陷入迷途，也不懂缺陷的人生

如何寻求圆满，我们学不会放不下，不懂如何去解开

心结，无法接受不完美，却又不得不感受悲伤。

正如钱钟书先生的《围城》，外边的人想进去，里

边的人想出来。故事的开始，我们总是当局者迷，通

过伊丽莎白、克蕾儿、伊凡、马格、尼克简单的人物关

系，利用影子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美妙旋律的童年，我

们或许离童年已经好远好远，远的记忆模糊，可是心

里还是会有一抹微微的感动。

“爱情，莫非像影子一样，有人踩中了，就带着离

去?”关于爱情，没有早一点，没有晚一点，不要去害

怕拥有，也不要去怕失去，我们都经历过邂逅，但也

可能是彼此的陌路人。在一个懵懂的年纪，却遇见了

那个人，纯真的感情，历久弥新。

“如果我今晚没有留下来，我想我永远不会与母

亲有此番深谈。”人间最美好的情感，最容易让人动

容的亲情，我们又有多久没有放下手机，好好的陪父

母聊聊天，诉说着最近的不如意与改变，或许父母的

许多决定我们都无法理解，或许他们对你要求苛刻，

但是，这都是父母对子女最深藏不露的爱，大爱稀

声，我们也要学会适当的表达。

我们都在寻找自己，探寻自己的内心，努力去寻

找生活的真谛。偷影子的人，在别人的影子里，看到

了生活的不为人知，也偷到了属于自己的人生。此后

的每一天，城市依旧灯红酒绿，人们照样忙碌或休闲

地过活，我们无法去改变，我也知道，人生路上都会

有遗憾，有的人有的事，却也永远不会再回来。

我从不信什么天意，可是却也想迷信一回———

既然最好的时光已经不在了，不知道明天是否还会

来临，可是，我们都要走出回忆，奋力去追寻。

车窗外的霓虹灯光偶尔闪过，光影交织，竟显得

格外的绚烂。坐在窗前，看着外面夜色渐浓，深蓝色

的天空，闪烁着不计其数的星星，而月亮也应景地呈

现出圆环状，此刻，只要抬起头，一不小心就会热泪

盈眶，很容易让人想起地老天荒这个词。流年散落，

而我依旧在路上，在寻找，在失落，在感伤。

看看自己的影子，竟然会有惊讶与不知名的感

伤。

渊本报记者 黄阿敏冤

《春酒》的作者琦君曾这样

深情地说过：“我们从大陆移植来

此……生活上尽管早已能适应，

而心情上又何尝能一日忘怀故乡

的一事一物呢?水果蔬菜是家乡的

甜，鸡蛋鸭肉是家乡的鲜……”为

什么我们留恋家乡？正是因为那

从小就埋藏在我们心中、无法割

舍、无法忘怀的故乡味道。这种味

道很难察觉，但要明白，这是一种

烙印在我们内心深处的、难以磨

灭的温情与爱。

琦君的文章，如陈年的老酒，

不轻易开启，但一旦细品起来，那

醇厚的酒香就会羽化出我们那份

感受的美好，《春酒》就是这样一

坛久违的年酒。很多人把《春酒》

浓缩成了诗，但在我看来，《春酒》本身就是一篇诗

化的散文。文中作者把许多有关的片断汇集于“思

乡”这个焦点上:农历新年里的种种风俗与禁忌，

“我”一马当先地作为母亲的代表前往家家户户喝

春酒，乡亲之间互相“起会”置办“会酒”的融洽，

“我”在多年之后按母亲的办法“如法炮制”的“八

宝酒”……面对美国泡制的八宝酒，儿子一句话提

醒了“我”，让作者发出了无尽的感叹：“究竟不是

道地的家乡味啊，可是叫我到哪里去找真正的家

醅呢？”是什么使得作者对家乡的八宝酒发出这么

刻骨铭心的追问，让她魂丝梦牵呢？其实，家乡的

八宝酒原料很简单，它由“黑枣、桂圆、荔枝、杏仁、

陈皮、枸杞子、薏仁米、和两粒橄榄八种原料酿成。

但在酒中承载的太多单纯而美好的感情却是不简

单———饱含对童年、对故乡的无限眷恋。

童年是一个人最美好的年华，故乡是一个人

最大的牵挂，牵挂家乡的点点滴滴。琦君为我们讲

述了她如诗一般的童年，故乡的一切与儿时的印

象叠印在一切，辉映成一片快乐而感伤的迷蒙。如

文中所说“酒香加药香，恨不得一口气喝它三大

杯”，“我”经不住这酒的诱惑，所以偷偷地用指甲

缝多舔了几次，这样既满足自己贪吃的欲望，又没

有过分违背母亲充满慈爱的告戒，这“偷”偷出了

一份浓浓的母女情，也偷出了孩子一份天真可爱

的童趣。其实，春酒本身已经不值得珍惜了，珍贵

的是这春酒已经酝酿出了一份生活的美好和回

忆。“我”在酒中尝出了一份生活的诗意，快乐已经

醉满了心田。这春酒，酝酿着对逝去童年单纯时光

的无限思念。

母亲酿这么好的春酒，她自己滴酒不沾唇，

却特别喜欢邀请乡邻来喝，当有人问母亲春酒是

用什么宝贝酿成的，母亲得意得像喝过酒似的，

乡邻们品出的又何止是酒本身的香醇呢？他们品

出了母亲的善良，品出了母亲的能干，品出了乡

邻的淳朴厚道。而母亲也不在乎会不会喝酒，只

要自己包容在春酒中的那份贤惠，那份大方，那

份勤劳，那份心灵手巧的得意，被发现了，被赞扬

了，她就得到了最大的满足了。所以不光是春酒，

其他做的新鲜别致的东西，她都很乐意分给别

人。那酒就如母亲的那份乡情，朴素但浓烈。在对

春酒的追忆中，最大的幸福都是来自精神上的享

受。这春酒，喝出了乡里人那一份民风的淳朴与

热情，也喝出了当代社会人际关系中失落的一份

和谐。

“究竟不是道地的家乡味啊，可是叫我到哪里

去找真正的家醅呢？”与其说作者是对春酒的迷

恋，不如说是对春酒中那份难以再演绎的回忆的

依依不舍。也许家乡的春酒永远能酿造，但春酒中

情感的那份温情却难以追忆。春酒激起了一种思

念，作者思念的是春酒中浓得化不开的人情的温

馨与芳香，思念的是春酒中满载童年欢欣记忆的

一段怀旧情结，思念的是家乡风土人情中朴实又

充满年味的乡土文化，思念的是那在她记忆深处

永存的故乡。

我们虽没有荣幸品尝那八宝酒，但酒不沾

唇，人自醉。春酒醉了无数读者，“我”的天真可

爱，母亲的善良能干，乡人的淳朴厚道，在春酒席

上氤氲开来，弥漫成浓浓的人情民风之美，这些

蕴含在春酒中最美好的情感使春酒更充满了地

道的家乡味。

忆春酒，怅春酒，找春酒，在沧桑与悲愁中彰

显不灭的期望，是无尽的守望与等待，是永恒的思

念与怀想，那是一种对故乡的无法割舍的情感。正

是因为这份情感，将我们的牵挂留在了那里。故乡

的人与事，无一不是我们牵挂的理由。故乡的味

道，总是给人温暖，令人思念，那是岁月留下的一

瓣心香，在记忆里永恒，在时光里安详。我们爱故

乡的味道，因为那饱含了爱的味道。

(15工程管理1班 梁燕菁)

四书五经作为国学的经典书籍，是中国历史

长河中的千古名篇，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更是世界文化中人类文明的灿烂遗产。自宋

代开始便被列为“四书之首”的《大学》，被理学奠

基者程子称为“孔氏之遗书，初学入德之门”的要

籍，作为科学启蒙第一书，其思想意识流传至今已

两千多年，一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

明德，亲民，止于至善

开篇句首，既简洁明了的道出大学的主旨和

目的，也准确概括了大学的“三纲领”。何谓“大

学”？朱文公曰“大学”是一个由格物、致知、诚意、

正心、修身、齐家、治国至平天下的“八目”思想体

系，规定了从内而外、由思想至行动等明德的次

序问题。儒学倡导的是“德治”———内修和外治，

自觉激发个人内心的道德品质并不断进行道德

修养最终达至完美的境界，进而感染他人提高人

民的思想道德品质，实际上这是一个无限的完善

系统。由此可见，上下五千年来追求完美健全的

心理人格，一直都是炎黄子孙共同的理想。回顾

历史，思索今朝，现如今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不正是一种“明德”吗？国无德不兴，人无德

不立。中华民族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

阶段，更加需要我们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并积极培养与践行，正确认识时代责任和历史

使命。作为高校大学生，更应格物致知，知行合

一，诚意正心，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不断提高我

们的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

用中国梦激扬青春梦，积极为实现伟大中国梦而

不懈努力。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道德修养不仅停留在静态的思想中，而是从

动态行动上就要有所更新创造和发展，“如一天能

够自新，则应天天自新，新了还要更新”。九字古词

历经沧海桑田，传承至今转化为具有强烈时代精

神的“全面创新”。教育部颁布了新修订的明文中，

鼓励学生创新创业，采取弹性学制，明确学生参加

创新创业活动可以折算为学分，计入学业成绩等。

还有专门面向高校学生的“大学生挑战杯”、“大学

生创新创业项目”，本学校的“大学生创新创业标

准园”，生活区宿舍一楼的创业基地，这些国家与

学校对扶持广大青年学子创新创业的政策、优惠

项目不胜枚举。作为新新时代的高校学生，对待创

新创业，不应墨守成规安于现状，不等待不思进

取、坐享其成，反而我们应积极把握与时俱进，走

在创新创造前列，开拓眼界时时创新，勇做创新之

巅的弄潮儿，用青春铸就创新，用年华成就创业，

增强创新意识，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让创新

在青年中散发活力，让创新在高校校园中蔚然成

风，创青春，创未来，创梦想！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天下为公、担当道义。横渠先生曾言读书人就

是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

万世开太平”其言简意宏，一直被人们传颂不衰，

这就是君子应当有的志向和追求：天下、万民、圣

贤之道、太平基业，“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

而乐”，道出了儒家思想对理想的追求和对家国的

责任担当。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

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这都是古代的中国梦最

为形象的诠释，其最微观的组成部分是每个百姓

的梦想，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古人尚且如此，

新一代青年学生的我们，更应该正确认识时代责

任和历史使命，树立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的信念和信心。正

确认识远大抱负和脚踏实地，珍惜韶华、脚踏实

地，把远大抱负落实到实际行动中，心中有阳光，

脚下有力量，为了理想能坚持、不懈怠，才能创造

无愧于时代的人生。

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

世为天下则。轻合卷首，品《大学》，思《大学》，悟

《大学》，行《大学》。

(14人力资源管理4班 黄雪冰)

人袁为什么要读书钥
读书启智遥野行万里路袁读万卷书冶遥古人向来

把读书视为积累知识尧 增长学问的有效途径遥人
的精神发育史袁往往是他本人的阅读史遥书籍是

我们了解世界的窗口袁书籍是我们提高修养的捷

径袁是我们人生之路的引导者遥
读书怡情遥读书是把人生浓缩成精华的最好

方式遥你在书海中畅游袁熏染着前人逸飞的豪情尧
博大的襟胸曰感受着前人独具的人格尧婉约的才

情遥书籍会引导你袁摆脱急功近利袁沉潜静心袁做
个精神上的贵族袁让自己更加坚强向上袁让灵魂

靠近阳光更加温暖遥
读书养气遥野粗缯大布裹生涯袁腹有诗书气自

华遥冶读书的作用不仅在于占有知识袁还在于提升

人的精神境界遥事实证明袁读书与不读书袁读书多

与读书少的人袁所表现出的内在气质与素质是绝

不相同的遥 日积月累的读书会使人养成高雅尧脱
俗的气质遥 清代学者梁章钜就说院野人无书气袁即
为粗俗气袁市井气袁而不可列于士大夫之林遥冶

4月23日袁是世界读书日遥所以袁亲爱的读者袁
我们认真编辑制作了这一期的读书专刊献给你遥
我们想对你说院

读书袁 是一种端正的守望袁 它需要这样的信

仰要要要世间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袁天下第一件好

事还是读书遥
读书袁 是一种淡定的修行袁 它需要这样的气

度要要要你和你的声色犬马袁我与我的淡若天涯遥
渊校报编辑部冤

至情无言
要要要叶目送曳读后感

故
乡
的
味
道

昨
昨昨
读
琦
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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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
诅有
感

与心灵对话，淡淡的忧伤 要要要叶偷影子的人曳读后感

我读《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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