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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记得，那年高考的作文题目就叫作《假如记忆

可以移植》。作文本是我最拿手的，偏偏造化弄人，自

以为是的我竟在这跌了个大跟头！按照弗洛伊德的

理论，这打击太大了，以至于我再也不愿意去提起

它，将它深深压抑在潜意识中，不为人知。如今，时过

境迁，慢慢可以平和心去面对。动笔写下这文章，权

当“为了忘却的纪念”。

人都说世上没有后悔药，也一再对自己对别人说：

“世上从来没有后悔药”，但毕竟凡人之躯，总还是要后

悔的，比如大学四年。大一花了绝大部分时间来疗治跌

倒的伤痛。大二刚刚适应了大学生活，却又跟风似地考

四六级。大三曾想好好享受大学，却被告知就业严峻，

为了不进图书馆当一辈子管理员，早早地就投入考研

大军。紧接着是“经典”的大四生活：“保研的，过着猪一

样的生活；找工作的，过着狗一样的生活；考研的，过着

猪狗不如的生活。”四年大学，如此而已，懵懵懂懂，浑

浑噩噩。思前想后，只有一事对了，就是考研，却也纯因

运气：被逼之下的考研，竟然逼我走上一条正确的路，

选了一个合适的专业，继续读了足以弥补四年遗憾的

三年，直至选了一个契合自己脾性的职业。

但人总不能仅凭运气活着，这太不可靠了。什么才

是可靠的呢？只能是仔细的人生规划。习惯了迎接每

一班新生时，在第一次课闲谈些自己二十来年些许的

人生经验，为的只是大家不要再走我走过的弯路。

其一，独立思考，独立行为。孩子们总翘首以盼着

长大，但长大代表着什么，他们从来没有明确的概念。

进入了大学，意味着你正迈向成年。现在的学生多是家

中的宝贝，充足的营养过早地催熟着大家的身体，然而

却无法催熟大家的脑袋，心理年龄落差于生理年龄是

普遍的现象。此中一大表征就是，大家普遍缺乏独立能

力，包括独立思考能力与独立行为能力。如果你还想着

沿着父母设定的路径走下去而不加怀疑，如果你还过

多地依赖你的朋友扶助你而不想脱手，如果你还不尽

地苛责这个社会没有为你提供足够多的机会而不事奋

斗，那么你将远未独立。一份个性化的答卷，一个与众

不同的提问，一次拒绝人云亦云的尝试，一回从来没有

过的小小冒险，都将拉近你与成年的距离。成年，拒绝

等、靠、要！

其二，敢疑敢问，理性十足。惯性于接受灌输的大

家，很少会有怀疑。相比于围绕着考试转的中学，大学

的授课显得如此的天马行空，无所依赖。八仙过海，各

显神通。各种貌似的“真理”在你的脑子激荡。谁对谁

错？标准难寻。何以解忧？唯为自我。唯有能够通过你脑

子拷问的才是真理!我之大学，读过，背过，考过不下三

十门课，把书垒起来也足有半人高，细心追索，竟无一

丝踪影，究其根由，全在它们都是外界强塞给自己的，

从来不是自己思考过的。切记，学会思考!你要迈出的

第一步，就是习惯性地把每一句话后面的句号改成问

号。生活从来没有结论，生活无限可能!

其三，知识为次，方法重之。学会一种知识，你只能

受用一时；学会一种方法，你将受用一生。常听说，大学

就是要学会学习。放眼当下，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社会、

学习型政府、学习型人生随处可闻。为什么要学习？因

为知识已经成为现时代最重要的资源。什么样的学习

才是真正的学习？知识充其量只是学习之雕虫小技，死

记硬背即可；方法才是学习之本，掌握方法，方能以不

变应万变。庄生有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

涯随无涯，殆已。”是言真真切切!如若以有生之年求取

大量却零碎的知识，更殆已!应对之道：寻找一根属于

你的、独特的方法之线，串起知识的珍珠!

其四，努力做事，更要做人。何谓做事？何谓做人？

身为学生，读书学习是为本份，此谓做事；大学实乃“小

社会”，身为社会性动物，当习得为人处事之道，此谓做

人。做事只为做人，人世间之书，根本上是研究人之书，

人生与社会是两本最大的书。读书读通之人，明白事

理，即明白人理，此即“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

章”；不通之书呆子，书归书，人归人，永远无法合二为

一。大家打小被呵着护着，少有兄弟姐妹，缺乏人际交

往，不通世事人情，不懂互敬互爱，陷溺于自私自利，实

实应该睁眼看社会，踏实做好人。“大学生如若只追求

分数，那简直是太没追求了!”有同事如是说。一语惊醒

梦中人，悔之却晚矣!悔当初，一头扎进教科书，两耳不

闻窗外事。捧得八九近百分，得来全然一书痴!

其五，适合之道，解决之道。少年多天真，凡事求完

美。老想着总有一个绝对真理，总有一条通天大道，总

会盲从随大流，这些都太过简单化的思维也曾经纠缠

着我。末了，却蓦然发现，原来这世上，自来没有绝对、

没有完美，唯有适合，唯有中庸。适合别人的不一定适

合自己，大可不必强求自己与他人相同；反之，适合自

己的不一定适合他人，不必硬性灌输，人与人之间，求

同存异才是宽容。当所有人都在考级考证的时候，你想

过这是你真正的所长吗？当所有人都在钻空子赚钱的

时候，你想过自己现在最要紧的事是赚钱吗？当所有人

都在抓紧时间挥霍钱财恋爱的时候，你想过自己真的

爱对方吗？当所有人都在削尖了脑袋挤公务员之独木

桥的时候，你想过自己真的会当官吗？如此一问，方显

真知。适合之道，如何寻求？寻求之法，在于兴趣。人皆

有言，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吾之己见，大学生要务在于

寻得自己兴趣之所在。据此，你才能最高效地学习，最

有目的地生活。

其六，修身为本，平和心态。人最难得的

是平和之心态，平和之美，如同信步海疆，坐看潮

起潮落，望尽帆去帆回，看透世事人情，管它功名利

禄。偏偏人心最难平，欲望之流总逞波澜，尤其身陷

当下功利之世风。如今之时，本应与世无争的大学校

园也刮起了阵阵名利风暴：在校生逃学赚钱，学生会

争名逐利，奖学金你争我夺，不比知识，不比修养，只

攀名牌，只附流俗。诸葛诫子曰：“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此话不假也。金钱名利之必要，勿

须讳言，理正言顺。然而，当本应以学习修养为重的

大学生汲汲于此道时，难道我们还能不置可否吗？儒

家经典总是看重修身养性重于一切，修己成仁，则根

本已备，功名之事，自当水到渠成，何必汲汲于一时

呢？修身以仁为本，仁为道德之至善。反观时下校风，

道德堪忧。“夫仁，天之尊爵，人之安宅。”固本方能强

末，修身方能看透，功名利禄实乃身外之物，生不带

来，死不带去，唯有仁义长存，此是人间正道。

大半凭着命运女神的垂青，我误打误撞寻得自己

人生之路，让我有了三年来弥补四年的遗憾。庆幸之

余，感慨不已：这条路不好走啊!因为不好走，故而老话

重提：真希望，大家不要走我的弯路!以上六点，个人小

结，愿供参考。 渊公共事务学院 曾正滋冤

《大鱼海棠》是近年来难得的国产动画片佳作。它

以绮丽的画面，恢弘的格局获得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舆论普遍认为它是赶超日本动漫的一部里程碑式的

作品。但是其剧情却饱受争议，它在人物的刻画，世界

观的设定以及剧情的饱满度而言，并没有获得绝大多

数观众的认可。这部影片的叙事方式比较特殊，它更

多地运用中国传统道家学说的元素，融合进《山海

经》、《搜神记》等古代志怪典籍中的奇异人物，讲述了

一个关于“爱”、“永恒”与“轮回”的主题。接下来本文

将对剧情中的叙事结构进行分析，从中梳理出剧情所

蕴含的思想脉络。

两个平行世界的运行法则

这部电影中存在着两个世界，一个是人类世界，

另一个是类似于神的“灵性人”存在的世界，他们掌握

着人类世界的运行规律，两个世界之间通过海洋相

连。人类世界海洋的底部正好是这个平行世界的天

空。两个世界并行不悖，而每年灵性人的成年礼则是

通过他们幻化成鱼到人间进行七天的游历而实现两

个世界的暂时联通。人类少年“鲲”在拯救灵性人“椿”

的过程中意外死亡打破了两个世界之间关联的平衡。

“椿”回到灵界之后试图通过灵婆的帮助来复活“鲲”，

尽管她的动机很单纯，但是她并未意识到他的这个举

动将给两个世界带来多么巨大的影响。《道德经》云：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一旦要借用各

种外力来干预和破坏生死的必然规律的话，那么自然

界的规则就被破坏了，未来形势的发展将进入一个不

可预测的状态，这也正是佛教所说的“业”。尽管拯救

生死是出于善行，但是超越生死则违反了道法的基

础，因此这样的行为必然会遭到严厉的惩罚。正如

“椿”和灵婆所做的交易的条件，“椿”要因复活“鲲”而

失去了一半的寿命。

这里我们看到了两种基本准则在其中发挥着作

用。一个是出于自然界生生不息的“轮回法则”，另一

个则是出自情感的伦理学意义上的“对错法则”。“椿”

作为一个纯真少女，并不知晓运行在自然界的无声大

道，但是基本的伦理准则促使她形成了这样的“以德

报德”的理念，毫不惧会受到大道的惩罚。与“椿”一样

破坏天道规律的是另一位少年—“湫”。他一直暗恋着

“椿”，愿意为她付出一切。当他在不经意间发现了

“椿”以寿命换回“鲲”的复活之后，亦毅然决然地愿意

以整个生命来补全“湫”的整个生命。这两个少年的莽

撞行为，几乎使整个灵界陷于灭顶之灾。整体而言，

“轮回法则”看似无情，却是自然万物得以运行的最基

本保障，而“对错法则”则是维持文明社会社会秩序的

基本法则。这两个基本准则相互交织，相互作用，但是

两者之间并不是毫无矛盾的，也有发生冲突和矛盾的

时候。那么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人性的抉择是否能

超越自然的抉择，从而呈现出超验性的崇高存在？

想象的死亡与象征的新生

整个故事是由一场成年礼而发生的。在“椿”所生

活的那个世界，只有经历了成年礼，才能称之为成人。

因为在剧情设定中，他们经过在人间的七日游历，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