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希望你们有足够的自信与主流体系保

持理性的距离，在相对的孤立中完善自己。倒

不是说要傲视社会，而是在时间的长河里，人

类史只是一个阶段，我们所处的时代是阶段里

的阶段，所以，在我们可视的范围之外，实在

有着更大的价值。”这是王安忆今年夏天在复

旦大学研究生院毕业典礼上，题为《教育的意

义》的发言片段。

显然，这是一份不太入流的毕业致辞。特

殊的年代里，激情澎湃却又略显空洞无物的演

讲，在当今，迅速地被根叔式的温情脉脉所湮

没。而后，甄嬛体的出现——“朕私下想，诸

位书生必是极好的。众爱卿均是高帅富，众爱

妃均是白富美”，更是大放异彩。所有的致辞

中，戏谑调侃者有之，怀旧煽情者有之，敦敦

教诲者有之，催人奋进者更是有之。而唯独这

一份，似乎要规劝诸位毕业生勇当不入流者，

鲜而有之。

这确实是一段醒目的文字，因为在一个习

惯于早起就要奔驰，否者跑不过最慢的瞪羚就

要饿死的时代，每个个体都不由自主卷入社会

的漩涡之中；而且往往深陷其中不能自拔，遑

论去探寻可能存在的更大的价值。

每个时代都会各自的潮流，而对应特定的

社会背景下，每个个体都要给予相应的奋斗与

付出，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然而可怕的是，

在面对洪湖水式的社会涌动时，人们逐渐失去

了判断力，放弃了独立的思考，并选着了盲

从。比如买房，“三十年混个博士，再三十年

还房贷，然后这辈子就玩完”，这不知道多少

整天泡实验室的科研志士的自我嘲讽。在常讲

究实证精神的科研训练下，不经过任何严谨的

逻辑推理与反复的求证，就贸然做出跟风的选

择，不得不说是一种教育的悲哀。又比如，在

一切向“钱”看的社会风气中，茶叶蛋可以拦

截导弹，人生价值货币符号化，重商主义情怀

击垮一切清贫与坚守。拜金主义肆虐多年后，

终于开始引发一点反思，可是反思者也都如此

虚伪，毕竟现在有谁会埋怨有更多一点货币

呢？如果不对社会潮流存疑，不问为什么，那

我们就会失去抵抗力，失去抉择的权利，从而

个性难以得到舒展。恰如一棵棵松树终究失去

了恣意生长的机会，充其量不过成为捆绑而成

的、价格不菲的盆栽。

然而，即使自认为找到了能实现自我价值

的道路，我们是否还有意愿去尝试一些看似无

所助益的事情？毕竟正如王安忆所言，每个时

代的视野都有自身的局限，任何时代人们所珍

视的东西，都有可能被另一种事物所取代。自

隋以后的古代中国，读圣贤书，考科举，取功

名，然后治国齐家平天下，几乎是唯一的人间

正道。到了清末，像曾国藩这样的“完人”给

它做了最好也是最后的注脚。然而，商业文明

悄然而至，古老的中华文明大厦轰然而塌。君

不见，不过短短一百年，多少人毕生遵奉的孔

孟之道，名教之说，现在都到哪里去了？然而

正是如此，那些看似不入流的人也彰显出不一

般的价值。明代徐宏祖应童子试不中，决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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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胸怀于天地间，也就是说从此旅游去了，谁

也想不到他居然写出了一本十七世纪最伟大的

地理学著作《徐霞客游记》。首先，他应该不

知道自己是生活在十七世纪；其次也应该不知

道什么是“地理学”吧。我常想自己是否会像

丛林里整夜围着篝火跳土著舞的印第安人一样

“入戏太深”，而忽略了天空中还有些许星辰

可以（而不是值得）仰望。虽然不是每一个人

都能收获如徐宏祖那般，但至少可以成为一个

追寻者。须知漫漫长路，人生不止只在当下。

或许人生该应有两条船，一条于千帆竟

发、百舸争流之中；一条应当撤去风帆，任其

在港湾岔道、芦苇沼泽，自由地飘荡。前一条

既是生活所迫，更是现实所需；而后一条，则

是智慧与勇气的凝结，也有可能是生命最绚丽

的光辉。

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总会有很多渴求欲

望，这些东西要是没了，人生就会变得飘渺无

聊，可总背负它们，最终有可能累死在路上。

生活原本是纯朴而简单的，舍弃自己不那么需

要、对人生益处不大的东西，保持一颗简单、

明朗的心，你会觉得其实人生马拉松的奔跑也

可以很惬意。人，正因为不懂得舍弃才会有许

多痛苦。

如若蝌蚪总是在炫耀自己的尾巴而舍不得

放弃，那它始终都长不成自由跳跃的青蛙；假

如蒲公英总是依偎在母亲的怀抱而舍不得放

弃，那它永远也不可能插上翅膀寻找到属于自

己的大世界。

如若雨滴总是沉浸于天空中飘荡的自由而

舍不得放弃， 那它始终也不可能化作甘露亲吻

万物而使百花嫣然、万物蓬勃； 假如红叶总是

留恋于挂在枝头上的荣耀而舍不得放弃， 那它

永远也不可能纷然飘落，化作春泥更护花。

大自然用轻灵的声音告诉你，有舍才有

得。放弃，是为了更好地拥有，作为万物灵长

的人类，我们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也许有人要说，放弃了我便会遭受痛苦，

放弃自然要带出一些痛苦，但很多时候，人们

正是因为不懂得舍弃才会遭受更大的痛苦。

昭君舍弃了锦衣玉食的宫廷生活，踏上了

黄沙漫天的西域之路，却得到了天下的一刻太

平和后世的无限赞美；英台舍弃了世间的一切

繁华，化作一只蝴蝶，却得到了海枯石烂和天

长地久的爱情； 李白舍弃了富贵，却留住了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傲

骨。他们舍弃了功名、地位、甚至是生命，得

到的却是更珍贵的灵魂的升华。

人们常说，风雨过后，面前会是鸥翔鱼游

的水天一色；荆棘过后，面前会是铺满鲜花的

康庄大道。放弃之后，尽管你会遭受暂时的痛

苦，但你收获的，也许将是整个春天的烂漫。

我想，放弃其实是一种难言的美丽、放弃

之后也许是春暖花开， 放弃之后，生命也许会

给你呈现出另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致。放弃了轰

轰烈烈，你还享有平平淡淡；放弃了激流险

滩，你还拥有温馨港湾。我们记住一句很经典

的话吧，当你握紧双手，里面什么都没有；当

你打开双手，世界就在你手中。

绿洲（南海海洋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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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一下学期开始一直到研一结束，差不多

五年的时间，两百多期的南方周末，我几乎每期

都买，上面的文章每篇都看。看完了的南方周末

我按着时间顺序整理，从这些年我辗转寄居的几

个城市武汉、广州、北京寄回家，现在已经装满

了好几个箱子。

和南方周末的缘分要从高中讲起，那时宿舍

一个同学喜欢看这份报纸，我有时也拿来看看，

最初的印象是这里的文章很长，而且内容比一般

的都市类报纸难懂；进大学后，讲毛邓三的老师

很大程度上激发了自己对于社科问题的兴趣，于

是买来一份一份南方周末研读，知道了这个世界

有很多严肃的事情值得我们去关心，从宏观经济

到经商之道，从国家战略到个体命运，从电影读

书到游记随笔，从主义之争到思想溯源……从此

自己的世界便不再只局限于学业和校园了。在缺

乏精神伙伴的时候，南方周末就是我最好的思想

伴侣。大学毕业，我上研究生，南方周末仍是我

获取外界信息的主要渠道之一。

南方周末曾对她的读者群做过一个描述：

“这叠纸最核心、最有影响力的读者，恰是一群

与这叠纸的书写者有着同样精神气质的“儒

士”，无论他们身居庙堂还是人在江湖，学海泛

舟还是商场搏击……他们重义而不轻利，求法而

不舍身，脚踏实地但又未泯灭理想主义情怀，他

们和转型期的中国一样，是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

的混合体、国家本位和公民本位的混合体，他们

能否成为这个国家的底色，直接决定着这个国家

的兴衰荣辱。 我初读到这段话时非常震撼，这

里描述的，不正是自己所追求的精神气质么？无

论自己以后从事何种行业，成功抑或失败，这段

文字描述的品格，即是我人生航道的灯塔。我们

来到这个世界上，做一个怎样的人，永远比做成

一件事情重要。 南周大部分的记者和编辑，由于

长期留心之故，我都能说出他们的名字，有些记

者从记者做到了编辑，有些离职去了其他媒体，

有些转行办杂志、写小说……我好奇于他们每个

人的人生经历，希冀从他们那里找到自己成长的

影子，或者提供某种榜样，他们当中的一些人，

还在我的生活当中擦过些许痕迹：采访过奥巴马

的张哲曾到华科做演讲；在北京的库布里克书

店，我见到了李海鹏；马莉在今日美术馆举办的

画展，文化版的平客和袁蕾都到了……财经记者

陈涛在一篇回忆性文字写到：“一个典型的南方

周末人是这样的：出生在农村或者中小城镇，有

一个谈不上幸福的童年，曾经做过文学青年，通

过个人努力而获得接受好的高等教育的机会。这

样的人，有一点骄傲、有一点清高、有一点排斥

庸俗、有一点显得有理想的样子。”对于这样一

群儒士而言，新闻不仅是自己谋生的手段，更是

他们参与社会的途径，还有什么比报道处于转型

之中的中国更激动人心的事情呢？

过去这些年我最大的收获是喜欢上了思考。

虽然我在思考的过程中，常常觉得我掌握的信息

越丰富、思考得越细致全面，就越难得出一个明

确而清晰的结论，好像每种每种观点都是正确

的，但又总是可以轻易找到反驳它们的理由。我

关心社会上的话题，比如国有资产流失、学术腐

败、人民币升值、政治体制改革……面对种种纷

纷扰扰的观点，我时常困惑甚至混乱，到底谁说

”

李先林（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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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日浸泡在喋喋不休的忙碌中，倒是忘却了

孩提时候心里那份憧憬。—— 旅行，背起双肩

包，套上山地靴，如果可以的话，带上一个相机

吧。可能这就算是旅行了。

几年间，也算是在这片黄土地上滴下了不少

汗水。南南北北、来来往往，多少日日夜夜伴着

“斑肆肆”的声音欣赏车窗外的风风雨雨、

花花草草。每当到站的时候，那点神往的心思全

部和着疲惫的汗腥味留在了枕木之上。每当融入

这份忙碌中，能放飞的只能是纸飞机，写满心思

的纸飞机。这点心思也是来得那么不易。能做的

只能是忙碌句点之后静静地，挤在自己的空间

里，听听心的声音，如果能够深深地睡上一觉，

那是最好，清醒前，折好零零碎碎的心，放飞去

到天花板之外的那个世界。

旅行的路上，也许不需要同伴；也许牵手结

伴也就够了。唯一需要的是喧嚣吵闹中难得的那

份静谧，不要灯红酒绿，不要车水马龙，甚至不

要百花争艳，一朵平凡的小雏菊足矣。轻踏步，

撩拨堤柳丝，去向彼岸青石亭，足矣。

的才是真相？到底怎么做才是正确的？有时我很

想放弃这种漫无目的地的思考，期待别人给我一

个完美的答案，这样我就免去了独立思考的苦

恼。但问题是，如果我们的教育无法培养出能够

独立思考的人，那么上大学意义又何在？我想到

哈耶克说的一句话：大学经历的，应是头脑的训

练。人们热衷于思考是因为智力生活的迷恋，对

于很多社会问题，没人能给出最终的答案，大家

的争议甚至还会带来更多的新问题，但是正是这

种探讨，丰富了我们的语言、思维和情感。在引

导我学习独立思考的过程中，南方周末给我的启

发是最大的，我喜欢南方周末承载的自由主义气

息和与众不同的报道方式，她关注每一个具体的

个体，而不是热衷于宏大叙事，她使读者视野开

阔，而不是令读者思想单一僵化，她特立独行，

而不是人云亦云。

现在我会翻翻南方周末的电子版，很多报道

看个标题就不太愿意点进去看了，有时读完之后

颇为失望，因为找不到太多有意思的内容，经常

要很多期才会有一篇出彩的文章。一个原因是自

己看得多了，视野不再局限于南方系的报纸，不

再局限于国内的媒体，自己的看法也在深化，另

一个原因是现在的南方周末也不是当年长平、笑

蜀、李海鹏等人俱在的南方周末了。所以现在我

偶尔还是会怀念如饥似渴逐字逐句读南周的那些

年，每个周四上午，等待新一期南方周末摆上报

刊亭几乎成了一种虔诚的仪式，至少她的博学曾

完美填满了一个少年对于社会和外部世界的渴望

和好奇，她的正义感曾沸腾过一颗困顿迷茫的

心，她在字里行间承载的人文关怀深深打动过

我。多年下来，在她的引导下我消除了很多偏

见，逐步建立起自己观察社会、认知世界的方式

和角度，但是，她只能到这里了，如果想要看得

更远看得更深，是需要一本本书来提升的。

晞朔（华南植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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