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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里的汉
服社没有社会上
那么多的“民族
主义”的情绪，要
更加纯粹一些。
大学生加入汉服
社的原因就是喜
欢古风，喜欢汉
服的端庄典雅。
只是单纯地喜欢
这些东西。

马一浮先生在《浙大校歌》中写道：“国有成
均，在浙之滨，昔言求是，实启尔求真。”在学术之
路上，把握了“求是”和“启真”，就能“登堂”而“入
室”。然而，“登堂”仍然有前提，那就是“寻路”。连

“路”都找不到，何谈“登堂入室”？竺可桢老校长
就很关心“寻路”：“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
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因此，每个浙大人
都要面对竺、马二老的“学术三题”：寻路、登堂、
入室。

我的问题是，尽管“登堂”多年，却迟迟“入不
了室”。我是一个文科生，但从本科开始，就对定
量研究方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硕士论文把此
法前前后后用了一遍，博士一年级还在持续旁听
定量课程。多年来也发表了几篇论文，拿了一个
省课题，但就是“找不到感觉”，离“入室”还远得
很。机缘巧合的是，“启真杯”让我开始反思“寻
路”问题。我读博的第一篇论文《寻根主义》（与导
师邵培仁教授合写），就获得了首届“启真杯”“浙
大学生十大学术新成果提名奖”。它给我的刺激
在于，我从未写过这样的内容（中国古代传播思
想），与研习多年的定量研究更是风马牛不相及。
但其含金量不低，这是本硕博所有年级和文理工
农医所有学科一起评的。而能够入围，大概是因
为这篇论文被一份 CSSCI 期刊列为“2013 新闻
传播十大观点”之首。确切地说，我和导师的论文
观点，代表浙大排在第一，排在后面的有人大、中
传、清华、暨南大学等教授，都是本学界的大牛。

我很疑惑：为什么定量研究做了那么多年，
只能出几篇不痛不痒的文章？而第一次写中国古
代思想，一下就能登大雅之堂？当然，首先是因为
有“牛”导师邵培仁教授的指导，他希望我以古代
思想为方向。如果说写第一篇论文是“焦头烂
额”，那么写第二篇已“找到节奏”，写第三篇则是

“渐入佳境”了。但如果换成了定量研究论文会怎
么样呢？解答这个问题的是一次智力测验（旁听

《高级心理测量》课时自测）。测完我恍然大悟：我
在计算推理能力上的得分很一般，但在几个与人
文相关的方面得分很高，如知识面、抽象概括能
力、对实际知识的理解与判断能力、对词语的表
达能力、对情境的理解和判断能力等。这意味着
我一直在事倍功半地做研究，因为用的是自己最
弱的能力。那为什么我还能坚持那么多年呢？或
许原因有三：第一，定量研究方法很新、很“前
卫”，我“入行”又很早，自觉抢占了先机；第二，我
高考数学考了 126 分（居然还是文科班里最高），
这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我，现在想来应该是题海
战术的结果；第三，这是最重要的，数学往往是

“聪明”与否的指标，我很不愿意承认自己数学
差，因为这无异于承认自己“笨”。

现在我必须承认，我是个“偏材”，有“笨”的
一面，也有“聪明”的一面，我应该从“社科”转向

“人文”。也许这个决定是对的：从高中到本科再
到硕士，我几乎没有拿过什么奖，印象中只拿过
一次“院级优秀实习生”；但是，自从转向人文（特
别是先秦传播思想）以后，我如同“被打了鸡血”
一般。读博四年，我疯狂买书（买了 1000 多本），
记了 100 多万字的读书笔记；发表了 26 篇论文，
其中 12 篇 CSSCI（近 23 万字），4 篇一级，1 篇权
威（《新闻与传播研究》，2.2 万字，封面首推、当期
首篇）；拿了 2 次国家奖学金、2 次三好研究生、3
次优秀研究生；获得浙大“学生十大学术新成果
提名奖”、浙大“争创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资助”、优
秀博士助学金；即将跟导师合作出版 30 万字的
专著；以学生身份担任学术期刊《中华文化与传
播研究》（厦门大学传播研究所主办）的编委。我
还惊奇地发现，以前我的口头表达能力很差，但

自从会读会写了以后，也变得会“说”了。我受厦
门大学传播研究所的邀请，担任厦门大学“文化
讲堂”第 258 期、“中华文化与传播大讲坛”第一
期主讲；受浙大校友会邀请，在“启真”读书会上
主读《论语》；受浙大博士生会邀请，担任“博士生
青年说”第一期主讲等等。

此时我才感到，苏格拉底说的“认识你自己”
多么重要。而认识自己何其困难！因为首先得承
认自己“做不好什么”，才能明晰“我能做什么”。

《中庸》一语道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
之谓教。”当我读到这里时惊呆了，因为它说，上天
赋予的就是天性，顺应这种天性就是道，根据道进
行修炼就是教。原来最熟悉的陌生人就是自己，多
年的“折腾”居然就是认识和寻找自己。恰如《周易·
小畜》所言：“复自道，何其咎？吉！”令我感慨的是，
我现在所做的事，竟是童年时就喜欢的。小学时，我
经常和几个同学畅谈历史故事，特别喜欢先秦历
史，但初中以后的近二十年里，除了将其当作考试
内容以外，就再也没有“重温”过。直到我的导师“命
题作文”“启真杯”又强烈刺激，才使我重新找回了
童年的兴趣。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得贴切：“最崇高的
精神力量，在今后的生活中对身心最有益的感
受，莫过于某种美好的回忆，尤其是童年时代从
故乡故居保留下来的回忆。”

现在，面对竺老校长的“寻路”之问，我已经
有了自己的答案———到浙大来，认识自己；毕业
以后，成为自己。也只有认识了自己，才能更好地

“登堂入室”，即马老先生说的“启尔求真”。
（作者系浙江大学博士生）

校园中，那一抹古风汉韵
姻本报记者 陈彬

镜头前，一位少年身着明代制式的妆花缠
枝莲白色麒麟曳撒，头戴翼善冠，手中张弓搭
箭，一脸严肃的瞄准远方。

这并不是哪一部古装电影的镜头，而是首
都经济贸易大学为学校的凤凰汉服社拍摄的宣
传视频中的一部分。那位张弓搭箭的“古装少
年”正是该校汉服社的社长、大二学生李正剑。

首都经贸大学凤凰汉服社成立于 2011 年，
初创时期只有两三个人。但短短几年间，这个不
大的社团就成为了一百六十余名社员的大家
庭。现在的汉服社已经闻名北京汉服圈，还被评
为了首经贸十佳社团。

这是一家怎样的汉服社呢？

年轻的社团

首经贸凤凰汉服社成立的时候，李正剑刚
刚进入高中的校门。在那里，他第一次接触到了
汉服。

“这其实是一个普遍现象。”如今的李正剑
除了担任凤凰汉服社的社长外，还担任着北京
市校园传统文化社团联盟的主席，所以对于
高校汉服社的历史，他比一般人要清楚很多。
采访中，他说：“汉服概念的提出大约是在本
世纪初，随着网络的慢慢发展，大概十年前，
一些网络贴吧里，很多人开始粘贴一些关于汉
服的介绍和图片，而当时最喜欢逛贴吧的就是
中学生了。”

“正是这批开始接触汉服的中学生，在上大
学后开办最早的高校汉服社团。”李正剑说，也
正因为这个原因，目前绝大多数的高校汉服社
都创立于 2007 至 2012 年之间。

从这个角度说，充满了古风古韵的汉服社，
其实只能算是高校林林总总的社团中年轻的

“小兄弟”。
然而，这个“小兄弟”的发展势头却很是

不错。目前仅北京就有超过 80 所高校及高中
汉服社。在这中间，首经贸汉服社算得上是比
较不错的。

“其实高校里的汉服社没有社会上那么多
的‘民族主义’的情绪，要更加纯粹一些。”李正
剑说，大学生加入汉服社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
是喜欢古风、喜欢汉服的端庄典雅。“我们只是
单纯的喜欢这些东西。”

首经贸的学生李冰雪就是这样初识汉服
社的。

“我加入汉服社的动机很单纯，就是觉得衣
服很漂亮，觉得传统的服饰应该多了解一些。加
入之后，随着了解的深入，我对这方面的兴趣也

在逐渐加深。”她说。
如果说李冰雪加入汉服社的原因算是比较

“正统”的话，那么同样是汉服社成员的李茉就
有些不同了：“我高中时候就很喜欢汉服，但苦
于没有社团。高考结束后的暑假里，我在新生聊
天群里认识了我们的李社长，我们聊得很投缘。
于是，他就带我来到了汉服社。”

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在这样一个年轻
的社团里，一群年轻的学子就这样汇集在了一
起，在古风汉韵中演绎着自己的精彩。

简单的社团

在汉服社，女生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
“汉服社是一个极其‘阴盛阳衰’的社团，男

生非常少。”作为为数不多的男生代表，李正剑
总结他眼中的汉服社女生的特点：“喜欢看武
侠，喜欢听古风歌，喜欢欣赏汉服的美。”然后他
又补充道：“只是简单的喜欢这些东西。”

“简单”是李正剑对自己的社团用得最多的

形容词。
“我们其实算是社团里面的一个‘异类’，既

不像某些学科类社团那样专业，也不像学生会
那样正规。”李正剑说，“说白了，我们就是一帮
对汉服感兴趣的人，大家志同道合，在一块做一
件自己喜欢的事情。”于是，他们平时最喜欢干
的一件事就是穿上各种漂亮的汉服，拍出自己
最漂亮的照片。

当然，简单的喜欢背后，其实是这群年轻大
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份简单的爱。

“我特别希望大家能够重视汉服。”采访中，
李茉讲了一番颇有些“使命感”的话：“日本有他
们引以为傲的和服，韩国也有自己的民族服装，
但我们却很少重视自己的民族服饰。其实我们
的汉服不但种类多样，而且在其中蕴涵了很深
的文化，我真的很希望能够复兴汉服。”

事实上，虽然是一个兴趣类社团，但除了
“自娱自乐”之外，汉服社也在有意或无意地承
担着普及传统的职能。比如，汉服社每年都会举
办传统文化晚会和讲座，向同学们介绍汉服的

历史发展、服饰文化，甚至还会教授一些古典舞
蹈。而且从今年开始，汉服社还将与学校的文化
与传播学院一起，承办每年一次的人文知识竞
赛。

“汉服其实是一个载体，它承载的是中华民
族的文化。”李正剑说。

友谊的社团

过了今年暑假，李正剑就要上大三了。他需
要考虑“接班人”的问题了。

“对于社长的任期，我们并没有很严格的规
定。如果能找到一个好的接班人，就可以退得早
一点，要不然还可以再干一段时间。”好在李正
剑已经有了不错的人选，他可以早点卸任了。

其实对于社长的职位，李正剑真的没太当
回事儿：“所谓的社长，就是我认你是我学长，同
时也喜欢这个社团。说白了，我看得起你叫你一
声社长，但没必要当真，否则就没意思了。”

因为有了这样的自我定位，还在李茉们大
一军训的时候，这位社长就跑前跑后地给新社
员们买熟食、巧克力，甚至连他们同宿舍的舍友
也不落下；新社员们还没有熟悉校园时，这位社
长又带着大家满校园地乱逛……

“很多大学社团都有那种上下级的感觉，很
多社团还有强制的任务，但我们没有。我们有空
一起玩，一起外出聚餐，没有条条框框束缚人，
相处比较自然。”谈到在汉服社的感觉，李茉这
样说。

正是在这样“没大没小”的相处中，汉服社
的社员之间产生了一份难得的友情。

“这么说吧，我们平时如果需要做一些暑期
实践或者找一些项目，都已经习惯从社团里寻
找同行的人。”李正剑说，因为大学里实行走班
制，班级的概念比中学要单薄很多，而汉服社，
让他们重新找到了中学时一个班的感觉。

如果真的将汉服社比作一个班的话，这个
班的“创始者”去年才刚刚毕业。在毕业前的聚
餐时，这位“老班长”说的一番话，直到今天都让
李正剑记忆犹新。

“大一刚进学校，学校里没有汉服社，当时
我最舍不得的是身上的这件汉服；大二时我们
创社了，当时我最舍不得的就是社团；现在我毕
业，我眼看着社团从最初创立时的 3 个人，发展
到现在 100 多人。此时我才真正发现，我最舍不
得的其实是社团中的你们。”

过不了多久，李正剑这位“现任班长”也将
卸任，或许到那时，对于前辈的这番话，他还会
有一番新的理解吧。

我在浙大找回了自己
■姚锦云

你
也
可
以
懂
航
天
！

■
本
报
通
讯
员
吕
雪

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有这
么一支由工科生组成的创意视频
团队，他们拿起画笔、做起剪辑、
自己配音，一部部高人气的航天
科普微视频应运而生，从 2013 年
底至今，他们利用课余时间共制
作视频 20 余条、点击量累计超过
200 万。

他们用简笔漫画的形式，诙
谐幽默的语言，简明轻快的基调
绘制出一系列宣传科普视频。在

《玉兔号日记》视频中，玉兔号是
一个脸颊绯红有点害羞的兔子，
月球是望远镜中凹凸不平的脸
蛋，各国是月亮热烈的追求者，而
中国在 50 年间也从“没断奶的小
孩”成为“茁壮”的大汉。用简笔画
勾勒故事梗概，搭配上超级玛丽
的背景音乐，在一分钟的时间内，
就带观众从人们仰望星空的年代
走到了中国航天的起步，又将玉
兔号 28 天的工作流程用“吃饭、
睡觉、打豆豆”诙谐地展示出来。

“你也可以懂航天！”创作团
队的队员这样说道。

视频的创作念头源于一次例会上的小插曲，
时值中国第一个实现月球软着陆的无人登月探
测器“嫦娥三号”升空，航天学院辅导员范伟与学
生骨干开会讨论组织专题活动事宜时，决定弄些
有趣的东西。“那我们就来做一件特别的事。”辅
导员范伟这样建议后，大家一拍即合。从开会讨
论到决定做视频，把创意转变成文稿只用了一晚
上时间。

卖萌的兔子，欢快的背景音乐，卡通的发射
器，浩瀚星辰的征程在一分钟团队里，成为有趣
的探索。

“我在做这个文稿的时候想的就是如何把航
天的知识更加接地气儿、更诙谐地写出来，让大
家了解到航天并不是那么遥远的东西。”负责文
案的常月航如是说，这也是整个视频想要向大家
传达的———你也可以懂航天。

虽然只是一分多钟的小短片，制作过程却充
满了挑战。参与整个创作的五名学生都是理工科
学生，平时学业并不轻松，同学们最晚的时候曾
经忙到凌晨两点。所有同学都是业余的，没有专
业的摄像设备，没有专门的剪辑软件，为了解决
用光问题，他们只好让两个同学一人拿一个台灯
在桌子两旁打光。“主演”曾效良在说起摄影画面
的衣料问题和因为不明边界而导致多次废稿时，
拿出了厚厚一沓绘画的原稿笑称“这一百多张画
几乎便是《一分钟航天》的全部家当了”。在后期
阶段，如何实现音画同问也让他们大伤脑筋。

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十五天过后，这个科
普小视频终于诞生了。

范伟表示：“同学们都是从零开始学习，环境
条件、技术支持也没有，就是靠着一种精神支持
在继续。因为大家的付出才有了这个视频，让我
想到也正是由于航天人的吃苦精神，才有中国航
天的发展腾飞。”

2016 年里约热内卢奥运
会开赛在即，各国运动员们都
在为取得奥运会入场券而激烈
角逐。日前，亚洲和大洋洲里约
奥运会拳击资格赛在河北省迁
安市结束。代表中国女子拳击
队出战 75 公斤级别的中国海
洋大学拳击队队员、海大运动
训练专业学生李倩作为唯一一
名来自综合性大学的学生队
员，勇夺女子 75 公斤级冠军，
获得进军里约热内卢奥运会的
门票，这也是中国海洋大学拳
击队队员连续两届打入奥运
会，创造了综合性大学学生连
续两届闯入奥运会女子拳击比
赛的历史。

在好消息传出不久，5 月
19 日，中国海洋大学三名学生
队员还将代表国家拳击队出
战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市
举行的世界女子拳击锦标赛。

春潮涌动花争艳

2008 年，邹市明为中国赢
得第一块奥运拳击金牌；2012
年，熊朝忠为中国拿到第一条
职业拳击金腰带。曾练过拳击
的习近平主席在 2014 年南京
青奥会前专程看望中国拳击
队时强调，“拳击是勇敢者的
项目，攻守要全面，速度、力
量、抗打击能力、反应、体能要
全面发展，要有过硬的心理素
质和意志品质。”

2008 年底，中国海洋大学
向国家体育总局拳击跆拳道运动管理中心申请
单独组队参加全国拳击锦标赛资格。经特批，中
国海洋大学成为了该中心“体教结合、竞技拳击
进综合大学”的第一块试验田。

建队之初，很多人都在怀疑中观望，一支综
合性大学的学生队伍在全国竞技高手林立的专
业队伍群体中怎么能够站得住脚？但是，中国海
洋大学教授、拳击队总教练于联志以他独到的
建队管理思路和模式，用在国际国内各大顶级
赛事取得的金银奖牌打消了所有人的怀疑。

从 2009 年开始，全国拳击锦标赛、精英赛、
冠军赛，全国运动会拳击赛，亚洲运动会拳击
赛，亚洲室内运动会拳击赛，亚洲杯女子拳击
赛、世界女子拳击锦标赛、世界拳击大赛等众多
国际国内拳击赛场的最高领奖台上，都展现过
中国海洋大学拳击健儿的飒爽英姿。

梅花香自苦寒来

中国海洋大学女子拳击队的队员多数是在
高三时从全国各地选拔而来，平均年龄在 20 岁
左右。她们要在黄金年龄内尽可能地取得好成
绩，就必须进行严苛的训练。

据于联志介绍，从 2008 年中国海洋大学女
子拳击队正式组队以来，拳击队员的一天一般
都是从早上 5 点半的晨跑开始，到傍晚 5 点半
的拉伸运动后结束。在这 12 小时的时间里，除
去三餐和午睡，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一次次的
对打、搏击中度过。训练期间，通讯工具要被没
收，队员极少有外出机会。枯燥的训练以及超负
荷的体能消耗，对于这些姑娘们来说，无疑是精
神与身体的双重考验。

艰苦的训练换来的是成功的喜悦。刚刚获
得 2016 年里约奥运会入场券的中国海洋大学
运动训练专业学生李倩对于目前所取得的优异
成绩也是深感不易，她告诉记者：“自己将一定
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认真备战，争取在里
约奥运会上取得优异的成绩，为国家和中国海
洋大学争光，弥补师姐董程在 2012 年伦敦奥运
会上留下的遗憾。”

体教结合育百花

除了支持与鼓励学生队员积极参加各类比
赛，中国海洋大学还将专业拳击人才培养与选修
拳击课结合起来，形成了良性循环的发展模式。

在这种体教结合的模式下，综合性大学浓
厚的学习氛围和文理科学生的交流给了拳击运
动员更广阔的知识面和视野，使拳击队员们在
面对挫折和困难时有了更多的思维模式，对提
高比赛成绩起到了很大的辅助作用。而选修拳
击课程的学生则有机会与以前只能在电视、网
络上看到的世界冠军、全国冠军零距离切磋交
流，现场接受专业级老师的教授指导，开发、培
养一技之长，这些都激发着他们学习拳击课的
热情。

自 1994 年首次开设以来，拳击课已经成为
一门深受学生们喜爱的传统特色课。中国海洋
大学实行有限条件的自主选课制度，有许多学生
从总共 100 分的权重分中拿出 60 多分投拳击
课，而仍有很多学生大学 4 年中都无法选中，便
只能采取蹭课的形式来完成学习拳击的心愿。

作为中国海洋大学拳击教育的倡议者和执
行者，总教练于联志教授踌躇满志：“拳击运动
员的运动生涯是短暂的，让所有的拳击运动员
都能成为有文化、有思想的竞技者，这更应是我
的责任和目标。我要把中国海洋大学的拳击做
成一种文化，让队员们和选修拳击课的学生们
通过拳击运动体悟出人生的哲理，让这项运动
使他们终身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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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本人易蓉蓉不慎将研究生毕业证遗失，毕
业学校为北京广播学院，专业名称为新闻学，
2001 年 9 月 1 日入学，2004 年 7 月 1 日毕业。
特此声明作废。

2016 年 5月 19日

社团天地

学子情怀

首先得承认自己“做不好什么”，才能明晰“我能做什么”。顺应这种天性就是道，根据道进行
修炼就是教。原来最熟悉的陌生人就是自己，多年的“折腾”居然就是认识和寻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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