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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子情怀
青春话题

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姻本报实习生 傅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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憨态可掬的小牛、青春洋溢
的大学生活、清新唯美的校园风
景、刺激紧张的比赛场景……当
这些元素交织在一起，会碰撞出
怎样的火花？

近日，中国高校首部校园
题材原创动漫电影《牛转乾坤》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西区多媒
体教室首映，引发同学们对高
校文化精神的热烈讨论。

校园里的“牛”文化

《牛转乾坤》是由中国科大
新闻中心组织创作的原创校园
动漫电影。影片以该校“蓝鹰”
机 器 人 团 队 18 次 获 得
RoboCup 机器人世界杯赛冠
亚军的辉煌战绩为背景而创
作，以“孺子牛”机器人足球队
愈挫愈奋，拼搏进取，最终取得

国际大赛冠军为主线，展现了科大人矢志不渝、
追求卓越的精神品格。首映当晚，在 50分钟的
播放时间里，现场观影的同学们仿佛经历了一
场清新的青春励志之旅。

值得注意的是，《牛转乾坤》的创作团队主
要由科大师生组成：导演洪孟良是中国科大人
文学院教师，编剧蔡立英在参加创作时，还是该
校科技政策与科技传播系的一名学生，影片主
题歌《破茧成蝶》也是该校学生的原创作品。动
漫制作则由科大校友陈拥权牵头的公司完成。
“《牛转乾坤》其实就是科大人在讲述自己

的故事，展示科大人的精气神。”据洪孟良介绍，
之所以定名为《牛转乾坤》，与科大校园里的孺
子牛雕像密切相关。孺子牛雕像是科大 78级学
生毕业之际捐款赠送给母校的礼物，已经积淀
成为科大的文化象征物之一。在科大，学业优秀
的学生被称为“小牛”，诞生“小牛”的学生宿舍
被称为“牛棚”，而该校学术水平高的教授被称

为“大牛”。
“‘牛’文化表征着科大人倔强、执着、勤奋、

昂扬的生命精神，选择《牛转乾坤》作为这部动漫
电影的片名，正是希望这部电影能深刻地阐释并
向社会传播中国科大独特的文化精神内涵。”洪
孟良说。
该校党委书记许武、校长侯建国还特别为影

片首映题词“任重道远，砥砺前行”、“勤力奋勉，
成就梦想”，表达了对中国科大孺子牛文化的深
刻理解，和对同学们的殷切希望与谆谆勉励。

接地气的文化传播

长期以来，高校文化传播中存在着形式单
一、渠道不畅等问题，品牌形象的立体化塑造格
局尚未形成，尤其是传统的以说教为主的单向传
播形式很难获得青少年群体的认同。
“随着传播环境和条件的革命性变化，特别是

网络和新媒体的快速发展，高校文化形象和品牌的
塑造与传播，已经越来越受到高度重视。”中国科大
新闻中心主任、《牛转乾坤》总策划蒋家平表示，在
这种背景下，大学在巩固与传统媒体的合作基础
上，完全可以围绕大学品牌的核心内涵，创作出更
加丰富多彩的、贴近年轻人的文化产品，并通过网
络和新媒体平台，进行立体化的塑造和传播。

作为国内高校在文化传播方面的一次积极
尝试，《牛转乾坤》的首映在科大学生中引起了强
烈反响，众多学生通过微博开展了热烈讨论：“支
持原创动漫电影，支持科大！感谢所有具有孺子
牛精神的科大人！”“支持《牛转乾坤》，科大精神
万岁！”……影片的成功首映激起了同学们对科
大精神高度的认同感，而首映当晚向学子们派送
的限量版“孺子牛”卡通胸徽纪念章也成为科大
校园的“新宠”。

出席首映式的共青团安徽省委副书记李国
阳则表示：“《牛转乾坤》是中国科大校园文化接
地气、有朝气的充分体现。”

据悉，高校新闻中心已与新浪微博达成共识，
新浪微博将在首映后对《牛转乾坤》进行网络推广。

在高校天文圈，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我们的
征途是星辰大海。”近年来，北京市高校的天文社
团活动没有局限在校内，他们自发建立了北京高
校天文社团联盟（以下简称“北天联”），平时通过
各种形式进行经验交流，遇到重大天象时组织联
合观测。这群追星星的孩子互相传递探索宇宙的
感动，分享建设社团的经验和教训。在他们头顶
上，是同一片璀璨壮丽的星空。

星空下的守望

暮色四合，倦鸟归巢。在京郊的某个农家院
里，北天联里各个学校的天文爱好者们正仰头望
天。
“这白蒙蒙的一条便是银河，旁边是织女星

和牛郎星……”大大的防潮垫上躺了十来个裹成
“粽子”的同学，其中的社团负责人打开绿色的激
光指星笔，为其余的同学讲解星座、神话传说和
基础天文学知识。夏虫侵扰时，花露水、风油精
“暗香”浮动；冬风呼啸时，睡袋、暖宝宝、热水壶
齐上阵。

社团骨干们架起或长或短、或胖或瘦的天文
望远镜，对准不同的观测目标，他们中有介绍星
云的，有介绍行星的，还有介绍望远镜本身的人。
天文摄影迷们则将三脚架一字排开，取了几幅地
景后，便静心开始准备长期作战：拍摄星轨。

北天联的大型联合观测是各个社团交流的
好时机。为社员们介绍天文知识的骨干们互相
补充，然后默默地将其他社团精彩的部分添进自
己日后所用的介绍框架里。摆弄各式天文望远
镜的骨干身边往往围了一群人，其中不少是其他
社团来取经的。在一边静静拍摄的“摄影党”们，
也不时搭个话：“你的 ISO（白平衡）取多少？”“这
构图怎么更有味道一点？”

这些天文爱好者们大多是“夜猫子”，为浩瀚
星空所感动，彻夜不眠直至迎来喷薄而出的红
日，才披着霞光心满意足地回去休息。

抵制伪科学讲座

高校天文社团日渐紧密的关系，在面临某些
突发情况面前，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2013年 3月，北京大学学生会承办了某著
名企业家的天体物理学讲座。北大青年天文爱
好者协会随即在未名 BBS 和人人网上发表声
明，称此次讲座内容为伪科学，抗议举办该活动。

经北大学生会和北大青年天文爱好者协会向学
者请教后，认为主讲人著作中所涉及的某些天文
物理学知识存在原理性错误，另有部分观点仍存
在可争议与质疑之处。而后此讲座停办。

借助人人网等社交媒体，北大青年天文爱好
者协会为天文学讲座科学性严格“守门”的经验
迅速在北京高校天文圈流传。

随后不久，该企业家又联系了北京师范大学
经管学院学生会。北师大天文学社发现后，援引
北大青年天文爱好者协会的声明发表了紧急声
明，并联系了校内多个部门，叫停了该讲座。

伪科学讲座事件的平息，得益于北天联及时
的信息互通。同时也在北天联内部引发了一波共
同抵抗伪科学的讨论，天文社团的负责人对于自
身的责任认识也更深入了。

社团“婚姻”

除了常见的举办联合活动以外，天文社团之
间交流的另一个重心是如何进行社团发展。

“天文是个很小众的爱好，有些学校的天文
社团实力比较弱，而北天联提供了一个互相学
习、互相帮助的交流平台。”北京石油化工学院机
械科协天文学社的赵天乐说。

而在高校天文社团里，有一个有趣的传统：
社团“配对”。

这项传统起源于南开大学天文协会在网上
向天津大学天文协会请求开通情侣空间。在北京
天文高校联盟里，北大和人大是第一对“情侣”。

北京大学青年天文爱好者协会的匡正表
示，北大和人大星月空天文社共同进行过野外
观测活动，而后社团骨干便带着玫瑰花去向人
大“求婚”。“‘婚后’的常规活动还是各自进行，
但像参观北京天文馆、野外观测等外出活动则
在一起举办。”

中国政法大学星道天文社和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北斗巡星会的“婚礼”则更为热闹。“婚礼”请
人大星月空天文社做媒，按照中国传统婚嫁仪式
“六礼”严格进行。

中国政法星道天文社的吴淑菲笑道：“我

们把中国法制史的课本带到北航谈细节的时
候，那群男生都吓呆了。但我们是要进行‘明媒
正娶’的，一步也疏忽不得。最后‘拜天地’的时
候两个社团分别安排了同学扮演‘新郎’、‘新
娘’，对着月亮一拜天地，对着苏格拉底的画像
二拜先哲，而后两个社团的同学共同进行‘夫
妻对拜’。”

社团“配对”的方式也使得文理科院校交流
变得更为紧密。吴淑菲表示，作为文科学校的天
文社团，“没人没钱没望远镜”的老大难问题尤其
突出，而“夫君社团”北航北斗巡星会在举办活动
时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吵架”研讨

“现在对章程第二条进行审议，有谁要提出
动议？”
“这一条没有意义，我们建议取消本条。”
“我们应该拿到纸质版文件，先讨论再进行

投票。总则中不需字斟句酌，但这一条必须保
留。”

……
如此针锋相对的热烈讨论，并不只有在英

美国家的议会上才会出现。而是去年举办的北
京高校天文社团联盟第七届研讨会上的真实情
景记录。

由于时间安排较短，各个社团之间的意见分
歧较大，去年研讨会上只讨论了章程中不到一半
的内容。
“之前北天联的作用似乎并不是发挥得很

好，因此想制订章程，以推动北天联的发展。”
国家天文台的刘博洋博士是北大青年天文爱
好者协会的前任副会长，他在去年的研讨会上
力排众议，采用罗伯特议事规则主持对章程的
讨论。

虽然面对重重阻力，对章程的讨论暂时搁
置，但组织化的萌芽正在悄然生长。刘博洋把这
看成“我的公民实践”。

赵天乐认为，天文社团只是爱好社团，北
天联并不需要这么浓重的“行政化色彩”。高博
则认为目前状态下讨论章程，时机尚未成熟。
但也有人撰文支持刘博洋的制度化改革。这些
声音在去年的研讨会上由于时间问题，并未得
到充分表达。

一年一度的研讨会即将召开，今年的讨论将
走向何方，值得关注。

什么样的人才能上哈佛
姻郭英剑

中国的大学是“考”上的，一次高考基本确
定终身。而美国大学特别是像哈佛这样的一流
高校，则不是依靠“考试”来决定的———绝对高
于中国高考对于考生的要求，因为学生要接受
的是全面的考查与检阅。

为此，我们不妨来看看哈佛对一个学生的
综合评价体系是怎样的。

一般来说，申请哈佛者 SAT要取得高分才
行———很多学生都是满分；中学阶段的 GPA要尽
可能地高———很多学生同样是满分 4.0；推荐信要
颇具分量———基本上都是有真凭实据的、实实在
在的溢美之词；课外活动多姿多彩———很多学生
不仅有各种课外活动，还有众多校外乃至国外的
精彩的学术活动或者独特的个人经历；出众的面
试结果———在由哈佛校友主导的面试中，应该有
绝对出色但又自然而然的表现；独特的个人陈
述———在彰显个性的同时，也要把学术潜质以及
优异于他人之处表现出来。

然而，所有这些加起来，还只能说是，一切才
刚刚开始。从最终录取结果看，所有哈佛的学生
都排在高中阶段整个毕业班（这里“班”的概念，相
当于中国的“年级”）的前 10%~15%的行列。

想一想就不难理解。2013年，申请哈佛的学
生人数创历史新高，达到 35023人，而录取率又创
历史新低，仅为 5.8%，即发放录取通知书仅为
2029份。我总说，申请哈佛未被录取者，未必不优
秀；但凡进入哈佛者，则绝无平庸之人。

那么，一个问题就摆在人们的面前。既然都
如此优秀，为什么有些人能够被录取，而大多数
同样优秀者却只能名落孙山呢？

其实，哈佛的招生规则、录取的程序等一直
是外界议论、争议乃至批评的焦点。当人们看到
有众多的官家子弟、富豪子女、文体才子进入哈
佛之后，难免会有疑虑———是否对穷人或者说
平民百姓的子女有不公平的一面呢？

如果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过去的哈佛
的确经历了一段从精英阶层到逐步平民化、从
对待特殊人群有特殊政策到更加公平竞争的漫
长的历史演变过程。

总体来看，哈佛的历史演变主要是从为贫
穷学生提供经济资助、追求学生族群的多样化
和多元化这两个方面出发，向更多才华出众的
平民子女敞开大门。

在哈佛最初建立的两百年中，学生群体很单
一，用今天的标准来看就是白人、新教徒和男性。

在那个时期，唯有富家子弟，才能上得起哈佛。
哈佛也是最早引入奖学金制度的美国高

校。大约从 1643 年，即哈佛刚刚开办 7 年不
久，就开创了资助贫穷学生支付学费的先河。
到 18 世纪，哈佛超过三分之一的学生都能获
得经济资助。到 20 世纪初，除了经济资助外，
哈佛还会为那些贫穷的学生提供过冬的衣服。
1934年，时任哈佛校长柯南特专门设立了一个
面向全国的奖学金项目，极大提高了无力支付
学费的优秀学子进入哈佛的人数比例。现如
今，哈佛是全美推行不考虑学生支付能力的录
取原则、对贫穷学生实施全额资助的六大院校
之一。

在这六大高校中（包括 MIT、普林斯顿、耶
鲁等），哈佛又是第一个把这样的双重原则用于
国际学生的院校。2007年，哈佛又推出重大措
施，对那些家庭年收入在 6万美元以下的哈佛
学生，不收取任何学费。在 2011年至 2012年度，
哈佛拿出了 1.66亿美元资助各类学生，大约覆
盖了 60%的本科生，而在这其中，超过 20%的学
生是无须向学校支付任何费用的。通常，美国的
各州立大学，即公立大学的学费都相对偏低，吸
引了不少家境困难的优秀学子。正因为哈佛不
断地完善其经济资助制度，使得哈佛在其招生
网站上宣称：“现在，对于美国 90%的家庭来说，
把孩子送到哈佛与把子女送入旗舰公立大学两
者的花销差不多，甚至更
少。”正因为这个前提，改变
哈佛学生族群就是水到渠成
的事情。

值得一提的是，在很长
一段时间内，哈佛既有自己
的入学考试，也有其特殊的
录取政策。所谓入学考试，
主要是一些传统的科目，包
括拉丁文和希腊文，而这些
语言学习只有在私立学校
才会讲授。换句话说，唯有
有钱人才可能学到这些知
识。同理，也只有他们，才能
在未来去参加哈佛的入学
考试。而更值得一提的是，
在 20 世纪初，尽管报考哈
佛的人们要通过一个简单
的考试，但哈佛依旧保留了

给予某些人“有条件入学”的权利。这也就是
说，即使一个人不能通过入学考试，哈佛还是
可以以其他理由给予其入学资格的。而到 1907
年，超过 55%的学生都因为沾了这样的附加条
件而获得了入学资格。

这样的情形在 1913年开始有了转变。由于
时任哈佛校长洛威尔提出的“新计划”是主要面
向公立学校学生，从而使得在“新计划”下招生
的人数，超过了旧计划下所招收的学生人数。

不能忘记的是，哈佛在招生方面的变化，也
得益于校外重要的社会运动的影响力。比如，
1968年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遇刺身亡，在不
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新任哈佛招生委员会主任
彼特森就宣布说，哈佛将会录取更多的黑人学
生。第二年，有 90位非裔美国人进入哈佛，这一
数字比前一年增长了 76%。而到了上世纪 70年
代，哈佛的学生中，不仅有非裔美国人，也开始
有了更多的土著美国人、亚裔美国人等。在今天
的哈佛校园中，你可以看到各色人等，这里有大
概超过 20种的不同的宗教信仰，学生来自的国
家超过 80个之多。

如果回到本文的主题来看———即什么样的
人才能上哈佛，我个人以为，那些既有全面的个
人素质发展，又有勇于追求知识、探索世界的激
情与勇气，且有异于他人的独特之处者，最容易
在众多优秀的学子中脱颖而出。

蝉深埋于地下十七年，
只为来年炎夏那清朗的啼鸣；
蚌忍受沙的长久磨砺只为孕
育出那颗小小的珠粒；朝圣者
虔诚跋涉、穿越山水，只为达
到心中的那一方圣地。漫漫时
光见证了每一段成功的故事，
助人们走得更远。

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
文学备忘录》中说到：“时间
流逝的目的只有一个—————
让感觉和思想稳定下来，成
熟起来，摆脱一切急躁或者
须臾的偶然变化。”初看这句
话，似乎阐述的重点在于解释时间的力量，
再品读一遍即可发现，真正的成熟或所谓
的目标达成都免不了时间的洗礼，在时间
老人的面前，一切仓促、匆忙、急于求成的
心态便即刻显现了它的苍白。

人生的道路上，重要的不是你的步伐
有多快，而是你走得有多远，实现了怎样的
梦想。揠苗助长的后果无人不知晓。著名记
者闾丘露薇在参加上海书展的签售活动
时，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孩喊着“闾丘阿
姨”向她扑来，之后又冲上讲台甜甜地恳求
她的签名，显得比其他排队等候者更突出，
工作人员说：“你怎么对每个嘉宾都说最喜
欢？”显然小女孩夸张的笑容和对每一位嘉
宾的美言都是为了更快速地拿到签名，但
是却让闾丘露薇产生反感，最终也没有将
签名送给小女孩。在她看来，既然有规则大
家就应该按照规则来做事，小女孩如果真
心喜欢嘉宾，就应该和其他读者一样排队，
而不是认为只要“脱颖而出”，让人印象深
刻，就可以不遵守规则。

道家创始人老子所推崇的无为而治、
顺其自然的心态是对于生活的一种独到的
诠释。总有一天，你会突然发现自己站在了
那个曾经一度向往或不曾期望过的高度，
俯瞰自己一步步走来的每一个脚印，欣喜
若狂。成功总是想给你一枚惊喜，在你最不
留意的那一瞬间。正如唐代著名的茶文化
家和鉴赏家陆羽，一生嗜茶，精于茶道，以
此来培养自己的雅致，最终成为“茶仙”。即
使是慢日子，久了也会有惊人的成绩，而加
快步伐一味地前进，没有打牢基础，没有走
稳每一步，人生的大厦迟早会坍塌。

老子的《道德经》有言：“民之从事，常
于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慎
终如始”即对待结尾和对待开始时一样，始
终谨慎从事，而不能只是出发时兴致勃勃，
在路途中一旦遭遇荆棘便将信念磨损，还
未到达彼岸就轻言放弃。在前进的道路上，
请不要着急，且行且歌，你会拥有一个美好
的未来。 （作者系东北林业大学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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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爱好者们大多是“夜猫子”，为浩瀚星空所感动，彻夜不眠直至迎来喷薄而出的红日，才披着霞
光心满意足地回去休息。当高校的天文爱好者相逢时，产生了许多有趣的故事：抵制伪科学讲座、搞社团
联姻，就连商定章程也带着些许“吵架”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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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园内一景 郭英剑摄

《牛转乾坤》动漫电影中的一幕

哈佛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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