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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资讯

当我还坐在五楼中间教室的六组四号，面
无表情，直视黑板。当新嫩的白杨树叶在窗外翻
飞，身边男生轻轻的叹息声落在鼓膜。空气里的
躁动与哀伤都早已发酵完毕，热气散尽———光
线突然错乱开———我慢慢与那个时空脱离开
来，身体变得无比轻、无比薄，就这样随着气流
而上，升腾至最高处……

现在我坐在这里，吞吐着陌生的空气，由肺部
滤出一些想念，一些残存的、故乡的气息———离开
那里将近四个月，并没有怎样迫切的想念，我只是
一直在试图将自己融入这个城市的呼吸。却突然
发现有些律动是永远也改变不了的。不管距离有
多远，总会牵扯出一些细密的藤蔓，紧紧地裹住心
脏最深处，让那里渗出一丝丝霜，让途经的血液通
通带上潮湿的味道———那也便是眷念的味道。
“落日解鞍芳草岸，花无人戴，酒无人劝，醉

也无人管。”大概是某个失意的文人，独自携酒

骑马来到河畔。无诗无画，无怒无嗔，只是保留
那份醉意，冷眼看斜阳，却又是相对的清醒。

这样的一个人，大概是想独品孤独吧，但其实
人最孤独的时候，往往不是因为独自一人，而是身
处在人潮中却找不到归属感的时候。那一刻身形
俱在，灵魂却虚无。自己才真正最接近自己。

孤独是我们自产自销的产品，无法传递给
第二者，永远也不能。

经过高考的洗礼，大家都各自奔天涯，相见
和相守成了奢侈，只能靠无线电波传递声音和
文字，可是那些讯息又怎么能够传递声音的温
度、文字的情绪，以及瞬间涌起的感觉呢？这时
候才觉得距离是深刻存在着的。空间上的遥远，
让思念都变成了标量，无处查收。

有时候想回到先秦时代。春耕秋收，采薇伐
木。养几只鸡，喂一只狗，入暮时携它入林摘桑
果，清风在耳，满目葳蕤，生活平静流淌。

那样多么好。可也只是在语句塌陷的瞬间
才能涌起这些念头，大部分时间，都是奔波于所
谓大学生活中，不明所以。

好像只是在光线变化的一瞬间，冬天便轰
然降临。空气变得格外干燥，天色也开始凝重，
毛孔开始收缩，皮肤也开始龟裂，心情也慢慢地
慢慢地重起来———冬天总是引起人莫名的阴
郁。原本季节是无知无觉的，人将心意放了进
去，便有了婉转的意味。

不知道我的冬天盛载了怎样的心意，也不
知道那些散落他方的花究竟还能不能再次开
放。萧索入冬，她们有没有足够的气力抵御风
寒？又或者，只是表面的坚强而已，其实内心中
早已坍塌一片，满目的断壁残垣？

我们何其幸福，还可以为彼此思索。我们又
何其不幸，所能做的只有思索。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学生）

学子情怀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姻杨婷

1980年前，日本高等教育公共
支出和高校在校人数稳步增长，之
后维持了近 20年的持平状态。直
到 2000年，日本高等教育公共支
出不再增长。尽管在不增长的趋势
下，政府给予国立大学的资金占高
等教育公共支出的主体地位（56%，
自 2008年起一直在下降），但却有
一个独特的现象———将公共资金
投入到私立大学。

日本宪法禁止公共资金应用到
自发性的教育机构，但是有 75%的学
生都在私立大学就读。而私立大学
办学应该视为公益服务。将公共资
金投入私立大学有违宪之嫌，但是
政府还是决定这样做。因为这样不
仅可以提高教育质量，还能在一定
程度上减少学生的家庭负担，同时
有益于支持私立大学的财政管理。

有趣的是，私立大学获得公共
资金后，并没有降低学费。公众抱
怨私立大学变得富有之后，并没有
把公共资金用到学生的身上。而私
立大学回应，这些公共资金是用来
提高高校的竞争力的。因此，在一
些人看来，政府给予私立大学公共
资金的初衷并没有实现。

高校公共资金从提供给机构转
变为提供给个人，也是日本高等教
育的一大改变。在这个过程中，政府
从最初提供给个人赠款，逐渐转变
为给项目提供赠款。

上世纪 80年代前，日本实行
低学费、低奖学金制度，之后效仿美国采取高学
费、高奖学金的做法。这一举措使得知名的研究
型大学的研究人员、学生更容易获得经费支持，
同时也使得其他大学陷入竞争怪圈———要获得
生源就无法提高学费，否则便容易走向失败。

过去，日本政府提供资金给高校，高校运用
资金开展科研、教学，但教授们总是抱怨检查评
估让他们感到乏累。经过改革，日本政府直接把
资金提供给个人之后，学生拥有了较高的奖学
金，可以充作学费交给高校；研究人员获得政府
拨款，同时必须向高校支付管理费。在新机制下，
基本性资助与竞争性资助的比例，后者占到了
30%。当中的胜利者和失败者也有了新变化。

记者手记

在记者的采访过程中，李夏夏的一位
亲属找到张蔚，请她写一份证明。通过这份
证明，这位亲属才能到专门的基金会领取
一定数额的治疗费用。这一细节足可以反
映此次募捐活动的程序严谨。

事实上，在筹款的这段时间里，张蔚经
常会听到身边人对整个过程细致、规范的
感叹。

对此她多少有些无奈：“一方面，这牵
扯到几十万元的巨款，我们不能不细致；另
外，一些人对于捐款本身的质疑与猜测，也
使我们不敢不细致。”

在这些质疑中，既有捐款是否能用到病
人身上的担心，也有怀疑张蔚等人借此“炒
作”自己的疑问。对此，张蔚的心态还是比较

平和：“这些质疑其实是一种引导，让不专业
的我们迅速反应出工作当中可能会面临和
出现的问题，迅速解决，我们感谢这些不同
的声音，他们让我们遇到了挑战，但是也帮
助我们规避了问题。”

尽管如此，我们也需要作一定的反思。
应该说，近些年在高校中，类似于李夏

夏的情况并非十分少见，相关的社会性捐
助也时常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当面对一
场对生命的拯救行动时，适当的质疑或许
有一定的必要性。但相对而言，更加重要的
则是一份包容与体贴，我们可以善意地提
醒，但切不可无端猜疑。毕竟保护一份爱
心，挽救一条生命，要比此时的“道德审判”
迫切得多，也珍贵得多。

冬天，用温暖支撑生命的希望
姻本报记者 陈彬

“我拿到这个教授聘书，就相当于拿到了
‘本科’的入学通知书，奋斗几年，争取达到硕士
水平！”莫言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聘任仪式上的
这番“表态”，再一次引发了全场的笑声。

1月 22日下午，在北师大图书馆三层报告厅，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著名作家莫言从校长
董奇手中接过了聘书，正式成为北师大教授。

1991年，莫言毕业于北师大鲁迅文学院创作
研究生班，并获得了文艺学硕士学位。因此，北师
大的学生亲切地称他为“莫言学长”。而时隔 22年
后，“莫言学长”重回母校并成为了“莫言教授”，让
同学们对莫言这个“新角色”更是充满了期待。

欢迎莫言学长回家

1月 22日下午，已经进入寒假阶段的北师
大校园却热闹非凡。“欢迎莫言学长回家”的条
幅早早挂在了学校图书馆的门口。而只有 280
个座位的图书馆三层报告厅，当天却涌进了 500
多名师生，把整个会场挤得满满当当，连走廊和
前面的地板都坐满了人。
由于寒假期间在校学生较少，所以对于此

次聘任仪式，学校并没有进行特别大规模的宣
传，只是请各个院系通知和组织未离校的师生
参加。但是当聘任仪式举行时，到会场的师生人
数远远超过了预期。
在聘任仪式上，董奇校长向莫言颁发了聘

书，并赠送了一份精心制作的礼物———莫言在
校时的档案和成绩单。拿到自己当年的成绩单，
莫言称“要拿回家自己看，因为里面一定是劣迹
斑斑”。此言一出，立刻触动了全场的“笑点”。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会学术部部
长、研二学生高旷作为学生代表，向莫言赠送了
学生自制的文化衫。回想起当时的情景，高旷依
然难以抑制心中的激动：“自从莫言学长获得诺
贝尔文学奖之后，我们就一直期盼他回到母校。
这次能够作为学生代表向莫言学长赠送礼物，
我真的太荣幸了！”

“一个接地气的作家”

“北师大聘我为教授，并让我看到了当年在
北师大研究生班读书的时候留下的一些档案。

我估计很多门课是勉强及格的。每次来北师大，
心里面感觉到很惭愧，也很后悔，后悔当年没有
认真地学习。”演讲一开始，莫言就以其一贯的
幽默和谦逊引发了在场师生的阵阵笑声。

谈及此次受聘北师大教授，莫言称要把这
个聘书当做一份“入学”通知书：“我这个教授起
码几年之内是不敢讲课的，我要跟学院的老师
认真学习。”他也希望借这个机会能够跟同学们
平等地交流，从同学们那里汲取灵感和学问，
“这个机会对我非常重要”。

回忆起当年在北师大学习的时光，莫言着
重提到了恩师童庆炳教授对他的支持与帮助，
并坦言那个时候“是童老师把我从即将离开学
校的道路上拽回来”。

而说起代表着世界文坛至高荣誉的诺贝尔
文学奖时，莫言却十分谦虚。他认为还有很多作
家有资格甚至比他更有资格拿诺奖，只不过还
没到时候。而他自己就是一个“带着很土很土泥
巴味的、会讲一点故事的农民作家”。

这场平均每三句话就让现场迸发出笑声和
掌声的即兴演讲，让同学们看到了一个真诚、朴
实、幽默而又机智的莫言。“这样的莫言仿佛不
是那个高高在上的诺奖获得者，而就像一个普
通学长一样跟我们在一起。莫言，就和他文学作
品的风格一样，是一个接地气的作家。”北师大
文学院大二学生黄静（化名）由衷地说。
而对于莫言在演讲中提到的文学创作理

念，高旷也表示自己深受启发：“莫言提到，他希
望自己的文学作品就像音乐一样，不是单一的，
而应该是有弹性的，有多样解读性的，是人们在
不同阶段读起来都能有不同感受的。这句话我
印象特别深刻。”

期待未来更多交流

对于莫言和北京师范大学的同学们来说，
这次教授聘任仪式仅仅是一个开始，而未来的
日子里，同学们期待能有更多的机会向莫言学

习，能与他进行更多、更近距离的沟通和交流。
“未来，还是很希望莫言能够给我们开课，

这样我们就能有更多的机会跟他接触和学习
了。如果短期内不能开课的话，也希望莫言能够
给我们多办几场讲座。”想到至少还有两年半的
时间能够聆听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教导，
黄静觉得自己很幸运。
作为北师大文学院的一名硕士研究生，高旷

阅读过很多莫言的文学作品，她认为莫言的文学
作品具有其独特的个人风格，而他对于文学创作
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追求。莫言成为北师大文
学院的教授，意味着自己和同学们能够有机会更
深刻地了解和体会莫言文学创作的经验和心得，
学习“如何讲故事，如何讲好故事”，这无疑将会增
强同学们对文学的感受力，提升文学创作能力。
另一方面，高旷也期望：“作为一名具有世

界影响力的作家，莫言的加入能够带动其他的
文学名家和学者来到我们北师大开办讲座和交
流活动，这样一定能进一步开阔我们的视野。”

学长莫言的新角色
姻本报实习生 张文静

2012年 12月 24日，平安夜。
对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2011级 3班班主任

张蔚和她的 60多名学生来说，这个平安夜过得并
不“平安”。没有了之前熟悉的温馨与浪漫，班里每
个人心头多了一份揪心和焦急，而这份感情都指向
一个人———与他们朝夕相处一年多的同学李夏夏。

此时，李夏夏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由于患上
了再生障碍性贫血，这个曾经活泼快乐的女孩第一
次感受到了死神的威胁。

“老师，我不想死……”

事情还要从 2012年 9月份说起，那时，李夏夏
经常出现牙龈出血的现象。起初大家都认为是上火
引起的，并没有在意。直到情况越来越严重，夏夏才
想到去医院看看。这一看，人们才发现“出大事了”。
再生障碍性贫血是一种骨髓造血功能衰竭症，

主要表现为骨髓造血功能低下、全血细胞减少和贫
血、出血、感染症候群。严重者可致命，而由于其难
以根治，该病曾一度被认为是绝症。
确诊当天，张蔚便赶到了医院。抱住老师，李夏

夏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老师，我不想死……”这句
话足以让所有人心碎。然而，这个对生命充满渴望
的女孩却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由于病情严
重，她必须接受骨髓移植，手术和配合治疗的费用
高达几十万元，这对于自幼丧父，家庭已负债累累
的李夏夏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
对此，李夏夏的老师和同学看在眼里，急在心

上。
事实上，就在李夏夏病情确诊的第一时间，

张蔚便组织同学开了一次班会。会上，这群家庭
普遍不富裕的免费师范生自发捐出了 8000 多
元。然而，随着李夏夏病情的不断恶化，这笔钱显
然有些“杯水车薪”了。此时，他们想到了向社会
求助。
“当时真的没想那么多，只知道我要救人。”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张蔚说出了很多同学的心声。于
是，就在那个平安夜，这个班的所有同学再次聚到
一起，确定了银行转账、现金以及支付宝三种捐款
方式后，同学们立即分工，开始了募捐。
平安夜里，所有人的心与一个人的“平安”紧紧

联系在了一起。

“我知道，1000后面 3个 0”

第一笔社会捐款出现的时间，比很多人预料的
要早一些。

晚上 7点 11分，一位热心人通过学生们公布
的银行账号，转过来 20元钱。这一平时很不起眼的
金额，却让学生们欣喜若狂。第一次的欣喜还未消
退，第二波惊喜又来了———学 15楼有一个宿舍集
体捐了 1200元。随后，负责捐款联系的同学的手机
便不断震动……
“相信这个平安夜大家会为自己的善意找到真

正的平和与安乐，更重要的是，夏夏平安的希望在
这里有了温暖的支撑。”那晚过后，一位学生在微博
里这样写道。

12月 25日，爱心的接力还在继续。
校园媒体的宣传渠道全部开放，北师大官方微

博连续发声，热情为捐赠呼吁。学生记者团、白鸽青
年志愿者协会、“农民之子”、校学生会、各院系学生
会以及其他社团都纷纷参与进来。北师大教育基金
会为夏夏募捐设立了“夏夏救助基金”专项账户，学
生资助管理中心更是第一时间启动了学生临时大
病紧急救助资金。

12月 26日，随着一股寒流的侵袭，北京的最
高温度降至零下 2度，西北风凛冽。在募捐台前，同
学们的脸冻得发紫了，手冻得麻木了。但他们仍旧
一遍又一遍大声喊着“奉献您的爱心，挽救夏夏生
命，感谢大家对夏夏同学的关心”，一次又一次向捐
款的人们 90度鞠躬，说着“谢谢”。
一位小朋友脱下手套，用笔慢慢地写下自己的

名字。母亲在一旁问道：“你知道 1000后面有几个
0吗？”“我知道，3个 0。”他骄傲地回答。
“我们想为你们进行一场义演，不过最近大家

都忙着考试，只能等周六了。”北师大吉他协会的成
员说。此前，他曾送来协会演出筹得的 1000元。
就在募捐同学冻得瑟瑟发抖的时候，一位女生

拎了几杯热奶茶过来，递给了他们。“这是楼管大妈
让我们带过来的。”

……
12月 26日，善款筹集金额为 209107.88元。

“我们需要将爱延续下去”

就在捐款结束后，张蔚给班上的同学布置了
一个“任务”，要他们对那些捐款人士作一个“采
访”。“其实就是想让学生们多和他们交谈，让这
些好人的‘正能量’感染学生。”张蔚说，这件事的
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挽救了李夏夏的生命，对于参
与整个活动的这些“90后”大学生来说，也是一个
很好的教育。“平时他们可能会因为看到一些不
良的现象，对社会产生一些误解，而这件事告诉
他们，我们身边充满着爱。而我们需要将这份爱
延续下去。”
说到爱的延续，有件事情让张蔚至今印象深

刻。在捐款过程中，北师大文学院 96级的师兄师姐
主动为自己的小师妹捐助了 4万余元。而事后张蔚
得知，在这笔钱背后还有这样一段故事：这批 96级
的学生在进入北师大学习期间，同样家庭贫困，而
当他们的一位同学身患重病后，也正是在院领导和
同学的呼吁下，社会力量的爱心救助让那位同学重
获新生。
“当你遇到困难时，别人在背后推你一把，而当

别人遇到困难时，你便有义务再去推别人一把。师
大人表达感情的方式很含蓄，但他们却用行动将这
一道理表现得淋漓尽致。”张蔚说。
如今，通过各方爱心的汇集，学生们募得的善

款已经超过了 80万。这笔钱已经可以支付李夏夏
所有的医疗费用。同时，相符的骨髓配型也已找到，
李夏夏终于可以安心准备手术了。相信在不远的将
来，这个爱唱爱跳的女孩就会重新回到同学身边。
相信在明年的平安夜，久违的气息将再次回到这个
友爱的集体中，温馨又浪漫……

寒假期间，将有近 300
位同济学子留守校园。记
者从同济大学助学服务中
心了解到，学校将以“暖暖
同济情·青春中国梦”为主
题，向留校学子赠送新春
礼包和“中国梦”主题文化
套餐，让他们度过一个温
馨、充实、有意义的新春佳
节。

赠新春礼包
传递浓浓关爱

一个价值 500 元的红
包、一张面值 50元的电话
卡、温馨年夜饭、大年初一
到初三的餐券、电影票、高
雅艺术欣赏门票……今年
每位留校的同济学子都将
会收到这样一份溢满温情
的新春礼包。
小年夜，留校学生将

团聚在四平路校区学苑饮
食广场餐厅，共同享用丰
盛、温馨的年夜饭。其间，
还将举行猜灯谜、对春联
等小游戏。每位同学还将
为远方的家人寄送明信
片，寄去对亲人的思念。
学校将在学生互动社

区“易班”上开设“2013年同济大学寒假留校学生
班级”，供留校学生进行网上交流。助学服务中心
还特意开通了 2013年春节留校学生飞信专号，寒
假期间如遇任何困难，学生都可以通过此号联系
到相关老师。
考虑到一些留校学生还须自主解决部分生

活费用，学校助学服务中心勤工助学办公室将
继续利用多方资源，为留校学生提供校内和校
外周边约 130个勤工助学岗位。
记者了解到，同济大学此前已为 498位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发放了共计 7.64万元的路费，
帮助同学们踏上返乡归途，回家过年。

备文化套餐，共享“中国梦”

此次，留校学子每人还将获赠一份特别礼
物———大型图书《复兴之路》上中下全三册。“希
望同学们通过阅读这套图书，聆听百年来国人
的梦想。”助学服务中心老师说。这也是同济为
留校学子备下的“中国梦”主题文化套餐之一。
“请问您有着什么样的中国梦？”留校的同济

学子将带着这一问题，走进基层社区、周边农村、
建设工地等，聆听基层劳动者、建设者对“我的中
国梦”的看法，采撷普通劳动者对生活的感悟和对
未来的憧憬。调研成果将在“易班”上进行分享。
大年初一至初三，留校学子将在同济大学

生活动中心收看纪录片《复兴之路》。寒假期间，
学校还将组织同学们参观国歌纪念馆、宋庆龄
故居以及创智天地等产业园区，让他们在新旧
变化中感悟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
此外，留校学子还将走进宝山区金色晚年

敬老院，陪老人联欢；为曲阳社区等周边社区困
难家庭的孩子提供义务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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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遇到
困难时，别人在
背后推你一把，
而当别人遇到
困难时，你便有
义务再去推别
人一把。师大人
表达感情的方
式很含蓄，但他
们却用行动将
这一道理表现
得淋漓尽致。

捐款现场。
北师大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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