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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游学

小时候，总站在自己的角
度去看待别人，而且喜欢理直
气壮地认为，对方要按照我想
的做才好，要是遇到对方不理
解，心里就想，“他（她）为什么
要这么做？为什么不这么做
呢？”甚至有时偏执到不允许存
在不同的想法。

这样的想法在我和父母
相处的过程中经常出现，但家
人总是顺着我：饭桌上总是我
爱吃的菜；一家人看电视，播的
也是我喜欢的节目。记得小学
时，有一次，店里爸爸忙得不可
开交，但妈妈却出门去了。我在
心里责备妈妈：“明知道店里
忙，还不早点把事解决赶回来，
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这么
想着，妈妈回来了，我竟然冲着
妈妈发火，依稀记得当时说话
难听，完全不顾及妈妈的感受
和原因。

父母和身边的人对我一
直很包容，他们的包容却让我
觉得自己正确，对待不同的想
法我都理直气壮地指出，而且
一定得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

直到高三那年，一个人来
到杭州学美术，开始和身边那些没有义务照顾
你感受的人交流时，我才发现自己在指出问题
时处处碰壁———他们根本不理会你的立场，我
的观点变得那么无所谓、渺小。

碰壁之后，那个曾经的“非常自我的世界”
开始剥裂。对于我这“心胸狭隘”的人来说，从
“自我的世界”剥裂出去的过程有些迷茫，迷茫
过后爱钻牛角尖的性格又让我感到纠结，但我
始终没有反省过自己。就这样生活了大半年，
结束学习后从杭州回到父母身边，有一次，又
遇到我看不惯的事情，但正在脱口而出的前一
秒钟，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如果我要是他，我
会怎么做呢？会不会和他一样？”就是这样一个
想法，使得我豁然开朗，脑袋里竟有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就像阴霾里射入第一缕阳光一样，
我突然地就理解了对方为什么会这么做。而
且，站在对方的立场上看我，那些所谓的理直
气壮是多么的可笑和幼稚！

当我明白到这一点时，行为也随之转变，
在下决定之前先考虑清楚对方的立场和感受，
寻找一个对大家都好的解决方式，并且学会承
担起自己的义务和责任。父母夸我长大了，只
有我知道听到这句话时是多么的惭愧。

有一次爬深山老林，当耗尽体力站在山顶
时，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天地的美在于它容纳
万物在自己的身上成长，在于它有海纳百川的
气度与辽阔。只有万物都展现自己时，才是世
间的常态，而我只是这万物中小小的一个，我
的想法并不代表全世界，正是有他人迥异的想
法，才构成这个多彩的世界。

（作者系景德镇陶瓷学院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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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自由大学：校训在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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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玲：以大爱“清尘”
姻本报记者 韩琨

“理想的状态是每个人把参与公益变成一种生活习惯。”这是周玲的构想，而她
自己，则一直都会是“公益的参与者和推动者”。

说起“尘肺病”，这个词很多人都觉得陌生。
对于 2009 年之前的周玲来说，她也不知道有这
样一种病的存在。那时候她刚开始攻读博士学
位，而今天，她还在跟导师商量毕业论文，而论
文内容就与关注尘肺病人密切相关。

周玲，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
院 2009级博士生，参与发起和管理着国内首个救
助尘肺病农民工的基金会———“大爱清尘”。

缘起

2009年 7月，河南新密市人张海超被多家
医院诊断出患有“尘肺”。但由于原单位拒开证
明，他无法拿到法定诊断机构的诊断结果，最终
只能以“开胸验肺”的方式为自己证明。尘肺病
也由此走入大众视线。

同年 12月，深圳的一个夜晚，在北京大学深
圳研究生院，周玲及北大学生与几位尘肺病农民
工聊了很久。农民工来自湖南张家界，长期在深圳
打工。他们想知道自己多年从事风钻工，是否患上
了与上一批耒阳市尘肺病农民工一样的病。

在车站与这几位农民工作别时，看着他们
渐渐离去的背影，周玲下定决心要帮助这一群
体。从此，她开始更为主动地去他们的临时住所
乃至老家进行实地走访，并与媒体、学者、公益
组织积极接触，探讨启动救助项目的可能性。

直至 2011年 3月，一位在媒体的朋友告诉
周玲，知名记者王克勤的团队也在为尘肺病农
民工这一群体而奔走呼告。于是，周玲第一时间
与王克勤见面，并最终促成了她所在的中华社
会救助基金会与王克勤团队的合作。

2011年 6月 15日，由周玲所工作的中华社
会救助基金会与王克勤团队联合发起的“大爱
清尘———寻找救助中国尘肺病农民兄弟大行
动”正式启动。周玲代表基金会加入了“大爱清
尘”基金管理委员会，任副主任。

由于尘肺病涉及农民工维权、揭开企业用
工“伤疤”等问题，“大爱清尘”起步时并没有得
到多少支持。后来，“大 V”姚晨等人的微博转
发，才使得更多人开始关注尘肺病农民工。

深析

尘肺病是一种肺部纤维化疾病。患者由于
长期处于充满粉尘的场所，导致肺泡病变，肺硬
化、衰竭而无法呼吸，最终痛苦死亡。一旦罹患，
便不可治愈，只能通过洗肺手术延长生命。
“长期在粉尘环境中工作，如采矿、爆破工

程等活动的农民工患上尘肺病的几率很高，据
预估，目前我国已确诊的尘肺病人不低于 600

万。而农民工的体检率很低，潜在的患病人数可
能更多。”周玲说。

在诸多关于尘肺病的描述中，有一点最为
精准，这是一种“没有医疗终结的致残性职业
病”。在这种致病环境下长期作业的人群缺乏对
自身健康的敏锐关注，很难在早期发现和确诊。

据周玲介绍，国家将尘肺病认定为职业病，
理应从社会保险或者务工企业处获得赔偿，但现
实情况是农民工用工流动性大、与企业的劳动关
系通常缺乏有效证明、社会保险缴纳比例不高，
因此，农民工在发现可能患病时取得专业尘肺病
鉴定并要求赔偿时困难重重。同时，这一病症不
可治愈，把病人的家庭都拖入了“无底洞”。

在一次次的走访中，亲眼看到这一人群的
日常情境，周玲真正地被震撼和触动了。

周玲走访过近百个尘肺病农民工家庭，在
湖南耒阳，她问尘肺病农民工徐作斌：“现在每
天你都想些什么？”“等死。”徐作斌的回答让周
玲停滞了几秒，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徐作斌去世
时刚刚年过 40岁，就在周玲探访过后的那个春

节后不久，他的哥哥也死在了母亲的怀中。
每一个尘肺病人的家庭每日都浸泡在深切

的无奈和绝望中。在周玲看来，目前许多尘肺病
农民工面临巨大的“生存困境化”，表现为鉴定
困境、获赔困境、治疗困境与生计困境。“仅仅依
靠尘肺病农民工自身难以摆脱这种困境化的生
存状况，社会力量的介入十分重要，我们希望可
以与政府以及各类组织一起，探索尘肺病农民
工的综合救助模式。”

道远

“我们要帮助他们，不仅仅停留在职业病鉴
定、向企业索赔的层面，更要考虑他们的生计。”
周玲说。
“能救一个是一个，能帮一点是一点”的愿

景并不意味着“大爱清尘”只致力于个体帮扶救
助。“大爱清尘”也在努力推进现行职业病相关
法规完善，杜绝频发尘肺病的制度性漏洞。
“新农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农民看病

给予报销，但问题在于许多人负担不起看病的
初始资金，更不用提享受报销待遇了。因此，“大
爱清尘”探索在定点医院为项目区尘肺病农民
工设立专项账户，按照救治标准提供资金专门
用于资助这些尘肺病人先去看病，待治疗结束
由项目区相关政府部门将结算报销后的部分资
金返还到医院专项账户，用于当地下一批尘肺
病农民工的治疗，以实现治疗资金的循环使用。

目前，“大爱清尘”和四川、云南等多地政府
的合作取得了显著效果。2013年年底，“大爱清
尘”筹款已经近 1200万元，救助了上千个尘肺
病农民工及其家庭，但是相比起众多的尘肺病
农民工，“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的目标
是，有一天，尘肺病可以在中国的土地上消失”。

呼吁

周玲在“大爱清尘”的工作并不是全职，从
身份归属上来说，她是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的
工作人员。而成为公益行业的一分子，这念头始
于在北师大教育学院读研时的一堂课。在那堂
课上，周玲看到了一张照片：一群农村孩子背着
书包上学，每个人都露出天真无邪的笑容，但照
片下方是一行刺眼的标题———未来的农民工。

虽然那张照片现在已经找不到了，但那一
刻它给周玲带来的触动却一直都在：为什么农
村的孩子未来只能成为农民工？

周玲去东莞探访过许多工厂，流水线上有
许多十分年轻的面孔，每天就是坐着给数千只
玩具鸭子绘眼睛、上颜色……他们的未来在哪
里？周玲相信每个孩子生来都是一样的聪明，只
要拥有足够的机会，每个孩子都可以创造自己
精彩的人生。

正是这些思考使得周玲关注起弱势群体，
开始投身到公益事业之中。从 2006年进入公益
行业至今，她对公益开始形成自己的一番思考。
在她看来，当前中国的公益行业还有很大的进
步空间，非常需要具备各方面知识的优秀人才。
“公益并不仅仅等同于慈善，不是一时一地

的感性行为，它需要更具理性和规范的运作，因
为公益的使命在于积极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
需要利用创新的办法，有效整合社会资源，最终
指向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周玲说。

周玲希望，大学生们可以更广泛地通过参
与公益项目去接触与了解我国社会，逐步形成
自己的社会使命感，步入社会后就可以为社会
作出更大贡献。
“理想的状态是每个人把参与公益变成一

种生活习惯。”这是周玲的构想，而她自己，则一
直都会是“公益的参与者和推动者”。

冷战期间，位于菩提树下大街的原柏林大学划
归东柏林，受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管治。为
了追求学术自由，原柏林大学的部分教授学生出
走，在美英等西方阵营的支持下在西柏林成立了柏
林自由大学，成为西德学术重镇。“真实，公平，自
由”是 1948年柏林自由大学建校时的校训。我个人
觉得这三点对于大学非常重要，因此就校训的这三
点作为观察的角度，简单谈谈。

真实

2011年 2月，政坛备受关注且被寄予厚望的
政治家、时任国防部长古滕贝格因论文抄袭被拜罗
伊特大学取消博士学位。古滕贝格随后宣布辞职，
从此淡出政坛。今年 2月，经匿名网友揭露，就连教
育部长沙范也被杜塞尔多夫大学取消博士学位，4
天后，她宣布辞去教育部长职位。

可想而知，在德国的大学，抄袭是一件多么严
重的事情，在德国抄袭被揭发的结果就是学位被取
消。在我上过的每一门课程里，都有对作业格式的
要求，清楚列明作业注释的格式，以及抄袭的后果。

硕士学生毕业论文的撰写，由第一和第二审查
人先进行有评点的一审，再由第一和第二审查人与
另外三位教授（至少一位非本校教授）进行答辩环
节的提问。当然，电子反抄袭审查是少不了的。提交
的论文终生都不能够更改，永远存档于大学图书
馆，如果有抄袭现象马上不及格。

公平

哈佛大学公开课讲“公正”课程的迈克尔·桑德
尔来我校进行讲座和新书签售。在此期间，让我印
象非常深刻的是，桑德尔问大家，如果某富豪给柏
林自由大学捐赠 1000万欧元，希望大学录取其低
于分数线的儿子，而这笔钱将能够资助很多上不起
学的穷学生，假设学生们是校董能否同意。

99%的德国学生都不同意，在陈述理由的时
候，一位男生说，这样违反公平原则的事情很难被
容忍。德国的大学是国家机构，应该对每一个人公
平，机构设置上也是服务于此目的。因此，没有任何

理由因为对穷学生的赞助，而违反公平的原则。
德国的学费非常低，每学期就几百欧元的学杂

费，课程基本上都是任选，不似美国名校一样按学
分收学费。而且有一个选项“延迟入学”，有一些学
生会延迟一两个学期入学，以赚取足够生活费，好
全脱产攻读前几个学期。家庭收入中下的学生可以
申请贷款，也有不少的基金会给予学生小额的奖学
金。针对学生的交通、宿舍和饭堂，价格都很低；基
本上所有的门票，学生都有大幅度减免。

自由

柏林自由大学，顾名思义，就是学术自由的大
学，我在这里深切地感受到自由对于师生是多么美
好的事情。

首先，我不仅可以在本校，而且可以在柏林另
外两所大学上课，学分互认。例如，我在柏林工业大
学上了能源经济及建模编程、环境数据统计等课
程；作为柏林自由大学政治科学的学生，我还在物
理系选了“可再生能源物理”、哲学系选了“批判社
会理论”、法律系选了“德国能源法”。

其次，学术资源较丰富，设备较先进。柏林自由
大学使用名为“黑板”的一个系统管理教学资料，登
陆以后，所有选过的课程都在
上面，每一科目的日期或者新
资料都有消息提醒，课程资料
可以随时下载，可以给老师和
同学发邮件，有讨论版面直接
与学校邮箱相连。

再次，学生在柏林 3所大
学的大部分图书馆都可以无限
量借书。起始借期是一个月，如
果无人预约可以在网上续借长
达 6个月。当然，如果忘记还
书，罚款高达每周就要两欧。

值得一提的是，柏林作为
当年冷战的意识形态之争的前
线，柏林自由大学里没有学生
会，只有学生政党和学生议会。
值得注意的是共产主义和社会

主义的学生政党，经常在图书馆前搞展览，最近的
展览是抗议学院管理政治的，大致内容为“不公平
的趋势：国际关系科如何在政治与社会科学院逐步
霸占多数领导层位置”。

最后，我最喜欢的是学校的语言中心，只要你
愿意学，语言课程都是免费的，而且课程质量很高。
在这里的四个学期，我一直不间断学习德语，还开
始了日语和俄语的学习。

在德国的首都，我经常作为学生、作为市民，参
与联邦政府、各智库、各大使馆、柏林市政府举办的
能源政策研讨会，这些场合里我提问过不少高层人
物，甚至还进行了面对面交流，例如德国环境部长
阿尔特迈尔和德国总理默克尔，我见过好几次，他
们跟观众分享了很多能源政策相关的知识和对中
国的看法。并非作为芸芸学生的渺小一员，莫道欢
迎国家领导，而是能够共处一室讨论问题，这使我
充分感受到德国对学生的尊重。

在柏林自由大学学习期间，柏林自由大学的确
不负其“真实，公平，自由”的校训。我感受到了小学
作文中写的“遨游在学习的海洋里”的美妙感觉，也
感受到了大学如何保持其独立性，又能保持与社会
变化的脉搏息息相关。

（作者系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学生）

此间少年

2011年，周玲在四川探访，这位可爱小女孩的爸爸因为尘肺病去世，妈妈带着她，依靠小裁缝铺为生。

用物理公式解读理性爱国，用自创漫画
诠释责任，带领飞行学院学生现场宣誓……
近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举行了第二届辅
导员职业能力大赛决赛。12 位辅导员以舞
台做讲台，从时政热点、创新意识、校园生
活、专业学习、综合素质五个主题为现场师
生做公开“月讲评”。
“辅导员的工作范围不再局限于‘两极’

学生，而是扩大到了全体同学，让更多的学
生受益。”南航学生处副处长陈修文说。

“范范而谈”爱国向心力公式

不久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
神社。部分大学生对此感到无比激愤，已经
抵制购买日货，甚至可能有更加激烈的行
为发生；也有人对此漠不关心，认为此事与

自己无关。在比赛中，南航航天学院 2012
级、2013级辅导员范伟面对这个主题，从物
理公式到哲学思考，从普通学生到航天英
雄，从群情激奋到理性爱国，以独特的物理
视角，给大家带来了一场生动的爱国教育
课程。

范伟把自己的演讲做成了一期脱口秀
节目，节目名称更以自己名字命名为“范范
而谈”。为了让学生将航天意识延伸至爱国
领域，范伟亮出了他自创的爱国向心力公
式：理性爱国 =个体能力。事实上，范伟在
大学学的是法学，但通过在航天学院工作
的两年时间，培养了用工科思维指导工作
的方法。

通过范伟的讲解和比喻，物理知识也
上升成了哲学道理。“只有爱国热情而缺少
爱国行动，那么理性爱国成为空谈；但若是
爱国行动缺少正确情感，理性爱国也不可
能真正实现。”

范伟告诉大家，万事万物皆有连通性，
绕地卫星尚有第一宇宙速度约束，中国人
的爱国行动也应有适度的区间。此外，个人

能力更是不可或缺，他通过介绍“神十”的三
位航天员，点出了个人能力修炼的重要性。
“只有拥有正确的爱国情感、适度的爱国行
动和高水平的个人能力才能真正做到理性
爱国。”

范伟的爱国向心力公式得到了在场学
生的认可。“我们是工科学生，这样的方式将
普通的物理知识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更容
易理解、印象更深刻。”南航航天学院研究生
姬聪云说。

辅导员自创漫画谈责任

南航近期准备给学生宿舍安装空调，绝
大多数学生十分欢迎，但在具体安装推进过
程中，学生也有很多问题和质疑。面对由装
空调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南航艺术学院辅

导员陈慧云设计了一堂月讲评，用亲手绘创
的一系列校园漫画诠释了责任的内涵。

陈慧云的月讲评用了三个方言版吐槽
开场，道出了学生心中普遍存在的疑虑。

据陈慧云介绍，这三个吐槽是目前网络
上传播最为广泛的，但其科学性、准确性有
待考证。“之所以把这三个吐槽点列出来，就
是为了能够在一个公开的场合消除学生的
疑惑，让大家客观公正地看待此事，对自己
的言行负责，不要以讹传讹。”
陈慧云用她自创的“学生守则”漫画谈

大学生的责任意识。漫画中除了大字打出幽
默的标语，还用小号字详细写出具体的规则
细节，这样同学们在嬉笑中欣赏漫画的同
时，也记住了学生手册的具体规则。
“我本身是学美术专业的，加上辅导员

的一项工作就是对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
育。”陈慧云如是说，“和工作相结合，漫画
可以起到寓教于乐的效果。”带着“知心大
姐”和参赛选手的双重身份进行月讲评，
陈慧云在学生面前展现了与平时不同的
一面。

辅导员“练兵”创意多
姻本报通讯员 戴家宁 周咏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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