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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青年奥林匹克
运动会开幕式已不足 100
天，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
律系大三学生高芳开也
在为青奥做着自己的准
备。他以三年的时间，专
门为南京景点创作了 85
首诗或顺口溜，创作了
30 篇寻城记，查阅了上
亿字数网络资料，并通读
了一百多家南京旅游景
点官网资料。他的脚步遍
布金陵，写下十余万字的

《青奥游》献礼青奥会。

青年视角
诠释“我”的南京

夫子秦淮，莫愁玄
武……这些风光名胜是
由 2012 年南京市委宣传
部等部门携手 800 万南
京市民共同选出的新金
陵四十八景。这些景点
也都齐刷刷地出现在高
芳开的《青奥游》中。按
照他的话说，就是“以我
的视角，诠释人文之都、
绿色之都和博爱之都的
南京”。

每一个景点前，高芳
开都自己创作了一首诗，
每首诗都是以金陵四十

八景中的景点名称命名的。诗的内容有
对景色的赞美，有对古今的思考，还有对
现代化发展的南京的期待。“每个景点我
都有自己的感受。”高芳开说，“南京是个
具有人文精神的城市，我希望整体地表
现她。”

在高芳开的书中，每一个篇章都分成
了“简介”“旅行景点·个人推荐”“寻城记”

“温馨提醒”和“参考资料”五个部分，以一

个青年学生的视角对金陵四十八景进行
了全面的介绍。值得一提的是，他注意到
参加青奥会的都是 14 至 18 岁的青少年，
届时还将会有大量游客来到南京，所以还
特意标注了每个景点附近的特色小吃与
交通线路，让所有人都能无障碍出游。

带着“家乡梦”书写南京

2011 年，高芳开从海南老家来南京上
学，一下就被南京的风景名胜所吸引。那时
起，他就制订了一个徒步走南京并且用图
文记录下来的计划。“那时的生活简直太充
实了，每天起床，只要没有课就会去走，然
后回来写，一直写到熄灯。”小高说。

在这三年旅行南京的过程中，高芳
开总共花费 5000 多元，实地考察了 51
个地铁站，登上了 13 多座山峰，走过 40
座桥，徒步南京 350 多个地方，拍摄了总
容量约 41.65G 的 1.2 万多张照片，亲手
制作 400 张电子地图，为南京 350 个地
方撰写青年旅游介绍词，提供 1000 多条
交通路，品尝推荐了上百种小吃。

而且，他采取了一种非常独特又绿
色环保的方式：徒步。去逛景点的时候，
只要能走路，他就不坐车。高芳开视徐霞
客为自己的榜样，他在书中写道：“我必
将站在徐霞客的肩膀上笃志前行———自
20 岁起旅行中国，花费一辈子的光阴，做
一名为公民服务的中国行知客。”

现在的高芳开已经成为同学眼中的
“南京通”了，同学们想去什么地方玩，就
会去问他。他曾经带领着 50 名外地同学
游南京，介绍风景。

这三年的探访与游历让他萌生了从
事旅游业的想法。他说：“我是带着‘家乡
梦’来的。我的家乡海南本身就是旅游
岛，我希望在南京游历与写作的经验可
以让我毕业后更好地建设海南。”眼下，
高芳开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在青奥会前
得到社会爱心人士的资助，成功出版《青
奥游》。

最后的母校礼物
姻本报记者 韩琨

青春话题
随着毕业生提交毕业论文、答辩、毕业旅行等一系列活动的展开，一

年一度的毕业季已经缓缓拉开帷幕。在这场最后的纪念中，毕业生们领到
的不仅仅是毕业证和学位证，还有母校为她的孩子们准备的最后礼物。

4 月的一个晚上，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弘毅堂内
座无虚席，一部名为《大地之光》的话剧正在上演。

话剧共分为三幕，第一幕：通过“雅坤质疑李四光
的第四纪冰川学说”凸显李四光的博大宽容；第二幕：
通过“野外科考，寻找铀矿”表现地质工作者的艰苦生
活；第三幕：通过“李四光准备赴邢台考察地震”表明
科技工作者不计名利、不计得失的担当精神。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看完演
出后表示：“该剧不仅成功演绎了李四光这样的科学
大师，更把他的学生对大师精神的继承和发扬表现得
淋漓尽致。”

《大地之光》到底是怎样的一部话剧？又是如何创
作的？

“魔鬼训练”源自精益求精

“以前，著名作家徐迟有一部报告文学作品叫
《地质之光》，就是写李四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金
振民一席话，诞生了这部话剧的名字《大地之光》。

李四光是享誉中外的著名地质学家。他在担任
地质部部长期间，筹建了北京地质学院（现为中国地
质大学），由此与中国地质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2012 年年初，中国科协为了宣传科学大师们追求
真理的崇高精神，推出“共和国的脊梁———科学大师名
校宣传工程”。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积极响应，准备创作
一部反映李四光精神的话剧《大地之光》。

本着打造精品剧目的愿景，该校组建了以湖北
省著名导演、武汉市人民艺术剧院李铁和湖北省艺
术研究所杨玥为编剧的创编团队。

导演李铁最初接到创作任务时，甚感棘手。因为
此前的舞台剧编导生涯中，他从未接触过地质。从当
年的 3 月份开始，创作团队远赴北京拜访了李四光
外孙女邹宗萍，辗转于华中师范大学“李四光研究
会”、李四光的故乡湖北省团风县回龙山镇、黄冈市
李四光纪念馆等地，收集整理了上千张的文字、影像
资料；依托该校“子非鱼”话剧社，在大学生中选拔演
员，最终确定了主演 6 人、普通演员 30 人。

2012 年暑期，学校唯一的演出场所弘毅堂进行

维修改造。创作团队想出了一个办法：在舞蹈练功房，
用黑色的垃圾塑料袋搭建起了一个简易的舞台。就在
这个被称为“黑匣子”的舞台上，演员们最终完成话剧
的分排、联排和合成。接下来，40 多位师生一起摸爬
滚打 60 多天，包括发声、普通话、台词、形体、表演等
课程的专项训练，从坐排、分排、联排到后期合成，经
历了 900 个小时的“魔鬼训练”。

学生演员当中，一个名叫马骉的北京男孩，有几
天在排练中精神恍惚。校团委朱老师细问之后才得
知：他父亲患突发性脑溢血，卧病在床。但是为了排
练，马骉选择了留下。朱老师拨通了马骉父亲的电话。
电话那边陷入了短时间的沉默，不料随后那边却说：

“朱老师，孩子就交给你了！”当场排练的师生，无不感
动得落泪。

2012 年 8 月 28 日，话剧《大地之光》的雏形基本
形成，并进行了第一阶段的汇报演出。

大地之光为中国梦引航

2012 年 11 月 27 日是《大地之光》面向师生进行
公演的最后日期。

李铁见到舞台上安静极了。他轻轻地
推开化妆间大门，这时他的鼻子一酸：有
的学生在化妆台前作习题，钢笔在纸上传
出沙沙的声音。有的学生坐在台阶上津津
有味地阅读。还有的学生干脆站立着，嘴
里默念英语单词。当时他在门口感叹：“这
究竟是怎样的一群孩子啊！”

话剧《大地之光》如期公演，1500 余名
师生观看了演出。剧中李四光的扮演者赵
新雅说：“我一直被李四光精神感动着，我
为自己能扮演这个角色感到光荣。”该校
校长王焰新在观看完演出后，无比感慨地
说道：“《大地之光》不仅是大学生专业教
育、思想政治教育的活教材，还是弘扬地
质精神、科学精神的鲜活范本。”

《大地之光》在校内成功公演的消息
不胫而走。一个网名为“李蕾嫣”的观众在

微博里写道：“你看真理的火花燃遍山野，残缺的矿石
祭奠生死，高昂的歌声述说理想，破音的喇叭沉淀岁
月，《大地之光》让我的灵魂得到一次洗礼。”

2013 年 4 月底，按照中国科协的统一部署，话剧
《大地之光》赴北京进行三场公开演出。地矿、教育、科技
界的老领导、老专家以及广大大中学生分别观看了演
出。每次演出结束，观众们都报以热烈的掌声。4 月 29
日，第三场演出时，校友、北京市市长王安顺和教育部党
组副书记、副部长杜玉波等领导专门观看演出。

在随后举办的湖北省首届“文华科技杯”大学生
话剧艺术节中，《大地之光》获得话剧一等奖、特别导
演奖、特别编剧奖、最佳表演奖以及两项优秀个人表
演奖和优秀组织奖等 7 项大奖，是本届话剧艺术节获
奖最多的作品。

“希望《大地之光》持续演出的过程，成为师生在
新时代重温李四光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社会进步、
人民幸福做出巨大贡献的光辉经历的过程；成为师生
凝心聚力、崇尚学术、追求卓越，促进学校建设成为地
球科学领域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成为在学校持续开
展‘中国梦·我的梦’的主题教育过程！”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党委书记郝翔如是说。

认识一座城市，也许很多人都
会从它知名度最高的那些景点开
始，走马观花地拍照，或者听一听导
游的解说，参照网上各种版本的旅
游攻略，以为这样已经足以知晓一
座城市的灵魂。可是，如此看似周全
的方案，真的就是了解一座城市的

“万能公式”吗？
前不久，一个偶然的机会，跟着

朋友去上海，她忙工作，我闲逛。大
上海，绿柳纤纤，竟也显得有些娴
静、悠然了。大自然这般的美意，我
一定是不能辜负的。而浦东那些耀
眼的光鲜大厦，以及穿梭于其中行
色匆匆的人们，让我焦虑和惶恐。

相比较而言，我更愿登上运动
鞋，背起双肩包，随心所欲地游走在
某些不知名的巷子里。我坐地铁来
到了七宝古街。刚刚走进飘着古典
气息的弄堂，直觉就告诉我：这里一
定有令我着迷的地方。尝尝特色美
食，选一件适合自己的旗袍，挑几个
新潮而又不贵的小饰品……在错落
的弄堂里，可以舒舒服服地享受一
个人的旅行。

就在一条美食街的一隅，我无
意中看到了几处“衣衫褴褛”的房
子。心中难免生疑：为什么会有这样
一个看上去与大上海“不和谐”的角
落存在呢？走过去，黑瓦、木质的门
窗、简陋的墙壁、逼仄的楼道……在
不远处摩登大厦的光影中“相形见
绌”。而仔细打量这些房子，从它们
真实的质地中，能够触摸到上海某
种文化的根。在它的一砖一瓦中，或
许都有着说不尽的故事；在色彩斑
驳的历史光影中，何人来过，何人离
去，谁和谁在这残垣中约定了倾城
之恋……我不愿用“底层”一词来界
定文化和与其相关的元素，况且生
活在这些房子里的人们，是那么从
容、笃定。

就在我拿起相机的时候，一位
打扮精致的老人打开木门。之所以
说精致，是因为她的衣着显然不是
华丽的名牌服饰，但却干净、整洁，
就连脖子上丝巾的系法都一丝不
苟。当然，不是这里所有的人都有一
样的生活习惯，但至少他们是安然
的、自信的。

这让我想到了青岛的中山路，
在繁华中山路的边缘，也有着一群
备受冷落的建筑———里院。那里是
青岛在城市发展初期外来人口的聚
居地，有的人短暂居住后离开，有的
人扎下根来，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
里院的建筑有“大杂居”的特点，比
较典型的院子是这样的：一个大门
进去后，三面环绕的都是一个挨着
一个的房间，每个房间单独成户，面
积很小，而厨房和卫生间则是整个

院子共用。为了节
约空间，里院有二
层的，也有三四层
高的，密密实实地
流落在黄岛路、德
县路、云南路等地。
在 2007 年，它们中
的一部分已经被彻
底地拆除，剩下的
几处院落也在杂乱
而喧闹的贸市中黯
然失色。

我印象最深的
是黄岛路。生活在
这条路上的住户，
大部分都有临街的
店面，他们的生活
节奏取决于那个杂
乱的农贸市场。春
去秋来，起早贪黑，
有的人忙碌得顾不
上感叹生活不易，
有的人也只能乐知
天命。在对居住于
其中的人们的采访
和口述中，我感觉
到，若非为生计所
迫，没有一个外来
的人愿意在那里安家，那里仍然只
是外地来青人们的暂时安身之所。
对于拆除那些看起来奄奄一息的里
院，他们的愿望似乎是迫切的，因为
它们的功能仅仅限于遮风挡雨，再
无其他。在了解到这样的想法后，心
里有说不出的难过。

如果，一座城市一味地喜新厌
旧，狂飙突进地追逐所谓时尚，而彻
底丢弃了历史留存的记忆，那将是
多么可怕啊！若失去了历史文化的
根基，毫无疑问，整个城市的步伐就
会变得轻飘飘的，它没有足够的后
劲和动力，那怎能走得远呢？

在城市寸土寸金的当下，在住
房亦成为民生无法回避的难题的
当下，对物质文明建设的考量似乎
高于一切。然而，若是能在这一路
向前狂奔的高速路上减速慢行，为
一座城市的文化传承和建设留有
空间，冷静地思考它的未来，需要
勇气和智慧，也需要长远的独到目
光。

看着眼前城市中的历史文物开
始变得稀有甚至陌生，不能不让我
们感到担忧，因为它们所传承的正
是一座城市的灵魂，是能够让城市
成为永在的根脉。如果我们能够给
这些历史文化的产物留有一定空
间，我想，它们所能回馈的，将会远
远超过这些空间本身的价值，甚至
是如今的人们永远都意想不到的礼
物。 （作者系中国海洋大学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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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子情怀

穿在身上的毕业衫

与中小学不同，大学往往没有统一的校服，只有各
式各样带有学校标志性图案的文化衫。毕业季里，每个
毕业生都会得到一件经过特别设计的文化衫，它的名字
叫做“毕业衫”。

虽然只是一件普通的 T 恤，但每年的毕业衫都是经
过特别设计的，有的高校还会专门为毕业衫征集设计图
案。毕业衫的图案往往包含校名、校徽、校训等常规选
项，不少高校还会针对本届毕业生的特殊经历做些“订
制”设计。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例，2011 届本科生的毕业
衫上就印上了“奥运志愿者”“新新图”等属于这一届学
生特殊记忆的字眼。

今年毕业的中国人民大学本科生于歌虽然还不知
道自己的毕业衫会是什么样子，但已经开始期待了。“去
年的毕业衫好丑，花花绿绿的，男生、女生又都一样，好
像幼儿园园服，希望今年能够潮一点儿！”在她看来，往
年毕业衫的设计都四平八稳，“很平淡，让人记不住”。

同样即将毕业的赵敏来自清华大学，这是她第二
次从清华毕业。尽管相比本科时，“研究生毕业没有什
么气氛”，但她告诉记者，她还是在“Hello THU”预订
了一件今年的毕业衫。

今年毕业衫的广告语让赵敏印象深刻———“学生
节后的大礼堂、刚入学时合影的二校门、载着她（他）
的自行车、跑过 3000 米的西操、威严的工字厅走廊，哪
个会成为你一辈子的记忆？”大礼堂、二校门、自行车、
操场、工字厅正是印在毕业衫上的图案，是设计者从
清华园的一草一木中精选出来的校园记忆。

谈到许多高校的毕业衫都是学校免费发放，赵敏有
点儿意外。她说，在她的印象中，清华的毕业衫都是学生
自费买的。“不过也不贵，才 30 元，重要的是这份纪念。”
赵敏笑道。

别出心裁的小玩意儿

除了穿在身上一眼可见的纪念，母校的毕业礼物还
有不起眼的各种小玩意儿。这些东西小归小，但设计者
却是考虑到了学生的各种日常需求，可谓别出心裁。

日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为 2014 届毕业生打造了
5980 枚毕业戒指作为礼物。虽然看起来平淡无奇，但这
些毕业戒指可是“限量版”，每一枚都有专属编号。据介
绍，戒指采用钛钢合金材质，每枚造价约为几十元。

中国科大校方有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中国科大此举是借鉴了美国西点军校的做法，西点军校
自 1835 年起就有给毕业生做毕业戒指的传统。中国科
大为毕业生定制毕业戒指的消息传出后，不仅众多在校
学子叫好，就连许多毕业多年的中国科大校友也在各种
社交平台上分享消息，表示“羡慕嫉妒恨”，有人甚至笑
着调侃要回母校补领一枚。

“我们学校送的是一双筷子。我真的会用它吃饭
的。”天津大学今年的硕士毕业生梦楠笑道。她告诉记
者，给学生送一双筷子是天大的传统。每根筷子上都写
着“天津大学”四个字。在材质方面，本科生和研究生略
有不同，梦楠本科生时领到的筷子是金属材质，而研究
生毕业领到的筷子是白色的，“有点像象牙的光泽”。除
此之外，装筷子的礼盒十分精美，盒子上还有一些毕业
寄语，非常方便收藏。

那么，给毕业生送筷子有什么含义吗？听到这个问
题，梦楠笑了：“我觉得是因为筷子比较便宜吧。不过我
有的同学认为，这是学校希望我们走出校门都自食其力
的意思。”

每年，和学士袍一道发到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生手中
的还有一根绶带。与租赁的学士袍不同，这根绶带是学
校送给大家的礼物，无需归还。绶带的颜色与学士袍的
颜色一致，本科生红色，硕士生蓝色，博士生金色。男生
们倒还好，小小的一根绶带在女生手中可翻出了花样。
即使没穿学士袍，只要有这根绶带在身上，也一看就知
道是毕业生了。

在这个校园里已经见证了三次毕业季，于歌每次看到
毕业生拍照时，都会注意到女生发间或手腕上的绶带。“师
姐们有的直接拿绶带当皮筋，绑一个蝴蝶结在头上，有的
系在手腕上。好几个人统一打扮，又整齐又好看。”

毕业季的特别福利

于歌告诉记者，今年中国人民大学有一项面向毕业
生的特别活动，叫做“毕业银行”。在这个“银行”体系里，

毕业生可以参与各种活动，赚取所谓的“iRUC 纪念
币”。按照活动细则，这些纪念币由“中国人民大学毕业
银行”独家发行，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伪造。纪念币面额
从 1000 元到 50000 元不等，为纸质流通版。

“学校推出这个活动是为了鼓励我们参加毕业活
动，每个项目的具体分值都不一样。”于歌介绍道：“每名
毕业生的基础资金是 10000 元毕业纪念币。担任毕业季
志愿者、在毕业银行工作或者组织、策划活动的学生，都
可以根据工作时长和贡献大小赚取纪念币。”

除此之外，毕业生还可以向学校捐赠一定的物品，
如知名教师、领导签名的书籍或文化用品，具有收藏价
值的纪念品，普通书籍等。这些物品价值和意义不同，相
应地，可赚取的纪念币金额也不同。

最后，这些“iRUC 纪念币”可以被大家用来参与
“毕业银行”的毕业拍卖活动，获得毕业季“最有价值的
礼物”。于歌告诉记者，这些“最有价值的礼物”的受众面
颇广，可谓“总有一款适合你”，既有与校领导亲密接触
的机会，也有毕业典礼的 VIP 观礼券，还包括限量版的
毕业纪念品。

“毕业最后一个月免网费，也算是学校给我们的毕
业礼物吧。”说到给毕业生的特别礼物，梦楠想到的是费
用减免这项福利。

梦楠告诉记者，天津大学的网费是按月计算的，每
人每月的网费大概 15 元。校方每年会给毕业生免去毕
业当月的网费，“我本科毕业时还没有 15 元的套餐，当
时免了 20 元的网费”。不过，鉴于大家平日里总是抱怨
学校的网费贵，梦楠笑道：“最后一个月的减免，也算是
学校良心发现了吧，哈哈！”

绘图：小蚂蚁

大学校园里走出的“李四光”
———话剧《大地之光》诞生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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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大地之光》演出场景

我必将站在徐霞客的肩膀上笃志前行———自
20 岁起旅行中国，花费一辈子的光阴，做一名为
公民服务的中国行知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