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视角 7主编：计红梅 编辑：温才妃 校对：王心怡 E-mail押daxue＠stimes.cn 2015年 4月 16日 星期四 Tel：（010）62580616

哈佛教授的忧虑

4 月 10 日，《纽约时报》刊登了哈佛大学经
济学教授穆来纳森的文章 《当学生选择了金融
行业的工作，为什么哈佛教授的心情五味杂
陈》，这位哈佛教授何以口出此言呢？

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数据。在哈佛毕业生
的选择中，连续三年排在第一位的是进研究生
院攻读博士或者硕士学位的人，这一比例 2012
年为 17%，2013 年和 2014 年均为 16%。连续三
年位居第二位的是金融行业，2012 年为 11%，与
咨询行业并列第二；2013 年为 12%；2014 年为
13%，与传媒等行业并列第二。我们可以看出，
这一选择的行业处于稳步增长的态势。

就 2014 年而言，并列第二位的是传媒、体
育、营销、零售业与艺术等，占毕业生人数的
13%。其余职业所占比例如下：技术或工程为
9%，咨询领域为 8%，政府、军事及 NGO 等为
8%，教育为 7%，医学与公共卫生为 7%，无明确
职业规划者占 6%，科学或者环境领域占 5%，志
愿者或者旅游业为 3%，法律行业为 2%，企业、
专栏作家或者自主创业为 2%。

在上述数据中，实际上是五分之一的毕业
生选择了进入金融行业。为此，穆来纳森不无感
慨地指出，我们的优秀学子都不选择进入研究
所、教学单位和去影响下一代人，也不去谋求在
公众服务领域中供职，相反，很多人愿意成为商
人、经纪人与银行家。于是，他提出了自己的疑
问：这是否是我们优秀人才的最好出路？

个人回报与社会回报

当然，对于毕业生来说，选择什么样的工作
是个人自由，都是为了去实现个人的梦想，每位
教师自然也会向学生表示衷心的祝贺。但在祝
贺之余，穆来纳森不禁问道：这样一个决定，对
一个社会来说，是否有益呢？

为此，这位经济学教授从经济学原理上作出
了独特的解读。穆来纳森说，每项职业都分个人
回报与社会回报两种。前者指的是个人享受的劳
动成果，而后者则指的是社会享受的劳动成果。
他举例说，如果在网上开办了一家主营照片的网
店，那么，个人回报就是所得到的收益，而社会回
报就是顾客购买到照片后的那份喜悦。

但是，有些职业的从业者能够提供更多的
社会回报。发明家就是最佳的案例。比如现代半
导体就引领了无数的发明———今天我们所有与
计算有关的产品都与它有关。

然而，不能不说的是，1956 年诺贝尔物理奖
得主巴尔迪恩、布拉泰恩与肖克利这三位半导
体发明者，尽管他们的发明催生了那么多的发
明创造，却没有从自己的发明中获益。因为专利
很少涵盖发明中所借鉴的其他知识，而且知识
是公益且自成体系的。正如半导体催生了其他
发明，巴尔迪恩等人也是依赖于众多前人的洞
察力与发明创造，才发明了半导体。需要强调的
是，不仅是发明家，教师与非营利工人也同样提
供了比个人价值更多的社会价值。

穆来纳森说，自己这样的经济学观点其实
是来自亚当·斯密。由于劳动分工的不同，在一
个运行良好的市场中，我们既可以做自己的事
情，同时也能够为大多数的人作份贡献。就此而
言，发明家作出了更大的贡献，而我们大多数的
人也同样可以去体现我们的价值。换句话说，只

要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会对社会有益。

人们该怎样选择美好的生活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以上述方式来作出自
己的贡献。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教授、经济学
家墨菲与维诗尼，以及哈佛大学教授石雷佛都
认为，当一个国家的人才都变成了我们经济学
家所称的“寻租者”时，这个国家将会遭受苦难。
所谓“寻租者”，他们不是创造财富，而仅只是从
别人那里将财富转移到自己的口袋里。

一般来说，人们从工作岗位的名称上是很
难确定哪些人是寻租者的。比如，同为律师，有
人通过帮助他人起草简明扼要的合同，推动了
贸易前进的车轮，从而获得财富；而有些辩护律
师则利用不完善的法律制度，通过追逐无聊琐
碎的诉讼案而榨取佣金。但在穆来纳森看来，这
种寻租的行为遍布于金融的各行业。比如，银行
业会通过收取一些隐秘的费用赚钱，而非通过
增加真实的价值而赢利。

穆来纳森指出，金融行业不应该这样做。他
以著名的电影《生活多美好》为例。电影向我们
展示了两类银行家，一位是只追逐私利的波特
先生，另一位则是帮助社区工人购买房屋的白
雷。在最开始，白雷还在犹豫要不要从事银行
业，他的父亲劝他说到：“我们可以由此做一些
重要的事情，满足一些基本的需求。人们无疑需
要拥有自己的房屋，而我们可以帮他们去实现
这个目标。”在这里，白雷的父亲实际上是意识
到了，金融业有能力为多数人谋福利。

在穆来纳森看来，金融行业在解决社会问
题方面完全可以有所作为。很多社会问题都与
金融行业息息相关，从高校学费的飞速上涨，到
失业率不断加大，莫不如是。而且，他还认为，金
融业不用搞创新，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已经做出
了表率，比如贷款给穷人或者帮助个体创业。在
美国，没有理由做不到。

一言以蔽之，穆来纳森是在告诫大学生应
该意识到，他们有能力、有潜力去做好事，而不
仅仅是去赚钱。

不忘创造社会价值

穆来纳森是一位经济学家，而由经济学家
来提醒大学生不能只顾赚钱，还应为社会多作
贡献，这对青年学子和所有教育工作者来说，都
有醍醐灌顶的作用。当然，这样的一种教育理
念，在美国高等教育中并非个案。

我们都知道，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沃顿商学
院既是全美最古老的商学院，也是全世界最出
色的商学院之一。该校的本科专业一直稳居《美
国新闻与世界周刊》的排名之首，MBA 从 2000
年到 2009 年在《金融周刊》上连续 10 年位居第
一，2011 年也位居榜首。

2013 年 8 月我重回宾大访问时，在沃顿商
学院新大楼一层大厅中看到了两幅标语，令我
印象极为深刻。两个大幅标语左边是：商业的实
力在于知识，右边写着：让我们在世界上创造经
济与社会价值吧。

这话在告诉我们，大学生无论在未来选择什
么样的职业，都不应该只顾埋头赚钱，哪怕你是为
了实现个人价值、为自己创造财富，也不能忘记为
社会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努力创造一些社会价
值。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

最近一周，不管郑州大学新
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南振中本人
愿不愿意，他在媒体中又“火”了
一把。

这件事起因很简单：今年元
旦后，南振中向全院学生发起与
读书有关的调查。在调查中，不
少学生表达了自己的困惑。而针
对这些困惑，南振中利用寒假时
间给学生写了 74 封回信。这件
事本周被媒体报道了出来，并得
到了公众的一致称赞。

必须承认，南院长的所作
所为让人心暖，公众的称赞也
发自内心。但在我们竖起大拇
指的同时，是否内心里也会泛
起一丝疑惑———这件 事真 的
很“不寻常”吗？

古语云：师者，传道授业解
惑也。当一名老师发现自己的学
生产生困惑时，无论这份困惑是
关于什么的，都有义务给予解
答。从这个角度上说，南振中的
所作所为，只不过是在履行自
己作为一名师者的义务，而至
于那 74 封信，也只不过是他
履行自己义务的方式而已。这
样看来，南院长的行为其实并
不值得大书特书。

然而现实却是，人们还是被
南振中的行为感动了。这份感动
背后，究竟折射出什么呢？

如果稍加回忆，就在一年多以前，还曾经发
生过一次类似的事件———中国农业大学校长信
箱对学生来信的“卖萌”回复曾一夜间走红网
络，赢得“点赞”无数。这件事与南振中的回信有
着本质的相同点，那就是高校的行政领导层
主动放下姿态，与学生进行平等、无间隔的
交流。然而，正如前文所言，在以学生为主体
的高校，这样的行为本身并无任何值得夸耀之
处，它本应就是高校管理层与学生之间的正常
状态。只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正常状态变得并不

“正常”了。
“卖萌”回复的一夜走红，反衬的是高校领

导在学生管理中普遍缺乏与学生沟通的状态；
南振中的 74 封回信，反映出了众多“领导”疏于
对学生日常学习、生活的指导与关心。而这样的

“异态”在高校中大量存在，以至于人们已经慢
慢习惯了。于是，当有人回归到“常态”时，人们
反而不习惯了，反而关注了，反而“感动”了。

在此，笔者对南院长的行为并没有丝毫的
异见。相反，在一片“异态”中，南院长那一封封
或长或短的回信反而让人感到温暖。只是，如果
有一天，当我们周围的温度都在上升，当南院长
那饱含深情的回信在一片温暖中不再显得那样
突出，我们的高校是不是会让人更加留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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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视野

大学毕业生该向何处去
姻郭英剑

“母亲也可以搞研究”
一位生完孩子回到研究所继续工作的新西

兰女博士有一些困扰。在她生产后回到英语系
时，许多人都建议她要好好弥补自己休假落下
的一切，而她不久后将从事博士后研究。以下是
她关于这一问题的自述。

我不是唯一经历这样的消极情绪的母亲。
回来后，我参与了一系列为具有父母身份的研
究生权益而呼吁的游说活动。我发现，这种对自
己学术生涯的担心也出现在其他院系的母亲们
身上。在一些案例中，母亲们获得的负面评论和
感受会使得她们寻找新导师，在某个案例中，这
种转变的代价甚至是研究重点的完全转变。

2013 年出版的一本书《母亲在学术界》进
一步记录了在美国大学里，母亲身份的工作
者重回职场时所受到的评价。这些评论以及
它们背后的基本假设，不仅对个人研究产生
了影响，同时还质疑了身为母亲的学者，怀疑
她们是否有能力从事严肃研究。与此同时，这
些议论还破坏了初为父母的学者回归学术工
作的决心和干劲。

在产假期间，我是一个不专心的博士生。回
到研究所后，我重新树立了决心，我不仅要完成
之前开始的工作，更要重拾对研究和写作的热
情。事实上，我的决心比以往更加坚定。把幼小

的女儿放在托儿所后，我树立了一个新目
标———根除我的任何拖延倾向。但是，不久后我
就发现，导师并没有看到我的决心和学术热情。

相比从前作为一个单身无子女的研究生
时，我现在的时间管理和生产力都有所提高。导
师在为我的博士后申请所写的推荐信中，提到
了我有一个孩子———这关系到我的工作质量；
在解释这一点前，他提到对我的研究“有点担
心”，不过最后，他终于放心，我没有因为生产忽
略我的研究。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玛丽·安·梅森
发现，如果女人成为母亲，她申请成为一名助理
教授是不太可能成功的。她写道：“如果女研究
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员在当学生或者研究人员时
生孩子，她们离开学术界的几率是新爸爸们或
者无小孩女性的两倍。”为什么？美国《高等教育
纪事报》的一篇文章中引用了梅森的研究，男人
们被视为“理想的工作者”，他们能够把所有的
时间、精力都用于研究。

这种说法对于研究生和博士后来说受害
最深，因为我们已经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中
工作了。我们担心找不到更多的资金，担心无
法发表新文章，担心下一个工作岗位究竟在
哪里。此外，我们还要设法努力让一个小家庭

维持稳定。所有这一切，都已经不利于做学术
的父母了———我们绝对不需要任何额外的压
力和审查。

然而，对于那些象牙塔顶端的女教授来说，
严格审查依然存在。有孩子的女教授被称为女
超人，许多评论都纳闷或者惊叹她们是如何“做
到”或“拥有一切”的。她们在母亲与学术生涯二
者之间做到平衡，对这件事表示惊讶本身就在
表明，这两者通常被视作“不可相容”。

能够在固定时间（如上课）之外灵活安排工
作时间，是母亲们寻求平衡照顾孩子与学术生
涯的有利条件。我能在下午和孩子相处，是因为
我在晚上和周末的时间加倍工作。更重要的是，
在学术上取得突破进展的时候往往是我不积极
工作的时候。比如帮助我的女儿做拼图时，或者
把石头扔进湖中的时候，许多问题反复在我的
脑海里盘旋，当我再次坐下来书写时，反而更有
工作效率。

大学与其研究身为母亲的女性的工作能
力，不如换一种思维，即认识到多样和灵活的工
作模式可以产生伟大的研究。大学需要开始重
视作为学术生产者的母亲，重视她们的工作成
果，必须包容和接受我们的双重角色———母亲
和研究人员。 （本报记者韩琨编译）

域外传真记者快评

为什么是足球？为什么是校园足球？
国务院日前出台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

体方案》，把长期饱受诟病的中国足球作为体育
改革的突破口，又把校园足球作为中国足球改
革的重要环节。显然，这一方案赋予了校园足球
更丰富的历史使命，也给正陷入困境的校园体
育注入了新的内涵和活力。

为什么选择校园足球？动商，这个与智商、
情商一并阐释健全人格的新理念，或许能从另
一个角度诠释校园足球的历史必然。

什么是动商？为什么提出动商理念？动商，是
一个人的运动商数，它的提出与国人对体育的偏
见不无关系。在许多国人心目中，体育就是竞技体
育，就是金牌。竞技体育本来是精英体育，金牌本
应是荣耀。然而，建国以来，我国竞技体育脱离正
轨的教育体系，运动员只注重训练而忽视文化教
育。运动员除了掌握某项运动技能外，几乎一无所
长，一旦退役则无法适应社会工作和生活。

其实，竞技体育只是体育最小的一个范畴，
体育更广泛的外延是校园体育、社会体育，也就
是全民健身。动商，就是要把体育本来就包含的
校园体育、社会体育与竞技有机融合在内，改变

人们对体育片面的认识和偏见。
校园足球与体育有着类似的经历。校园足

球，本应是学生学习生活的一部分。然而，在很
多校长、老师、家长的眼里，踢足球的都是调皮
捣蛋、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千方百计阻止学生
踢球。校园里没有了足球，足球人口没有了依
托，竞技足球就没有了根基。校园足球要发展，
首先必须改变人们对足球的偏见，而改变这种
偏见，动商却是一个契机。一个通俗的说法：评
价一个学生体育不好，家长不会太介意，但如果
评价学生动商不高，家长必定和你着急。动商这
个全新的理念，能帮助人们更好地接受体育本
来应有的内涵，也还原了校园足球真实的含义。

动商的提出和重振校园足球，还有一个共
同的使命，那就是让体育回归教育，让校园足球
发挥教育功能。如今，中国体育正面临着一个悖
论：一方面人们对体育充满了偏见，另一方面青
少年体质却连续下降；增强体质必须靠体育锻
炼，对体育偏见却阻碍着体育锻炼。动商，就是
要打破这种怪圈。人们总是担心孩子在踢足球
中容易受伤。不可否认，任何一种体育运动都有
一定的危险，但这种危险并不能阻止人们对体

育的追求和向往。相反，正是因为这种危险的存
在，人们在运动中培养了冒险的精神，培养了自
我保护的能力。

动商是一个人踢足球的基础，踢足球却能
提高一个人的动商。如果把足球的基本动作一
一分解，你会发现足球几乎包含了人类运动的
所有基本动作。就拿踢球过程中的跑来说，起动
过程中包含原地起跑、活动中起跑，有快跑、冲
刺跑、曲线跑、折线跑、侧身跑、插肩跑、后退跑
等等。踢足球，既是一个人动商的展示，也是在
运动过程中培养了动商。

踢足球同样能使动商、智商、情商相互促
进。在踢球时，球员要综合运用观察、注意、思
维、想象、记忆等能力作出判断并采取相应动
作，这就是对智商的培养与锻炼。玩转足球需要
球员间的默契配合，而这正是情商培养的有效
载体。同样，在踢足球过程中，难免踢别人一脚，
或者被别人踹一脚，在碰撞中可以学会说“对不
起”和宽容别人。青少年正处于长身体、适应社
会的过程中，提高他们的动商，进而带动智商、
情商，就会使他们的身心健康地成长下去。

（作者系南京理工大学动商研究中心教授）

用“动商”诠释校园足球
姻王宗平

今天的大学生趋之若鹜地选择赚钱行业，这是实现个人价值的途径之一，但作为青年才俊、未来社会的
栋梁，他们所肩负的社会责任感该如何体现，又在哪里可以体现？为此，我们应该认真考虑这样的问题———

随着学业的结束，同学们
将进入社会，开始一种全新的
生活。这样的生活首先需要你
们去适应，去努力，去奋斗。但
无论你们做什么，无论何时何
地，总有一些原则需要去铭
记、去坚持，这些原则支撑了
我们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化
作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今天，在你们即将离开的
时候，我想对你们讲三句话。

沉下心来，踏实做事

第一句话：“沉下心来，
踏实做事。”同学们即将走上
新的工作岗位，对新的工作
你们一定会有很多想象。那
是一份崭新的工作，或令你
期待，或令你失望，但我要讲
的是，不论这份工作如何，希
望你们都能沉下心去做、踏
实去做、用心去做，千万不能
好高骛远、眼高手低，须知做
完一件事容易，做好一件事
却并不容易。

当下社会环境多有浮躁
和功利，只有用心把小事做
好，把平凡的事做好，才能奠
定好成功的基础。任何成功和伟大都是积累和
磨炼出来的。2014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
主、被称为我国“氢弹之父”的中国科学院院士
于敏，从拿着计算尺从事复杂的计算开始，几十
年如一日从事高度机密的科学研究工作，他的
学术成果几乎没有发表在公开的场合，甚至连
他的名字在很长时间内都不为人知，但这并不
影响他作出让国人自豪、让世界震惊的成果。

同学们在工作中要善于学习，善于与人合
作，培养团队精神，不要斤斤计较。不要怕吃苦，
不要怕吃亏，不耍小聪明，要有大智慧。在工作
中要善于积累正能量，对那些不如意的人和事，
要有平常心，要理性对待，不要抱怨，因为怨天
尤人，丝毫无济于事。同样的条件，为什么有人
成功，有人却一事无成？你们要做有心人，要践
行交大的“知行”校训，勤于思、敏于行。

时刻不忘责任

我要跟大家说的第二句话是：“时刻不忘责
任。”同学们，结束研究生学习，标志着大家系统
接受了高等教育；走上社会，你们要时刻牢记自
己肩负的责任。有责任感，你就会有动力，就能
自律，就能担当。

说到责任，第一是对自己负责，要有抱负、
有激情，做好人生规划，要有自己的目标与追
求，并为之努力奋斗。你可以失败，但不能自甘
平庸。第二是对家庭负责，对父母妻儿担当起自
己的责任，不能推脱逃避。父母为你们付出了那
么多，不能让他们失望，更不能让他们担心。你
们也将哺育下一代，你们一定希望给他们创造
更好的成长和学习条件。第三是对社会、对国家
的责任，要做好自己的事业，为社会国家的发展
作出应有的贡献。

当今世界，国际形势变幻莫测，人类文明进
程共同面对着诸多挑战，如气候变暖、化石能源
枯竭、恐怖主义等。我们的国家也正在发生着巨
大而深刻的变化，创新驱动战略正在实施、全面
深化改革正在推进，信息化、工业化和城镇化融
合同步进行，我们离中华民族复兴梦的实现从
来没有这么近过。作为研究生，你们有责任、有
义务为人类文明进步、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为

“中国梦”的实现作出应有的贡献。面对当今世
界、面对国家的发展，如果你无所作为，那是一
种失职的耻辱，应该受到良知的谴责。

坚守

最后，我想同大家谈谈“坚守”，这里有两层
含义。一是对自己选准的方向，对自己承担的责
任的坚守。前面我提到的于敏院士正是这样的
典范。没有持之以恒的精神，没有多年的积累，
终将一事无成。不要期待着一举成名、一夜暴
富，那都是不靠谱的神话。我们要相信科学，“厚
积薄发”是事物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

第二是告诉大家要坚守底线。江河之水滚
滚向前，但它再怎么汹涌，也不能超出两边的河
岸———对它来说，河岸就是它流动的底线。坚守
底线，可为人类造福，逾越底线，则将千里汪洋，
民不聊生。

自然万物如此，人亦如此。
每个人都要在心中为自己画上一条底线，

当我们向着目标奋进时，这条底线就将时刻约
束着我们。在未来的生活中，当你们面临诱惑和
危机时，当你们对成功无比渴望时，都必须意志
坚定，坚守住“道德与法律”的底线，逾越了这个
底线，将会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会受到应有的
惩罚。生活中这样的警示太多了。当前国家正在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希望同学们能做知法守法、
遵守道德的典范，争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典范。

（作者系北京交通大学校长，本文为作者在
该校 2015 年春季研究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
仪式上的讲话。本报记者陈彬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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