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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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徘徊在霓虹灯下，看着这被
灯光凝视的彩色世界，思忖着哪
一个才是真实的我。

透过灯雾，氤氲着一个潮
湿的青春，相似的气息，相似熟
悉的年少背影，散佚着往日里
那段一直被自己有意忽略的幸
福剪影。

或许初遇时的每一段时光
都如同百合花般温馨的脸颊，以
及月光般静谧得令人窒息。你我
无意间流落的言语，像是缠绕亭
榭的紫藤花枝，把情谊伸向未来
的空间，把思念倾注分离后无限
个白昼和黑夜。忘记了我们第一
次的相识，又怎样的相知。对于
曾经稚气的我们，相知就如同爱
情一样沉重。这样沉甸甸的词句，如同誓言般令
人陶醉。那么短暂的岁月，那么淡淡的吸引，那
么旖旎的幸福。

我曾把深爱的《珊瑚海》描绘成了一首首自
我欣赏的诗词，那些或深或浅的诗句，像深秋里
的落叶，硬生生地把满园的回忆演绎成一个偌
大的舞台。

秋冬里的校园里，梧桐叶落了一地，开始堆
积，叶还在落，还在堆积，永远也不停息。梧桐再
度落叶，相逢是否有期。那段脑海中的记忆却在
岁月韶华的流淌下，长满了青苔，扑满了沧桑，
飞翔在云雾缭绕的前方。我走过迷茫，走过哀
伤，四季轮回。时间始终是最好的一剂良药。它
把甜蜜的淡化成了更薄的轻雾，把稠稠的哀伤
抹上了松弛的遗忘。

读着那些睿智的透明哀伤般的句子，忽而
明媚，忽而忧伤，心像甘之如饴般安详。仿佛那
些昔日里所有的挣扎和迷茫都坠入了海底，用
醒悟的力量震撼出了一朵绚丽的浪花。

或许一颗敏感的心，总会不由地被季节的
残骸吸引，就一如春日般温暖自然，在烟火绚丽
的背影里，带着光芒之后的黑夜中悬浮的碎片。
我们的心灵不由地总会叩问着最原始的自己，
带着年少的轻狂，带着迷惑的神情，思索着生命
中哪个才是真正的自己。

在自然面前，我们开始摘下丑陋的面具，用
最纯美的灵魂俯视着春日里的暖阳，夏日里的
微风，秋日里的残叶，冬日里的白雪。迈着苍劲
的脚步，听着远方逼近自己的洁白跫音，像是在
我们生命最脆弱的时刻，不断地指引着我们走
向未来的路，做最真实的自己。

原来，追忆是一道每个人成长必经的门槛。
有的人一直死死咀嚼着记忆不放，被现实无言
抛在角落。而我们则会在迷失中寻找出口。借着
那些遗忘在昔日里或明媚或哀伤的记忆，一路
播种下希望，一路收获成长中幸福的仓禀。

（作者系燕山大学学生）

“我们是五月的花海，用青春拥抱时
代；我不知道三月的芦花怎样穿过白日的
清风；我不知道斑驳的石墙承载多少昨日
的记忆；我不知道质朴的文字是否存留百
年的执念；我不知道广阔的苍穹何时再投
来仲夏星光；我从远方赶来，恰好你们也
在；你写的字，你的微笑，你的执念，我的
凝视，我在这里啊，就在这里啊。”

近日，在南京财经大学校园各大社交
平台热传的高颜值女神校园照，配上这首
文艺的小诗，一下子就吸引了无数同学的
眼球。网友们纷纷大呼：“文艺范女神呀”

“小清新，求号码！”
原来，这两位走红网络的校园照的主

人公正是来自南财大外国语学院英语专
业的郭劲和王钰，而这组照片的拍摄者邱
添玥则是她们的同班同学。

“小清新”校园照出炉

谈起拍摄这组照片的初衷，邱添玥
说，“一是好玩，二是为了留下大学时光的
美好记忆。”

经不住邱添玥软磨硬泡，室友郭劲和
王钰答应“出镜”。至于为什么会选择二位
室友当模特，邱添玥说得很直接：“因为她
们不仅颜值爆表，而且富有内涵。”

为了拍好这组照片，三个女生在偌大
的校园里来来回回转了很多圈，取景、采
光、摆造型，她们一边拍一边想创意，四百
多张的照片，整整拍了四五天。在图书馆看
书、在黑板边默单词、在草地上晒太阳……
每一个在校园学习、生活的场景都考虑到
了，她们几乎是把校园走了个遍。

平常就爱写些小散文的大二女生陈
纤逸应邀为这组图片配诗。她说，作为学
姐，照片里的场景自己感同身受，学妹拍
摄的照片触发了自己的创作灵感，同时还
借鉴了朴树《生如夏花》歌词里的意境。

邱添玥把系列照传到了 QQ 空间后，
很快就被网友发现并纷纷转载。看到照片
的网友们纷纷评论“简直美呆了！”“女神，
求号码呀！”照片里的两个女生一下子成
了“女神”了。

“女神”也是“女神经”

“照片出来后，我的同学、老师都笑翻
了，其实，我们明白他们为啥笑得那么欢，

因为在他们眼中，我们就是呆萌的二货，
现在竟然变成了‘女神’，他们有点不相信
自己的眼睛了。”

郭劲和王钰都笑着说：“不过，现实里
的我们确实是既二又呆的，我们算不得什
么‘女神’，最多算是‘女神经’。”

“拍两个人讨论问题的照片时，我们
其实都在讨论食堂有什么好吃的，中午吃
什么。还有为了让照片不被我们的二货气
息所破坏，显得文艺些，面对镜头我们就
要憋住笑，可这对我们还挺难的，拍完后
我们常常会大笑一阵。”郭劲说道。

生活上有点“二”有点呆萌，性格上又
都开朗、乐观，或许是因为这点让三个女
生成了无话不谈的好闺蜜。

“百变女神”的丰富生活

刚读大一的三个女生都有了她们的
目标和追求。

学分绩点 4.15、专业排名第二，刚刚
拿了校一等奖学金的郭劲说：“为了学好
英语专业，我们每天都要背 BBC 国际新
闻，从最开始的基本听不懂到每天反复背
诵，现在成了‘新闻通’啦，什么伊朗问题、
也门空袭、德国空难……这些小女生不怎
么关注的话题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
分了。”

学好英语专业的同时，三个女生还都
担任了学生会、团支部的职务。“我们经常
一起熬夜到很晚，写策划的写策划，拉赞
助的拉赞助，大家都忙得很充实、很开
心。”王钰说。

为了拓宽知识面，三个人都报了第二
专业：王钰周末要学金融学，郭劲更是一
进大学就报了 ACCA （国际注册会计师）
的课程。

邱添玥就更忙了，她周六要去上会计
班的课，周日要上 BEC（剑桥商务英语）的
班，空课的时候，就跟着团队去附近的小
学义务支教。“好像从这学期开始，我们都
没假日了。”邱添玥笑着说，“虽然很忙，但
很充实！”

三位女生说，她们在忙碌学习的同
时，还有一个共同的习惯，那就是每天都
给家里人打一个电话。“哪怕只聊个几分
钟，或者只是和爸妈说说今天发生的事
儿，我们都会每天给家里打个电话的，这
样会让爸妈放心的。”王钰说。

对于三个女生的校园照走红，南京财
经大学外国语学院党委副书记李慕原表
示：“三个同学课后拍的这组照片很好地
展现了当代女大学生的青春风采，它所传
递的不仅仅是高颜值，更是同学们积极向
上的青春正能量。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
她们，我想到了‘秀外慧中’。”

大学生眼中的西方节日不过是给朋友相聚、师长问候提供一个合理而又浪漫的
理由。看看大学生是怎么过西方节日的，就知道他们的过节心思其实“很萌很单纯”。

“玩坏了”的西洋节
姻本报记者 温才妃

互相整蛊的愚人节、色彩缤纷的圣诞节、古
灵精怪的万圣节……当西方节日“飘”入大学校
园时，似乎每个西方节日都成了六一儿童节，让
人置身于欢乐的海洋中。这里说的当然不是大
学生幼稚，而是他们对过节的期许与兴奋。

为何大学生们热衷西方节日？象牙塔中的故
事，也许能给“爱过节的中国人”带来若干启示。

玩味儿十足

“愚人节十大整人高招”，4 月 1 日清早起
床收到这样一条微信，让人忍不住想知道有哪
些高招可以在今天派上用场。“哈哈，你不担心
这是假的吗？”“你以为它是真的？”……向下翻
了十多个页面后，还未揭晓所谓的“高招”。

“明明在几个页面之后就知道自己被整了，
但还是忍不住要一翻到底。”中山大学中文系本
科生郑柯欣表示，虽然在当时感到“很烦很焦
虑”，但是不拿生命作饵，也不耽误过多时间的
玩笑，在愚人节里无伤大雅。

既然是愚人节，那么许多平日不敢开口说
的话、不敢做的事，就算说了、做了之后被对方
拒绝或惹恼对方，也可以愚人节为借口不显尴
尬。郑柯欣的同学就曾在愚人节当天，让自己喜
欢的男生去拿快递，男生理所当然地扑了个空，
自觉被耍后两人的关系却更加明朗，最后还真
成了一对儿。

不只是愚人节充满了玩味儿，西方的其他
节日也颇具娱乐色彩。比如，万圣节前大家围坐
着刻南瓜，圣诞节一起装饰圣诞树、互寄卡片，
情人节当天女生可以收到追求者的玫瑰。这些
节日比起强调家人团圆的春节、中秋节，追思先
人的清明节、端午节，平添了一份与同龄人互动
的色彩。

因此，中西方节日也让山东大学（威海）法
律系本科生鲍婧祯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感觉，“逢
中国传统节日同学们多憧憬放假，但放假时意
味着同学之间聚少离多；而西方节日在中国高
校不放假，大家留在校园里很自然会想到聚
会”。

年轻人的聚会总有无穷的创意。圣诞节，鲍
婧祯所在的班级模仿韩国综艺节目玩闯关游

戏，通过游戏寻找聚餐地点；感恩节，男女生通
过抽签满足彼此提出的一个小愿望……尽管这
些西方节日到他们手上多少有些“玩坏了”的感
觉，但节前的激动、当时的开心却是真实的。

换一种形式沟通情感

玩只是大学生过西方节日的一种表象，而
表达情感、增进友谊才是节日赋予的另一层含
义。

郑柯欣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平日里大
家各自忙学习、忙恋爱、忙打工，即便是同一宿
舍的室友也疏于问候。女生之间，赠送礼物的时
机大多只有生日。有了圣诞节的存在，女生就多
了一个收到同性朋友礼物的节日。

前年平安夜，她将苹果塞进一只彩袜送给
闺蜜，去年平安夜她送给闺蜜的礼物如初，只不
过两只袜子正好凑成了一对。两年赠友一双袜，
礼物虽轻，贵在情谊真诚。

而感恩节就成为教师节、父亲节、母亲节的

延伸。在班委的组织下，亲手写一张卡片，提醒
老师天凉加衣；跟爸爸、妈妈说一句“我爱你
们”；向室友道一声“多谢室友不杀之恩”。“节日
的意义就在于，时不时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郑柯欣说。

而在西方节日里全班活动，这也成为同学
之间消除误会、发现优点的一个契机。

鲍婧祯告诉记者，圣诞节、感恩节等西方节
日最烧脑的是班委。由于班长、团支书是由教师
直接任命而非民主产生，每有节日班长、团支书
都要使劲地想活动点子、提前作好安排，“为了
服众，他们也是拼了”。圣诞节闯关游戏每到一
个地点，都有若干小惊喜，比如一大把棒棒糖藏
在书架上、一杯杯热腾腾的奶茶摆在食堂门口，
小细节赢得了很多同学的赞誉。

“原来你畏惧交往的同学，并不是你所想象
的那样。”鲍婧祯说，游戏以小组进行，不按宿舍
划分，有一个内向的女同学被分到和她一组。

“过去觉得她不爱说话不容易交往，但在游戏中
发现她的数学特别好，我还在计算她已经得出

了答案，大家都很佩服她。”

重形式少内涵

当然，人们也会发现中国人过圣诞节、情人
节，已经变味为购物节。过完圣诞节、情人节的
半个月内，快递充斥了各大校园。似乎西方节日
本身，就在为大学生消费寻找一个“自圆其说”
的理由。

在北京建筑大学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本科生
邢正看来，只注重西方节日的形式，并不明白节
日的内涵，导致了上述现象的出现。

尽管他并不认可去年西安某高校抵制圣诞
节的理由，但是抵制圣诞节的并不只有中国高
校。他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中国人过的圣诞
节更类似于美式圣诞节———其特点是过度商业
化。真正意义上的圣诞节要经历一整套严格的
礼拜仪式，如去教堂参加弥撒、做祷告等等。为
了保护民俗文化，近年来德国等欧洲国家已经
在联手反对美式圣诞节。

反观中国人过传统节日，大多以吃、喝为主
题，消费心理作祟使得一些很好的节日没有传
承下来。例如，绵延 2000 余年的寒食节禁火只
吃冷食，新中国成立后在民间逐渐与清明节合
并。“以消费为主导的西方节日，在‘洋为中用’
的过程中是否要‘照单全收’，起码在大学生层
面应该有所判断。”邢正说。

事实上，由于缺少文化对接，一些西方节日
传入之后已经逐渐表现出“中国特色”。如平安
夜送人苹果，寓意“平平安安”，这样的民俗融入
为很多大学生所接受。而一些西方节日也引起
人们排斥，如郑柯欣对万圣节并无过多的好感。

“国外的同学总在万圣节发浓妆鬼脸的照片，视
觉上的感觉并不太好。而且，万圣节对应的是中
国的中元节，本意为祭祀亡魂、避免恶灵的干
扰，节日的内涵也让人心生寒意。”

节日背后的文化对接，也让人们回过头来
审视重视什么样的节日更有意义。比如，同为情
人节的圣瓦伦丁节（2 月 14 日）和七夕（阴历七
月初七）。“前者的文化背景在中国没有根基，后
者在国内家喻户晓。情人节究竟是过成购物节
还是文化节，需要有更多合理的引导。”邢正说。

全国考研成绩日前全部
公布，扬州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大四学生陆 璟 取 得了 总 分
412 分、数学 150 分满分的好
成绩，是名副其实的“学霸”。

陆璟是一个阳光开朗的
女孩，聊天时一直保持着微
笑。考研数学拿满分，她是如
何做到的？有什么诀窍与学
弟、学妹们分享？

打牢基础最重要

“我没参加任何辅导班，
复习是从去年 3 月开始的，数
学能得满分，和基础打得牢
有关。”陆璟坦言，她唯一的
学习秘诀就是，将一本完整
的考研复习书前后看了 3 遍，
最后有豁然开朗的感觉，心
中就形成了知识点体系。

“关于数学复习，我只用
过一本教材书，就是《数学复
习全书》。这本书包含了考研
的所有数学知识点，我花了
七八个月的时间去看。”陆璟
刚开始看这本书时，也面临
着很多问题，如知识点太多，
常常是刚记住这个知识点，
其他的知识点又变得模糊。

“我把整本书从头到尾
看了 3 遍，一遍不熟，就看第
二遍，第二遍看完还有疑惑，
再看第三遍，等到三遍全看
完，就发现好多知识点都变
得豁然开朗，自然会在脑海
中形成数学整体知识体系，
这时就可做历年真题了。”

陆璟将历年的真题认真
做了两遍，“做第一遍时，发
现自己在某些知识点上还存
在问题，不太熟悉，全部做完
后，再将教材看一遍，这一次
主要进行查漏补缺，之后再

将真题做一遍”。
整个数学复习过程中，陆璟并没打习题战术。“我

做的题目不多，除了书上原本提供的习题以及部分真
题外，最后的一个多月做了 20 套模拟试题。”陆璟解
释说，模拟试题一般比真题难一点，只有知识点打牢
了，心中才有底气。

“英语也是一样，在前几个月，我就是不停地背单
词，当所有考研单词都记在脑海中时，看阅读理解自
然不成问题，此时你再去研究一些解题方法，也就不
难了。”陆璟说。

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陆璟所在的班级有 60%的学生参加了考研，“我很
喜欢这种氛围，大家都在努力复习，你就没理由去偷
懒”。陆璟说，平时看书最多的地方是教室，同学之间
有不懂的地方会互相讨论。

整个考研过程，陆璟没参加过任何辅导班，“参加
辅导班，专业老师会帮助梳理知识点，画出重点，但每
一个人接受知识的方法不尽相同，比如老师在那边一
讲就是两三个小时，我比较容易走神。”陆璟说，与让
别人灌输知识相比，她更喜欢自己去探索知识的过
程，重点是要有自己的节奏，把时间规划好。

在近 10 个月的复习过程中，陆璟从没熬过夜，每
天都保持着早晨 7 点多起床，晚上 11 点多睡觉的状
态，“我从不熬夜，也很少起早”。陆璟说，他们班级有
不少学生早晨 6 点多就起床复习，她也曾想保持这样
的复习时间，“但最后我发现，就算勉强起得来，也容
易昏昏沉沉的，这样的状态根本就不适合学习”。

“每个人的学习方法都不相同，适合别人的，不一
定适合你，所以要自己作好学习规划，把握节奏。”

放正心态，学会放弃

“每个考研的人，可能都会有各种纠结的心态，选
的学校分数会不会太高？万一考不上怎么办？要不要
去参加招聘会，作两手准备？这些问题我也曾经纠结
过，估计很多大四学生都纠结过。”

“后来，还是我的专业老师开导我，不管是哪一种
选择，都会有优势和劣势，重点是要作自己不会后悔
的决定，在整个考研过程中，全力以赴，不要给自己留
下遗憾。”

老师的话为陆璟卸下了很大的思想压力。她说，
既然选择了考研，一是心要静，二是要懂得放弃。

“心静就是在看书时、做题时，要用平和的心态告诉
自己，考研是一个磨炼的过程，是一个享受学习乐趣的过
程，只有这样，你才会乐意去学，才能学得进去。若是在学
习时想的全是‘万一考不上怎么办’‘考不上不是白学了
吗’之类，又怎能学得进去呢？”陆璟说，复习考研过程中
还要学会放弃，至于招聘会要不要去参加就不要想了，

“好工作和好成绩，两者很难兼得”。
虽然学习成绩好，但陆璟绝不是书呆子，上网、看

电影、约上好友好好吃一顿……考研过程枯燥无味，
平时状态不好时，陆璟会给自己减压，“不要把自己逼
得太紧，适当放松，你会有更大的进步空间”。

除了考研成绩突出，在平时的学习中，陆璟也是
名副其实的学霸，常常和另外一个男生争班级第一、
第二。“平时的学习和复习考研是一个道理，基础要打
牢。”陆璟说，平时上课，她喜欢坐在最前面，用心听
课，理解老师课上的每一个知识点。

“上课时认真听讲，课后只需针对难点再加以巩
固就可以了。”她解释，大一、大二时把专业课学好，对
以后工作、考研都大有益处。

对于未来，陆璟现在也作好了规划，“我可能会读
博，让自己的知识架构再丰富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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