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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最近我与毕业生代表座谈时，大
家讲了很多在学校成长的故事和对母校的期
望，特别是谈了不少对未来的期待和焦虑。当
前，你们正处于“两个大局”历史交汇的伟大时
代，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对着严峻
的考验和挑战。

上个月我们有两位校友成功登顶珠峰，他
们拿着校旗俯视群山的合影在网上走红。听刘
文伟校友讲，去年他只爬到了半山腰，看到的
只有荒野和碎石；今年当他登顶之时，才真正
体会到了震撼人心的无限风光。

其实，人生也如同登山，如果格局打不开，
就犹如站在山下徘徊，困于方寸之地，往往满
目荒凉；如果格局打开了，就好似站在山巅鸟
瞰地面，苍茫天地尽收眼中，气度自然开阔、处
处都是美景。

在学校高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门前竖
立着一座塑像，他就是被誉为“中国塑料之父”
的徐僖先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老先生毅然
决然回到祖国，开创了新中国塑料工业。上世

纪 70年代后期，他因劳累过度几乎丧失了右
眼视力，看东西都需要借助放大镜才行。即便
如此，他指导的每个学生差不多都有一份被改
得满是红色批注的论文。老先生 90多岁高龄
时依然坚持到实验室工作，直到去世当天早
上，还念叨着要到实验室去看看。

可以说，徐老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我国高
分子事业。所以，一个人只要把自身的发展融
入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之中，他就从“小我”的优
秀走向了“大我”的卓越。

人的一生就是在格局的扩展之中成长壮
大起来的，你的格局越大，看到的风景就越美、
成就也就越大。

学会从生命和大自然的角度看待世界，你
将游目骋怀、仰观宇宙之大；学会从历史的长
度思考未来，你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学
会从国家和民族的高度担当责任，你将为天地
立心、为生民立命。只要在这三点之上不断放
大格局，你就会往高处走、向远处行，就会成就
不平凡的人生、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同学们，今年（学校）中央大道两旁的蓝花楹
开得格外好，每一株树都开了花。2018年，我们
种下了中央大道两旁的几十株蓝花楹。也是在那
一年的九月，你们来到了这个崭新的校园。

我想在这里与你们分享一个很重要的观
点，就是我们要做时间的朋友。

我知道你们中间很多同学感到焦虑与压力，
当下在年轻人中最热门的一个词就是“卷”，这个
词很形象，本身就带着一种压迫的“速率”在其
中。只是，越快就一定越好吗？是否所有的事物都
需要按照统一的时刻表发生？不一定。

同学们，最初种下蓝花楹的时候，我们都
期待着第二年就可以看见蓝色的花海，可是到
了第二年，没有一棵蓝花楹开花，有些只是长
了绿色的枝叶，第三年，依然没有开花，只是长
了更多的绿叶，直到今年，毫无预料的，竟然所
有的蓝花楹都悄然绽放了。

树木自有其成长和开花的时间，人也是一样
的，万事万物也是如此，就像有的人少年得志，有
的人大器晚成。人生不是一场赛跑，而是各自上
路的不同的旅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很
多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悉心的耕耘，然后耐
心地等待，每一朵花都自有它绽放的时间。

同学们，当你们急于一件事情的结果，或者
焦虑于为何落后于人的时候，不妨想一想校园里
的蓝花楹，我们用了四年的时间等到了花开。

同学们，人生的路要慢慢走。我祖母常对
我说，“慢慢走，走正路。”只要你认准了路，慢
慢走，一定能到达你的目的地。一个人真正重
要的不在于开始了多少件事，不在于开始时的
风光，而在于圆满地结束了多少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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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特殊
的毕业季，北京疫
情持续反复，打乱
了大家正常的毕
业节奏。学位论文
答辩会无法在线
下举办时，你们就
在线上接受答辩
委员会的质询；社
会面疫情散发影
响了与用人单位
见面时，你们就参
加元宇宙招聘双
选会；不能毕业聚
餐时，你们就把
“散伙饭”变成了
东操的集体夜跑
和紫操的桌游。在
完成毕业流程各
环节任务的同时，
你们也身体力行
参与到疫情防控
清华园保卫战中，
留下了一张张穿
着防护服的别样
“毕业照”。马上就
要离开学校了，有
些同学下一步的
住宿、交通等问题
还没有最后落实，
部分同学只能在
线上参加毕业典
礼。这种情况下，
同学们难免会对
未来有更多不确
定性的感受。

回想我自己二十多年前博士毕业
时，面对不同的就业选择，心中也有过不
安和迷茫。最终，我遵从内心的学术志
趣，选择做一名“青椒”，延续博士论文研
究，服务国家重大需求。但是，学术研究
能否取得突破是有不确定性的，我也做
好了坐十年冷板凳的准备。我体会，不确
定性并不只是在我们作选择的时候才出
现，不确定性会伴随我们一生。我们所认
为的确定性其背后有着各种不确定性，
反之，我们所认为的不确定性其背后一
定也有着某种确定性。

从个体自身来看，人生轨迹虽千
回百转，但初心使命不能变，要胸怀大
义；从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来看，人生角
色虽千变万化，但责任在先不能变，要
勇于担当；从更长远的时空维度来看，
人生前景虽千姿百态，但务实肯干不
能变，才能手握未来。
我们的老校长王大中院士，1958年

毕业后，作为青年骨干与当时平均年龄
23岁半的团队成员一起白手起家、艰苦
创业，用 6年的时间建成了我国第一座
自主设计建造运行的屏蔽试验反应堆。
他带领团队设计建造了世界上首座 5兆
瓦壳式一体化低温核供热堆和世界首座
10兆瓦球床模块式高温气冷实验堆。去
年 12月，由清华牵头研发设计的世界首
座球床模块式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示范工
程并网发电。这是几代清华人“知难而
进、众志成城”团结拼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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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的学长、我校 1982届毕业生李忠荣
校友，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从上山下乡到工
厂当工人，他克服困难掌握木工、泥工、油漆
工、车床、电焊的种种技能，这些为他开创装潢
装修事业帮助极大。

正值风华正茂、事业有成之时，他突患重
症。但他没有被病魔吓倒，而是积极抗争，坚持
锻炼身体，爬上 4680米的玉龙雪山、5200米的
珠峰大本营，勇闯阿里无人区。他还捐建、捐修
北区、东区、西区大门，捐资建设校史馆，资助
70余位贫困学生，爱心援助患病在校生……这
是一位化苦为甘的智者，是一位无惧无畏的勇
者，还是一位心有大爱的善者。

校史馆建设的另一位捐资人，是你们的学
长、我校 1994届毕业生熊友辉校友。他瞄准了

智能气体传感器领域开启创业之路。企业初创
时只有 4名员工，既要搞好产品研发，又要组
织生产，还要到处采购原材料、跑市场，各种问
题扑面而来。面对困境，他带领团队下定决心、
迎难而上、不胜不归，没日没夜地泡在实验室，
反反复复地修改设计图纸，一次又一次地组装
测试。目前，他正带领企业发力智能家居、智慧
医疗、汽车电子等领域，打造传感器领域的世
界级新品牌。

同学们，在青年时代选择吃苦也就选择
了收获，选择奋斗也就选择了进步。今天过
后，你们将开启新的人生攀登之旅，前进道路
上还要越“雪山”、跨“冰川”、攀“危岩”。可以
预见的是，面对困难挫折，有人会选择“躺
平”，用“佛系”粉饰懒惰，以“摆烂”标榜个性，

在深夜“emo”中麻痹自己。但校友们的成长
过程告诉我们：人生没有“躺赢”，为实现梦
想，不但要敢闯新路，还要不断学习新知，学
会带领或融入团队。

前不久，我国著名的地球化学动力学家、矿
床地球化学家、地质教育家於崇文先生永远地
离开了我们，但他一生践行的“学习思考、锲而
不舍、探索创新、攀登不息”16字学习工作总结，
不但解开了地大人书写七秩荣光的精神密码，
而且留给我们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当前，我们正处在建设地球科学领域国际
知名研究型大学关键阶段。站在 70年办学的
新起点，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这些精神“食
粮”补精神之钙，比任何时候都需要秉承历史
荣光闯发展新路。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长王焰新：

人生没有“躺赢”

我相信在过去一年中，每个人都有无
奈、纠结。衣食住行、上学上班，那些我们曾
认为理所当然的事突然变得弥足珍贵。国家
统计局 4 月的数据显示，16~24 岁的青年失
业率创历史新高，达 18.2%。数字背后是疫
情的重创、经济的下滑、年轻人的困惑与无
数家长的焦虑。
今天，作为西浦校长，更作为一个长者，我

想给大家讲讲力量，以及力量从哪里来。特别
是面对空前脆弱、动荡与复杂的世界，如何积
蓄力量，穿越低谷与黑暗，踩着各种挑战的台
阶，成长壮大。
在低谷中心存希望、持续努力、积蓄能量。

这看似是一句鸡汤，但我坚信它的灵验。
在压力、挫折与逆境面前，躺平、患得患

失、浑浑噩噩只能使情况更糟，甚或在时过境
迁、机会来临时因放弃而被时代淘汰。而心存
希冀，保持乐观，积极努力，做好当下能做的
事，可以积蓄能量，改变处境，把握瞬息万变的
机遇，甚至实现事业或人生的逆风飞翔。这其
实就是斯坦福著名心理学家班杜拉提出的“自
我效能”概念。

每个人的一生都难免经历各种坎坎坷坷。
产生负面情绪是非常正常的，但我们要学会应
对这些负面情绪。如果你努力跨过这些坎坷，
回头看其实都是经历、都是财富。这里，我来
分享一下我的经历。

我生在秦岭北麓小乡村，并在农村完成
了小学到中学的教育。1974 年 3 月 2 日，我
高中毕业返乡，用破旧的自行车驮着个破箱

子回家，在人民公社度过了四年农民生活。
那时高考还没有恢复，在农村书籍都很难获
得，一个年轻、充满抱负、渴望改变命运的青
年，虽无法看透未来，也经历了从军和争取
工农兵学员推荐等失意，但始终对生活充满
希望，以饱满的激情投入到农业生产、科学
种田和当时各种各样的政治生活中。结果高
考重启，我如愿成为七七级大学生，跨入了
心心念念的大学大门。

回首往事，那段农村生活经历并没有关闭
我人生发展的大门，反而让我更深刻地理解了
中国最底层社会的生活，利于我更富有经验地
投入到 40 多年来的大变革和大发展的潮流
中。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能珍惜生命中的每一
个时刻，就不会错失命运的机会。

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席酉民：

踩着挑战的台阶成长

四川大学校长李言荣:

格局之上皆为景

接过历史接力棒，“抗疫青年”们，希望你
们携手———融入世界、创造未来。

要感谢笛卡尔、牛顿、门捷列夫、爱因斯
坦、玻尔、薛定谔等对你们的思维贡献，但对
他们的不足或者缺失也应有所了解。要感谢
并学习享誉世界的老子、孙子、朱载堉、王贞
仪、钱学森、袁隆平、屠呦呦等，铭记他们对
全球文明的贡献，并记住他们的希望，竭尽你
们的所能。

在涉及大众权益和民生领域，毫无疑问的
原则是，凝聚最大公约数，服务普罗大众；而在
竞争领域，特别是科技、学术艺术领域，正进入
以少胜多的创造性时代。在这个时代，你们既
要感激牛顿经典思维对你们的培养哺育和帮
助，又需要警惕其可能带来的僵化。

值此大变局的时代，急剧的变化不仅仅体

现在社会、生态、地缘、经济和政治，更体现在
学术、艺术等领域。量子学说、量子科技、量子
思维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姿态颠覆性地改
写当代和未来。“有你没你一个样”的僵化被动
的牛顿经典思维回避了创造性、复杂性和神秘
性；而“世界因你而精彩”的积极主动的量子思
维激活了创造性、多样性和差异性。新量子革
命让我们的文明在千年后再次站在了学术的
最前沿，接近了世界之巅。

在已经过去的那个确定性的世界里，我们
曾经悲惨地失去过许多；在未来不确定的世界
里，无限的可能在等待着你们。当你投身其中，
世界就会因你而发生或多或少的改变，希望你
们以擅长处理不确定性的量子思维，应对这个
不确定的世界，积极融入世界，投身时代大潮，
以拥有无限未来。

华东师范大学校长钱旭红:

以量子思维应对不确定世界

你们是特殊的一届毕业生。短短几年间，
你们见证了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的“国之
盛典”，见证了建党百年的庄严华诞，见证了北
京跨越 14年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见证
了母校 125周年校庆，海内外交大人共同开启
新篇章。

有了这段经历，你们对家国情怀、知行合
一有了更深入的理解；看问题、思考问题增加
了历史的经度和全球的纬度。

你们的特殊还体现在自身所面临的社会
大环境。这几年中，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严峻、疫
情影响特别是经济下滑的压力，让大家就业、
深造都付出了更多努力。特殊时期的不确定性
带来的社会面焦虑也时时冲击着大家，特别是
在当下这个人人都是信息源的社会里，每一个
具体的困惑都会被广而告之，每一个个体的焦
虑都会被指数级放大。在这种海量信息的冲击
下，有些同学会感觉自己很渺小、很孤独，社会
中正在发生许多重大变化，自己总是在被动地
适应，个人的价值似乎无法彰显……

我想和同学们说的是———不纠结个体的
大小，时代正是由每个鲜活的个体所创造的。

时代的宏大与个体的渺小，似乎是一个永恒
的话题，但社会和个人从来不是对立的关系。

你们不是冰墩墩前维持秩序的“小透明”，
你们是北京向全球展示的青春和善意；你们不
是坐在屏幕前聆听广场献词的旁观者，你们是
赋予献词现实含义的青春力量；你们不是无奈
接受网课的“牺牲者”，你们是学校人才培养改
革和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参与者。历史是每
一个个体生命的汇聚，每个人都不是注定孤独
的存在，个体的生命在此刻的时空中彼此守望、
彼此相连，构成了这个世界，正如那段很火的文
案———“你背单词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
水面；你算数学时，南太平洋的海鸥正掠过海
岸；你晚自习时，地球的极圈正五彩斑斓”。

时代赋予了你们那么多精彩的主题，你们在
时代的潮涌下努力生活，服务社会，这正是对生
命价值的最好诠释；你们在宏大的叙事中理解了
个体的意义，也就融入了推动历史的进程。

北京交通大学校长王稼琼:

在宏大叙事中理解个体意义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徐扬生:

要做时间的朋友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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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内卷”、“躺平”……2022年

毕业季送走的莘莘学子，镌刻着深深的

时代烙印。作为特殊的一届毕业生，“抗

疫青年”们面对动荡与复杂的世界，也

比往届多了不少焦虑与困惑。

如何面对变化与压力？如何积蓄力

量穿越低谷与黑暗？如何在未来不确定

的世界里寻找更多的可能？部分高校校

长在近日举行的毕业典礼上致辞时分

享了他们的感悟与思考，给年轻学子们

上了“最后一课”。

图片来源：清华大学

（本版内容由本报记者陈彬、温才妃、计红
梅、朱汉斌和黄辛整理，有删节；郭刚制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