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宜同學會會刊 《思源》 第七期 2005年 

1  

 

 

 

 

莫秋慧 

金秋的九月，我們又迎來了新的一個豐收年。一年的歲月也就這樣悄悄消

逝，不待人的時光讓我們扼腕，但是更多的應該是我們收穫。 

回首往事，是那麼的清晰而又那麼的遙遠。在過去的日子裏，我們同學會的

年輪裏，刻著我們走過的平常而又不尋常的路。也許心酸，也許甜蜜，有淚水，

更有笑容，還有由這些酸甜苦辣所編織的我們日月可鑒亙古歲月的深厚友誼，甚

至是親情。如果時光能夠倒流，我願時常回到過去的日子裏暢遊。 

可是，時光不能停留，過去的，就讓它永遠埋在我們記憶的河流裏吧。等到

我們白髮蒼蒼，回首人生歷程上的點點滴滴，回首我們在一起的每時每刻時，倘

若發現依然光彩依舊，我們會是多麼的幸福！ 

在這個炎炎夏日，我們又迎來了我們同學會的三位新成員，我們的 24 位成

員很快便再一次共聚一堂了。感謝三位先生給予我們的支持和幫助，也很感謝緣

分讓我們走在了一起。我們的心中將會永遠地銘記這一份恩情與友情的。同時，

我也很感謝同學會的各位成員能夠給予我和彭韜完全的信任，讓我們負起了這個

重大的責任。但願我們所做的一切沒有讓大家失望。 

願我們在一起的日子永遠充滿著歡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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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韶暑期研習（LSSI）總結 

彭韜 

 

今年暑期，我有幸作為清華的一名代表參加了香港的李韶博士資助，香港嶺

南大學主辦的李韶暑期研習所。五個星期的行程從杭州到蘇州，再到廣州深圳和

香港。在整個活動的過程中，我不但體驗了文化的差異，領略了祖國各地的錦繡

河山，結交了許多朋友，還體會了要成為一個具有國際化視野的領導者所要具備

的素質。下面具體總結一下幾點最大的收穫： 

 

一、 增強了責任感和使命感 

今年活動的主題是“全球一體化下的中國——比較長三角與珠三角的優

勢”。我們參觀了杭州高新區和蘇州的新加坡工業園，在浙江大學聽了幾次講

座，內容主要是關於長三角的經濟發展優勢和現狀。 

在杭州，我瞭解到由於歷史上備戰的原因，浙江很少有大型的國有企業，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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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經濟的主要構成是民營企業。民營企業的生生滅滅演繹了浙江經濟曲折的發展

歷程。規模小，管理不善，重複建設，這些都是浙江中小型民營企業必需克服的

弊病。這次活動的第一個講座後，我問了關於長三角 FDI最近減緩的問題。 

蘇州的新加坡工業園是我很早就想去的一個地方，可惜這次就去了半天時

間，只是留下個大體的印象。在工業園的接待同志介紹完之後，我問了幾個問題：

分別關於工業園的投資主體，土地利用率，行政權限，和對中新關係起到的作用。

工業園管理委員會的同志很耐心的回答了我的問題。 

在深圳我們參觀了一家生產酒店用品的港資工廠，這是給我感觸很深的一次

參觀。那是珠三角很典型的工廠，我們逐層上去參觀了車間。我們的午飯是在工

廠的食堂裏吃的。吃完飯我找旁邊的一位管銷售的職員和幾個車間工人聊了一

會，瞭解了一下他們平時工作的情況。 

在香港的時候，我們有機會聽到了許多關於香港經濟和法律制度的講座，對

香港的法治體系和經濟發展優勢也有了一個比較全面的瞭解。 

幾乎每一場講座之後都會有半小時到一小時的提問時間，從提問的頻率和內

容也能看出不同學校的同學感興趣的東西也有所差別。例如，一些外國同學會喜

歡追問一些關於言論自由的問題。我們清華的幾個同學很積極提問，尤其是關於

中國經濟發展和體系改革的問題。 

長三角，珠三角，香港，都是我想去瞭解的地方，但是當我真正置身與這些

中國最繁華的地方時，我總會想起中國內陸的更多欠發達地區，可能那才能真正

代表中國的發展現狀。 

二、 感受文化差異 

參觀這次活動的同學來自不同的文化背景，語言和生活習慣都有所不同。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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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外國同學喜歡早上洗澡，在香港喜歡上蘭欄坊喝酒。跟來自外國的同學一

起住的時候就要注意早上錯開用洗手間的時間和互相協調夜裏熄燈睡覺的時間。 

我可能是比較幸運的，因為我會說粵語，在香港的三個星期裏，我每天都給

同學做翻譯。我和香港同學的交流也像和內地同學的交流一樣方便。對香港文化

的瞭解接受程度也會好一點。 

在香港的活動中，我們有幸聽到了香港嶺南大學陳坤耀，突破青年村（香港

一個義工組織）的蔡醫生，兩位立法會議員，HKU的 Thomas Abraham教授，香

港物流協會何主席，嶺南大學教授楊憲宗先生，恒隆集團主席陳啟宗先生等等社

會名流的講座。也參觀了星展銀行（DBS），廉政公署（ICAC），等等許多地方。 

除了日程上安排的這些活動，我覺得還有一個很大的收穫是：自己在 free 

time 中可以到外面接觸當地的社會和群眾。每到一個城市，可以最直接地感受

那個城市不同的文化氛圍。 

三、 結交各地朋友 

參觀這次活動的都是各學校的精英，我認識結交了許多很好的朋友。我和其

他幾位同學經常一起聊天，從他們的身上我看到了自己仍要努力改進的地方，也

學到了許多平時在學校學不到的東西。在短短的五個星期裏結下的友情是這個活

動中最值得珍惜的東西。 

現在每次看到那時候的照片，又想起西湖、拙政園的美景，黃花崗的浩然正

氣，太平山頂璀璨的夜景，海洋公園的歡樂，嶺南大學的靜謐。每天和同學一起

活動的情形至今歷歷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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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鍛煉了各方面的能力 

活動中有好幾次與李韶夫婦見面談心的機會，他們的勉勵使我學到了許多。

在分組主持講座和完成論文的過程中，我的團隊合作能力和組織能力都得到了鍛

煉。另外，我還利用自己專業的特長，為活動製作 PPT，幫助同學使用電子設備。 

最後的閉幕式在香港黃金海岸酒店舉行，我被選為華北東北地區的學生代表

上臺演講。這也是一次難得的用英語上臺演講的機會。當晚的文藝演出我還參加

了一個戲劇和一個太極扇的表演和電腦的控制。雖然之前一次又一次的 rehearsal

十分累，但最後把整個劇本翻譯出來又做出了 PPT，把用到的各種圖片和音樂剪

輯起來，演講又得到了李韶夫人的肯定，自己覺得還是挺有成就感的。 

總的來講，參加這次活動收穫很多，這既是一次開闊眼界和鍛煉學習的機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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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次代表學校參加活動的機會。十分感謝李博士和李夫人給我這次參加的機

會。 

附： 

Speech at Closing Ceremony of LSSI by Peng Tao 

Dr. and Mrs. Lee, President Chen, honored guests, staff of LSSI, and my fellow 

participants: 

I’m Peng Tao from Tsinghua University. It’s my great honor to be here on behalf of 

the participants from Northeast and North China. 

Well, I got to know Dr. and Mrs. Lee long before this program. Their enthusiasm and 

dedication to the education of next generation inspire me a lot. Dr. Lee told us: The 

world is getting smaller and smaller with the growth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exchange. We have to respect different cultures and learn from each other. 

In these five weeks, we have learned a lot. We learned more about the comparison of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Pearl River Delta. We also experienced the culture and the 

rule of law in Hong Kong. 

China is growing and stepping forward to build a harmonious society. We have visited 

the two most advanced areas in China. However, we haven’t seen the poorer areas. 

China is still a developing country. I have been to some remote areas and seen many 

poor children with no chance to go to school.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all 

these as President Chen suggested. One of the alumni said, we should follow the 

example Dr. and Mrs. Lee set for us, spread the love they gave us to help the people in 

need. 

At the very beginning, we talked and got to know each other. We built our friendships 

through these weeks and even treat each other as members of a big family. And the 

host students help others a lot while in Hangzhou, Guangzhou, and Hong Kong. 

Especially, I want to express my gratitude to the participants from Hong Kong. 

Without your help, we would have had many troubles and difficulties during these 

three weeks in Hong Kong. 

Today is the closing ceremony of LSSI. We have to say goodbye to each other soon. 

But the influence of this program will never end. We will carry on our friendship and 

the spirit learned here, and spread the love Dr. and Mrs. Lee gave us.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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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都得從學校畢業，而最終都會走上找工作

的艱辛旅程。兩年的研究生生活轉眼就過去了，回想

歷時半年多的找工作歷程（從 2004 年 10 月到 2005

年 5 月），面對著我生命中最為重要的一次選擇，如今

依舊唏噓不已，隨記點滴，與大家共勉。  

首先，找工作要想好自己的就業方向。  

現在畢業的選擇應該說是比較多的：外資企業，

國有企業，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出國等等。一到 10

月份後，各種各樣的招聘會接二連三，如果沒有明確

的方向，往往就會撿了芝麻丟了西瓜。有了目標，就可以專心做好準

備，並可以進行模擬面試等等。我的一位舍友就是一心想著去外企，

所以一開始就準備英語口語練習， 2 個月下來進步很快，為他後來應

聘四大會計所打下了很好的基礎。他最後拿到了畢馬威和德勤的

offer，是我們當中比較順利的一個。  

每個人都有不一樣的興趣，對自己喜歡的工作也有不同要求，面

對各種選擇時，一定要認真思考：這是我想要的工作嗎？找到這個問

題的答案並不容易，有時在工作中也會有這樣的迷惑。只有在真正瞭

解了自己時，才算是真正找到了人生的目標。  

接著是我想說的第二點，即要瞭解自己。  

在面試中經常會被問到“如何認識自己的優勢和劣勢”、“在與

找
工
作
的
一
些
感
悟 

梁
謝
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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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工作經驗的人相比，你的優勢在哪里”等類似的問題。當然有不同

的答案，可是要回答得讓人滿意就首先得對自己的優缺點非常瞭解。

要清楚地知道自己究竟適合什麼行業的工作，適合什麼性質的單位，

適合什麼樣的崗位？是金融行業還是其他的行業？金融行業裏頭是

銀行還是保險公司？證券公司還是基金公司？是外企還是國企或是

公務員？是適合做研發還是做行政或是銷售？這些都是我們要思考

的問題。  

其次，要盡可能地擴大自己的資訊來源。我們當時每天都登陸學

校的就業指導中心的主頁，時刻注意上面的新資訊；學校的 bbs 也是

非常重要的一個資訊管道，而且都比較集中。此外，還可以直接登陸

公司或單位的主頁來查找資訊，像中國移動等的招聘資訊都是在它的

網頁上公開發佈的。當然，同學之間傳播的資訊也是很重要的。  

面試前要瞭解公司的基本情況，更要瞭解自己應聘的職位。有一

次去面試，我都忘了自己報的是什麼職位，被問到如何看待該職位需

要的素質時當然是一頭霧水了。這是找工作時的一大忌諱。現在大部

分企業在面試前一般會有筆試，分一般性格測試和專業能力測試等。

外企則有要求 S。H。L 等考試來選人。可以參考一些資料進行自我

提高。  

面試要有適當的靈活性。我有過教訓的：一開始我的目標是回到

廣東工作，所以其他地方的招聘就不怎麼放在心上。不過，在機緣巧

合之下，和一位比較出名的某證券公司的北京研究所的招聘人士聊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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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雙方印象都不錯，面對她最後一個問題“因本研究所不解決北

京戶口，如果你同時拿到別的 offer 和這個 offer 時，你會選擇哪

個？”，我在那猶豫了半天，才說，會考慮這個 offer。出來後，才

覺得，不能在那個時候表現出我的猶豫不決的，顯得自己很沒有到該

公司工作的誠意。後來我再給那位經理打電話時，已經挽救不了我的

失誤了。  

一般面試的時間約為半小時。我個人的觀點是，在這麼短的時間

內，不可能全面的瞭解一個人，面試官主要是觀察面試者對問題的反

應如何，回答是否全面，還可以從一些小的細節中看出性格方面的一

些特點，並判斷是否符合崗位要求；小組面試則側重於考察團隊精神

等。有兩點在面試中很重要：自信心與對該工作的渴求。  

還有一點就是，要始終都能保持平和的心態。現在的求職競爭越

來越厲害，一個職位可能會有上百人去競聘。要準備好去面對一次次

的奔波辛勞，一回回的失敗受挫，也要準備好看到身邊的人一個個都

找到好工作時心中的酸，苦，辣。你所要做到的是堅持，再堅持；而

且不要是消極的堅持，而是充滿鬥志的堅持。在失敗中要總結經驗，

適當調整自己的目標與策略。  

寫於 2005 年 7 月 24 日，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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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廣告人眼中的民營企業 

林蓓 

這個題目很大，但也離我很近，進入廣告圈的第五個年頭，服務的客戶中，

民營企業占了很大一部分，他們的成長其實和共和國的成長是密不可分的，甚至

可以說，他們就是開放改革後中國經濟業態的一個典型。他們就是我天天在接觸

的客戶，那麼，在一個廣告人眼中所看到的中國民營企業又是怎麼樣的呢？我又

是怎麼與他們共同去創造，中國市場上的一個個“泡沫”或是“奇跡”呢？ 

中國的民營企業家，是這個時代造就的最具有偉大抱負和鴻鵠之志的一群，

他們頭腦中存在著很多經商手段，也比國企和外企的領導更敢想敢造。在我的經

歷中，幾個月、乃至幾星期上馬一種產品是非常稀鬆平常的事。和他們通宵開拍

腦袋會議，如何炮製一個驚天動地的上市計畫也是必不可少的功課。 

民營要國際化，作為國際大型廣告公司則必須要本土化，適應客戶的需求，

兩者呈著擁抱的姿態嘗試合作。過去的兩年裏，在和“民營企業市場部的勇士

們”合作的時候，也深深地被他們所影響。民營企業過往喜歡一炮轟響的市場震

撼力，而市場上形形色色的所謂“廣告點子大王”、“策劃專家”往往迎合他們

的需求，到民營企業中大吹一通，什麼實際問題都解決不了。現在民營企業也覺

醒了，希望在國際品牌中吸取一些經驗，從而使民族品牌要走的彎路少點。五一

黃金周中國市場經常燃起價格硝煙，往常民營企業都是鬥個你死我活，今年我服

務的幾個民營企業都按捺住血拼的衝動，開始對自有品牌採取精耕細作的態度。

五年前他們著眼於技術的模仿和管道的深入，五年後的今天，他們已逐漸放開他

們的眼光，在保有快速反應的市場機制上開始創新。今年年初，我服務的美的家

電，就拿下了德國工業設計大獎，在產品外觀設計、人性化功能研發上投入得更

多。 

   有個比喻說得精妙，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民營企業，就像六十年代的中

國領導者一樣——中國社會最需要的是經濟發展和民眾修養生息，但偏偏就要發

動一波又一波毫無意義的政治運動，完全不按治國原則和理性原則行事。二十一

世紀的民營企業，面對入世後的國際市場衝擊，意識走在了改革的前頭，開始放

開眼光聯合起來去迎接浪尖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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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廣告人，能幫到的民營企業的地方，絕不僅僅在廣告方面的事，對於他

們的未來，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在國際廣告公司工作，最能感受到兩種不同

客戶——民營和外企的風格和優缺點，也希望能盡自己的一點綿力，為他們未來

穩健的發展提供有益的啟示。民營企業今天很“瘋狂”，希望能上市納斯達克，

在國際市場上幹一場。民營企業也很“固執”，只聯合幾個和自己打天下的兄弟

來辦家族事業。民營企業有時也很有“雄心”，希望靠幾個想法就能在市場上砸

出幾朵水花。但無論如何，他們是中國市場上最活躍的細胞，不是有個“世界的

海爾”，躋身了 500強嗎？現在國際品牌蜂擁進入，希望能再多幾個“海爾”出

現，真正與國際品牌抗衡並做出真正打動消費者的廣告，攪動中國未來的市場。 

以下的建議，僅與民營企業的工作者們共勉，同時也是對自己的鼓勵： 

1、培養對國內外宏觀經濟的把握，尤其是國際經濟環境的預見； 

2、對本行業發展規律的深入理解； 

3、對競爭對手的深入瞭解，尤其是國外品牌的先進性和寶貴經驗； 

4、社會責任感和人文主義精神，樹立起一種為民族、為社會辦企業的思想，

具有商業道德；  

5、策略先行的思維習慣，永遠看到五步以外的思維模式； 

6、立足長遠，著眼未來，不貪圖眼前的短暫利益； 

7、敏銳的眼光和深邃的哲學思想。 

 

煩悶了，無奈了，何不來這裏親自煮一杯 

濃烈的心靈咖啡，滌去那滿身的憂傷與無奈 

呢？讓濃烈的香味充斥你的聞覺，那該是一件 

多麼美妙的事情啊。人生何求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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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秋慧  

桃花開了，滿樹春光；桃花落了，

枝頭長出了果實；果實摘了，桃葉落

了，桃樹又默默孕育著明年的春色。

就像人生，告別了天真爛漫的童年，

就走進了朝氣蓬勃的少年和青年；告

別了少年和

青年，擁有了

年富力強的

中年；告別了

中年，迎來了

“夕陽紅”

般的老年。無

論何時，生命都有著它特有的價值和

意義，任何地方，都有美麗的存在。

沒有發現美，只是因為我們缺少一雙

欣賞人生的美的眼光。 

生活在這個繁雜的世界上,很多時

候,生活總會不可避免地被無意義的東

西複雜化了。因為複雜，所以人越活

越累；因為複雜，人也就丟掉了自我，

丟掉了曾視為生命的自尊和本性。 

我們想擁有更多昂貴的衣服，以

表明我們的時尚品位，社會地位。我

們想擁有更大更好的住房，最好能買

棟別墅 ，越大越好，儘管我們睡覺僅

需 2 平方米的床。我們想擁有高學歷，

我們想擁有高職位，我們想擁有產

業，我們夢想成為名人，想擁有一切

的一切。歸根到底我們想擁有更多的

擁有。“更”，是

人類進步的無窮動

力，永無止境，但

是也是人類欲望的

開端，帶人走向另

一個極端！ 

只是不斷地滿足自身的欲望，我

們就真的快樂了嗎？事實上文明的我

們總是無法逃避心底的那一聲呼喊：

生活真的好累，真的好煩人啊！我們

的壓力越來越大，我們的心越來越煩

躁，內心深處的空虛寂寞越來越折磨

人了。 

有多久我們不曾留意朝雲暮雨的

變化，春露秋霜的更替了？有多久我

們不曾聆聽過山澗流水的脆響，鄉野

蛙鳴的合奏了？又有多久我們不曾在

細雨伶仃中看風景，享受在微風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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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步時的那一份怡然自得了呢？又有

多久沒有放下手中一切，回家看看慈

祥的父母了呢？在匆忙的生活中，我

們確實應該靜下心來想一想：“我們

是否追求得太多，以至於被外物所主

宰，忙到甚至沒有時間痛哭一場

了？”也許，我們追求得太多了，以

至於最後什麼都沒有得到，甚至連最

珍貴的也失去了？ 

其實，只有回歸簡單才是一種明

智的生活態度，才是一種豁達的人生

態度。因為只有簡單的人才能擺脫世

俗紛擾，回歸人生的真實。簡單是一

種性格，閱盡紛繁的沉澱，得到的是

自我的人生；簡單是一種生活，猶如

閑雲野鶴，始終循著自己的方向；簡

單是一種清醒，它嘗試著為心靈減

負，享受生活的樂趣；簡單是一種追

求，也就是不被名擾，不因物憂，遠

離複雜，活得自在。 

簡單本身也就是生命自在，詩意

自在，美麗自在。享受簡單，便能使

生命清悠寧靜，讓心靈簡單得如一汪

清水，用身心感受著真實的世界。 

勤勞，自我要求高，本是一種美

德，但一旦要求到了十全十美的程

度，就變成了苛求，既不能修身養性，

亦不能獲得真正的滿足。 

不管是工作還是待人處世，我們

固然要盡己所能，但也不必過於苛求

自己。一個人勤於工作是好的，但如

果因為工作而忽略了家庭與健康，長

此以往，人生的畫面必定會有所偏

差。當一個人為了抓住幸福的尾巴而

不顧一切地往前時，卻反而會因為過

分急切，使得幸福更加遙遠。也許，

有時候的無所追求，反而便是一種幸

福。 

其實，幸福就是那樣的自然而

然：是簡單，是平凡，不苛求完美，

沒有太多的欲望。畢竟，怡然的心靈

才能讓無窮的快樂永久駐紮，才能感

受平凡人生中的種種美好。心似白

雲，意如流水。雲散了，有皓月；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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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了，出明珠。這是一種無拘無束的

胸懷，一種左右逢源的人生佳境。擁

有了這種胸懷，就能超然于名利紛爭

之外，內心無牽無掛，開闊空明；心

靈如同有了源頭活水，時時滋潤靈動

的眼睛，去發現美、欣賞美；輕風細

雨中，就品味春天的脈脈溫柔；電閃

雷鳴時，就欣賞天地間的雄渾奔放；

看天上白雲，如奇峰，如鱗片，變化

萬千；白雲散盡，有蔚藍的天空；陰

雲沉沉時，為什麼不用心去品味李賀

“黑雲壓城城欲摧”的雄奇瑰麗的詩

句呢？在城市裏，有高樓大廈、繁華

熱鬧的美；在鄉間，有小橋流水、牛

哞犬吠的美。琴棋書畫、花鳥蟲魚，

能讓人盡享清閒幽靜；積極入世，建

功立業，會讓人體會到奮鬥的樂趣。 

屠格涅夫說：“人生的最美，就

是一邊走，一邊揀拾散落在路旁的

花，那麼一生將美麗而芬香。” 

行走在茫茫紅塵之中，不管再忙

再累，我們都應該留給自己少許的時

間，慢慢地靜下心來，認真地想一想：

人生意義的所在，而我們一定要在不

停的無法滿足的欲望追求中才能獲得

真正的滿足，真正的幸福嗎？人生的

最美難道只是因為物質、名利的滿足

嗎？也許，對自我的心靈拷問會讓我

們發現：讓靈魂昇華至安詳柔美的伊

甸園，接受那一份安詳、寧靜的洗禮，

心靈才會獲得最終的歸屬。人生的美

也才會真正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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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風伴著陽光吹得人臉上酥酥癢癢的，忍不住會笑出聲來。上課地

點不遠，但我希望這一刻可以漫長。十個手指緊緊扣著，有一種溫

柔就貼在手臂上，深深吸一口氣，就可以嗅到淡淡的熏衣草的香味。擦肩而過的

是匆匆的腳步，稚氣的眼神。這一切都很是令人陶醉。 

路上處處都鳴著無聲的喇叭。孩子真是不聽話，今天又遲到了。他令我有種

無奈的憤怒。我望著前端長長的車流，和附近車上打電話的人們。天橋欄杆的隱

約中流出一抹衣角，和模糊的顫音。一切都很熟悉，或者說似曾相識。 

天上雲聚雲散。睜開眼，發現牆頭的牽牛花開了，青磚還留著陽光刻下的斑

駁。有小鳥的叫聲。手腳不能動彈。佛說，人生就如雁過長空，影沉寒水，雁無

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我相信人世是有輪回的。因為這個場景我經歷過，也

許就是前世的此時。 

陽光很炙熱。路旁停了好多懶懶的貨車。它們的主人就聚在某個店

鋪前面打牌，地上滿是那種濃痰留下的惡劣痕跡。我輕輕踏過，眯

著眼抬起頭，想吆喝家人開門。而此時，一個清脆的聲音從那頭遙遙傳來，充滿

歡愉和單純。於是我回過頭來，看著妹妹對我咧著嘴笑。我想起桌上熱鬧的香氣。 

田裏的稻子有點焉。水很明顯不夠，地上裂開的疤痕更是很好地證明著。我

坐在門檻上，抽著水煙。旁邊有人談論著天氣。我覺得一口氣吐不出來，辛辣的

煙味讓我微微咳嗽著。那條狗髒髒的蜷著，睡得很舒服。我把煙兜裏的水潑了，

發呆著，直到水痕散到空氣中去。 

正步踢得腳底不爭氣的冒著泡泡。手機在昨夜的被窩裏被沒收了。在回宿舍

7：30 

12：00 

 

某一刻 某些人 某個片斷  劉海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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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路上，我才感覺到飯菜的味道。冬天的雪下得實在有點大，光禿禿的柳枝泛著

不屬於他自己的雪白。地上有很多腳印，都是深深淺淺的淩亂，訴說著無知。開

始有點恨，當時為什麼沒有隨著同鄉到外面闖蕩去。 

屋裏很靜。所以聽得到時鐘滴答滴答的響聲和手指旁劈劈啪啪的敲

擊聲。腦裏閃過的巧妙演算法讓我很得意。微微的茶香和散落的麵

包屑享受著這一刻的快樂。妻在手機上留下嗔怒和憐惜。我喜歡她。身邊的去去

留留太多，而有那麼一兩個人懂得自己，足以。 

護士和醫生走得匆忙而穩健。走了已經大半了。不遠的病房有一個孩子帶著

裝了飯菜的保溫盒踏了進去。裝修的工作還在手中忙忙碌碌的進行著，刺鼻的氣

味不能阻止我肚子饑餓的叫鬧。眼前不時閃著不聽話的頭髮。回去照個鏡子。也

許還得跟他商量商量該染發了。嗯。 

服務員娜娜的進進出出。電視機在吼叫著不成調子的歌曲。我搓著手邊的麻

將，微微笑著。這麼快孩子就高中畢業了，而且考得不錯。看著那邊自己的影子，

心裏很有些得意。官場一生，得得失失，除了說值得還能說什麼。 

星星閃得有些狡黠。月色很曖昧，樹梢也抖得很厲害。心裏慌亂得

很，臉上一陣陣發燒。想起那張柔軟和羞澀的小嘴，有點透不過氣。

未來在哪里。也許承諾是一個甜蜜卻幼稚的謊言。但這一切都如這寧靜的夜一

樣，只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自然而然。 

螢幕開始模糊，聲音也漸漸遙遠。林昭的追憶在一縷頭髮中隱入歷史的角

落。腦子裏閃過許多人，許多事。世間尋尋覓覓數十載，不過一個“癡”字而已。

死在自己的追求上，死在一種癡迷上，又何妨？ 

燈光有點搖曳、昏黃。家人打掃房間把我的日記翻了出來。捧著自己的歷史，

18：20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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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幾分感慨。往事如同一顆顆珠子讓時間串連了起來，像手中的佛珠。一生就是

一種信仰，當你選擇了這種信仰，他就像一個刺青，伴隨著直到撚到最後一顆。

從下一顆起，已是另一種生活。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生活。沒有錯對與是非，有的只是汗水與淚水滴落塵世的

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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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問題是上世紀40年代

中國內戰遺留下來的歷史難

題：國民政府戰敗後退守台

島，雖然宣稱永不放棄大陸，

但路人皆知他們想武力複國是

不可能的；大陸的人民政府因

為美國武力護台而無法“解放

臺灣”，和平統一的計畫也被

不承認大陸政權的臺灣當局所拒絕。

後來，台獨勢力崛起，直接挑戰兩岸

政府所堅持的“一個中國”原則，企

圖把台澎金馬與大陸割裂開來，另立

“臺灣共和國”。獨派的觀念破壞了

兩岸對話的基礎，使兩岸和談無法開

展。隨著獨派勢力的發展，他們甚至

在本世紀初贏得了政權，通過國家機

器強力推行“漸進台獨”，從政治、

經濟、文化等方面進行“去中國

化”，謀求擴大台獨的法理和民意基

礎。獨派的作為使臺灣對大陸的離心

力越來越大，兩岸關係日趨緊張和不

信任，台獨和戰爭的危險也日

益增大。臺灣問題成了中國政

府最頭疼和敏感的難題，也成

為美日等國遏制中國的重要籌

碼，更使臺灣海峽無法消除戰

爭烏雲，大陸沿海和臺灣的發

展都大受其制肘。 

為了遏制台獨、促進兩岸

統一，中國政府從政治、軍事、經濟、

文化上對臺灣實行了一系列統戰政

策：提倡以比港澳更寬鬆的“一國兩

制”實現統一，允許臺灣高度自治；

宣稱儘量避免使用武力，但決不放棄

武力；鼓勵台商來大陸投資，加強兩

岸經濟交流；在各種場合證明兩岸的

同文同種，推進彼此的文化交流。但

是，這些政策的作用相對有限，雖然

臺灣人在大陸投資多了，更瞭解、依

賴大陸了，但臺灣走向獨立的傾向還

是越來越明顯，步子也越邁越大，令

不少人對和平統一失去了希望。 

對
台
政
策
之
我
見 
陸 

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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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說，兩岸同屬於一個中國是

無可置疑的，無論從歷史、文化還是

法理的角度來說都如此。自 17世紀以

來就有大批的大陸人民赴台開拓，形

成了如今以漢族為主的人口結構，從

宋朝以來直到被日本割占前，歷屆中

央政府都行使著臺灣的管轄權。 

臺灣的 2300多萬人口中，占 70%

的福佬（Holo）人是從大陸閩南地區

遷去的， 

使用的所謂台語其實就是大陸的

閩南話，占 16%的客家人的祖籍是大

陸廣東省，占 12％的“外省人”則是

1949 年隨國民黨從大陸其他地區遷入

的，臺灣人使用中華民族的共同語漢

語，文化習俗與閩南、廣東相似。上

世紀 40年代中國參與簽署的《開羅宣

言》、《波茨坦公告》等國際條約都明

確規定日本應將其非法殖民的台、澎

歸還中國。現在獨派們要脫離中國，

無非是基於政治、經濟利益和感情因

素：臺灣被日本殖民 50年，之後又在

國民黨的“戒嚴”政策下飽受打壓，

從而逐漸認識到只有臺灣人自己當家

才能免受欺淩、維護自身權益；臺灣

的民主制度和市場經濟發展得遠比大

陸完善，不少人擔心被大陸統一後這

些成果會受到影響；臺灣被清政府割

讓給日本，令臺灣人感到有被出賣的

感覺，戰後的 2。28 事件更是刺傷了

他們的心，國民黨戒嚴時期的政策也

使他們憎惡外省人的統治；政客們鼓

吹獨立則基本是出於爭奪權力的需

要。因此，大陸政府要爭取到臺灣的

民心，實現和平統一，就必須用事實

證明統一的好處和必要性，消除臺灣

人心中的疑懼和對立情緒，實際上大

陸也竭力這麼做了。但是，臺灣人並

沒有深切感受到大陸的誠意和大中國

的好處，因此沒有多少人盼望統一，

多數只是希望維持現狀，支持在時機

有利時獨立的人數還略有增加。這樣

的趨勢顯然與臺灣當局“去中國化”

政策的誤導有關，但是大陸政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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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偏差也是一個重要因素。 

首先，大陸宣稱“一個中國”只

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只能在

“一國兩制”下成為跟港澳類似的特

別行政區，令臺灣人覺得毫無選擇餘

地，是被大陸逼著統一，還擔心會回

到被外省人壓迫的時代。須知臺灣跟

港澳的歷史處境不同，雖然同樣做過

殖民地，但港澳並沒受到殖民者的奴

役，長期以來跟大陸非但沒有積怨，

還有很密切的經濟聯繫和人員來往；

相比之下，臺灣受日本殖民者的迫害

較深，民族和獨立意識自然較強，加

上經受過往屆中國政府（清、民國）

的不公正待遇，對中國的認同感也就

較弱。如果大陸政府能夠進一步減少

意識形態方面的考慮，尊重臺灣的主

體性和特殊性，不拘泥於統一形式，

通過多種管道和臺灣進行政黨、社

團、民間等方式的溝通和談判，兩岸

就會更容易增長互信，達成共識。當

然，大陸如此堅持中央的主體性和權

威，是受中國幾千年中央集權政治傳

統的影響，覺得中國這麼一個幅員遼

闊、地區差別極大的國家自身向心力

不夠，需要強權才能維持團結，因此

國家只能採取單一制的形式。但是，

一個國家越是走向民主和富強，它維

持統一的手段就越要具有彈性，硬性

手段不但沒必要，相反還會受到地方

的反彈，臺灣就是這樣。落後的新疆、

西藏還需要加強中央集權才能打擊恐

怖分裂勢力，維護團結，但臺灣以及

大陸發達的沿海地區不需要，它們只

需政府提供良好的政治、經濟環境和

宏觀調控，地方自主權卻要加強才能

因地制宜地發展。令人欣慰的是，大

陸政府也逐漸認識到這一點，提出

“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什麼都可以

談”，並通過邀請國親新等臺灣政黨

訪問大陸、宣導政黨的基層交流，加

強了彼此的瞭解和信任，為以後談判

時採取更柔性的立場打下了基礎。 

其次，大陸對台的文化政策過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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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大中國的共性，其實就是宣揚北

方文化，對南方文化為主導的臺灣吸

引力不大。中國長期以來都是北方占

盡政治優勢，因此雖然南方經濟、文

化較發達，北方文化還是通過行政手

段強力推廣開來，最終佔據了中國 70

％以上的版圖和人口。歷來中央政府

也都宣導首都為中心的北方文化以加

強統治並促進地方交流，當今政府當

然也不例外，不但成功推廣了以北京

話為基礎的普通話，還利用媒體不遺

餘力地宣傳北方的戲劇、小品、文學

作品等文化。在世界經濟走向全球

化、各地的聯繫越來越密切的今天，

這種文化的統一對經濟的發展和人們

的交流是有幫助的，因此人數較少的

大陸南方人民接受了這種推廣，但同

時他們也不肯放棄自己原有的文化。

臺灣的情況就不同了，臺灣社會以閩

南文化為主，一個多世紀以來跟大陸

隔絕，本來就認為沒多大必要推廣北

方文化，加上國民黨政權來台後排擠

本土人士，在推廣國語時又採取跟大

陸不同的強制手段（如國語不達標不

准擔任公職，學生講方言要受罰），因

此本省人對北方文化沒興趣甚至反

感。到了戒嚴結束，本省人開始對北

方文化強力反彈，排斥以北方為主導

的中國文化、歷史，代之以臺灣本土

文化，提升台語的地位（當然由於交

際的需要和外省族群的存在，國語沒

被禁止）。既然臺灣人還處於這種宣洩

的時期，大陸的大北方文化宣傳對他

們能有多大的效果呢？ 

正是因為大陸的宣傳沒有針對

性，加上兩岸由於隔絕而交往較少，

臺灣很多人沒有認識兩岸人是同根同

源的，福佬人不知道自己說的是閩南

話，跟對岸的福建是一家，從而為獨

派宣傳臺灣歷史、文化、語言的獨立

性提供了土壤。因此，大陸政府有必

要調整宣傳方向，做到有的放矢，針

對臺灣的主要族群，多宣傳一些與臺

灣有密切聯繫的閩南、廣東客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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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加強彼此的交流，讓他們感覺到

對岸跟自己的共性，逐步產生對大陸

的親近感。這樣的效果要比宣傳 100

次中國龍、長江黃河管用得多。 

最後，大陸政府和民間對臺灣各

政治力量和族群的態度有欠公允。一

直以來，大陸總是支持臺灣的泛藍勢

力，這是為了國家統一而無法避免

的，但也不能過分敵視、刺激泛綠和

中間勢力，增加他們對大陸的反感，

相反還要適當感化，努力把他們爭取

過來。對於臺灣的本省人和外省人，

大陸（尤其是民間）的偏向就更明顯

了，北方人占多數的大陸人把大陸的

老鄉觀念推廣到臺灣，總是覺得臺灣

外省人才跟自己親近，把統一的希望

寄託在他們身上；對於臺灣本省人尤

其是福佬人，大部分大陸人（除了福

建人）一概視之為獨派，打心底裏討

厭他們。大陸媒體多數時候都大篇幅

報導和聲援臺灣泛藍的外省人或外省

黨派，不厭其煩的挖掘他們跟大陸的

淵源，對福佬人士的報導卻慎之又

慎。臺灣解除戒嚴後實行民主，權力

已經按人口分配，政治動向很大程度

上取決於占人口多數的本省人，泛藍

勢力的壯大也只能靠他們，而兩岸統

一要靠泛藍。臺灣本省人也會湧現出

像王金平、江丙坤這樣的深藍人士

啊，難道中國統一就不能依靠他們

嗎？我們如此厚此薄彼，又怎能團結

他們呢？ 

統一臺灣對大陸和臺灣都有極其

重要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意義，是中

國走向崛起、實現民族復興的必經之

路，盡一切努力實現臺灣的和平統

一，是每個中國人的責任。我熱切希

望整個中國，從大陸到臺灣，從政府

到民間，都能不斷地總結經驗，採取

務實的政策和態

度，促進兩岸的交流

和磨合，縮短彼此之

間的差距，實現祖國

的最終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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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理想的折磨 

和河舟 

人在很小的時候，總有許許多多

的理想，雖然偉大卻又看似幼稚。大

多人都沒有辦法實現它們。但有些人

實現了。 

當然，人的成功可能不需要經歷

太多的坎坷，但對於大多數人來說，

成功是需要付出代價的。特別是那些

非常大的成功，特別是那些條件和機

遇都非常差的人，他們所付出的汗

水，所失去的東西，簡直無法想像。 

人要平平庸庸的活在世上本來就

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何況你也不願意

這樣。你想過你會成為一個名流千古

的英雄嗎？你想過你會成為一個萬人

矚目的明星嗎？你想過你會因為發明

了某種科研成果而轟動全球嗎？你想

過你有一天會坐在江書記的位子上耀

武揚威嗎？你或許都不敢想，你或許

會在被窩裏偷偷想過。就像夢一樣，

也只能是夢。 

如果你真的願意平靜的生活，就

沒有必要看這篇文章了，這篇文章只

是想和一些曾經不甘寂寞和不願平凡

的人探討一下夢的實現問題。 

夢嘛，實現嘛，哈哈。 

要幹大事業，可就不能像對待一

般的理想那樣，光靠平時所說的努力

就行了。還必須做一件事——摧殘，

摧殘自己和別人。 

聽起來不大舒服吧，是直了點，

但那確實是事實。 

是的，希特勒並不天生是一個瘋

子，而是他自己把自己變成了瘋子。

馬克思在圖書館裏埋葬了他的年輕時

代，也埋葬了許多平常人的幸福和快

樂。愛因斯坦從來不關心實踐，就是

很簡單的器具也思考好幾天都猜不出

它的原理，他的大腦皮層本來不該是

如此平的，但是他沒有給自己那樣發

展的機會。還有尼采，黑格爾，佛洛

德……當你走近他們的生活，當你真

的瞭解了他們時，你會發現，他們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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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那麼值得羡慕。除了成功和榮譽

之外，他們也是不幸的，可憐的。 

成功需要犧牲，而犧牲不是想就

可以的了，不是說就可以的了。它是

建立在一種強大的自控的基礎上的，

這種自控，已經不是一般意義的自控

了，是變態的 

自控，在一定程度上講就是對人權殘

酷的剝奪和對天性無情的背叛。 

我是不能做到的，因為我無法承

受那樣的折磨。完全可以想像，要我

放棄自由和快樂，去做雖然想做，但

是卻無比困難和難以堅持的事，同時

忍受各種不解和誤會，是多麼的痛苦

啊！ 

但不是我永遠不能做到，我還在

思考。 

一天一天，理想離我越來越遠

了。本以為不需要付出什麼，就可以

快快樂樂的成功，但是錯了。世上並

沒有真的韋小寶，就算有，那也絕對

不會是我。走一條什麼樣的人生道

路，我需要選擇。 

或許我一輩子都走不出，或許我

就這樣了。 

也或許我那一天覺悟了，我會為

了理想而忍受一切的。不管它是不是

真的能實現，我都可以在臨死的時候

大聲的說：“我無悔，我已經盡力

了！”。 

仔細想來，其實也並不是這麼悲

觀的。追求理想的人並不是一生都沒

有什麼樂趣，當你達到一定的境界的

時候，艱苦和煩惱都會成為供你享用

的美酒。也不是說你就用不著幹其他

的事了，馬克思也有找時間去擊劍、

騎馬、游泳，希特勒也常和情人愛娃

在田園別墅裏欲仙欲死，愛因斯坦老

年更是玩起溜溜球…… 

只是沒有了沉浸物欲的放縱，長

相守的夢幻，回歸自然的天性和尋求

平凡人的生活。一切都不是簡單的，

得不到的東西永遠是最好的，也許這

也是圍城吧。 

也許失去並不能讓所有的人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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懼，更殘酷的是，你不得不對不起一

些你不願對不起的人，無論是欺騙，

還是傷害，無論是無辜的，還是你愛

的。也許有一天你已不再因此感到罪

過，也許在為了國家和人民的幌子下

你習慣了恣意妄為，但是，那豈不是

更可怕嗎？ 

沒有辦法的事，因為做的一切都

是為了理想。於是摧殘自己，於是摧

殘別人。我想過平靜的生活，非常想，

但人不是想怎樣就能怎樣的，天性決

定了我不甘寂寞和平庸，從小就看得

出。我有我的夢，我必須實現它，它

比什麼都重要，甚至勝過生命。 

沒有人能阻撓我的，我這樣認為。 

唯一阻撓我去實現夢的，是難以

忍受的傷痛。 

我尋求超脫，但解脫不是超脫，

於是繼續忍受著，忍受著這為了理想

的折磨。 

 

志存高遠 情系李鄉 

——記大學生回鄉義教活動 

許婷秀 

“志存高遠，情系李鄉”是錢排

大學生協會的宗旨。錢排大學生協會

是錢排的特產，是錢排一群熱血沸騰

的年輕人自發成立起來的。 

錢排是一個山清水秀的小山鎮。

這裏盛產三華李。每年開花時節，放

眼望去，如皚皚白雪覆蓋整個山頭，

置身花海中，你會忘記自己尚在人

間；落花時節，一夜春風就可以讓你

領略到南國的飄雪。這裏的人們仍然

喝著未經過任何處理的山泉水，純

樸，但也很落後。“天時地利人勤”

是村民們的致富金律，而種植三華李

是村民們的致富之路。但“人算不如

天算”，在剛開始種植三華李，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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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村民確實富起來了，但因為三華

李易腐爛，不通曉保鮮技術的村民們

沒辦法拓寬市場，而村民們的盲目擴

大種植面積更是使得三華李的價格一

落千丈。豐產不豐收的現實讓村民們

喪氣，也刺痛了這群年輕人的心，看

著父輩們勞而無獲怎能不難過？他們

知道，要讓家鄉的父老鄉親們確實富

起來，就必須把更多的孩子引出去。

所以在協會成立之初，他們就確定了

每年暑假要回鄉組織義教活動的方

案。義教的物件是初中的學生，我們

的宗旨是提高孩子們的學習興趣，加

強孩子們的學習信心，讓孩子們都能

更好地把握好自己的未來。我們期望

更多的年輕的一代錢排人能運用知識

和技術來改變家鄉貧困落後的現實。 

今年，藉著暑假，我回到了我的

母校，在那裏我感受到了我們錢排年

輕人對家鄉的濃濃深情，也被孩子們

的童心感染了，站在他們中間，我們

會發現其實我們只是一個大孩子…… 

四年了，母校還是原來的樣子，

只是原來就破舊的校舍現在顯得更加

不堪重負了，牆上的石灰層部分已經

脫落，如同垂垂老矣的老嫗，讓人心

痛。我放下行李，翻看登記的名冊，

我看到的是一顆顆熾熱的心——已經

有三十多個人報到了，而活動在兩天

后才開展——需要提到的是，我們這

次義教活動的經費全部由參加這次活

動的成員承擔，用一些人的話說，我

們是花錢買罪受——我又看了看活動 

的安排，裏面的內容豐富多彩，形式

多種多樣，有針對每個學科的專題講

座，有趣的英語小競賽，旨在鍛煉孩

子們膽量的故事比賽，辯論賽……聽

那些師兄師姐們說，他們早在三月份

就開始準備了，好幾天前就有幾個人

到學校做前期的工作了。看到那份詳

盡的計畫，我才明白要組織一個活動

並非想像中的容易。 

到校之後才幾天，我們就嘗盡了

苦頭：學校蚊蟲特多，而我們又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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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蚊蟲青睞，兩天下來，我們身體露

在外面的部分就傷痕累累，慘不忍睹

了；錢排為眾山所包圍，氣候宜人，

絕對是一個避暑勝地，但對我們來說

卻是折磨，我們在活動期間是住在學

校的，由於我們只帶了被單，晚上只

能兩個人睡，相互取暖，但半夜還是

常常被冷醒，幾個身子弱的都感冒

了。但苦歸苦，但我們看到孩子們充

滿好奇的眼神的時候，我們知道我們

是被需要的；當我們聽到孩子們在開

心的笑聲的時候，我們的心就會被成

就感完全佔據。 

但最最開心的還是下晚自修後，那

時候，我們的宿舍總是被圍的水泄不

通。孩子們問題很多，有問學習問題

的，有要我們講述大學生活的，他們

好像要把我們知道的事情全部挖出來

才甘心。從他們眼中，我們看到了信

任和羡慕。面對他們，不善言辭的我

也能滔滔不絕，那種開心勁是無法形

容的。 

在義教的短短的的十多天裏，還

發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好事。兩對之

前甚至沒怎麼見過面的的師兄師姐擦

出了愛的火花。在吃飯的時候，我們

都會不失時機地開他們的玩笑。他們

不好意思，但我們卻是笑料不斷……

我終於懂得了什麼叫做“有緣千里來

相會”了。哈哈…… 

但是快樂的時光總是過得很快。

在我們要走的前一天，很多孩子拿著

筆記本讓我們在上面留言，還有好多

孩子拿著相機讓我們跟他們拍照留

念。在送別我們的聯歡會上，很多孩

子儘管五音不全，還是鼓起勇氣為我

們唱歌。他們唱得不好聽，但是很用

心，這讓我們感動不已。看到他們稚

氣未褪的小臉蛋，我們又仿佛回到童

年……第二天，我們是趁著他們午睡

的時候走的，但還是有好些孩子請假

給我們送行。雖然離別總不是一件開

心事，但我們的心裏確實是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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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段時間，我們看到了了孩子們對外面世界的憧憬，感受到他們強烈的求

知欲。我想我們的目的達到了。滿心喜悅，我們回頭對母校揮揮手：“我們明年

再見了！” 

總是想，用一支筆寫下內心對軍

訓的澎湃；總是想，用齊整的方塊字

搭起情感的燈；也總是想，用不滅的激情喚出行雲流水般的軍歌…… 

經歷了這十幾天艱苦的軍人生活,我感觸良多,現在，最能表達我現在心情的,

是感動,一種來自內心深處真真切切的感動! 

感動來自我們敬愛的教官。教官是一位皮膚黝黑的排長,矮矮的個子卻不失

魁梧,一個平頭下練就一雙犀利的眼睛,雖然才 20 出頭,但眼角的幾層皺紋卻是

他滄桑軍人生活的寫照。他是一個非常非常嚴厲的人,無論是對我們還是對自

己。每天早晨 6點不到,他就會騎著一輛單車出現在我們的訓練地點,然後操著一

口福建口音開始一天的任務安排。在我們站軍姿的時候,他絕不允許我們有任何

的鬆懈,“雙腳併攏,伸直,兩腳跟 60 度展開。挺胸收腹,兩手緊靠腰間。兩肩後

張,兩眼正視前方。”這句話成了他在我們站軍姿時的口頭禪。我們任何的一舉

一動都逃不過他敏銳的眼睛。而偷懶換來的只能是 800米的長途旅行。他對我們

的要求很高,當然,這是站在我們學生的角度來看。每當我們被他那些“非人”的

訓練折磨到叫苦連天的時候,他嚴厲的訓詞就會變成激勵的語句,使得我們又會

毫無怨言地繼續訓練。有時候,他會告訴我們一些軍人的生活,講到軍人生活的惡

軍訓在大二 

賴官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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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環境,使我們觸目驚心但又對軍人深感佩服。 還記得教官給我們講過的一個笑

話嗎？他說：“在我們部隊裏，我們洗澡要三次，第一次用汗水洗一遍，第二次

用冷水沖一遍，第三次用汗水再濕潤一遍。”故事很短，意義卻顯得很深遠。我

心裏久久思考這幾句話，從這一個簡短的笑話裏，我們卻可以看出一種事實，一

種艱辛，一種洗練，一種堅持。我們可以想像，軍旅生活是何等的艱辛，何等的

辛苦，但是他們個個用笑臉相對，用他們的微笑去迎接那艱苦的訓練，去挑戰那

千難萬險的軍旅生涯！這種誓死保衛國家的精神，難道不值得我們學習嗎？平常

在學習、生活中遇到點小小的挫折，我們便會氣餒，會灰心，會一蹶不振，面對

他們，難道我們還能說苦說放棄嗎？軍人為保衛國家，為守護邊疆尚能吃如此多

的苦，我們為了自己能成材又豈能不吃苦呢？不是說，不經歷風雨怎能見彩虹？ 

有時候,他又會和我們分享他的某些心情,例如他參軍第一次回家的激動和

感悟,使我們明白到,軍人也是人,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使我們感覺到我們和他是

一樣的。是的,他確實有一雙能看穿人心的眼睛! 

如果嚴厲是他的主旋律,那幽默就是他的伴奏。他喜歡在一些休息時候跟我

們開玩笑,有時一句無厘頭的話會讓我們笑上半天。和這樣一位教官相處,無聊的

軍訓生活都成了多彩的每天。 

感動來自我們敬愛的指導員同志。非常的特別,我們的指導員竟然是位女同

志,而且還只是一位讀研三的學生!她也是和我們一樣為鍛煉自己而自願報名而

來的。她對我們的關懷可謂是無微不至。連裏任何一位元同學病了,她都會”勒

令”他去看醫生,即使他只是輕輕的幾聲咳嗽。記得前天晚上她突然得了高燒，

在宿舍休息，而在深夜 12點的時候，班裏有位男生發了高燒。她毅然把病放下，

陪那位男生去了醫院，掛號，看病，吊鹽水。淩晨 2點才回來。連隊的同學都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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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感動…… 

感動來自我們自己。習慣了睡懶覺，還不習慣起床的哨聲；習慣了溫水沐浴，

還不習慣冷水中洗澡；習慣了撐傘遮陽，還不習慣烈日中暴曬；習慣了先斬後奏， 

還不習慣先行報告；習慣了嘻嘻哈哈，還不習慣中規中矩……十天后：所有不

習慣的都已成了習慣，早已習慣的卻變得有那麼一點不習慣了。人生的味道是酸

甜苦辣，這幾天的軍訓給我最大的感受卻是“酸”和“辣”。酸是我每次軍訓都

有的心得，它讓我飽受心理和生理的折磨，讓我總有想要放棄的念頭，站軍姿，

走正步，讓我暈頭轉向，不過，正是這些讓人覺得乏味的動作讓我學會了調整，

學會了配合，也學會了成長，既然自己無法逃避，為什麼不勇敢面對？辣讓我真

正明白了自然條件的惡劣，太陽總是毫無情面的在我們軍訓期間出現，火辣辣的

它常常使得我們汗流浹背，面目全非，但就在揮灑汗滴的那一瞬間，我們學會了

在逆境中生存！所以，軍訓的酸和辣在給我帶來許多不愉快的同時，讓我學會了

許多，懂得了許多，我的精神財富就在這一刻積累了起來 ，我堅信，在酸辣中

成長的我們將比在溫室中長大的孩子更適應生活，因為——只有逆境才會教會我

們成長！              

從天之驕子到沙場戰士，從幼稚軟弱到堅硬剛強，從不可能到沒有什麼不可

能。13天，創造了多少奇跡；13天，本身就是個奇跡，13天流金日子，屬於你，

屬於我，屬於每一個揮過汗灑過淚的人，當這 13 天淌過我們的生命，所有人都

得到了一份最寶貴的禮物。當一個人老的時候，他回憶起曾經走過的人生路，會

長歎，人生會經歷苦辣酸甜，但先苦後甜是永遠不變的真理，軍訓是一個微小開

始，幸福的彼岸是在磨練中到達的。



信宜同學會會刊 《思源》 第七期 2005年 

32  

高校中，最讓學生痛心疾首咬牙切齒卻又棄之不得的不外

乎是飯堂了。大學裏寬鬆自由的言論環境、精力旺盛的學生、

便利快捷的網路造就了學生與飯堂依賴與矛盾並存的局面。 

我也意料不到的是我找的勤工是與飯堂有關的：飯堂“監

控助理”。工作說難不難，因為只是就餐時間到飯堂到處逛逛

看看；說輕鬆卻也不輕鬆，因為職責是代表學生去監督飯堂。

這份工作是學校部門“飲食服務中心”所聘，而各飯堂同樣也是隸屬於“飲食服

務中心”的，工作存在的前提是飯堂有各自的經理、部長等管理人員，管理上自

主，故飲食服務中心於工作上需要我們來對飯堂工作品質監控。 

工作開始之前，飲食服務中心監控部部長先為我們作了簡單扼要的培訓，指

引我們“監控助理”工作上的細節。職責上，首先要巡視飯堂各儲物間、冷庫、

加工間等地方，監督食物或食物加工用具的衛生使用情況。接著就在備餐間（即

飯堂售菜視窗）監控各視窗上菜價位比例，員工服務態度及衛生等。有時候也參

與食品抽樣，即調查飯菜是否夠份量。也參與過飲食服務中心關於飯堂的民意調

查，由同學們填寫問卷的熱情而深切感受到民以食為天的含義。同時在工作過程

中，必需針對各種情況適時提醒工作人員；每次工作完畢前向飯堂管理人員反映

問題；每週與上層領導進行交流、工作小結。有時還與會與飯堂經理們商討如何

更好改善飯堂服務。 

勤工過程中飯堂員工工作的辛苦體會頗深：主要是工作環境跟很長的日工作

時間造成，也令我深感知識對於一份好工作的重要性。員工工作環境也與飯堂低

利潤運作相關。天氣冷的時候還好，酷夏時候就最辛苦，通常一次工作下來，員

工的衣服、頭髮都濕掉。 

飯
堂
勤
工
記
李
登
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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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飯堂有一定瞭解後，發覺飯堂仍嚴格屬於學校機構一部分，體制上我們無

法撼動，故我們也無法令飯堂作出實質性的改善。但我們仍然儘量努力做好本份

工作，為建設更好的飯堂出謀劃策。但也可以感覺到，在沒有“監控助理”工作

的假期，學生投訴明顯增多。同時我們的工作也令飯堂員工工作的時候有了更好

的衛生習慣。 

而工作過程中挖掘問題、分析問題以及與飯堂員工、管理人員溝通都很

好的鍛煉了自己的能力。雖然說勤工的報酬不怎麼吸引人，但總的來說勤工還是

一個不錯的體驗。 

 不知不覺之間，六月就到了。對於我們大四的

人來說，一個我們既盼望又害怕的時候也來到

了，那就是畢業。 

為了紀念我們那酸甜苦辣都有的大學生活，我們決定到陽江的閘坡一遊。 

早就聽說陽江和茂名都有很好的海灘，不過我一直都沒有去過。到了閘坡，

下了車，到海邊一看，連綿兩公里多，都是細膩乾淨的白沙灘。老實說，在這之

前我也曾去過南江扣的金沙灘和深圳的大梅沙，不過都覺得太髒了，所以我對沙

灘其實也沒有什麼好印象。但是，這裏確實與眾不同，沙灘潔白，海水清澈，簡

直就是游泳的好地方。我們沿著海灘一直走，在一些岩石的周圍發現潮水漲落時

居然有一些小螃蟹在走來走去，可是居然沒人去抓那些小螃蟹。向當地人打聽了

一下，才知道原來那是一種螃蜞的小蟹，根本就沒有肉可以吃的，最多賣九毛錢

一斤，所以沒人感興趣。這真是讓我大為感歎，有的時候，也許平凡一點、普通

一點會讓我們過得更加輕鬆安全。沿著海灘一直走，到了一個平臺，那裏的風浪

挺大的，但是依然有很多人在釣魚。我們在那裏拍了很多照片，卻沒有見他們釣

陽江閘坡遊記 

——記畢業旅遊 

陳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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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條魚上來。後來才知道，這地方有的時候會有很多魚，有的時候卻一條也沒

有。不過這些人都是那裏附近的老人，到那裏去都是為了以釣會友的。並不很在

乎魚的多少。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到這裏應該是個比較富足的地方，老人們才有

這種閒情逸致。 

到了晚上，我們在沙灘上開起了燒烤晚會。在這裏，海鮮的品種絕對齊全，

而且都是船一回來就卸下來的，比平常吃的要新鮮很多。但是，吃海鮮還並不是

高潮。那麼，什麼是高潮呢？就是我們自編的文娛節目。在這裏，我們要求每個

人都要演出，可以自己一個人，也可以幾個人組隊。我呢？和幾位同學一起合演

一個小品《雷雨》，那是根據曹禺的戲劇《雷雨》改編而成的。我們把故事的背

景從 30年代改成了 21世紀的現在，工人改成了現代的大學畢業生，財主改成了

經理。我就演那個經理啦。整個故事中，我們把克扣工人薪酬改成了我們畢業生

最討厭的現象——加班無加班費，不買社會保險等等。結果我們的節目大受歡迎。 

在迷蒙的夜色中，我們的節目一個接一個，直到演完時不知不覺已經深夜

了。這時，不知道誰提議：“讓我們在這個時候唱一首‘朋友’吧！”頓然，激

情四起。整個沙灘便籠罩在我們的歌聲之中。“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

有……一句話，一輩子，一生情，一杯酒……”突然之間，我有一股想哭的衝動。

不是麼？同窗四載，今天出來大家這麼多人一起做最後的畢業旅遊，在這個時

刻，大學四年的生活歷歷在目，友情永在我的心中。 

古語有雲：“天下無不散之宴席”，又雲“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

不過，對於我來說，卻完全不是那樣的，我們年青，自當熱血四方，為夢想闖蕩。

而同窗的友情，正如這夜我們的歡樂與感動一樣，成為心中美好的回憶，永不褪

色。也許有一天，再聚會時，我們仍會再唱起那首“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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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同學會的一些思考鐘鐳 

不知不覺，新的學期又要開始了。我們同學會，今年也將注入三個新鮮血液，

由於暑假學業上比較繁忙，回家時間短暫，還沒來得及見見師弟師妹就又得匆匆

趕回學校。 

很快，我就迎來我的碩士生涯，而我從今年開始，也將不再接受同學會物質

上的獎勵，我也應該開始認真考慮一下“我能為同學會做些什麼”這個問題了。 

在我個人看來，同學會給我的，不僅僅是金錢上的獎勵，更主要的是對我精

神上的鼓舞。同學會每年的聚會，和各位師兄師姐的交流讓我大學少走了不少彎

路，這筆財富是對我最大的獎勵。 

勿庸置疑，同學會的確提供了一個相當好的交流平臺，但在某些細節方面我

覺得可以做得更好。 

1． 同學會的人數是保持不斷增長的，因此以後在會議上就不可能做到每個人都

發言，因此我覺得以後同學會會議應該指定一些同學發言，或者請些企業家，學

者作一些講座。至於像現在會議的交流的部分可以在放在吃飯或者大家晚上一起

玩的時候進行。 

2． 隨著人數的增多，我們會刊的資源也將變得越來越豐富，因此現在應該開始

著手考慮如何讓我們的會刊辦得更加專業。上次春節時候討論決定的每年都讓大

二的師弟師妹擔任編輯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嘗試。這樣不但可以鍛煉新人，更加

重要的是可以促成一種競爭的機制，發揮每個新人的積極性。以後可以逐步加大

師弟師妹們的權力，會刊的內容，形式，出版，完全可以讓他們一手負責。 

同學會已經有很好的基礎，它的發展有賴我們的共同努力，真心希望同學會

越辦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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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外漁村 

 彭韜  

初次聽到大澳這個地名，是因為聽說過一部名為《大澳的天空》的港劇。也

只是聽說而已，並沒有真正看過。當真正置身於這個昔日香港最大的漁村時，我

就被它深深迷住了。 

從屯門碼頭坐船出發，經過香港新機場附近海域，在海上漂泊了 2 個小時，

最後到達了我們的目的地——大澳。 

踏上碼頭的長堤，海上顛簸的餘悸漸消。海灘上滿是貝殼和獨臂的螃蟹，海

風撲面吹來，帶來濃濃的海的腥味。風很大，衣袂撲打著，人有乘風而去的感覺。 

沿著長堤看過去，一輛小型鏟車停在堤上，不遠處綠樹掩映著一幢西式小

樓，北邊沿著海灣就是散落的漁民的房子。沿著海堤一直走，發現先前看見的小

樓是大澳警署舊址。 

路邊漁民的房子跟廣東的漁村一樣的風格,或者說，一樣的簡陋一樣的舊。漁

民衣著和長相也沒什麼不同，說話也

同聲同氣。若不是路邊電線杆上的

“中華電力”和“盈科電訊”的標

誌和“離島區議員選舉”拉票橫幅

提醒了我，我真會忘了自己置身在一

個與內地隔絕了上百年的漁村。 

一直走到一條小河邊，昔日連接兩岸的“橫水渡”現在已被一座小吊橋所

代。走過窄窄的吊橋，橋下有遊船，可以花二十幾塊錢環鎮一遊。穿過曲折的街

道，路邊很多小店，賣當地有名的蝦膏、蝦幹、白飯魚幹等的幹海產。很多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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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狗趴著，偶爾懶懶地瞟一眼路人。街道的盡頭有棵大榕樹，許多老人坐在樹下

搖著蒲扇乘涼。再往前走是一所基督教小學，小學已放假，空無一人。 

再往北走，就看到一座長著矮草的山。山腳是蜿蜒的小溪，溪邊長滿各色野

花。岸邊有空空的小船，頗有“野渡無人舟自橫”的意境。 

蔚藍的天，湛藍的海，迎面的海風，撲鼻的腥味，漁家的吆喝，零星的狗吠。

這些都是大澳給我的印象。但我感覺大澳的獨特之處在于它的安全和悠閒。這裏

的治安應該很好，因為家家的門都大開著。有的門口有老人在乘涼，有的屋裏有

小孩在看電視，面對遊人好奇的張望，他們都那麼的坦然。這裏的生活節奏與香

港的快節奏顯然不符，慢吞吞的行人，懶洋洋的狗，這裏是悠閒的世外桃源。 

我很喜歡大澳，不僅因為她的安全和悠閒，更是因為它充滿了海的氣息。 

這裏的海很乾淨，很開闊。站

在長堤上，面向大海，看著遙遠

的地平線，呼吸著帶有腥味的空

氣，聽著不絕的潮聲，好像整個

人跟海融為一體，忘卻了塵囂的

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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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2005年春節聚會會議記錄（簡要） 

 
時間：2005年 2月 12日  

地點：信宜水口雙山兼萬康樂中心 

記錄：梁謝軍 

 

11：40  給甘尚武先生、李韶先生、林順忠先生發新年賀信。 

13：20—14：50  兼萬堂 

 

會議主要內容： 

1、加強聯繫 

   由鐘鐳負責建立 QQ群，以後在 QQ群上收發通知。 

2、討論一年出版兩期《思源》是否可行。 

3、畢業找工作的與已經在工作的多交流。 

4、開會形式問題 

   可以考慮多種聚會方式： 

（1） 參觀。比如說參觀林順忠先生在南海的新廠。 

（2） 請人講。 

（3） 座談會形式。 

   將來同學會成員多了，住宿吃飯問題可以交給旅遊團來打理。信宜市領導曾

提出在信宜聚會，但因路途遙遠，有些不便。 

5、關於《思源》與會費 

   同學會的會費在每年的國慶日聚會繳交，目前金額是每人每年 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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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源》的稿子由即將升入三年級的在讀同學負責催收並進行編輯。同學會

成員要在每年 9月 1號前交上至少一篇的文章。商定晚交者要贊助會費。 

   2005年《思源》稿子的收集與編輯由彭韜、莫秋慧負責，劉海東協助。 

 

 

 

 

 

 

附錄 2 

《思源》2005年徵文啟事 
 

大家期盼以久的《思源》徵文現在正式開始了！ 

根據 2005 年寒假會議的決定，以後《思源》的編輯工作由在讀本科三年級

的會員承擔。本期《思源》編輯工作由彭韜和莫秋慧負責。 

歡迎各位同學協助我們的工作，也歡迎對我們的工作提出寶貴的建議和批

評。 

 

徵文對象：甘李獎學金信宜同學會全體會員。 

 

徵文內容：可緬懷母校，贊恩師之風範、憶同窗之友情，亦可抒寫大學生活的酸

甜苦辣、步入社會的經驗教益；既可錄時代風雲之流轉，繪世間萬象之紛繁，亦

可發讀萬卷書之感懷，記行萬里路之見聞。工作經驗、學習心得、讀書體會、逸

聞趣事、崢嶸歲月，還有其他一切題材均可結撰成文。 

 

徵文要求： 

1. 思想健康，積極上進，不含反動、違法、誹謗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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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內容真實、感情真摯，作品字數不限； 

3. 文體不拘，紀實敍事、散文隨筆、報告文學、詩歌日記、其他一切形式均可。

歡迎以下幾類：詩歌、外文作品、附帶照片；  

4. 電子版文章請用 txt\doc格式的檔，圖片檔請用 jpg\jpeg\bmp\gif\png格式，上

述格式以外的檔請說明文件格式與相關程式，請不要使用 PDF 等不可再編

輯的檔格式； 

5. 紙質版須用方格稿紙認真書寫（書法作品除外）或用電腦列印。 

 

提交方式：  

1. 電子版（推薦）：只需把大作的電子版檔附在電子郵件裏，發到我的郵箱：

ptctt@163.com 即可。注意：清華郵箱不能收大的附件，請勿發到

bt03@mails.tsinghua.edu.cn。有超過 30M 的大附件的，請與我聯繫開 FTP

上傳。上課期間我收到即發回執。暑假後不再發回執。我們會在群上隨時發

佈已交稿的同學的名單，以便核實； 

2. 紙質版：（無法用電子版提交的作品和不具備網路條件的）。請寄：北京清華

大學紫 6#615B，彭韜（收）郵編：100084。平信一般一周內到達，特快 3

天內到達。7月放假之後我可能不在學校，假期請慎選郵寄方式； 

3. 來稿不退，請自留底稿。 

 

版權說明： 

1. 原則上要求稿件均為原創，個別圖片等若非原創，請注明來源； 

2. 曾在別的出版物上發表過的作品請注明發表時間和所刊登的出版物名稱、期

號； 

mailto:ptctt@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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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稿件請自行檢查錯漏，編委原則上不從內容上進行刪改，需要刪改時，會事

先告知；明顯的錯別字我們將自行糾正，恕不通知； 

4. 本期《思源》編委保證所收到的所有原創稿件（包括附帶的原創圖片等）只

用於本期《思源》，絕不以其他任何方式發佈； 

5. 作者自負文責。 

 

徵文獎勵：按寒假會議的初步意向，可能對稿件進行評獎，具體未定。鼓勵多交

稿。 

 

徵文時間：由於編輯需要花一定的時間，按寒假會議的協定，交稿日期為即日起

到 2005年 8月 31日。請大家諒解並配合我們的工作。此後至《思源》付印之前

仍可交稿，但要附帶說明晚交原因。《思源》付印後才收到的稿件將交由下屆編

委處理。 

 

對本次徵文如有疑問，可以在 QQ群上留言或者給我們發信詢問。 

 

本次徵文最終解釋權歸本期《思源》編委所有。 

 

 

 

 

 

 

 

 

 

甘李獎學金信宜同學會 2005年《思源》編委 

2005年 5月 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