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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2014年的夏天，是我

第一次走过邯郸路国定路路口。

那时的光草、曦园、相辉堂，都给

我留下了太多美好的憧憬。在杨

浦、在五角场，从高中上课、本科

辅修，到读研、读博。我从未忘记

那个最初萌芽的梦想，不断接近，

寻求突破，最终实现。这一路是

艰辛的，也是幸运的。

作为复旦新闻人，站在新的

起点，从“新”出发，应当对一切的

新鲜事充满好奇、深入观察，做扎

实的记录和研究。

“新”，是时代赋予我们最鲜

明的标签，也是新闻事业永恒的

生命力所在。它不仅仅是新情

况、新内容的代名词，更是我们渴

望事实、追寻真理的灯塔。在复

旦大学融媒体中心担任学生记者

以来，我走进主题讲座、活动现

场、实验室的清晨、附属医院的手

术台，采写近百篇报道，多次被人

民日报、央广网、中国青年报等主

流媒体转引。抵达新闻现场，这

些鲜活的场景激励着我，用手中

的笔、键盘和镜头写好复旦叙事，

讲好卓越而有趣的复旦故事。

作为新闻人，我们是时代的

见证者、书写者、研究者。新闻的

课堂从来不只在教室，还有广阔

的社会天地。我们用脚步丈量祖

国河山，用图文视频展现人民生

活，汇聚起一代代复旦学子的共

同努力。这些经历让我深刻领

悟，要将个人成长与国家发展紧

密相连。我们应当学会深入观

察，细致分析，具备问题意识，提

供新的洞见，将专业所学、研究所

得与具体实践联结起来，为建设

中国式现代化贡献青春力量。

“新”，还在于赓续薪火，砥砺

前行。就在一个多月前，复旦大

学博士生讲师团总团和新闻学院

分团，面向来自山西和宁夏7所学

校的师生们开展了别开生面的

“场馆里的思政课”。孩子们站在

演播室镜头前，兴奋地观察着屏

幕上的自己。在屠海鸣图书楼，

作为讲解员的我将学院95年的历

史讲给更多人听。我想，我们讲

述的不仅是复旦新闻的历史，更

是在传承一种精神，激励我们在

未来的学习工作中成为更好的自

己，做出更大的贡献。

“新”，更是因为心有所信，方

能行远。前天晚上在校园里散步

时，我在光华大道再次看到灯光

下的这句寄语：“望道致远，初心

永不变；长路险阻，你我共向前。”

我们站在新的起点，在这里相遇、

相知、相伴。

丁超逸（新闻学院2024级博

士研究生）

从从““新新””出发出发
今天是一个人工智能科技改

变未来的时代，大家被人工智能

技术不断刷新着对各种“不可能”

的认知。但这更是一个属于年轻

人的时代，要相信自己，敢于挑战

不可能。一定可以驾驭人工智

能，发现未知规律，改变世界。

善于在行动中学习，做脚踏

实地的实干者。爱因斯坦公式极

致优美干净，然而实践却是纷繁

杂乱的。要锻炼动手能力——思

想家分析未来，实干家创造未来。

勇于接受失败，归零再出

发。一次次归零，不把世俗意义

上的成功作为追求目标，但是始

终把真正的成长作为前行的方

向。不少浪费的天才，在自己舒

适的地方止步，优秀成为了卓越

的绊脚石。拥抱变化，大胆前进，

不惧挫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突

破，真正创新。

人的一生很长，只要坚持总

会上场；人的一生很短，不要偏离

自己的梦想。

漆 远（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

院长、复旦大学浩清特聘教授）

做新时代的追梦人
相辉纵论

求知、探索与更新，这几个关

键词组成了我在复旦的三年求学

时光。

这三年里，我主持了复旦大

学共青团研究课题，共参与10余

项社会实践以及“知行杯”社会实

践大赛，探索中国式现代化、人民

城市、校园建设等多项议题；参与

志愿服务和寒假支教，服务时长

上百小时；参与虹口区宣传部政

务实习与新华社天津分社文字记

者实习。加入校院两级讲师团，

打造了涵盖生态文明、对外开放、

全会精神等主题的三门宣讲课

程。

读研可以定义为人生中多挤

出三年“自我觉醒”的时间，以更

多的时间和机遇思考并选择想要

的人生，以更充足的准备武装自

己进入社会化的新生。

自洽前行寻远道，心无旁骛

关关过。如何选择未来的发展道

路？

第一是确定自己热爱的方

向。结合丰富的实习和学工经

历，在读研的第二年我确定了自

己想要从事一份服务基层、服务

青年的工作，所以把目标定在了

政府、高校等单位。

第二是大胆尝试。在确定大

致方向后，别把自己固定在条条

框框里，在反复的尝试中更容易

匹配到自己真正擅长、最适合自

己的工作，避免在时代洪

流中产生自我怀疑，而不

是出于外界的期许勉强

去选择自己不喜欢的工

作。

第三是妥善地消化

失败。我的秋招不算顺

利，尝试过十几种不同的

选择，考了数十场笔面

试，但我相信失败会增添

我再遇困难的勇气和底

气，挑战也会积累解决问

题的能力。求职更多是

人岗匹配的过程，不要用

一时求职的失败来做自

我定位、评判自我价值。

第四是理性地看待外界的声

音。周围人的进度、家庭的期许、

大环境的导向都会在求职和写论

文这一年增加压力和不稳定性。

对于外部因素的影响，自主选择

将哪些部分优先纳入考量范围，

找到适合自己的步伐，及时调整

任务计划和心态，才是稳步制胜

的关键。

追风赶月的过程中好的坏的

都是风景，在暂时的迷茫、困顿、

不顺之时，相信柳暗花明又一村，

相信平芜尽处总有春山。没有什

么人生的既定正轨，只需踏浪而

行，奔向无限浩渺的下一站。

邢 程（马克思主义学院2024

届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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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影书画
献礼新中国成立75周年

朱元寅（98岁离休干部）

如果说爱情是一碗饭，那浪

漫就是必不可少的“调味品”。

爱情的浪漫从本质上而言，就是

一种内心的体验和感受，虽是一

种非常感性的情调，但它无穷的

魅力足以让恋人们瞬间心醉神

迷，持久心驰神往。

在当今时代，有时，爱情的

浪漫与物质直接挂钩。诚然，华

丽殿堂和钻戒项链够浪漫，豪宅

名车和烛光晚宴也够浪漫。不

过，在我眼里，这样的浪漫似乎

有些复杂。

其实，关于爱情的浪漫，可

以时常做做减法。

只要男女双方是彼此对的人，

彼此深爱，浪漫可以很简单：一起

在阳春三月里踏青郊游，在湖边互

诉如水的缱绻爱意，浪漫；一起在

田野间观赏夏日暴风雨后的七色

彩虹，留下珍贵合影，浪漫；一起穿

梭在深秋时分如诗如画的树林里，

用银杏叶子摆个心状，浪漫；一起

漫步白皑皑的茫茫雪地，将雪地当

稿纸写下情诗情话，浪漫；相约去

海边吹吹风，互相依偎，浪漫；携手

共看日出日落，浪漫；静坐于月下

的公园花前，心照不宣也是一种更

高境界的浪漫；一起在菜市场买

菜，回家了你下厨来我洗碗，相视

一笑，这也是一种最简单的浪漫。

这样的浪漫既有人间烟火

味，也很接地气，难道不是吗？

屈皓（2014届校友）

爱情的浪漫可以很简单

茑萝是白露时节的花。清早

一开窗，就能见到它嫣红的小花

和青绿的细叶。叶灵凤爱看茑

萝：“我为了要想知道它是怎样沿

着竹竿往上爬的，往往一人在阶

下枯坐很久，目不转睛的望着它，

怎样也看不到它有攀动的形迹。

可是睡了一觉起来，它往往已经

攀高了半尺多，使我对它发生了

更大的兴趣。”我的茑萝从花鸟市

场买回来的时候，花盆上有个细

铅丝塔的小架子，等它在阳台上

安了家，攀爬的路径却随心所欲

起来。我拉了根线希望它沿着晾

衣架爬出去，它却扭头一卷缠到

旁边的茉莉花枝上去。小区的绿

地里也有人种茑萝，长得十分繁

茂，牵丝攀藤地披挂在一棵灌木

上。茑萝是很有诗意的花，以前

父母把它种在窗边，茑萝纤细卷

曲的羽状叶缠绕在窗棂上，慢慢

织出一架绿色的小屏风来。母亲

叫它“五角星花”，花开时果然是

一个正红的五角星。

公园的水边蓼花红了。细弱

的红蓼，有一种淡远缥缈的美

感。宋徽宗的《红蓼白鹅图》里，

红蓼硬而有节的花枝、疏离的叶

片和垂坠的花穗，画出了一派秋

天的景致。白石老人画过《红蓼

鹌鹑》和《红蓼彩蝶图》。“潇湘秋

色三千里，不见诸君说蓼花。”宋

伯仁的“秋到梧桐我未宜，蓼花何

事已先知。朝来数点西风雨，喜

见深红四五枝”和陆游的“数枝红

蓼醉清秋”都写到了蓼花红。

秋日里翻看丰子恺漫画里的

月色别有一番滋味。梧桐树下寂

寥人的背影。卧看牵牛织女星的

女子，身边的屏风上画着远山和

归雁。月上中天，茶壶和杯子还

在桌上，人已散去。满月下的一

汪水，明明天地静默，却教人想起

滔滔江水声。

树叶还是绿的，但那种绿分

明有了迟暮的颜色。中午的阳光

还是热，可风吹在身上，却已经是

不一样的风。秋天总是提醒人岁

之将暮。

戴蓉（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教师）

白露的花草

复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