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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江河之源，也是名山

之宗；这里草原无边，阳光温暖、

牛羊懒散。如果说，青海是雪域

高原盛开的花丛，那么玉树就是

其中最美的那一朵。

海拔四千米的玉树博大、空

旷，蓝天永远澄澈。黄绿交杂的

旱草地上，有成群的秃鹫出现又

消失。一头头牦牛点像斑点点

缀在山与土地之间。

翻阅玉树的历史，从古代的

羌人之地到魏晋南北朝时的苏

毗王国，从隋的“女国”到唐、宋

的吐蕃属地，再到后来元明清时

期归中央政权统辖，玉树的文化

发展既与中华文明一脉相承，又

始终保持着自己独特的个性和

魅力。这是一片追求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的土地。

但 它 缺 氧 、干 燥 、紫 外 线

强……初来玉树之时，我花了较

多的时间适应这里的独特又略

微恶劣的气候。从刚开始拎着

东西爬一层楼就头晕到要抱着

氧气瓶猛吸，到现在可以一口气

上五楼之后接着讲四十五分钟

的课，我习惯了这种全新的生活

状态。从海拔为零的魔都到海

拔三千七百米以上的雪域高原，

从东南到西部，我感到自己原本

悬在半空中焦躁的心脏，似乎慢

慢落在了坚实的大地上。在这

个离天空更近的地方，我看到西

部孩子们扎在干涸的土地里坚

强的根系，他们抓住一切能够抓

住的养分向上、又向上。而我要

做的，就是托着他们脆弱又坚硬

的枝叶，用尽全力去触摸那片广

阔而湛蓝的天空。

我在寄宿制的玉树市第三民

族中学支教，承担初二年级三个班

的物理学科教学工作，平均每个班

级45人左右，学生基本为藏族，每

周共有12个课时的教学任务。

我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适

应这里作为藏民族考区的课程体

系和语言习惯差异。因为学习与

考试内容按照民族民考的高考体

系安排，因此，初中学习中，学生需

要额外学习一门藏文课程，该课程

在中考分数占比和语文对等，是较

为重要的一门学科。

同时，由于藏民内部自小以

藏文交流居多，因此学生普遍藏

文水平较高，而汉语交流与读写

能力较弱。这让我在刚来时感

受到语言和文化上的诸多困难。

我只有不断地和学生交流、

沟通，适应学生的语言习惯，不

断调整教学用词，力求采用更加

通俗、清晰的方式，让学生更快

更好地理解课堂内容。

我从学生们薄弱的数理基

础出发，尽可能地简化课程内

容，以夯实基础、理清概念为主

要目标，以让学生筑牢物理学习

的“底层建筑”。听写课本概念、

逐个步骤带领学生解答计算大

题、在课件中加入大量演示视

频、带领学生进行物理实验……

我使出浑身解数，培养他们养成

更好的物理学习习惯、沉浸到物

理世界之中。

“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

的叶子”。这些家境贫困但自强自

立的学生们朴实而谦卑，像高原上

的小草，无论是风吹、雨打，还是太

阳的照射，都没有倒下来，依然顽

强地向着天空努力伸展。

王 楚（2020级计算机科学技

术学院本科生）

站在雪域高原触摸天空站在雪域高原触摸天空

作为一名辅导员，我的目标
就是尽我所能，让班中七十六位
同学能够达到自己的目标，成为
自己想成为的人。希望他们少
走一些弯路，成长为一个有独立
人格、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可以
自己解决问题、同时有远大理想
抱负的青年。

我给新生的第一封信不长，
核心内容是裘新书记的一句话：

“复旦人有两个“1%”的特质：第
一个 1%，是理想主义；第二个
1%，是解决问题的能力。”由此，
我向同学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读
大学是为了什么？由此更深入
地问一层，希望同学们思考这个
事情的底层逻辑：选择怎样读大
学，有这些目标到底是为什么？

让同学们能意识到，我们已经不
由自主地把自己和国家绑定在
了一起，自己做出这样的选择其
实是为了向社会、国家做贡献。

我对第一点“理想主义”的
理解是，希望同学们要有家国情
怀。第二点“解决问题的能力”
可以分很多方面，比如说获取信
息的能力、统筹规划能力。我在
信中提到的最重要一点，就是在
大学中要学会自主获取信息，同
时注意对信息的筛选。我认为
在大学里面获取的资源会决定
最后成长的上限。

职业规划非常重要。目标不
用特别细，只需要思考自己未来
是不是要继续深造？是不是适合
继续深造？或者如果选择就业的

话，自己适合什么样的岗位？要
把自己以后的道路进行分类，分
类后要自己获取信息。同学们要
学会利用学校提供的平台，比如
复旦生涯公众号上会发布企业求
职的宣讲会。宣讲会不仅仅是面
对大三大四学生，大一大二的同
学们也可以参与，了解这些公司
在做什么事、想要什么样的人才，
这样可以更好地进行道路分类。
同学们在明确了目标后，要多去
尝试、勇敢试错，不要怕犯错，努
力坚持认定的事情。

希望同学们能怀揣梦想，拥
有“不自量力”去改变世界的勇
气。

刘凡霄（2024 级信息 3 班辅

导员）

相信自己能够改变世界

相辉纵论

仿佛只是一夜间
秋天带着冷意卷进校园
沿着校道
走进秋天深处
感受阳光晒过的秋意
掠过脸颊
正是橙黄橘绿好时节
来一起捡秋天吧

摄/陆冰洁(中文系
2024级研究生）

文/张钰（新 闻 学
院 2023级研究生）

中国内地诗人董玉方的创作

注重情感的表达和思想的深度，尤

其突出的特点是他对生活细节和

社会小切口细腻的观察和诗意的

描写。他的作品常常聚焦坚强的

小人物，意在发掘平凡之中的伟

大。在快速变化的社会中，个人归

属感的迷失、环境压力的威胁，许多

现代人共同面对的问题都得以在

他敏感而率真的描绘下得到呈现

与诉说，为听众带来共鸣与感触。

野草，是董玉方的文学宇宙

灵魂的标志物。它们看似不起

眼，却蔓延着漫山遍野的绿色；它

们可以被别人踩在脚下，但无论

是山火还是冰霜，都烧不尽，打不

倒。野草象征着董玉方笔下一个

个顶天立地的小人物，他们来自

乡野大地，是组成整个民族气候

的千百株渺小却坚韧的野草，是

每一个普通人面对困境时展现的

韧性，是生命力与希望的象征，也

是董玉方对人性深刻的洞察与关

怀，尤其是对乡土文化背景下劳

动人民的深切注视。

在中国的历史中，这片农耕

文明的大地上一代代都生活着这

样野草一般的、带有强烈生命力

的人们。他们脚踏历史的低吟，

肩负生活深重的苦难，一次次靠

自己的坚强与乐观战胜困境，从

中受到锤炼从而走向升华。

人生总有疼痛，但疼痛后还

要爱还要笑，因此生活即是童话。

董玉方的特征正在于他对苦难的

洞见与包容，对生命真切体验的追

求。他对每一位小人物丝丝入扣

的描写，都展现着对每一份平凡与

不易的珍惜与尊重。董玉方的歌

词创造从自己的父母和好友写起，

进而衍生到社会中众多值得被看

见的群体，他从不以高高在上的姿

态去描摹，而是从小人物的视角赞

颂生命的顽强坚韧。父母伟岸的

身躯如同大树，劳动者的身影好似

森林。而最终，他找到了平凡人生

最恰当的比喻：野草。

只有带着一颗野草的心才能

听见遍地野草的歌声，歌唱他们

扛过的每一轮春夏秋冬雨雪风

霜，歌唱他们对每一寸泥土的坚

守与见证。

叶婧儿（2022级历史学系本

科生）

野草的歌声

长达6年的硕博连读生活对

我来说是一段充实而深刻的经

历。在马院扎根，徜徉在学院丰

富的学术资源中，系统学习了马

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打下了坚实

的理论研究基础，在各类精彩的

学术讲座之中拓宽学术视野，发

现自己的研究兴趣所在，明确研

究方向。此外，基于学院的学术

锻炼，我还曾主持过一项2021年

度上海市青年工作研究课题，在

专业学术期刊发表多篇论文，其

中《人工智能赋能思想政治教育

的伦理风险及其应对》一文被人

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马院生活最为可贵的是能在

与老师、同学们交流的过程中，不

断提升自己的思维能力，这种提

升不仅让我在学术上取得进步，

更帮助我具备了更强的适应能

力。

这段珍贵的经历不仅丰富了

我的人生，更为我未来的工作和

生活注入无尽的动力和信心。这

三年时光不仅仅是职业生涯的一

部分，更是一段充满温暖与感动

的旅程，每一个难忘的瞬间都将

在记忆中闪闪发光，激励我在未

来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流年不负，风禾尽起。在参与

学生工作、开展学术训练、校外实

习过程中，攻读博士学位是一个不

断自我剖析、自我认知的过程，而

在这一过程中的职业规划发展应

当结合自己的兴趣、特长、性格来

确定，才能找到最优选择。

董圆圆（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0级博士生）

心存希冀目有繁星

我本科学习的是汉语言文学

专业，大三时做出了留学的选

择。因为当时考虑到本校保研难

度较大、就算尝试保研可能也无

法分到比较理想的方向或学校，

同时也想换环境去尝试另外一种

生活。我希望去一个有华人传

统、但又有多元文化的地方（如果

去英美的话，在完全是英语的环

境下，我可能不太能适应他们对

汉语言文学的研究方法。），于是，

一开始便将新加坡的各大高校列

为首要目标。经过精心的准备与

申请，最终如愿以偿，在今年8月

份往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中国文化

与语言专业（Chinese culture and

language）继续深造。

在做出留学决定并选择好

目标后，做好留学申请就是至关

重要的一步。我在大三便开始

查看相关学校的官网，了解需要

填写的各种材料。大三到大四

的暑假就着手准备文书文稿。

英语的个人陈述我申请了学

校英语写作中心提供的免费文书

修改服务。通过写作中心公众号

报名，参与特定时间的线上一对一

辅导活动。此类辅导虽非详尽修

改，但能指明修改的方向，助益很

大。而学校提供给同学们的留学

申请帮助并不止于此：一教本科综

合服务中心的盖章、打印证明等业

务都很熟练，对邮寄成绩单等申请

工作也有很好的帮助。

我在新加坡的情况尚佳，能

用英语交流，且当地华人众多、

利于融入，目前的留学生活趣味

多于挑战。

周家琪（中文系2020级本科生）

我在远方，却非游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