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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话题

去
年
大
一
，明
年
大
四

姻
王
玉
琳

在广场看到大四的学长、学
姐们在拍毕业照了，走到宿舍楼
下，看到那张牌子上赫然写着距
离 2013 级毕业还有 752 天，蓦
然，有种想哭的感觉。

仿若还是昨天，刚从考场
上下来，劫后余生，痛哭流涕；
仿若还是昨天，提着行李来校
报到，欢天喜地；也仿若还是昨
天，认为自己再也不用上早晚
自习，再也不用担心考试，再也
不用害怕有长辈的约束。但望
着大四学生毕业前离去的身
影，望着已过去一半的大学生
涯，我终于有了幡然大悟，但又
力不从心的感觉。去年还是大
一，明年即要变为大四，两年，
我收获了什么？两年后，我又将
收获什么？

两年，我唯一不变的爱好
是每天绕着镜湖散步。我看过
草木由绿变黄变枯再变绿，我
看过湖畔的老大爷认真地打拳
练剑，我听过早上的琅琅书声，
傍晚朋友或情侣的聊天嬉笑声。我就如同过
客或画外者，而这又何尝不是我大学两年的
收获？时间的轮回，环境的变迁，浓厚的学习
氛围，友情和爱情。如此，我是否该说我过得
很充实？然而再想想大四，我沉默了。

我很迷茫，大一，熟悉环境，做自己喜欢的
事，青春没有极限。大二，却忽然间感觉自己苍
老了很多，要考虑很多了。考研，出国，考公务
员，工作？究竟要走哪条路，就像大山压在我的
肩上。无论要走哪条路，前景似乎都一片光明而
道路曲折。习惯了大一时的轻松与尽情玩乐，忽
然间却又要面临一个关乎未来命运的抉择。我
常常夜不能寐，望着东方泛出白光却丝毫没有
困意。未来，仍旧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我喜欢坐在泮湖边发呆，一坐就是一下午。
我能感受到风的亲吻、草的芬芳，我能看到蚂蚁
在繁忙觅食，麻雀在蹦蹦跳跳。我安静地坐着，
不与任何人攀谈。也许是某次考试失利，也许是
做实验毫无头绪，也许只是想静下心，和自己聊
聊天。我总能望着平静且开阔的泮湖找到新动
力和起点，重新淡然上路。

大四真的触手可及，还有短短的 752 天，我
无法定论如何抉择才是十足正确，但正如即将
毕业的学长们所说，珍惜时间，努力学习，珍惜
现在所拥有的一切。诚然，谁的青春不迷茫？迷
茫正是对自己现状有了觉醒的意识；痛苦，正是
对自己无能为力的愤怒。与其纠结、迷茫，不如
打点好行装，下决心认真开始。

去年大一，明年大四，我们站在了大学的
一个节点，珍惜当下，充实自我，也许大四我
们都能在毕业照上定格下不留遗憾的笑脸！

（作者系天津工业大学学生）

“我们来老挝办大学。”
“办大学？”
2008 年，苏州大学教师汪解先只身一人在

老挝万象，每天挎着电脑包早出晚归。
8 年来，面对种种质疑、困境，一群苏大人迎

难而上。作为中国在海外创建的第一所高等学
府，老挝苏州大学的建设步入正轨、渐入佳境。

老挝苏大的“中国外教”

老挝苏大采取“1+3”的模式，学生第一年在
老挝学习汉语和老挝教育部规定的必修课，此后
到中国学习专业知识。老挝学生一年级的中文课
由苏大文学院的老师和研究生们共同承担。这群

“中国外教”品尝着异域教学的滋味。
教师王建军曾在万象度过了半年时光。这些

老挝学生，有的来自华人学校，有的汉语“零基础”，
整个班级的汉语水平悬殊。“教浅了，好学生会感到
乏味；教深了，差学生会感到迷茫。”面对这样的“烫
手山芋”，他开始钻研适合的教学策略：“好学生示
范，让差学生跟进；让好学生攻难，让差学生取易。
碰到难度较大的语言点，就分步推进。”

老挝学生为人友善、行事低调，他们灿烂的
笑容深深打动着这群中文外教。师生之间更像是
平等交流的朋友。王建军常常鼓励同学们大二到
中国后，要主动大胆地结交中国朋友，沉浸在中
国文化这片大天地中，增长见闻。

老挝苏大首批学生苏雯如今已经大三了，在
苏州大学学习。除了完成专业学习以外，她和同
学们还常常做兼职。蛋糕店、餐饮店、咖啡厅都有
他们的身影。“赚钱积累生活费，还可以与中国人
打交道，练习中文，开阔眼界。”苏雯很感谢王老
师的提点。

老挝苏大老师们的一言一行也感染着老挝
员工。“看到各位老师处理问题的态度和方法，我
也从中学到了很多。”负责翻译工作的老挝员工
冯温格说，“我愿意选择有意义的工作，不是为了
获得工资而做。”在他看来，老挝苏大就是一个能
够影响老挝社会、经济、文化的“新生事物”，能够
对老挝的高等教育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在这里工作，有一种成就感！”冯温格也表
达了自己的“小愿望”：“希望自己多多学习，以后
能够给本科生授课。”

暂时的“栖息地”

近年来，老挝苏大的办学规模逐步扩大，从

2011 年租用凯文书院，2014 年改造宾馆，到等待
新校区落成……

老挝最优秀的高等学府当属老挝国立大学，
而一条马路之隔就是民办学校凯文书院。“如果
能在这儿办学，也方便与优秀学府互通有无，制
定贴合老挝学生情况的高等教育模式。”教师谭
玉坤回忆起当初的想法。

2012 年，老挝苏州大学与凯文书院签订了租
用合同。当时，老挝苏大的办事处和教师宿舍在
相距 10 多公里的地方，教师们往返要花近 2 个
小时。

2014 年 3 月，凯文书院要求租金涨价 50%，
而老挝苏州大学的新校园仍在建设之中，这迫使
老挝苏大的老师们重新寻觅办学场所。万象西北
郊出租的三层宾馆吸引了大伙的目光。

“一楼办学、二楼办公、三楼住宿，十米见方
的空地上还可以举办各种文体活动！”老师们畅
想着入驻后的美好，虽然这幢楼有些房间连一扇
窗户也没有。

3 月 14 日，大家集体决定将其租下，并停课
10 天。经过设计改造、功能区域化、集体搬家后，3
月 25 日，老挝苏大正式复课。

谭玉坤回忆说：“为了保证正常的办学，我们
随时组织老师们搬家，有的老师不慎将腰都扭伤
了。”准时、高效，这是一段令大家引以为豪的集
体记忆。

现如今，这幢楼门前两侧崭新的橱窗里，展
示着学校简介、教学前沿、专业设置等信息。校园
里随处可见校训精神、校
长致辞、杰出校友、中华诗
词等展板。老挝苏州大学
校名高悬在建筑的正上
方，蓝底白字，在阳光的照
射下熠熠生辉。

教老挝保姆烧中国菜

生存，是这群苏大人
在异国他乡要面对的。

老挝饮食酸酸辣辣；
蔬菜，一定是生着吃；炒
饭，里面还放昆虫……

刚到万象的汪解先，
也忍不住怀念国内的泡
面。可是，语言不通的他根
本都不知道去哪儿买。

“一箱泡面、一箱榨

菜、一封鼓励信，这些是国内的同事们得知我的
处境后，为我寄来的。”汪解先将这份签满名字的
鼓励信精心地装裱起来，挂在了墙上。

如今，每天 8 点、12 点、17 点，一楼餐厅都会
准时传出欢笑声。花生酱、老干妈是最好的下饭
伴侣。苍蝇在饭菜上空盘旋，先上桌的老师担负
着赶走这群“不速之客”的重任。

桌上的菜都是老挝保姆精心准备的。“老挝
保姆学得很快，教一遍就会了。刚开始味道有些
奇怪，我们还特地带着保姆去各家中国餐馆进
修。”负责后勤的教师顾建忠说。

“令我感动的是，有一次午餐后我自言自语
了两句：‘想吃番茄炒蛋’，没想到晚上餐桌上就
出现了！”文学院国际汉语专业研究生董璐尧说。

身在异国他乡，这群老挝苏大的老师们与家
人总是聚少离多。在老挝苏大的每一位老师，都
有他们的难言之隐……

“之前一家三口在老挝、美国、中国三个国
家，现在是‘两国三地’。”谭玉坤与妻子、女儿“两
国三地”，一年到头都难得见上一面；“双肩挑”的
倪沛红每隔两个月返回苏州一次，完成研究生的
授课。

“近几年，大哥、二哥相继辞世，家里事多，这
里事更多……回不去……”每当提起这些，汪解
先难掩心痛，眼眶红了起来。

“困难总归有，但是办法总比困难多。”汪解
先和他的同事们，每周都会到新校园建筑工地上
看看工程进展，等待着入驻的那一天。

毕业季，分手季？
姻本报记者 韩琨

日前，山东理工大学大
四学生、淄博创青春企业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法人尹基跃
在其微信平台上推送了一条
信息“校长，我想请您喝咖
啡！”获得多次点赞和转发。

不久，山东理工大学新
任校长吕传毅便回应道：“很
高兴跟同学们喝咖啡，一起
聊聊创业那些事。不过同学
们正在创业时期，喝咖啡还
是由我个人来请！”

随后，吕传毅及学校各
部门主要负责人与 10 位学
生代表在由该校学生李豫创
业的稷下时光咖啡厅内喝咖
啡，畅聊大学生创业那些事。

畅谈创业梦

学生代表诉说了在创业
阶段的困惑，老师们就这些
问题作出了解答，还热心地

为学生的创业项目出“点子”，甚至直接贡献
出自己的“人脉”资源。

在咖啡桌上，吕传毅态度明确：“支持创
业！创业不是浪费，是正常消费。学校要创造
条件让有志于创业的同学使劲‘折腾’！”该校
团委书记赵明回应：“学校将不断扩大创业场
地，化整为零，在各个学院开设创业孵化园，
甚至考虑将‘锅炉房改造成创业园’。”

校友程海峰则认为，大学生创业要有一
定的高度，学校也应成立青年校友创业基金
会，进行创业资源对接……这一切，吕传毅都
在笔记本上记得很详细。

吕传毅请学生喝咖啡的事儿一传开，立
刻成为美谈。不少网友评论“为吕校长点赞！
校长亲自鼓励并引导学生创业，在很大程度
上给了学生将创业想法落到实处的动力。”

“新校长一上任就融入学生中，帮学生解决
创业中的困难，目测是一位亲民的好校长！”

“原来校长也玩微信！创业那么难，校长来谈
谈……”

创业教育全覆盖

实际上，近年来，山东理工大学一直把创
业教育作为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
着力打造创业教学、创业培训、创业竞赛、创
业实践、创业研究“五位一体”创业教育体系。

从 2006 年起，相继出台了《大学生研究
与创新训练计划》《关于学生创业培育计划的
实施意见》等文件，为大学生创业教育提供制

度保障。2009 年，该校成立学生创业教育指导
委员会，负责全校学生创业教育规划、组织与
协调，以后每年拨付创新训练专项 100 万元，
创业培育专项 50 万元。

该校也是在山东省高校中开设创业课程
最早的高校之一。2004 年，该校开设第一门

“创业学”课程；这几年陆续引入慕课课程“社
会企业家培育与创业的理论与实践”，将“大学
生创业基础”列为通识教育核心课程，面向
2014 级学生开设“大学生创业基础”必修课，
实现了基础教育全覆盖。

2010 年，该校近 600 平方米的学生创业
孵化园正式投入运行。2014 年，该校构建了从
项目产生—孵化—成熟—转型全程服务的“星
布—链式”孵化模式。截至目前，该校共建立就
业创业见习基地 106 处。

2009 年至今，该校不定期举办的品牌活
动———创业论坛已进行了 225 期，邀请校外成
功创业者、知名校友、著名企业家等来校分享
创业经验。另外，该校每年举办创业骨干训练
营，定期开展创业工作坊、创业沙龙等活动。

回首创业路

成功的结果都是一样的，但是创业的过程
却各有各的不同。

在吕传毅看来，“大学生创业不存在‘失
败’，不能光算经济账，因为创业的过程才是最
宝贵的财富”。

尹基跃首次创业开办的是“友源 DIY”餐
厅，后来，他开始着手“斯年”酒吧，但最终却因
合同问题终止营业。而这次的失败让他有了新
想法：创建一个专门为高校创业团队提供创业
服务的公益平台。汲取之前失败的教训，他将
创业方案交给团委老师审核，并就创业中所遇
到的困惑向学生创业导师李涛、王长恒咨询，
项目最终落地于该校创业孵化园。

与尹基跃处境不同的是，大四学生张鹏的
中创卓立公司一开始就是独立自主运营，基本
不涉及学校的相关程序。但是随着规模的不断
扩大，经营进入瓶颈期。正在张鹏迷茫的时候，
他被选拔去参加由该校团委主办的“创业骨干
训练营”。在创业导师的指导下，他明确了公司
的定位，如今的中创卓立，正在向校外转型。

楚日喆在创业之初难以找到合作对象。辅
导员周丽妲利用自己的私人关系帮其联系合
作旅行社，教师王艳给予营销方案上的指导，
最终他成为“旭阳高校”旅游联盟的发起人。之
后，他又开办“吉木印象”餐馆，成立了淄博拓
尔咖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采访中，正在创业的大学生老总们纷纷表
示，“感谢学校对创业学生的鼓励与支持，我们
将以实际行动回报母校，回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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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挝“辛苦并快乐着”的苏大人
姻本报通讯员华乐

学子情怀

“毕业不分手”的呼吁实际上折射出现实中校园恋情多半毕业即分手，许多因素严峻地考验着一
对对即将离开校园、走入社会的年轻人。于是，每年到了毕业季便有这样一个话题———

毕业季，对于每一位毕业生来说，萦绕在心
头的是个人前途问题。而对于一对对校园情侣
来说，他们的关心就多了一项，那就是他们的感
情问题。随着大家对于前路的选择一一落定，这
份感情是继续坚守还是分道扬镳，成了每一对
校园情侣必须要做的选择题。

“毕业不分手”有多难

说到毕业季分手与否的话题，有一则与主
题十分贴切的短片不得不提。2012 年 5 月底，一
则名为《毕业不分手，第一次放肆爱》的短片在
网络上悄然走红。该片由来自武汉各高校的多
对校园情侣参与拍摄。这些情侣们冲着镜头诉
说了各自的爱情故事并表达了“毕业不分手”的
心愿和决心。恰逢毕业季，这则短片引起了许多
人的共鸣。

短片的导演彭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片
子的主题，是在我们的爱情净土校园中，不要被
社会和名利束缚，要勇敢追逐爱情。”

从短片的呼吁和导演的这句话中，我们也
不难看出，“毕业不分手”的呼吁实际上折射出
现实中校园恋情多半毕业即分手，许多因素严
峻地考验着一对对即将离开校园、走入社会的
年轻人。

“异地是毕业季情侣们分手的最大原因。”
作为异地恋的过来人，如今已经在美国和男友
团聚的博士生小南感慨道。当两个人学习、生活
或工作的地点不一样时，感情很可能变淡，因
此，异地恋的情侣往往容易分手。

本科毕业时，小南的男友出国留学，而她保
研本校。那年夏天一过，两人直接从同校的情侣
变成了异地恋的最高级———跨国、跨时差的一
对苦侣。

她回忆道：“刚开始的日子真的很难熬，虽
然视频很方便，但毕竟有时差。有时想想蛮心酸
的，比如我们坚持每天说晚安，他那边收到的时
候却是大中午。所以那段时间我特别爱听孙燕
姿的歌《爱情证书》，来鼓励自己。”之后，她慢慢
习惯了这种生活，加上两个人积极规划如何团
聚，这段感情才好不容易坚持了下来。然而，小
南身边的朋友却有很多扛不住异地考验的。

小南举例道，她有一对好朋友毕业后不在
一个城市工作，刚开始工作两个人又都在适应
期，距离没有产生美却增添了不少摩擦，半年不

到，双方感情逐渐变淡，加上女生身边出现新的
追求者，没多久，两人就和平分手了。

“有些情侣对两个人的爱情有信心，在毕业
作选择时并不在乎异地与否。对这样的态度我
只想说，千万不要用异地来考验感情，真的很折
磨人。”她总结道，“尤其是在刚进入社会的适应
期，很多人的想法都会有所改变，这时更需要两
个人多交流，异地沟通的效果当然不如面对面
好。”

“理性派”的决定

“许多长辈都说我们这辈人太现实了，这点
我不同意。在我看来，我们只是更加理性罢了。”
虽然最近刚与男友分手，心情不好，但谷溪还是
认为，这样的决定对两个人都好。

事实上，现在谷溪和男友的感情还算不错，
只是从实际考虑，继续在一起会面临很多挑战和
痛苦，因此，分手实属无奈。她补充道：“现在分
手总比以后异地磨完了感情要好，至少还有比较
美好的回忆。”

说起来，这是一个眼看着要异地，然后决定
“长痛不如短痛”的故事。

原来，今年都硕士毕业的两个人，一人要继
续留京读博，另一人选择了某中西部省份地级市
的垄断性国企。这样的选择是两个人分别作出
的。“换句话说，这都是我们无法妥协、一心要坚
持的梦想。”

谷溪说，追求学术、继续深造是她的理想，日
后也希望留在高校继续作研究，因此，自己“不可
能不读博”，而她的男友也选择了从小就向往的
那个行业，且与他所学专业相关，能够学以致用。
事实上，两个人现在的选择也都并未得到各自父
母的支持，谷溪的父亲希望她早日工作，男友工
作地点的选择也违背了其父母希望他回到家乡
省份的心意。

除此之外，两个人对三年后谷溪博士毕业的
规划也不相同，男友希望她到自己工作的城市定
居，她却不愿意去一个几乎没有高校的地方求
职，“那里没有高校环境”。

“所以，我们都有自己的坚持，而且无法为彼
此作出牺牲。”谷溪说。

在她看来，两个人的关系中，如果有一方为
另一方作出较大的牺牲，日后的感情也容易不平
衡。“最怕的就是两人若干年后吵架的时候，一人
指着对方的鼻子骂道‘我是为了你才如何如何’，
这样的关系肯定也不幸福。所以，我觉得不牺牲
也好。”

“修成正果”的经验

有人理性分手，也自然有人理性规划，最终
把校园恋情修成正果。比如最近打算向女友求婚
的北京某 IT 公司员工晓奇。

三个月前，他刚从上海跳槽回到北京，这是
他与女友相知相恋的城市，也是女友现在工作定
居的城市。两人从大一开始在一起，经历了读研、
毕业，至今已经七年多了。这算是一个毕业季没
有分手、异地恋也坚持下来了的美好故事。

“既然你们的感情这么好，为什么毕业的时
候不在同一个城市工作？”记者不禁问道。

“可能是那个时候，两人选择的工作都是自
己的‘dream offer’吧。”晓奇回答道。的确，和他同
寝室的一位哥们儿相比，他和女友没有如理性派
一样规划好同城的工作选择，“但是，每对情侣都
有适合自己的选择”。

“我们有一份对彼此的理解和默契，所以我
们都没有开口要求对方和自己去或者留在同一
座城市。”他这样回忆自己和女友当时的选择。

马上工作就满两年了，近两年的时间里，晓
奇和女友笑称，彼此为京沪高铁的发展“作出了
不可磨灭的贡献”。两人每两个月一定要相聚一
次，有小长假，长假时，更是要一起相伴旅行。“异
地恋的死敌就是缺乏交流，所以我们除了电话、
微信，一定要见面。”

至于最后为什么还是自己回到了北京，晓奇
认为，这是对两人多年感情的一份承诺，“我们俩
并不要求对方为自己牺牲，这是我出于长远考
虑，主动回来与她团聚的。”

“当然，回北京的决定也有自己事业发展的
考虑。因此，我不会觉得有所谓的牺牲感。”晓奇
笑道，“所以我以后肯定不会跟她说，我是为了她
才如何如何的啦。”

最后，被要求总结一下最终恋情圆满、修成
正果的小贴士，晓奇展现了一个成熟男生的头
脑，他总结道：“互相理解，有规划，有坚持，这是
最重要的。”

特约绘图：小蚂蚁

倪沛红给老挝学生开班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