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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地方待久了，总会
生出倦怠的情绪，伸着或蜷
着，你会觉得怎么样都不舒
服。这个时候，应该出去走走
了，蹚一段水，爬一座山，看看
周边的风景，放空积累了许久
的心情。

去什么地方呢，旅游城市
还是文化古都，都不是。相比
起闹腾腾的挤在景点中走马
观花，我更喜欢去一些不知名
的小地方，偏僻、寂静，但又有
点小风景。这样的小风景，不
需要门票，也没有拥挤的人
群，当然也就没有旅游胜地的
各种方便，需要自己解决衣食
住行的问题。解决方法很简单，只有俩字，那就
是“凑合”。
“凑合”并不是委屈自己的意思，出来玩，凡

事随意一点，才会玩得尽兴，玩得开心。一个徒步
者，需要的仅是帐篷，一件御寒衣服、两双棉袜，
以能量食品为主的食物，所有的这些都装在背后
的登山包里；除此之外，为了安全着想，徒步者还
需要伙伴。

徒步的目的地往往比较偏远，人烟稀少，甚
至有的地方连普通的小道都没有，荆棘遍布还需
要砍刀开道。虽然碰到野兽大虫的可能性极小，
但很多事情是需要团队的合作，比如说搭帐篷、
生火做饭，在队伍里，队员们不仅需要各司其责，
还有乐于奉献的自觉性，这是一项很锻炼团队协
作能力的活动，很多人因此收获了一辈子的兄弟
情谊。

在普通人眼里，户外徒步是一种非常自
虐的行为，徒步者更是类似于某种神秘的组
织。背着夸张的大包，负重至少 15公斤，每天
8 小时以上的徒步，偶然打人群经过，一脸的
沧桑，像是哪里逃荒回来的难民。徒步着实
是一项体力活。我记得有一次，因为低估了
路线的难度，我们一行人从早上 7 点走到晚
上 8 点，中间涉水爬山 13 小时，才找到了一
块可以宿营的地方。到达目的地以后，大家
都累瘫了，但还是强拖着疲惫的身体，生火
取水做饭搭帐篷。

只有面条没有肉，出行完全靠 11路，脚踩
悬崖头顶大雾，饮水靠天洗澡妄想，这样一口
热饭就是世界的生活，着实堪比苦行僧，但局
中人却乐此不疲。曾有一次和一个行走多年的
老驴友坐在篝火前夜聊，听着他天南地北地胡
侃自己的徒步经历，洋洋自得溢于言表。那时
的我还是个菜鸟，我问他这么多年走得累不
累，怎么坚持下来的。至今犹记得他当时轻轻
地吁了口气，他说自己当初也是被人拉进圈子
的，第一次徒步累得半死，赌咒发誓再也不要
有第二次，但当晚上躺在帐篷里看到璀璨的繁
星布满黑夜的那种纯粹，他觉得有一种莫名的
力量在召唤他，不可抗拒，就这么一次又一次
地走到了现在。

想想自己的第一次徒步也是一样，三月份
的合肥，寝室里还供着暖气，野外更是冬寒阵
阵。一天走下来，身体又乏又倦，我蜷缩在冰冷
的睡袋中一动都不敢动，寒气从身下袭来，周
围的空气都冻结了，寝室里热乎乎的暖气在大
脑里虚化开来，当时觉得自己就是那卖火柴的
小女孩，嘴里一直念叨着“再也不受这罪了”躺
到天亮。然而回去还没过几天，就按捺不住再
次外出的心情了。

作为一名徒步者，我享受行走的过程。行
走是一种力量，走在路上，感官和身心都游荡
在自然里，世界在刹那间变得异常安静，蝉鸣、
蛐蛐声、蛙叫这些往日被喧嚣遮挡住的声音，
此时却成为了主旋律。人的内心也变得柔软安
静了许多，烦恼、忧伤在这一瞬间都消失了。放
空了一肚的噪杂，世界简单成脚下的一个个脚
印，轨迹是如此的清晰。

行走让这个世界又美好了起来，累并快乐
着也不过如此吧，这样的生活，我愿意一直走
下去。 （作者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生）

姻本报记者温才妃
成都，下午 4点，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大

四学生申彪依然站在高速收费站路口，整整半小
时过去，他与无数辆车擦身而过。
他想竖起大拇指拦车，但是心中有无数个忐

忑在阻碍着这么做。“不管了，鄙视就鄙视吧！”申
彪伸手拦车，半个小时后，他成功地被一对成都
小夫妻的私家车“捡”走。
就这样，申彪开始了他的徒步搭车旅行。去

年暑假他从重庆出发，途经四川、西藏、青海、甘
肃、陕西、湖南，历时 25天，花费 1700余元，搭车
穷游川藏线；今年寒假他又与友人相约，徒步行
走海南。

拦车旅行的特殊经历

有了第一次搭车的经验，申彪的胆子壮实了
起来。去往川藏线的路上，他拦过拖拉机、皮卡、
轿车等各类车。
从西藏芒康县如美镇到八宿县，他拦下了一

辆 6座的别克商务车，车上坐着 2名警官、2名
法官、1名检察官。
在西藏波密县郊，他搭上了当地县委书记和

旅游局局长的车，听说了他的经历，旅游局局长
破例让他免票参观了古王朝遗址。
行走在青藏线上，一位回族大哥的重型卡车

车队接纳了他，车队中途没有休息，申彪平生第
一次体验了搭夜车。
也有让申彪捏一把汗的时候。
车过芒康，川藏公路狭窄如带，公路的一边

是嶙峋峭壁，一边是咆哮的澜沧江。藏族大哥艺
高人胆大，不但把摩托车开到 70迈，还在“十八
弯”的山路上玩漂移，边骑还边问申彪“快不快”、
“怕不怕”。

在金沙江边，申彪和短暂同行的朋友下车边
检时，载他们的拖拉机突突地开走了。他们所有
的行李还在车上，无奈之下他俩求助警察，坐上
警车飞速地追出了几百米，却发现拖拉机停在不
远的路旁。原来，拖拉机司机打算开远几百米，等
待客人上车。
去往敦煌的路上，申彪沿着公路在戈壁上行

走了 8个小时，满眼只有沙子、石山、天空，路边
偶尔有车辆经过，却因高速行驶未留意到他。“当
时，我已经作好了找个山洞住下的准备。”申彪
说。所幸的是，在傍晚六七点，一位四川大叔将他

“捡”上车。
“旅行并没有想象中的艰难。越是偏远的地

方，情感越容易表达出来。”申彪说，在繁华的东
部，搭车旅行未必现实；恰是在荒凉的西部，搭车
成为可行的方式。

旅行不能只带眼、嘴、腿

申彪不喜欢去人多热闹的景区，在他的旅游
观里，“旅行不能只带着眼、嘴、腿去，更重要的是
带着心上路”。
“旅行是一件身体力行的事儿，很多大学生

只有心灵的悸动，却不见真正的行动。”申彪不无
遗憾地说。在海拔 4000多米的“世界高城”理塘，
申彪搭乘的车上坐着两位 60多岁的老人，“比起
动辄以高原反应为借口的空想者们，敢于实践的
老人们着实让人尊敬”。
去海南之时，正逢新闻中报道“三亚天价宰

客”，同行的朋友有一丝疑虑。一路上，他们考察
过当地的物价，并未像新闻中说得那么玄虚。“新
闻中炒作的是阴暗面，不能因为一个地方，给整
个地区扣上帽子。”对于学新闻的申彪来说，这无

形中给他上了一课。
在他看来，有一些民风民俗，不亲身体验难

以感悟。元宵夜傍晚，申彪与同伴搭车前往海南
东郊椰林，司机大叔中途把他们载到自家吃晚
饭。车行许久仍在密林中穿行，好不容易来到大
叔家里，又遇见他的拜把兄弟、一位光头的彪形
大汉推门而入。一晚上，大叔竭力让二人留宿。两
位大学生吓得近乎腿软。

大叔实际上是个“热心肠”。不仅如约把他们
送至目的地，还交代人好生照顾他俩露营。申彪
琢磨，这种彪悍的民风与海南古时是偏远蛮荒之
地有关。也恰是因为与内陆隔离，他在海南看见
了大量宗祠，“宗祠中摆放有学生的课桌、士大夫
纪念馆中设着幼儿园，这种敦厚的长者之风，对
教育下一代很有帮助”。

旅途中的景色很美，申彪被可可西里的满天
繁星所震撼，也一度回想起夜里扑通扑通坠落的
海南椰子。然而，欣赏美景的兴致也有被突然打
断的时候。
在川藏公路上，由于藏传佛教布施教义的存

在，乞讨的人随处可见。在拉萨，申彪将午饭吃剩
的糌粑打包，穿过小巷时，一个藏族小男孩嚷着

“给我、给我！”上前就抢他手中的糌粑，眼见抢夺
未果便一把跪倒在地上，抱着申彪的大腿不肯撒
手。
“孩子是一个民族的未来，骨气和尊严难道

不比一包糖、一包糌粑更珍贵千百倍吗？”申彪被
眼前的一幕震惊了，乖乖地交出了糌粑，却迟迟
未回过神来。

像个士大夫一样去旅行

“20年后，你会庆幸自己参加了此次世界大
战。到那时，当你在壁炉边，孙子坐在你的膝盖
上，问你：‘爷爷，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干什么
呢？’你不用尴尬地干咳一声，把孙子移到另一个
膝盖上，吞吞吐吐地说：‘啊……爷爷我当时在路
易斯安那铲粪。’”
这个“90后”小伙始终笃信巴顿将军的名

言。“如果我待在一个地方，可能一辈子就这样度
过。走出去看看，人生也许不一样。”申彪说，“旅
行不仅能欣赏沿路的美景，还可以结识兴趣相投
的朋友。”
在川藏线上，他遇到一名总把“死了算了”挂

在嘴边的女大学生。细问之下，原来女生感情失
意，听说川藏线地势险恶，抱着必死的决心踏上
旅途，临行前已写好遗嘱。在申彪的牵线下，女生
与旅途中的一名驴友相识、相恋，就此打消了寻
死的念头。
在拉萨的最后两天，他遇到独自远行的建

军，“当时他已经沦落到了晚上睡自助银行的
地步”。经过两日的寻找，建军最后在一个餐厅
打工，打算赚足旅费后再出发。回去后，申彪有
感于建军的励志故事，写下了一百多字的小
传。
第一次旅行，申彪独自一人走完了全程。可

第二次旅行，他与同伴徒步海南，仅行至 1/3路
程便放弃了。原来，同伴家中突逢变故，第二天便
飞回广州。申彪本可以一个人走下去，但是他并
没有这么做。“东晋王徽之雪夜访友，到了友人门
前，却又转身返回。是因为兴尽了，这次旅行是为
我们两人准备的，既然有一人不能走下去，便该
提前结束。”
虽然匆匆结束旅行，但有一个片段让他们难

忘。行至海南省东路镇约亭景区，明代海南名臣
邢宥和邱浚的送别之谊勾起了他们的思绪。“这
个亭子很应景，我与同伴在川藏线上萍水相逢，
当时约好一起去旅行，现在正好兑现了诺言。”

申彪：旅行，带着心上路
“如果我待在一个地方，可能一辈子就这样度过。走出去看看，人生也许不一样。”

没有声势浩大的庆典大会，也没有催人入眠
的领导报告。有的只是电子音乐会上的热力四
射、草坪餐会上的觥筹交错，露天电影院上的屏
气凝神……怎么看，这儿都不像是一个严肃的校
庆，反倒更像是一场师生同乐的校园文化节。

10月 3日，这场颇具“玩”味儿的中国人民大
学 75 周年校庆，将“回归大学本位”的 PARTY
（聚会）模式摆到台前。其中，字母 Y代表 you
（你），即“你的参与”。

校长陈雨露表示，要把校庆办成“一个让全
校师生和全体校友共同体会使命感、自豪感和幸
福感的欢乐节日”。

学生是校庆的主角

从全套“二十四史”、奥运会和世博会纪念
章、著名教授签字文集、教师亲手绣制的校庆徽
标，到近 5年的人大毕业纪念衫、装饰品。从 6月
开始，人大校庆第一站———“关爱师生基金”义卖
活动正式启动，义卖现场由师生、校友自发捐赠
的物品多达 6000余件。
记者了解到，“公益校庆”、“学术校庆”、“你

我共同的校庆”是本次校庆活动的三大体系。
“公益校庆”的主题最初是由学生们主动提

出，很快得到了学校层面的重视。如今，人大公益
基金的规模已由几十万扩大到近千万。该活动体

系还包括“百场社区公益讲座”、“百台计算机捐
赠助残”、绿色校园改造等，校方呼吁“每位师生、
校友在校庆年至少参加一次社会义工活动”。

如果说“公益校庆”展示了人们的爱心，“学
术校庆”则挖掘了学术活泼的一面。

让陈雨露印象深刻的是由教授们编剧，学生
自导自演的哲学话剧《苏格拉底》，该剧在国家大
剧院演出，演出结束后就连艺术家观看之后也非
常感慨，称赞“大学生演学术话剧更加自然”。“学
生们在排演时，一方面全身心投入理解，一方面
也通透理解了哲学第一课堂里所讲的西方民主
的先进性和局限性。”陈雨露说，这是校庆中鼓励
与支持的。

除此之外，“学术校庆”活动体系还包括第六
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颁奖典礼、中国人文社
会科学论坛、“千人百村”社会调研以及数十场名
家大师公开课堂、吴玉章青年学术沙龙、人大校
友大讲堂等。

“你我共同的校庆”

“一、二、三……”
袁宝华、黄达、李文海、纪宝成、陈雨露五位

新老校长共同切开了人大 75岁生日蛋糕，上万
块校庆小蛋糕陆续分到了师生手中。大家共同分
享了“给母校过生日”的快乐。

“你我共同的校庆”活动包括分享校庆蛋糕
仪式、首届中国人民大学体育文化节、校园欢乐
汇、50多个国家留学生参加的中国人民大学国
际文化节、50 多个学生社团参加的校园文化主
题展示等活动。
不仅人大本校热闹非凡，遍布在陕西延安、

河北正定、美国华盛顿、旧金山等地的校友会也
设立全球校庆分会场，依托 13家海外孔子学院
举办“中国人民大学日”主题活动。
五彩纷呈的校庆背后，远不止“玩玩”这么简

单。
为联系校友返校，人大组建了在校生联系校

友的“一对一”志愿服务体系，由 2076 个“一对
一”学生志愿服务小组对应联系 20万校友，邀请
校友回家并在校庆日结对接待。
“以学生为主的校庆把我‘解放’出来。”陈

雨露风趣地说道。以往的校庆模式，校长承担着
一个辛苦的角色，不仅要动员全校师生参与，还
要邀请各路的贵宾。这次校庆的创意、组织均以
在校学生为主，“校长起到的是一个推手作用，助
推新的校庆模式在学生为主体的模式中达到最
佳的效果”。

灿烂的体育文化

1938年 3月，根据刚制定的《陕北公学简

章》，中国人民大学就把文化教育、体育娱乐等工
作交给学生会完成。长年以来，大学生在人大体
育活动开展中承担的角色非同一般。

人大不但吸引了郭晶晶、吴敏霞、陈若琳、何
姿这样的世界奥运冠军入读，而且由人大自由人
户外运动协会组织的登山队成功登上海拔 6330
米的唐拉昂曲峰，成为国内第一个登顶的高校登
山团体。
校庆中，首届中国人民大学体育文化节也成

为当日的亮点之一。国际奥委会委员、国际篮球
联合会秘书长派特克·伯曼，国际奥委会委员、国
际冰球联合会主席瑞尼·费索，国际奥委会委员、
国际跆拳道联盟主席张雄应邀出席。此前，他们
与国际奥委会新闻委员会主席凯文·格斯珀受聘
为人大荣誉教授。

4名刚刚在伦敦奥运会上夺金的人大学生
吴敏霞、何姿、陈若琳、秦凯作为在校生代表与教
师、校友代表共同护卫校旗，各学院师生、校友共
同组成方阵入场。现场进行了太极拳、跆拳道、军
体拳团体表演，举办了师生、校友共同参加的拔
河比赛决赛。

陈雨露指出，体育在中国人民大学人才培
养体系中是重要的环节，通过丰富体育文化，
不仅塑造师生的健全人格以及跨文化沟通能
力，也充分体现了师生、校友们全面参与的校
庆理念。

一场“PARTY”式的校庆
姻本报记者 温才妃

24天，2200公里行程。今年暑假，山东科技大
学董加林等四名学生组成“追梦人”骑行队，翻山
越岭骑车从成都到拉萨，在川藏线上留下了足迹。

“我一定要去拉萨”

西藏一直是董加林神往的天堂，为了实现这
个梦想，他在学校里找到志同道合的同学组成了
“追梦人”骑行队。有人说川藏线是“身体的地狱，
眼睛的天堂”，一路骑行困境重重，为此他们必须
作好充足准备。
董加林用积攒的生活费购买了自行车、头

盔、自行车配件等骑行装备。为了积累经验他们
还骑车去胶南、诸城拉练，为骑行川藏线作好了
准备。
购置好了装备，积累了骑行经验，如何通过父

母这关更是个棘手的问题。“追梦人”团队成员苦口
婆心地跟家里解释了好多次才获得父母同意。

7月 18日，董加林独自乘坐火车去了成都。
稍作休整后，7月 23日，他与学校里三名志同道
合的同学会合，踏上了骑行川藏之路。

“没有翻车的骑行
不算是一次完整的骑行”

川藏线的难度超出了“追梦人”的想象，一路
上坡下坡，最长的坡达到四十多公里，而且全是
坑坑洼洼的“搓板路”。这一路注定要克服很多风
险和意外，海拔 4000米以上的旅途是对身心的
严峻挑战。“第一天我特别兴奋，充满了各种遐
想，但身体先吃不消了，第一天就感冒了，发着烧
赶路。”董加林说，为了不耽误行程，还是要坚持
骑行。
翻车、摔倒是路上骑行的常事，最危险的一

次三车连撞，董加林现在想起来还心有余悸。抵
达拉萨的前一天晚上，在米拉山上看完日出后，
继续赶路。由于连日颠簸休息不好，几个人都又
累又饿。“当时我的脑子处于半睡半醒状态，大脑
基本不转动，只靠意志力撑着向前骑。”董加林
说。他们停下喝了几包咖啡才勉强提起了精神，
稍作休整后，继续前行。走到一个下坡时，车已经
开始加速，由于队伍中有人刹车不及时，三辆急
速行驶的车子撞到了一起。团队成员 22岁的刘
振从车上摔下掉到了路边的沟里。在队伍后面目
睹了整个过程的董加林彻底吓呆了，立马刹车去
扶队友。幸运的是，三名队友都没有受伤，而这只
是险恶路途的开始。
暴雨、塌方、泥石流、落石这些川藏线上的

“不速之客”随时都可能出现。雅江至理塘路段由
于经常下雨全是黏性很强的稀泥，经常将整个轮
胎裹得严严实实，直到轮子转不动。“很多人的车

都是被面包车运走的，但我没有向烂泥路妥协，
硬是走过去的。”董加林说，“骑不动就推，推不动
就扛，一点一点向前走，总能走到目的地。”

“风餐露宿路遇贵人”

在成都，董加林他们碰到了 4名也要去西藏
的“同道中人”，便相邀一起出发。这四名临时队
友给“追梦人”骑行队很多帮助，让他们可以摆脱
一次次困境。
路途遥远不宜携带大量食物，也为了节省开

支，他们每天的伙食特别简单。早饭午饭基本就
是“啃馒头，吃大饼，就咸菜”，晚上才会吃上一顿
热饭。住的是路上最便宜的旅馆，白天骑车累了
就“天为被，地为席”在路边睡一觉，起来以后继
续赶路。

一位徒步去西藏的驴友，看到他们在路边
“就着咸菜啃馒头”，便把自己带的瓜子、饼干、八
宝粥、凤爪等食物分给了他们。“这对我们来说真
的是旅途中的奢侈品了。”董加林说。路上车子坏
了，队员绞尽脑汁都想不出怎么能修好，最后，
还是在一个当地修车铺老板的帮助下才修好了
车子。
这些都是“追梦人”骑行去拉萨路上遇到的

贵人，没有这些人的援手，去拉萨的骑行路将会
更加艰难。

“终于有了我们的足迹”

8月 25日早上，在海拔 5013米的米拉山上
看完日出以后，一路骑行，“追梦人”骑行队终于
抵达拉萨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沿途的风景真是

太美了，终生难忘！”董加林说，沿途很多的旅行
社都是专门接待骑行者的，在一些旅行社的墙上
贴了好多纸条，写着好多学校的名称，他们临走
时，在墙上留下了“山东科技大学”的字条，能留
下自己学校的名字他们很自豪。

在这 24天中，他们每天平均骑行 70～100公
里，最多的一天骑行了 180公里，共翻越过 10座
4000米以上的高山及两座 5000米以上的雪山，历
经川西高原横断山脉，以及大渡河、金沙江、怒江、
澜沧江、雅鲁藏布江流域，总行程 2200公里。
“每次爬到山的垭口, 看到遮天蔽日的经幡

时，我都会对着大山说：‘哥终于战胜你了！’”董
加林告诉记者。

骑行拉萨归来，并不是“追梦人”旅行的结束
而是新的开始。他们又在计划新的路线，为了去
看更多的风景！

“追梦人”的拉萨骑行之旅
姻本报记者 廖洋 通讯员 王鑫赵慧玲赵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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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彪在大柴旦镇拦车去敦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