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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课堂

今生注定遇到的

三个人

□

线 前

在张爱玲前辈曾说一句非常精辟的话：每

个男人的心里都有两朵玫瑰一朵红玫瑰， 一朵

白玫瑰。

我认为对男人而言：他该有三个女人。一个

是白莲花，那是男孩的初恋，冰清玉洁，美丽如

梦。 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对很多男人来说，

那都是一朵在青春青涩的梦里一再摇曳的遥不

可及的白莲。 一个是红玫瑰。 那是男人的热恋。

火红热烈，震撼如电。 不但可以紧拥入怀，还可

以尽情亲吻。男孩经过红玫瑰的洗涤，变成了一

个男人。红玫瑰对成熟的男人来讲，是爱不释手

的酒。一个是康乃馨。那是男人的妻子。温馨淡

雅，温情脉脉。 她是男人奋斗的动力，是男人心

灵的依靠，是男人回归的港湾。她是男人的第二

个母亲。男人的天性都是儿童。而康乃馨会含笑

纵容他的顽皮并耐心等待他在玩累时回家。

于是，男人一生的成长中，他会暗恋一朵白

莲，他会热恋一朵红玫瑰。但是他会选择一支康

乃馨来共度人生。

白莲是不适合共同生活的， 因为她是如此

超凡脱俗，不食人间烟火。红玫瑰能激起男人的

征服欲和分泌雄性激素， 但是要与一个真正热

情如火的红玫瑰生活， 很多男人并没有这样的

信心。因为他会担心要么引火烧身，要么殃及鱼

池。 而很多男人需要的只是一个如康乃馨般温

情宽容的妻子。

但是，如果你是个足够幸运的男人，你有机

会遇到你梦中的白莲，然后让她变成红玫瑰，最

后再演变成一朵康乃馨。

穷富有定，各安天涯

□

陆永强

衡量一个地方是否富裕， 现在有各种各样

的量化指标，即便是一个小村子，村干部也能脱

口而出他们的人均年收入是多少。 古时不可能

有这样的统计，但也无妨，看一个地方的建筑物

就可以了。

中国人有钱之后，喜欢造房子。安徽农村遍

布的徽式民居、江浙零星分布的明清建筑、山西

的大宅院……它们的背后无一不是一个个的创

富故事。一个地方这样的房子越多，就说明当时

越富。如果一个地方不仅出现了大房子，还有园

林，那么就说明富裕程度非常高，或是一个区域

的经济贸易中心，扬州园林、苏州园林，就是一

例。

有钱的中国人喜欢造房子、建园林；有钱的

西方人则喜欢建城堡。在欧洲，如果一个地方遍

布城堡，那么这个地方当年肯定辉煌过。小国卢

森堡就是一例。

在卢森堡

2500

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触目

可及的就是城堡，或大或小，一幢幢、一群群，掩

映在树林中， 倚靠在小山后……这并非是我亲

眼所见，当一位从欧洲旅行回来的朋友，告诉我

他在卢森堡的所见所闻， 让我似乎进入了一个

童话世界。

朋友是跟随一个经济参访团到欧洲的，他

们下榻在卢森堡一个小镇上。 当晚他们准备到

餐馆喝点酒，消解一下旅途的劳累。在一家不起

眼的餐馆里，他们震惊地发现，这里的最低消费

每人

100

欧元起步，相当于人民币

800

多元。他

们再找其他餐馆，大都是这样的价位。

这样的晚餐他们是吃不起的， 最后找了一

家快食店解决了晚餐， 但每人还是支付了相当

于

300

元人民币的代价。

上初中的时候，地理教科书告诉我，卢森堡

是一个工业国家，那里生产优质的钢材。但朋友

却告诉我，卢森堡早已不是工业国家，而是类似

于香港、苏黎世、法兰克福这样的金融中心。 那

里寸土寸金，千万富翁、亿万富翁满大街都是。

这样一个富得流油的国家，那顿

1000

元人民币

的晚餐，的确不算太奢侈。

那里的一个普通司机， 每月可以赚到相当

于人民币五六万元， 一个便利店的售货员月收

入也相当于人民币

2

万元。 如果按中国的收入

水平， 许多卢森堡人的月收入是与国内中小型

企业的

CEO

相当的。

朋友感叹自己为何不降生在卢森堡， 即便

成为一个普通人，也不会为生计而发愁。

事实上， 这种嗟叹源于金钱至上的消费主

义的盛行，我们每个人都无法摆脱，无论群体还

是个体。我们无法静心欣赏卢森堡美丽的城堡，

而是从卢森堡人的奢华生活带来了不平衡。 原

因就在于我们找不到一个安身立命的场所，或

者说是人生的精神家园。

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家园， 无论你

是在卢森堡， 甚至是在天堂 （如果真有天堂的

话），你也不会幸福的。 因为精神家园是一个人

安身立命的支撑，没有它，整个人生和生活，就

会失去宁静。

几十年前，浙江北部农村的一对姐妹，妹妹

跟随丈夫去了国外，后来兴办家族企业，成为成

功人士；而姐姐留在中国，嫁给了一位农民，终

日劳作，日子艰苦。改革开放后，妹妹回来省亲，

看到住在破房子里， 还在种地的姐姐， 悲伤不

已。 妹妹给姐姐留下了一大笔钱，造起了别墅、

留足了养老金。但姐姐住不惯洋房，也不需要那

么多钱，仍然喜欢下地劳作，粗茶淡饭，她一直

很快乐。

“各安天涯”，无论天南还是地北，哪里都可

能成为你的快乐世界。

原创文学

土地流转 、家庭农场 、资本下

乡……诸如这些今年中央一号文件

中的关键词 ， 在改革开放

35

年之

后， 再次把农民推到了命运的十字

路口。

且不论这一政策背后， 究竟是

尝试突破“未来谁耕田”的粮食安全

困境，还是第一产业“规模出效益 ”

的本能冲动。 因为对于我这个最终

从农门走向城市的游子而言， 这种

困境和冲动， 会不时拨动我心底的

那根神经， 去思索这一变革将对我

世俗生命源头的乡村， 产生怎样的

深远影响。

其实，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的中国，其文明形态曾长期以“农耕

文明” 存活于世。 有一个形象的比

喻， 如果把华夏文明的漫长历程看

成线性的发展， 并以公元纪年为轴

对折时空，那么与处于

21

世纪的我

们迎面走来的， 将是开创了此后中

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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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光辉灿烂文明历

史的夏启。 而诞生于这一时代的伟

大历法夏历沿用至今，即为佐证。 这

一又称为农历的历法， 不仅以月之

盈亏为依据，分出了年、季、月，还以

日之起落为参照， 制定出了指导农

耕的二十四节气， 其初始意义的农

事功能可谓与生俱来。

然而今天， 随着我们的生活方

式大多长久地与自然、农事相忘却，

甚至于众多生于乡村、 长于乡村的

年轻人亦为了生计与梦想， 背井离

乡，进城务工时，“未来谁耕田”真的

成了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 在这背

后，不仅是一个活生生的生活现实，

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文化危机。

一方面 ，是 “数不过三代 ”都是

农民后代的年轻群体， 在逐步涌向

城市之后，不是“偶谈相知已不在 ，

路遇新妇却不识”，就是把那些远逝

的人和事， 和着对故乡的想念幻化

成了一种模糊的记忆， 深深地烙在

心底，却又一边任由“虚构的家园 ，

真实的土地，交织着、申辩着、迷失

着痛苦的樊篱”，一边又 “将它深深

隐藏在心底，藏得愈久愈沉重，愈久

愈迷离”。

另一方面， 为众多专家学者所

鼓响的“城镇化的乡愁”的警鸣 ，亦

是不容忽视。 “城市化、城镇化是乡

土文明被毁坏的过程。 ”著名三农问

题专家、 中国乡村建设规划设计院

院长李昌平认为， 这背后的深刻原

因是最近几十年， 主流价值观认为

农村文明、农业文明是没有价值的、

落后的。 这样的价值观主导了消灭

农村和农民的行为。 但起航于农耕

文明的中国，岂可因此丢掉根基？

如此， 依着于农耕文明的乡井

文化，一旦离开它“生命的土壤”，必

将走向消亡。 到时， 在这些游子心

里，回不去又岂止是生命的故乡，还

有我们精神的家园。

当然， 经济发展的脚步就此停

下，亦不可取。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

是加入

WTO

以来， 中国经济业已

深度融入全球化分工体系，资金、劳

力等要素的流动亦远非人为所能阻

挡。 但如果我们光顾着埋头向前，

只有打破，没有重建，那么 ，我们的

心灵又将在何处安放？

文化管见

未来谁耕田

青年话题

作业之恨

□

朱晓琳

作业这个词语最近让人看起来

很是心酸。

看网友发起的一个 “接龙”：君

子坦荡荡，小人写作业。 商女不知亡

国恨， 一天到晚写作业。 举头望明

月，低头写作业。 洛阳亲友如相问，

就说我在写作业。 少壮不努力，老大

写作业。 垂死病中惊坐起，今天还没

写作业……

还有更多的新闻报道让人心里

不舒服。 五一假期后上学的第一天，

南京溧水一名

13

岁男孩疑因作业

未完成，上吊自杀；当日

11

时，南京

燕子矶一名初三男生也跳楼身亡，

原因也是作业没完成， 家长让他别

上学补作业；一名初一学生写下“我

不想做作业”的血书……

这些新闻让我们痛感生命逝去

的同时也在深深考问： 究竟是什么

让他们失去了鲜活的生命？ 究竟是

什么让这些花季一般的青少年匆匆

结束了短暂的人生？

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教育界

就提出“素质教育”这个概念，然而

到了今天， 孩子们还是生活在应试

教育的指挥棒下。 家长更是重视孩

子的成绩，忽视素质教育。 这种不快

乐现在正朝低龄化发展

,

高中、初中、

小学 ，如今提前到幼儿园 ，孩子们

过早地感受到了这个社会给他们的

压力。

应试教育对学生的影响已经深

入脑髓，据报道，四川雅安地震发生

那天， 英语四级考试正在成都一所

大学举行，地震发生后，虽然有不少

考生被吓哭， 但没有一个考生离开

考场，忽视地震对生命的威胁，依然

坚持完成了考试。 可以死，可以不怕

生命有危险，但是作业得做，考试得

考，这一切给人的感觉很可怕，大家

可以想象到作业的根有多深。

人生就是一场赛跑

,

这场赛跑既

不是短跑

,

也不是长跑

,

而是一场马

拉松。 在马拉松比赛中

,

是没有人抢

跑的。 可是现在的教育

,

怎么就有那

么多抢跑的呢？

近年来，教育部一直下令努力

减轻中小学生的负担。 期待更多能

落到实处， 让孩子们不为作业而悲

伤。

希望有一天

,

洛阳亲友如相问，

就说今天没作业。

不觉已是暮春。 抬望眼，枝上韶

华已逝，林间树下，落英满地、残红

狼藉。暮春，转眼间，繁花谢尽。此时

的春把大把大把的青， 大把大把的

绿， 大把大把的红与艳呈送到人的

眼前，你不必刻意去寻，推开窗户，

极目望去，天中、地上、水里、山腰、

枝头……到处都是春色到处都是春

光四溅的暖意融融。

春暮

,

怀念着春暖花开，但终究

还是别了。 双生蝶，单飞燕，还有这

指尖柔媚的杨花，无声从指尖滑落，

都似乎在向春天告别。

暮春时节我喜欢独自一人骑着

单车在乡野田间的路上游荡。 一路

上的景致真的好似一幅清澈的水墨

山水画。 季末，风暖暖地吹着。 天是

蓝的，草是绿的，我是闲适的，闲适

的可以坐下来与花花草草对话。 在

绿草丛中到处都是细细碎碎的明黄

淡蓝、纯白绛紫，如点点繁星在绿幕

上闪闪烁烁， 平淡单薄的叶子匍匐

于地面， 纤细的茎托着颜色形态各

异的小花。 细端详，拙朴中透着几许

隽秀，不妖不媚，淡淡的，清雅而恬

静地望着你。

花事清澈，人世烦忧， 我不禁要

伸出手来抚摸它们。 繁花满树时人

们何曾想到过它们呀？ 我们只对梨

棠桃李、名花异草趋之若鹜，对它们

却总是视而不见， 叫不出它们的名

字，更不会留意它们的去留。 可是只

要有丰富的阳光、水和干净的空气，

在一年一季的轮回中， 它们不管身

边的事，兀自开成星星状，一小朵，

一小朵，一片，一片。 从一簇簇，到

大幅大幅，流着密密匝匝的艳，这每

一朵都不管不顾狠命地开， 哪怕美

人明天就迟暮， 哪怕英雄明天就末

路，哪怕江山明天就半壁。 它们也要

开得日月如锦，山河明朗。 让你无法

忽视也无法置身事外。

春夜，岑寂。灯下读《宋词》，一句

“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仿佛翠

绿的柳枝，淡淡地拂过心海，荡漾起

层层涟漪。 多年来一直喜欢绿色的

衣裙，在春香满袖、绿色蔓蔓中，这

种浅浅的、淡淡的、嫩嫩的绿色就铺

满了我素白的心间，令人气定神闲。

醉卧在春日里， 时光如手心中的一

抹柳色， 我喜欢这种不张扬也不追

求奢华的绿色，那分清香，那分质朴

如一首歌一样清纯， 如一首诗一样

浪漫，如一朵白云一样淡雅，也似水

一样透明。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 一切的

喧嚣和鼓噪、一切的怒放和张扬、一

切的华丽和灿烂， 最终都会归于平

淡。 大师们说，淡，才是生活的本真

和原味。 芸芸众生，谁又不是尘埃里

开出的花朵呢？ 人生一世如草木春

秋，恬淡地活着，不悲不喜。

月亮弯，窗前花半开，朱粉不深

匀，闲花淡淡春，一切淡淡就好！

幸福是可以修炼的

———读《你可以幸福》

□

叶 雷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畅销书《不

抱怨的世界》的作者威尔·鲍温作了

一个有趣的实验：他给

20

个朋友发

邮件， 让他们选取本周自己最幸福

的目标， 每天给他们发三遍短信问

他们今天到底有多幸福。 三周结束

之后 ， 他们的平均幸福值提高了

20%

。 后来，美国有四所大学重复了

威尔·鲍温这个实验，通过设置一个

幸福值的目标， 测量自己距离幸福

值目标的距离， 结果这些学生的幸

福值也都提高了

20%

。

于是，他在《你可以幸福》一书

中阐述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幸福与

否并不只是心理状态， 而是心理评

估。 ” 在书中，威尔·鲍温还记录了

几年来自己的亲身经历， 比如他在

个人感情和事业上遇到的一些问

题，还有母亲去世的打击等，最后他

感悟：“幸福其实是一种幻觉， 但不

幸也是一种幻觉。 ”所以，他坚信古

罗马哲人普布利柳斯·西鲁斯的名

言：“认为自己不幸福的人， 就一定

不会幸福。”我们还是应该相信自己

幸福，我们是可以幸福的。

社会是宏观的， 在社会转型的

大背景下， 价值多元化导致信仰的

碎片化， 既有文化系统中共享价值

观的瓦解破碎， 使社会成员之间的

一致性行动与合作越来越少， 归属

感越来越难寻觅； 道德滑坡导致是

非标准的模糊化， 社会成员的行为

举措进退失据， 使人们的生活面临

着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 从而也就

更加缺乏安全感。于是，社会弥漫着

焦虑与浮躁的氛围， 竞争与攀比无

所不在，哭穷与抱怨随时而生，生命

为生活变得复杂不堪， 幸福越来越

稀缺。

精神应该是丰富的， 生命应该

是单纯的。生活与生命相符，你就可

能幸福；生活与生命抗争，就会影响

你的幸福。 我们的生命中， 有重要

的，有不太重要的，还有根本就不需

要的，生活应该抓住重要的，看淡不

太重要的，忽略根本就不需要的；有

自己能支配的，有自己可以争取的，

有自己支配不了的， 生活应该把握

好能支配的，好好努力可以争取的，

顺其自然自己支配不了的。 活出最

真实的自我， 才能拥抱生命中安稳

的幸福。

追求幸福 ， 首先要理解幸福。

威尔·鲍温在 《你可以幸福》 中说：

“幸福是有意识的选择，是描述自己

的方式，你越能说服自己幸福，你就

越幸福，而当你说自己幸福时，就会

开始找到自己幸福的证据。 ” 不是

吗？ 试试看，现在就大声说“我是个

幸福的人”、“我很幸福”， 会有什么

感觉？ 不停地重复 “我是个幸福的

人”、“我很幸福”， 看看又会有什么

感觉？ 一项针对“主观幸福”的研究

显示，光是注意自己的幸福指数，就

能提升对幸福的觉知。

德国心理学家弗里茨·斯塔克

有个著名的“微笑”实验，将参加实

验者分为两组， 一组必须把铅笔含

在牙齿之间， 另一组则把铅笔含在

嘴唇之间，然后欣赏几幅漫画，为漫

画的趣味程度打分。结果，把铅笔含

在牙齿之间因而不得不微笑的受测

者， 和另一组把铅笔含在嘴唇之间

而不能微笑的受测者比较起来，觉

得漫画有趣得多。 可见，光是微笑，

即使是强迫的微笑， 都会让人觉得

漫画更有趣。

幸福就藏在我们内心深处，不

论外在环境如何转变， 幸福其实不

假外求，而是可以操之于己。 威尔·

鲍温在《你可以幸福》中给出了一个

“幸福公式”：幸福

=

设定点

+

生活条

件

+

自愿的行动。 所以， 他特别强

调，幸福需要练习，幸福需要动作。

至于需要怎样练习和动作，威尔·鲍

温通过数十个精彩的故事和例证一

一进行了解说。当然，你也可以有你

自己的练习和动作。 只要你想清楚

了什么是幸福， 从现在开始练习和

动作，你一定是可以幸福的！

【《你可以幸福》，（美）威尔·鲍

温著， 庄安祺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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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 是创下历史新高的毕业

生规模———来自教育部新近公布的

数字称：

2013

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达

699

万人，比

2012

年增加

19

万，刷

新纪录。一边，是计划招聘岗位数的

下降———据

2

月初对近

500

家用人

单位的统计， 今年计划招聘岗位数

同比平均降幅约为

15%

……严峻的

就业形势像雾霾一样， 成为人们无

奈却无法回避的话题， 以至于有人

称今年可能是“最难就业年”。

（据《人民日报》）

“博士生一走廊， 硕士生一礼

堂，本科生一操场。一个招聘人数不

多的岗位， 前来应聘的常常有上百

个研究生或是上千个本科生。”这是

一位女大学生对某大城市招聘会现

场的描述， 当今大学毕业生就业压

力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这个情况也许只是大学生就业

难的一个缩影， 这种情形有可能在

较长一段时期内存在。 我国进入高

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之后， 大学毕业

生的数量一直持续增长， 目前高等

教育毛入学率已达

30%

， 根据国家

发展规划 ， 到

2020

年将提高到

40%

。 因此，破解大学生就业难题，

将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民生工程。

有人认为， 大学生就业难是不

断扩招“惹的祸”。笔者认为，这般说

法似乎有些站不住脚。 毕业生就业

难的原因包括整个经济社会的原

因，也包括高等教育自身的原因。例

如， 当前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对

大学生的需求相对较少； 扩招速度

过快和结构不合理的影响； 教育质

量的下滑导致学生达不到岗位要

求； 高等学校的学科设置与实际存

在一定差距；传统就业观念落后；就

业渠道不畅等， 这些都是问题的原

因所在。

大学生就业难是综合性的社会

性问题， 发现了问题， 该如何破解

呢？笔者看来，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政

府、社会、学校以及大学生自身的共

同努力， 高校在其中更是肩负着重

要的责任。首先来说，高校应该建立

全方位、 多渠道的就业指导服务机

制，有效地帮助毕业生顺利就业。其

次， 要建立就业与招生和学生培养

的联动机制。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把

握市场需求动态， 及时反馈有关信

息，调整、优化学科专业结构，使人

才培养能够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

要。需要强调的是，这种联动并不意

味着社会需要什么专业的人才，学

校就设置什么专业，避免盲目跟风。

第三，校方应该结合学校在经济、管

理等学科的优势， 积极引入创业指

导课程， 积极探索在专业课教学中

融入创业教育， 积极探索鼓励大学

生自主创业的培育机制。第四，要加

强对大学生的职业规划教育， 开设

就业指导课程，通过职业规划教育，

引导学生对自己的就业方向早作规

划、作好规划。

对于此， 政府和社会也应主动

站出来，勇于承担。要调整和完善就

业政策，出台新的就业措施，建立长

效机制， 以此来缓解大学生就业难

的问题。反过来，从毕业生自身角度

出发，也应该灵活就业，切不可好高

骛远，眼高手低，应抱有“先就业，再

择业”的心态，不能盲目而从。

大学生是国家宝贵的人才资

源，是民族的希望、祖国的未来。 大

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不仅是一件关

乎千家万户切身利益的大事， 更关

系到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 希

望学校、政府、社会、毕业生都能够

行动起来，多管齐下，多措并举，集

思广益，共同破解就业难的难题，从

而让就业不再那么难。

“最难就业年”该如何破解

□

付凯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