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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寄语

安徽医科大学校长曹云霞

安徽中医药大学校长王键

今年的开学季伴随着淅淅
沥沥的秋雨，些许凉意装点着
这个收获季节，校园内迎来了
勃勃生机。十二年寒窗苦读，
他们从想象中出发，在出发中
奔跑，就这样，怀揣着亲朋的期
盼，又一群学子如愿走进大
学。由合肥之心城总冠名的
2014市场星报《我的大学》生
活完全手册，为这一年的新生
们，提供了最新鲜的资讯、全方
位的生活指导、贴心的生活服
务。正式出刊后，《我的大学》
也得到了安徽省作协、省社科
院、《清明》杂志社、安徽医科大
学、安徽中医药大学等单位多
位作家、学者的认可，多位高校
校长也纷纷提笔向新生们提出
了寄语和希望，也用他们的人
生阅历与感悟去激励着新一代
的祖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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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9月，我17岁，考入安徽师

范大学地理系。因为春、秋季转换招

生，1981级与1977级学生同学半年，号

称“五世同堂”。 那是一个特殊时代，

十年高考停招，许多77、78级大学生已

人届中年，其中不乏饱学之士。

其时，大学文艺气氛特别浓郁，吹

拉弹唱，琴棋书画，人才特别多，写作的

同学中有很多省作协会员。我最难忘

的是在大学写诗，组建“江南诗社”。那

时候，安师大教学楼东边有个荷花塘，

无数夜晚，爱好诗歌的同学在那里高谈

阔论。那个年代，大学生的确是怀抱理

想，有梦想，有激情，也有脆弱和匆忙。

大学时，我学的是理科，我有限的

一点专业知识，对我日后文学创作也

很有作用——至少，理科生的思维相

对复杂一点，所以今天我对文学中的

智力成分要求高。这也是今天我仍

然喜欢西方哲学的原因。

最感谢的还是老师的鼓励，尤其在

文学创作上——我第一首诗和第一篇

散文就是发表在大学校报上。还有，就

是当时师大专业多，文科力量强，有很

多学贯中西的老先生，这种氛围对我日

后从事文艺工作奠定了一个基本的音

调。

无论你学什么专业，至少得保有一

点基本的人文关怀和修养。我期待新

入学的大学生，对世界持有持久的好奇

心，心灵空间尽量大一些。

中国处于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在

一个全球化时代，拥有国际意识和视

野，对一个人的未来发展无疑至关重要

——大学毕业后，在一个大格局中考量

事情，就不会只想到生存，就少些患得

患失。一个新时代大学生，除了报效国

家外，还得给人类事务奉献力量。

致大学生们的一封信

在我们那个年代的大学生，都是以

书读得多为荣。全校最有威望，有地位

的，就是读书多，读得深，读得精的人。

现在的时代不同了。对于“90后”

大学生，我认为首先要学会独立生

活。因为新入学的大学生绝大部分是

独生子女，生活条件优越，其生活自理

能力普遍较差。这是家长过分关心呵

护、包办代替的结果，也是长期应试和

驯化教育的结果。上大学虽然彻底改

变很不容易，但可以开始有意识地追

求独立。在生活和学习等各方面，从

中学的依赖型转变成大学的独立型，

是每位大学生都必须认真实施的一个

重要转变。

当然，不光生活要学会独立，还要

学会独立思考和判断，做到心理和情感

的自我独立。未来的工作也要求大学

生们必须具有独立发现问题和独立解

决问题的能力，创造性地进行工作。独

立思考是大学生学习的灵魂和特质。

独立人格、独立精神、独立思考问题的

方法，对于大学生，这三者都十分重要，

缺一不可。一个大学生如果独立思考

和独立生活的能力很差，就根本无法承

担起历史的重任。一个人甘于平庸，处

处事事和别人一模一样，亦步亦趋，如

出一辙，那肯定是一个依附性的人，他

不可能别开生面，别具一格，在学习和

事业上有所开拓，有所创新。

当今的社会竞争非常激烈，所以在

大学时期，每个人都要把自己最大的潜

能挖掘出来。大学时代是人生成长发

展关键阶段，是连结“学生人”与“社会

人”的重要时期，具有承上启下 的重要

作用。从纵向历史角度来考察，大学时

期是大 学生个体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形成的重要时期，该阶段大学生的

心智可塑性非常大。在学习上，要弄清

自己对什么方面感兴趣。因为很多学

生都是按照家长指令填报志愿的，所以

对自己所学的专业抱着无所谓的态度，

不认真学习，白白浪费四年的时光。但

是可以自己摸索找到感兴趣的专业，并

集中精力把它学深学透，这样才是发挥

潜能最重要的基础。

把知识转化成生存的能力也是非

常关键的。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学会生

存。在当今社会里，知识迅速膨胀，而

当代大学生学习大量的理论知识，掌

握大量丰富的理论知识，而随后出现

的问题，也令人极其困扰，即学生只有

理论的支撑，却不能付诸实践，转化为

实践的能力，作出成绩。在这个适者

生存的年代，如果不能适应社会，即会

被淘汰，所以将自身所掌握的知识转

化为能力，就是当前迫在眉睫的任

务。要选择性学习知识、自身实践、思

考总结教训。

进而要学会与人相处、与社会合

作、与他人和团体更好地沟通。大学是

个小社会，大学生不是封闭的个体，必

然要与人交往，更要学会与人交往，建

立健康的人际交流网。如何与同学和

室友交往，对于获得一个成功、丰富、多

彩的大学生活，对于获得一份真诚持久

的学生时代的友谊，对于获得一个今后

事业成长的出发点，可以说非常重要，

甚至具有非常直接的影响力。积极地

走出个人小世界，学会与同学、室友交

往，无疑是大学生进入大学的起步，更

是大学生进入社会的起步。

把知识转化成生存的能力
许春樵（作家，省作协副主席）

保有基本的人文关怀和修养
祝凤鸣（诗人，省社科院文化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