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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学有什么用？
大学毕业的，还不是要给高中没毕业

的打工？
类似的故事一波接着一波，敲打着学

生和家长的神经。
大学还要不要上？四年是不是浪费？
莫慌，少年！不如我们先来看看，大

学里究竟能学到些什么？
我，一个三流大学的毕业生，有天突

然陷入了深深的思考。我使劲回忆，大学
四年，我到底学到了什么呢？我觉得我可
能学到了这些东西——

找到方法

大学里会教你很多走出大学校门后
再也不会用到的知识，这一点最为人诟
病。但是以我的经验，总会有些知识在你
日后的生活中发挥作用。比如你上大学
时一心想做一个改变世界的程序员，于是
你清晨在煎饼果子的感慨里复习算法，深
夜在方便面的唏嘘中编写程序，你在毕业
之前已经是某个尖端领域的行家里手，结
果毕业没多久你突然决定改行去做律师
了……即便如此，你也可能在某次案件的
资料搜集中用到某些计算机编程知识。
就是这样。

另外，大学更多的时候提供的是环境、
资源和似乎无穷无尽的时间，你可以通过
不断的尝试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如
果你在毕业的时候具备了快速学习新知识
的技能，那么后续的道路上无论有多少艰
难和坎坷，都不能阻止你迎接鲜花和掌声。

时间很重要，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大
学几年是唯一一段可以肆意妄为的时
期。你可以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思想和行
为，你可以不用舍弃什么或拥有什么，时
光流淌，也在为你歌唱。

学会忍耐

大学之前我从来没有和家人以外的
人长相厮守过。入学之后，你就要和六个
素不相识的人挤在一间十平方米的屋子
里过生活，你不得不学会与别人和平共
处，忍受别人的磨牙、梦话、各种气味和各
种习惯。半夜惊醒看到对面床上的兄弟
在盘腿打坐，不要尖叫，翻个身继续睡
觉。那时候的大学里宿舍夏天没有空调，
天气热到铁质的床栏开始发烫时，要能睡
着，睡不着去水房接水把身体冲到冰凉，
继续睡。要学会不早睡也能不迟到，学会
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发言，学会别人
抄自己作业的时候微微一笑，学会收敛自
己，善待他人。

我的大学专业是机械电子工程，凡是
电子和计算机相关的课程我都能学得很

好，但机械就不尽如人意。我的每一张机
械图纸都是通宵达旦完成的。当晚自习
结束，已经完成绘图工作的同学们陆续离
开教室的时候，我一边痛恨为什么要画这
些一模一样的螺钉螺母、螺纹和轴承，一
边去买了方便面和水，用一晚上的时间去
对付那些主视图、俯视图、左视图和断面
图，各种粗实线、细实线、波浪线、双折线
常常搞得我焦头烂额，我经常拿着改了好
几版的图纸告诉老师，这是我能画出的最
好作品了。老师摇摇头说，你画得还不够
多。当时我的心都碎了。

在这个阶段，我学会了忍耐孤独和面
对绝望。

天外有天

在大学里你会遇见更高的山，见到更
长的河，你会发现天外有天。无论你在高
中的时候有多么优秀，大学里总有比你更
优秀的。他们不但比你聪明，而且比你勤
奋。当你早晨在睡梦里醒来时，对面的数
学课代表已经去教室里上自习了。当你
开始过四级的时候，人家已经过六级了。
当你考了三次最终以 62 分的成绩冲破六
级封锁线的时候，人家已经开始英语演讲
了。你的围棋被杀到复盘，乒乓球打到崩
盘，你在所有的优势项目里一败涂地。

这时候，承认天外有天，并认识到人
生是长跑，曙光在前方。

大量阅读

因为我在初中和高中的时候已经把
金庸和古龙的小说都读完了，所以大学时
别人都在恶补这两门“专业课”时，我在图
书馆阅读大量有趣的书籍。它们让我站
在历史的长河中看起落，在人类的文明中
听潮汐，我知道了比学习某个技能更重要
的事情，就是认知世界。人类所能想象到
的所有美好和黑暗，都能从书里找到。

大学生活也是一种生活，只不过是一
种值得让你回味一生的特殊生活，如果你
还在上大学，好好珍惜她。别忘了，还要
爱上一两项运动、爱上一个姑娘，这两样
很可能会陪伴你一生。

（博 客 地 址 ：http://chijianqiang.cn-
blogs.com/）

那天坐地铁，听到旁边一个女
孩子问另一个女孩子：

“快放假了，我想去买几瓶高档
点的红酒。你们家（家在这里指单
位）的红酒不是挺有名气么？我买
哪种好？”

“你要买我们家的酒啊，是送礼
还是自己家喝？”“自己家喝。”“那就
别买高档的。我实话对你说，我们
家高档红酒和普通红酒都是一样
的，区别只在包装上。包装豪华就
是高档红酒，比普通包装的贵十几、
几十倍，全是骗冤大头的。你就别
去花这冤枉钱了。”我发现周围的人
和我一样，都在饶有兴趣地听着这
场对话，并试图从对话中或是那个
女孩子的服饰上发现这是哪个品
牌。遗憾的是，没有。这是我们的
不幸而是那家酒厂的大幸——它的
一个员工，爆了一些内幕，险些把它
的牌子给毁了。尽管是小范围内的
毁，但那也是毁啊。这就是传说中
的“干一行，毁一行”。

有这种习惯的人似乎还真不
少：

一位做国外知名品牌运动鞋生
意的朋友，身家数千万，却从头到脚
找不到一件名牌。他还经常劝大家
不要买名牌：“名牌有什么好？我们
就是ＸＸ牌运动鞋（他说了一个世

界知名的品牌，由于可以理解的原
因，我用ＸＸ代替）的生产商，对方
什么都不做，只提供贴牌。不贴牌
子的是普通鞋，几十块钱一双；贴了
牌子就是名牌鞋，卖到数百上千。”

一位在奶制品企业上班的朋
友，早几年就不喝牛奶，而是自制豆
浆喝。在他的宣传鼓动和带头作用
下，他的亲戚朋友大都买了豆浆机，
以至于我一度怀疑他是某品牌豆浆
机的托儿。

你在某一行待久了，便会知道
太多内幕，这些内幕被业外人士知
道，是很影响这一行的形象的，严重
时足以毁掉这一行。但是，大众有
权利知道这些，使自己少受愚弄、趋
利避害。从这方面来说，“干一行，
毁一行”其实是很崇高的品质。

所以，有过在时尚杂志做编辑
的经历后，我对那种极尽奢华之能
事的范儿早就失去了信任。有必要
告知各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时尚
杂志算得上是奢华品生产厂商的托
儿。时尚杂志所倡导的时尚生活，
并不一定能提高你的生活质量和品
位，却一定能迅速掏空你的钱包、刷
爆你的信用卡，让你成为月光一
族。别过分追求什么潮流了，自己
舒适就好。（博客地址：http://blog.
sina.com.cn/u/1226157155）

时光流淌 也在为你歌唱
——写给徘徊在大学内外的少年 □池建强

干一行，毁一行

前段日子，我奉老父之命去德
国看望孀居的姑妈。德国姑父前
年去世了，只留下姑妈一个人孤孤
单单守着一间大房子过生活。姑
妈虽有一个儿子，但他早就搬出去
另住了。在德国，子女结婚后一般
都不和父母住在一起。

一天早晨，姑妈家的门响了。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推门走了进
来，老头一进门就大声说：“施密
特，我们‘同居’吧？”姑妈高兴地
说：“好啊，我也正有此意呢。”之
后，他们又高兴地说了一会儿话。

德国老头走后，我向姑妈表示
祝贺，祝贺姑妈再次寻找到自己的
爱情。姑妈慌得忙摆手说：“No，
No，侄儿，你误会了，此‘同居’非彼

‘同居’也……”原来，姑妈口中的
“同居”乃是现今德国老人十分追
捧的一种养老模式——“搭伴养
老”。目前德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
化社会，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德国
总人口的23%。虽然德国的养老
体制良好，德国人 60 岁后就可以
进疗养院养老，根本不会拖累儿
女，但很多老人都十分厌倦疗养院
里的单调生活，于是，便有一些老
人因志趣相投而自愿组合在一起，
过起了“同居”的晚年生活。虽然
老人们生活在“同一间屋子里”，但
平时他们各做各的饭，只有每周周
末在公共厨房聚一次餐，有集体活
动时则共同参与——要么到附近
城市旅游，要么到剧院听戏。如果
平日里有谁生了病，同居好友们也
会主动承担照顾他（她）或帮助购
物等。

姑妈告诉我，刚才来找她的那
个老头儿叫费舍尔，他们是在老年
大学里学油画时认识的，他就住在
姑妈家附近，两人彼此性格也很合
得来，于是便都有了“同居”的想
法。其实，一起同居的还有另外两
个孤身老人。姑妈告诉我，在我来
之前，他们就已经一起制定了一份

“同居”规则，拟定了各自的义务，
如打扫卫生、收拾房间等。

姑妈还告诉我，在德国，除了
老人与老人之间“同居”外，一些心
态年轻的老人还喜欢与年轻人一
起“同居”。德国的出租屋很稀缺，
房租也贵得吓人，青年人普遍遭遇

“找房难”。于是，一些老人甘愿把
自己的房子低价或免费提供给年
轻人和他一起住，但前提是年轻人
必须承担部分照顾老人的义务，比
如，陪老人聊一会儿天、打扫花园、
外出采购，等等。现在，德国一些
城市的民政局和大学服务中心，经
常会介绍大学生和孤寡老人家“同
居”，大学生也很乐于接受这种“新
型同居”的形式。

如今，“让我们同居吧”已经成
了德国老人最热衷的行为。老人
之间或老人与年轻人之间相互帮
助、相互关心，即使老人身体出现
状况也能及时被发现并得到救
护。所以这里老人的平均寿命变
得越来越长，德国已成为目前欧洲
最“老”的国家，大概与此很有关
系。

（博 客 地 址 ：http://blog.sina.
com.cn/s/blog_7487ced00102uy52.
html）

“让我们同居吧” □佟才录

□李鲆

■东张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