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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吕京笏

2019 年，一辆冲上绿化带的
超载重型渣土车，让 16岁的周桐
永远失去了左小腿，也错过了中
科大少年班的选拔。辗转多地，
进行了8次手术，阔别校园7个多
月，面对命运的“组合拳”，他在今
年的高考中，取得了 684分、安徽
省理科第 171 名的好成绩，通过

“自强计划”收到了来自清华大学
的橄榄枝。

装着假肢、拄着拐杖，却能以
最美的姿态跨过梦想的窄门。他
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即使风雨交
加，也从不放弃远方。

回忆起那段黑色的日子，周
桐的妈妈说：“现在想想还十分心

疼。”手术后两天，人还在重症监
护室，周桐就委托姑姑到学校找
到班主任，把课本带到医院。从
那以后，他开始了病床上的自学，
不管转到哪个医院，除了手术时
间，他基本上书不离手。本可以
申请休学，他却在几个月后便回
到教室。

经历了一场噩梦，却亲手为
噩梦涂上颜色，周桐有着比令人
艳羡的成绩更动人的品质，这种
品质叫“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
志”，叫“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
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
依然热爱生活”，叫“世界以痛吻
我，我却报之以歌”。

“努力了，成功是迟早的事”，
这是周桐的QQ个性签名。如此

朴素的话语，却恐怕没有多少人
做得到。有的人迷信“一夜成功”
的毒鸡汤，却不知脚踏实地；有的
人一边抱怨内卷，一边躺平摸鱼；
有的人盲目跟风、贩卖焦虑，却从
不想自己究竟想要什么。在焦虑
与颓废并行的当下，我们太需要
周桐这样的故事，讲述奋斗的价
值、千锤百炼下的坚持以及努力
的意义。

生活节奏变快、社会景观纷
繁、竞争压力加剧，“辛苦却又不
幸”是很多人在奋斗路上躲不过
的遭遇。那不妨看看周桐传递给
我们的价值——乐观、自强、勤
奋、拼搏、坚持。这些是我们从小
说到现在的词汇，请相信，解开困
顿的钥匙依然藏在这些最简单的

道理中。
有人说，这是一个焦虑无孔

不入的时代。然而，这不该成为
自暴自弃的理由。躺平于沙滩
者，必会被海浪淹没；唯直挂云帆
者，才有资格说出“历尽千帆，归
来仍是少年”。别忘了，周桐有着
躺平人生最充足的理由，却选择
了逆风起飞，这本身就是应对波
折最真诚的答案。

从几百年前的《送东阳马生
序》，到 684 分的截肢少年，人类
的悲欢并不相通，但对奋斗的审
美始终如一。也许你天资平庸，
但可以努力追求最好的自己；也
许你输在起跑线上，却可以奋起
直追；也许面临迷茫与困顿，但将
来的你会感谢现在努力的自己。

684分的截肢少年，你逆风飞翔的样子真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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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4日，清华大学教授、著名美术家韩美林与华少的对谈节
目，在凤凰网《君品谈》上线了。谈及教育现状，韩美林说，很多大
家都有偏科现象：钱钟书考数学0分、臧克家考12分，大家都考不
好英语、数学。韩美林的教育理念是：看菜下饭，因材施教，有教无
类。他透露，他给清华大学写过一封信：他招博士生免考英语。

◎雨来

韩美林合理化了偏科现象。在各
地纷纷公布高考分数的背景下，我想
给年轻人说句话：勿听他言。

你不是钱钟书，也不是臧克家，你
要偏科，甚至某科考0分、考十几分，很
可能摸不到大学的门边。

当然，偏科者有，甚至还不少，但
高中教育已通过文理分科给了你避开
的机会。你选择的任何科目，对你都
有用。如果你觉得未来不会有用，或
者你觉得自己学过的没有用，要么是
你学得不好，要么是该科在潜意识里
影响你而你不自知。你要认为偏科有
理而心安理得、懒于学习，后果自负。

我们注意到，韩大师的观点，是在
谈到教育现状时表述的。中国的教育
现状是，几乎所有孩子都希望通过上
大学接受高等教育。踏不过这个门
槛，将面临相对狭窄的择业境遇。要
不要听他的，你自己选择。

当然，韩大师可能是针对高端人
才说这番话的，他透露自己招博士生
免考英语，似乎也佐证了他的观点。
我很好奇，清华大学是公立大学，凭什
么不遵守教育部关于博士招生的规
定？一旦有特权，程序说不通。另外，
韩大师看中的人才既然不受考英语的
限制，那也不必受博士学位的限制。
博士学位不是人才或天才的必经之
路，韩大师作品等身，有博士学位吗？

世界变化快，今天的学习条件非
昔日可比，学习不只是师傅领进门，更
多的是延伸提高，互相交流不可少。
尤其是作为时尚学科，高端的美术人
才，最好懂一门外语。

勿听他言

◎文立

听闻清华美院教授韩美林招博
士不愿让学生考英语，我太高兴了，
如果当年我考研遇到这样的导师，研
究生毕业证早就拿到手了。

讲一讲我的考研之路。2011 年
我大四，1月份参加考研，成绩出来后
我很郁闷，英语差3分没过线，专业课
超出分数线60多分，英语这个绊脚石

暂时挡住了我的研究生梦。去年 12
月，我再次考研，英语以 62 分高分过
线（分数线 42分），不用说，现在我就
等着录取通知书寄到手里了。毕业
10年，我英语进步了吗？并没有。那
为啥这次考研英语能高分通过？不
瞒大家，我考前报了个挺贵的培训
班，老师关于考研英语的解题技巧讲
了一大堆，我这成绩是技巧＋运气。
所以你们看，考研英语并没有考出我

的英语真实水平，我懂得了应试技
巧，就能轻松过线。

没考过博士，不知道考博的英语
考试是不是也这样。不过，考博的学
生已经经历了考研和大学英语四六
级，英语水平应该不差。特别是学美
术的，想考博，天赋和能力缺一不可，
英语并不在美术能力范围内，不考也
罢。韩教授想要打破常规，这种突破
值得鼓励。

打破常规，没什么不好

◎燃烧

对于韩美林收学生的条件，别急
着说免考英语对不对，先了解一下韩
教授的解释。韩美林说的意思是不
能因为英文把人才拒之门外，这就是
不拘一格的思想。

英文和美术哪个更重要？我想
韩美林已经给出了答案，他教的不是
全理论型的学生，而是艺术家型的学
生，所以对英语的要求可能没那么
高，不能因为英语不好就把美术才华

出色的人拒之门外。
作为基础课程，英语在初高中时

期必修、必考，是有一定合理性的。
但是，到了力求专业、深入研究某领
域的大学，若必要性不强，再对英语
作过高要求，就有点过犹不及了。尤
其是像美术之类的专业，几乎不用英
语，学英语还浪费精力，不如把这部
分精力用在美术创作上。

“偏科”的人才就不是人才吗？
当然是，你能说钱钟书、臧克家的文
学造诣不高吗？显然不能。既然“偏

科”的人才肯定也是人才，那就得有
给这些人才继续深造的渠道。

那么，“偏科”的人才该怎么选出
来？事实证明，“偏科”的钱钟书、臧
克家都是人才，但你不能因为他们学
不好数学就把他们“一棍子打死”。
看菜下饭，因材施教，有教无类，这就
是韩美林的教育理念。韩美林敢说
出这样的话，是有自己多年的教学经
验做支撑的。

那么这个道路由谁开辟？韩美
林就作了一个很好的尝试。

不拘一格教人才

偏科怪才该被鼓励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