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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为青春导航

这本书里的大部分内容，是应 《课堂内外·高考金刊》的邀请为高中生

朋友 （主要是高三同学）所写的，主要是想为高中生解决学习动力、学习方

法等方面的问题做点力所能及的贡献。通俗地说，这本书的主要功用在于

“励志”，因此我从自我人格发掘、生命意识觉醒、意志力培养、梦想 （目

标）指引、时间管理、情绪控制、高三攻略、大学指津、职业生涯辅导等几

个方面展开阐释，并结合自己的求学、工作和生活经历，向青少年介绍一些

与学习和成长有关的必要知识和事例。书里面没有多么高深的理论分析，所

涉及的一些哲学、经济学、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等方面的知

识，也多属浅尝，点到为止，我更加重视的是实践应用和案例示范。

伟大的科学家牛顿说过，“如果我比别人看得更远，那是因为我站在了

巨人的肩膀上”。《世界是平的》一书的主要观点是，２１世纪将是一个更加

“平面化”的世界，文明与文明、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在信息技术的作用下将

越来越小。你不用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你就是站在像我这样的 “矮穷矬”的

肩膀上，一样会比别人看得更远。作者不是 “高富帅”，也不是最优秀的学

生，然而 “自诩”有一些经验和教训值得大家参考和借鉴。一方面，我认

为，书中的 “励志”并不是解决学习问题的救命稻草，最多算是一些前车之

鉴和决策参考。另一方面，毕竟是真人实事，又有一些所谓 “过来人”的血

泪总结，相信对于大部分中学生朋友，读一读本书还是不无裨益的。当然，

如果你已经优秀到你的学习、你的人生根本不需要别人对你说三道四、指手

画脚的境界，那你就可以把这本书抛开了。我们最担心这样的情况：因为妈

妈总是絮絮叨叨，所以你误以为妈妈的话无足轻重；因为小学就学思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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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初中和高中都有政治，所以大学生逃政治课的最多；因为市面上励志类

的书籍汗牛充栋，所以你觉得……教育和吃药一样，因材施教，对症下药，

适合你的才有疗效！

中国现在正处在一个高速发展和变化迅猛的时代，而我们的教育却迟迟

没有跟上变化的节奏，这是导致我们社会创新、创造能力明显不足的一个重

要原因。目前这个问题也逐渐得到重视，而且高考也将发生一些变革，比如

增加每年的高考次数，比如降低英语分数的权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 “减

负”，也并不意味着高考将退出历史的舞台。这些设计的初衷之一，在于给

青少年创造力的培养留下一席之地。须知，在任何领域、任何时候，只要你

想要从激烈的竞争中胜出，做一个追求卓越、出类拔萃的佼佼者，你就必须

付出比常人更大、更持久的努力。这也是本书中提到的 “高三精神”。正是

基于此，我们才有信心宣称本书具有一定历久弥新的潜质。

在教育效果方面，我并不奢望学生以及学生的家长们能在读完本书之后

马上抛弃急功近利的习惯做法，假如读过之后能够产生哪怕一丝持之以恒、

坚持不懈、永不放弃、百折不挠、愈挫愈勇的想法，我已然会觉得吾心甚

慰、善莫大焉了。

通过２０１３年湖南卫视 《爸爸去哪儿》节目的热播，我们意识到孩子的

成长绝对是一个值得全社会持续关注的话题。包括 《爸爸去哪儿》和 《变

形记》等节目在内，每次收看，我都有这样的体会：有时候我们的家长比孩

子更需要受教育！

不知不觉中，我的侄子也马上要面对高考了，春节回家，我受邀对他专

门做了一次长时间的心理辅导，以期能够让他止住成绩的下滑，顺利考上重

点大学。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他父母的教育已经跟不上孩子的变化和成

长了。他们更多地采取物质奖励的功利化教育取向。当然，这也跟逆反心理

有关———也许父母唠叨得太多了。我对侄子说的话，也未跳出本书的内容，

主要的一点是，在你自己长大成人、有了自己那么一点点的对人、社会和世

界的看法的时候，也是人的成长最关键的时候，必须正确认识这个 “自我觉

醒”的过程，叛逆过头了，就会成为社会的害群之马，平衡好了，才能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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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栋梁，何去何从，需要你自己把握。这也是我的一贯思路：相信孩子，

让他们实施自我教育，这才是成长的落脚点。事实证明，我侄子已经在逐渐

地 “收复失地”了！

书成付梓之际，我要特别感谢 《课堂内外·高考金刊》的编辑们，没有

他们的认可、鼓励和帮助，就不会有本书的成形。我并没有接受过专业的关

于教育学方面的高等教育，有的只是阅读的热情和爱好，一些还不算过时的

青春时代的记忆，还有一些关于中国青少年教育的一些思考。我清楚地记

得，写给他们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本书 《年轻没有失败》这一节，我也清楚地

记得当他们告诉我一些班级将我写的 《智仁勇兼备，亮剑高三之巅》张贴在

黑板报上时的欣喜———人总是想做一个对别人有用的人，不是吗？

周　轩

２０１４年７月于南开园

序·为青春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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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自我觉醒：从１８岁开始

人生最终的价值在于觉醒和思考的能力，而不只在于生存。

———亚里士多德

发现独一无二的自己

青春，是开花的季节，是拔节的季节。青春，像金子一样闪光，像玫瑰

一样芬芳，有着太多的梦想。青春，如诗一样浪漫，似火一样炽烈，像画一

样绚烂。青春，拥有春天的萌动，夏日的热烈，秋天的清爽，冬季的纯净，

山谷般的旷达，瀑布般的奔腾。青春，会有一片很小的自我星空，会有一丝

醉人的朦胧，会有一个多情的绵绵雨季……青春是一个跳板，青春是一次飞

跃，青春是一种精神，青春是一份气魄，青春绝不仅仅意味着十几支生日蜡

烛，它更是一篇宣言，一篇宣告我们走向成人的战斗宣言，从此我们的人生

将掀开新的一页。

正如上面的文字展示出来的，多少人热情地讴歌青春，多少人长久地留

恋青春，多少人在青春彷徨和失落，又有多少人在青春蓄积和思索……

美国电影 《我又十八》描述了一对祖孙互换年龄和身份的有趣故事。在

一次偶然的车祸中，祖孙俩灵魂发生了交换，谙于世事、重返青春、敢作敢

为的爷爷凭借年轻的身体在大学里重新体验了年轻人的生活。这虽然是一个

带有科幻性质的喜剧故事，但却带给我们很多的启发：年轻就应该无所畏

惧，年轻就应该勇敢追求，年轻就应该大胆表达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年轻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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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活出独一无二的自己！

西方哲人舍勒说：“人是一个能够向世界无限开放的Ｘ。”很明显的一点

是，人越年轻这个Ｘ的开放程度越高，因为他更加具有现实可塑性和未来可

能性。另外，正因每个人的染色体携带的遗传基因不同，每个人都是一个独

一无二的个体。也正是从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的角度，才决定

了人生发展的多向性和开放性。只不过，因为外在的规则和内在的妥协等一

些原因，很多人的独一无二并没有被充分、完美地表达出来。

除了生物遗传学，我们还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阐发一下这个道理。古典

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在他的代表作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里面提出了

比较成本贸易理论 （即 “比较优势贸易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各国间之

所以存在贸易的可能，是因为各国的资源禀赋不同，因此生产某个产品的成

本也就有所不同 （如德国盛产啤酒、古巴盛产雪茄等）。各个国家都应该扬

长避短，根据 “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的原则，用自己更擅长

生产的商品去和别的国家交换和贸易，从而达到各取所需的双赢结果。

自然而然地，我们可以把这个理论运用到人生的经营上来。“人际的本

质是一种交易”，不管这个论断多么的露骨，都有其真理性所在。首要的一

点要求是，你需要发现你与众不同的地方，也就是你的比较优势。其次才是

你通过努力把你的这些与众不同的才能转化为可以衡量和交换的价值，也就

是做出社会认同的成果。当然，这个与众不同不是指通往一个怪咖的那些怪

癖，而是指基于天性、天赋的个人禀赋。人贵有自知之明，这个自知之明不

仅仅是从消极的意义上说你有什么样的缺陷和不足，更是从积极的方面，让

你自己挖掘和培养自己的特有兴趣、技能、才华和品质。

囿于封建时期的社会经济分工的单一，任李白、杜甫才华横溢、万口相

传，实现自己的方式也只能是做官或者种地，徐霞客地质业务再精良也只能

作为业余爱好……这种 “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豪气并没有转化为实现自我的

有利条件。即使是现代社会，大部分的诗人们的日子也不尽如人意。尽管如

此，现代社会劳动分工毕竟发达了很多，人们的需求也越来越千差万别，这

为人的个性发展和自我实现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只要是你特有的才能能为别

2



!

３　　　　

人带来价值，你就不缺 “慧眼独具”的市场，是所谓 “海阔凭鱼跃，天高

任鸟飞”！

发现独一无二的自己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需要一定的内省功力

和必要的社会经历去检验和确证。自从爱琴海之滨的古希腊阿波罗神殿石柱

上刻出 “认识你自己”以来，这个命题并没有得到让人满意的尽善尽美的回

答。歌德在成为一名作家之前，有长达十年从事绘画工作的生涯。所以，我

们要尽早动手，在人生的初期就着手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特长和技能。

这样的话，即使兴趣发生了改变，爱好发生了转移，我们也有及时调整和重

新开始的时间。我的一个侄子，在上高中之前一直就想着做一名演员，这个

理想的部分原因是他从小的确具有一定的表演天赋，并且在班级、学校、社

区等各种级别的演出中得到了好评。然而，他在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还是选

择了法律专业，志向转变的主要原因是父母的反对，当然也有自己认识方面

的改变。本科毕业的他在一家律师事务所上班，我希望有一天他能尝试实现

自己的梦想。我的一位师兄，大学学了四年的国际贸易，后来却１８０度大转

弯，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的研究生。所谓 “兴趣是人

生最好的导师”，也就是这个意思了。

毫无疑问，现实中存在很多很多阻碍一个人发现独一无二的自己的因

素。因为人本身就是社会的产物，社会化是人成长的基本内容。很多优秀的

作家，写出了很多鼓励人们发现自己并活出自己的作品。王小波的 《一只特

立独行的猪》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作品，其中心思想是 “人不能被生活设

置”。这种对人的设置偏偏又无往而不在，很多时候是社会和他人给出的设

置，一些时候也有自己的设置。所以我们经常看见家长用 “我还不是为你

好”来扼杀自由，用物质刺激来诱导拜金主义，一些家长凡事都要提为孩子

操心、操刀、代劳、做主，扼杀独立和个性，通过 “功利主义”的教育，让

孩子从小缺少公德心……一个女孩子，想学考古学，父母说学那个专业干什

么啊，风里来雨里去的，还是学一个会计吧，旱涝保收，挺稳当的。很多情

况下，孩子屈从了，并没有多想自己喜不喜欢，适合不适合。我所在的学院

有一个学会计学的女博士，有一次她说她非常喜欢文学和诗歌，可是从本科

第一章　自我觉醒：从１８岁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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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硕士再到博士，一直在会计专业学习，而且学得很苦、很艰难。试问这又

是何苦来着？人有时候要和自己较劲，但人不能这么执着地、这么逆向地和

自己较劲啊！在中华英才网的调查中，５０家最受大学毕业生青睐的单位，外

企由原来的２１个降到了只有３个，剩下４７个都是国企。所以现在找工作的

首要标准由曾经的工资多寡变成了当下的稳定与否，受青睐的工作自然演变

成了 “公务员→国企→外企→民企”这样的顺序。李白的悲剧某种意义上讲

也是考公务员的悲剧，因为公务员的岗位很明显并不适合想象力丰富、文华

绝代的中华诗仙。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并不喜欢朝九晚五的体制化生活，可偏

偏又挤破头要考报录比为２０００∶１的公务员岗位 （２０００∶１已经很接近古代进

士的 “中奖”几率）。担忧这种职业取向影响中国未来的发展不是本书的主

要目的，你能否从你的工作中获得乐趣、满足和价值，才是我们需要着力探

讨的问题。作为独一无二的自己，你会面临很大的从众压力，但你不能完全

屈从于外界。虽然说妥协是一门生活的艺术，但是更多时候，生活仅仅指的

是你自己内心的真实体验，在生活的压力、利益的诱惑与自己的理想和生命

的尊严中间，你必须做出勇敢而正确的选择。

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来到世间，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翻版，没有雷

同，没有山寨，我就是我，你就是你。后来，我们仰望别人，效仿别人，追

随别人，慢慢地，在我们身上留下的，是许多别人的烙印，唯独不复存在

的，是当初的自己。盯着别人的高度，我们不但失去了自己的高度，同时失

去的是我们心灵站立的地方。这就是迷失自我、随波逐流的真实写照。

Ｔｒｕｅｔｏｙｏｕｒｈｅａｒｔ！从发现独一无二的自己开始！

延伸阅读：

王小波：《思维的乐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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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己定制一枚时空胶囊

现在，作为一个高考过来人，最想说给高中生朋友听的一句话，也是我

认为最宝贵的心得体会，就是：我现在并不后悔高中没有尽最大努力学习

（事实上挺努力的），只后悔当时没有对人生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只是为考

上尽可能好的大学而努力，对于为什么要争取考上好的大学，并没有一个全

面而清晰的认识。

在开始写这一章节之前，一位山西高二的女生在ＱＱ上提出了几个问题，

这些问题在高中生之间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拿来与大家分享：

你觉得上学和工作哪个压力更大？我不想一直生活在压力下。

我最近学习很不上进，我控制不了自己。晚上放学的时候会计划回家做

很多东西，拿很多东西 （学习任务）回家，可回家第一件事不是写作业，往

往计划要做的都没做完……主要是自控力不行。

我以后想当医生，想考重庆大学或重庆医科大学，但现在很没底……

我给出的回答是：

关于压力：我相信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工作压力更大一些，因为毕竟涉

及一些工资奖金、职位晋升等立竿见影的实际利益。但是，如果出于自我要

求进步的角度来说，学习的压力也不会小。我只能说没有压力是不可能的，

对一个人而言，由于社会资源有限，人和人之间就会有竞争，外界会产生压

力；另一方面，自己内部也会产生一些，比如容貌、体力、精力、记忆力等

方面的改变和衰退都会引起紧张和焦虑的压力。

关于自控：学习任务完不成是自控力不足，自控力不足的原因是学习动

力的缺乏，学习动力的缺乏是由于学习使命感的缺位，学习使命感的缺位本

质层面上说是对学习意义的认识不足。我们每个人做每一件事，大到活着，

小到吃喝，都是需要一定的意义做支撑的，人是需要意义的存在物。

所谓成长就是自控力的逐步完善，这是一个需要慢慢培养的习惯，首先

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对学习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很多高中生认为努力学习的

第一章　自我觉醒：从１８岁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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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为了考一所好点的大学，将来有一个好点的工作，从而避免被社会所

淘汰。这诚然没有什么错误，但是，我要说，认识到这一层面还远远不够，

我们必须为学习和考学寻找到更加深远和高尚的意义。

想想我们的父母，为什么父母们即使感到无聊和没有动力也很少表现在

工作之中，因为他们的工作有一个最起码的动力，那就是为孩子提供一个更

好的生活条件。

努力学习不能仅仅是为了以后有一个好一点的工作，至少还要从资源获

取的角度回答这个问题。一般情况下，只有上到尽可能好的大学，我们才能

接受到尽可能好的高等教育，然后你才能掌握尽可能全面和高端的知识和技

能 （比如高超的医术）。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比如有一位病得快要死去的病

人，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人掌握着治好这种病的方法，你是不是会觉得自己所

学有了用武之地呢？而这种救人性命的医术，肯定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够掌握

的，而是需要良好的教育条件和长期的个人努力。

学习的持久动力来自于一种使命感方面的意义。也就是说，只有有了使

命感，你的学习才有足够的动力支撑。比尔·盖茨有一次去印度考察，当地

的社区医生真诚地感谢微软公司，因为有了微软公司软件的支持，他们实现

了远程治疗，让很多偏远地区的病人从网上得到了及时的救治，千万个生命

得以新生。那一刻，比尔·盖茨觉得自己的工作是有意义的，而不仅仅是挣

钱的多少。现在中国社会的 “成功学”泛滥，看看火车站聒噪的碟片宣讲你

就知道了；而且，成功的标准又极端单一化，就是比谁挣得钱多。所以，从

更加世俗的意义上讲，只有掌握了必要的知识和技能，你才不会为谋生的奔

波所局限，你才能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从而也为自己、家人和朋友挣来

更多的 “面子”和尊严。这其实也是在回答一个在 “９０后”朋友中普遍存

在的一个问题：人，为什么一定要追求优秀和卓越？

但是，有句话说得好，让我们疲惫的不是远方的高山，而是鞋里的沙

子。心理学上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人们总是会被短期能看到的愉悦所俘获，

而渐渐忘掉了长久的目标。学习也是这样，玩多开心啊，可是你的理想又那

么远，很有可能遭到遗忘。怎么办呢？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有两个，第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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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自己承诺；第二，你得学会短期补偿。把大的目标分解成阶段性的小目

标，制定好每天要完成的小目标，让完成小目标的快乐取代其他与目标无关

行为带来的快感和长远目标不确定带给你的压力和漠然。

这样一来，我们又回到 “为自己定制一枚时空胶囊”的主题，这一主题

要求的内涵正是———对自己许下承诺并坚持努力去兑现这个承诺！

“时空胶囊”是什么？３０年后的今天，人们挖出了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

斯等人在１９８３年埋藏起来的 “时间胶囊”。乔布斯放在这个 “胶囊”中的

物件，正是 “丽萨鼠标”。丽萨是乔布斯爱女的名字，是他最为心爱的孩子，

而这个鼠标代表着苹果公司在当时最先进的创新产品。对孩子的爱和对创新

近乎偏执的追求，终于让乔布斯率领的苹果公司 “重新定义了手机”。

“时空胶囊”是什么？韩国电影 《我的野蛮女友》的爱情故事感动了无

数的人，因为真挚的情感，因为无私的包容，也因为曾经的承诺。在结尾部

分，那封埋藏在树下的 “密信”正像一枚 “时空胶囊”被取了出来，上面

写满了自己对待爱情的态度：如果她打你，你一定要装得很痛，如果真的很

痛，那要装得没事儿……

“时空胶囊”是什么？经典电影 《肖申克的救赎》里面越狱成功的安

迪，在老橡树下面埋藏了一封写给日后获释的人 （里德）的一封信，并留给

他足够的路费，告诉他如果获释后不堪忍受新的生活状态 （因为里德习惯了

狱中的状态），就请他穿过美国的国界线，到墨西哥一个美丽的、名叫 “芝

华塔尼奥”的海滨小镇找他。因为这封信，里德才得以避免重蹈前狱友因不

堪忍受无聊而自杀的覆辙。

“时空胶囊”是什么？现在很多结婚典礼都有这样的镜头，新婚夫妇一

起将一封写有对彼此承诺、对美好的未来幸福生活承诺的信件装在一个瓶子

中，用彩色的沙子密封，如果有必要，在未来的某一天开启，以便共同检视

在一起的酸甜苦辣……

通过这几个例子，你肯定已经明白了 “时空胶囊”的含义，说得简单点

就是 “写给未来的自己 （或他人）的一封信”，现在很多新入学的本科生、

研究生不都在这么做吗？这封信里，有一些心底的话，或者是承诺，或者是

第一章　自我觉醒：从１８岁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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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许……我相信，无论如何都会是一些最美好的句子。

现在，亲爱的中学生朋友们，你是不是也要为自己制作一枚 “时空胶

囊”，然后默默地将里面的承诺和愿望记在心中并伴你前行呢？如果是这样，

我相信你一定会觉得前行的道路没有那么孤单和坎坷了。

延伸阅读：

［１］沃尔特·艾萨克森：《史蒂夫·乔布斯传》，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

［２］电影 《肖申克的救赎》，１９９５年。

未经思索的人生不值一过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过 “未经思索的人生不值一过”。不过总在思

索的人生，恐怕过得也不会特别愉快，比如巴洛特利在射门的时候就不能总

思索人生。但总的看，思索人生，找到适合自己的生命发展轨迹，的确是１８

岁时应该干的事儿，因为你已足够成熟，而未来又有很远的路要走。所谓

“有志之人立长志，无志之人常立志”。志趣一旦确立，就要坚持，不能轻言

放弃。顺便说一句，这种志趣，必须建立在对自己的真实判断和充分了解的

基础上，不能人云亦云，随波逐流。

青少年阶段主要任务就是学习，那你有没有想过，什么样的学习方式才

是适合你的？最近报道的 “学霸的世界你不懂”———重庆初三女孩佳琦从来

不上网，父母给买的ｉＰａｄ也不用来上 ＱＱ、微信，而是用来查题。她，几乎

没有业余爱好，反而对课本和习题非常痴迷，国庆还闹着去上了七天补习

班，爸妈不同意继续补课，佳琦就和母亲大吵一架，甚至绝食、离家、考试

交白卷抗议！佳琦说，辅导班有学习氛围，不会的能立即问老师，“当天弄

不清楚，我觉都睡不好”。我也认识一个女 “学霸”，那是在她上大学的时

候，经常在逛街遛马路时忽然就觉得不自在，必须马上回去自习才能消除内

心的失落感。这种刻苦学习的态度绝对无可厚非，问题是学习成了生活的唯

一内容，只有学习才能带来存在感、安全感、满足感和自豪感，学已经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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瘾”，离开学习甚至会有手足无措、神志模糊的可能。这是不健康的学习，

得治！一些专家给出了建议，其实只要引导这些学霸参加一些其他的社交活

动，比如旅游、运动、社团，他们一样可以做得很好，这样他们才能发现生

活的丰富多彩和人的多元性魅力。中学生，还是要讲究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所以，如果你是这样类型的学生，一定要提醒自己，不能 “病

态”地学习。我们无意责备 “学霸”，我们只是在说，这种方式，肯定不是

实现自己理想的正确方式，一是身体吃不消，二是这样很可能除了学习其他

都被荒废了，真的成了 “书呆子”。正确的方式肯定是因人而异的，也需要

我们的思考和总结。

青少年一定要有梦想，你问问身边的学霸有什么梦想，我相信他们不一

定有一个清晰的回答，也许就是优秀的考试表现和考一个名校。这些梦想，

大部分都是被动式的，大部分都是老师、父母期望的好孩子的样子。你一定

要有一个发自内心真实想法的梦想 （比如一些同学想做一名诗人、文学家，

也许只是能烧一手好菜），这个梦想无论大小，都值得你为之奋斗；青少年

的梦想往往又很大很可爱，也会显得想象力丰富。但如果梦想一时无法达

到，我们就要从完善自己开始。改变自己必须有一个新的开始，如果你的梦

想是改变现代社会的信息传导方式，那最起码你要从现在就开始学好物理，

否则世界必然让你失望。接下来就是要完善自己，这需要专博结合，脑体配

合，尽可能全面发展。

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曾说过：“好的人生是一种过程，而不是一种静

止的状态，它是一个方向，而不是一个终点。”这句话指出了人生的开放性

和不确定性。知名企业咨询专家袁岳指出：“年轻人最大的迷失是什么？是

没有意识到你可以为梦想去折腾。不为梦想行动的人，空有年轻人的身体，

却没有年轻的灵魂。人的一生自由选择的时间只有１０年，自由的时光要用

来寻找生命中真正的自我认同。人生是不断累积确定性的过程，再不尝试就

老了。”人生就是一场在不确定中寻找方向的过程，等一切确定了，人生也

该 “再别康桥”了。

人生像是一个从投资到收益的过程，我们必须结合个人的优势，来投入

第一章　自我觉醒：从１８岁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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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和精力。像我就属于很傻很天真的类型，高中分文理班的时候，不知是

鬼使神差还是要挑战命运，本来以文科见长的我却选择了理科班，结果是没

考上理想大学，复读一年才又改成文科 （后文有详细介绍）。所幸后来的工

作还比较符合我的个人专长。现成的 “药方”是：如果你有经验和才能，就

靠着经验和才能吃饭；如果缺乏经验和才能，但是你有热忱、勤恳和精力，

那就凭借着热心、勤恳和精力干事创业。如果你一无所有，那就别多想了，

踏踏实实就是你最好的选择。

人生也是一个挖掘自己潜能的过程，所谓潜能就是在某一种情境中你所有

可能的表现。人本主义心理学派认为，人的行动潜能 （动力） ＝期望 （可能

性） ＋强化值 （幸福感）。只要确定了发展的方向，就要发挥出自己所有的力

量，向着目标不断地进步。所谓自我实现就是一个人在遗传的限度范围内尽力

地发展自己的潜能。这个公式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这个潜能存在正循环的可

能：期望达到，幸福感增强，然后行动的动力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从而更有利

于下一个目标的实现。差别是，每个人实现自我的方法有所不同。正像新东方

俞敏洪说的：“每条河流都有一个梦想：奔向大海。长江、黄河都奔向了大海，

方式不一样。长江劈山开路，黄河迂回曲折，轨迹不一样，但都有一种水的精

神。水在奔流的过程中，如果像泥沙般沉淀，就永远见不到阳光了。”有的同

学学习好，那你就可以在你最感兴趣和最擅长的学科上一直研究下去；有的同

学身体好，那你不妨向着运动员的标准迈进———最重要的一点，你必须奔腾不

息，否则，你到不了大海，最多成了一个内陆湖。

人生思索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你得理解什么才是真正的成功。有些人认

为，追逐物质享受、追求名牌、珠光宝气是一种品位，以此可体现自己不

凡。但在外表奢华的同时，往往忽略了内心修养，成了一只绣花枕头。各种

名牌堆砌下的，不是高贵的灵魂，而是一颗攀比之心。他们忘了香奈儿女士

（香奈儿创始人）的一句话：真正的奢华是内外兼修。或为物所累，或沽名

钓誉，内心日夜寻觅，不是自我迷失又是什么？须知，虽然物质是生存的必

须，名望也足够诱人，但物质和名望上的成功并不是衡量人生价值的最高标

准，比这些成功更重要的，是一个人能否按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做到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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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比单纯追求某一方面的成功要困难得多。它意味着你要做出一些艰难的

选择，要放弃很多别人眼中非常宝贵的东西。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做自己喜

欢做的人，这样的人生，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功人生。

人生思索是在检视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求职观等各种

“观”，通过检视，你明白什么是你想要的东西；同时，也是在探索你在学

习、生活、处世为人等各方面的各种 “下限”，告诉自己什么是你所必须鄙

弃的。英国作家毛姆说： “做自己最想做的事，生活在自己喜爱的环境里，

淡泊宁静，与世无争，这难道是糟蹋自己吗？与此相反，做一个著名的外科

医生，年薪一万磅，娶一位美丽的妻子，就是成功吗？我想，这一切都取决

于一个人如何看待生活的意义，取决于他认为对社会应尽什么义务，对自己

有什么要求。”这也正如中国知名思想家梁漱溟在 《人生的三路向》中谈到

的：“在自省过程中，我发现自己被外在因素左右的太多太多，欲望太多又

不够诚实。这是障碍，是落在心灵上的尘埃。同时我又发现自己是这样一个

人：我一定要想明白自己在做的事情，一定要走自己选择的道路，才会真的

快乐。我无法盲目的接受安排。这是支持我一直在思索的根源和动力。”

很多中学生局限于学习的一隅，根本无法对未来有一个明确的想法。就

以我为例，我中学学习成绩还算不错，但很重要的一个学习动力是给父母争

面子，或者说是要证明自己的优秀。初中时候甚至不知道大学究竟意味着什

么，大学也许就是更大的校园，或是对优秀的一种肯定，最多是看了路遥的

《平凡的世界》，笼统地认为那是一个更加高等和神圣的所在，有我们想要的

理想和爱情。填报高考志愿，就连有的老师也说不明白金融学和经济学的区

别，我更是无从得知。还好，现在的资讯比十几年前发达了很多，很多问题

都可以在网上咨询，其次你还可以读读这本入门级别的书籍，这些对中学生

人生思路的开阔，无疑是大有帮助的。

延伸阅读：

［１］崔丽娟：《心理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

［２］路遥：《平凡的世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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