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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下午两点两分左右，我将最后一

份论文送到评阅专家手中。回到学校时，

已两点三刻。坐在实验室里，我感到一种

少有的困顿疲乏——长时间积心力于毕业

一事，虽未完成，却也算到了一个可以稍

微休憩的小站了。晚餐之后，我便回宿舍

蒙头大睡，直到方才醒来。

回首一望，我在清华已近九年。母校

百岁，在她这第一个百年里，我何其有

幸，算得一个幼子；在她第二个百年里，

我又何其有幸，能做得她一名长子。跨越

母校两个百年，历数在这里所生活的每个

日夜，总有一种回味悠长一言难尽的感

觉。此前好长一段时间，我试图凝练地总

结这段青春飞扬的日子，却总因想到的太

多、难以捋顺而作罢。此番也算睡得半

饱，外面天地俱寂，或许正是稍微清理一

下的时机。

如果有人问我，清华究竟给了我什

么？我觉得我第一个想回答的词便是——

信念。

这份信念，放诸于去看待这片沃土，

便是对其未来未曾稍减的希望与信心。

长期待在学校，只有寒假暑假或平时

出差才能零星地了解真切的社会，而所处

的信息环境又无法剥离媒体时代的偏狭与

缩放的弊病——我自问没有从表面文字洞

穿背后真相的功夫，因此长时间都极怀疑

自己对这个世界、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的

了解程度。我知道它或许没有正面报道的

那样昂首阔步，同样也不会是“南方系”

文章里那般末世悲凉。类似小马过河的故

事，具体的深浅需要躬身去探寻——我乐

意在毕业之后走出校园，去真正地深入这

片沃土，去真正地理解她。然而，即使我

暂时尚未十分真切地明了这个中国，但却

并不影响我相信她未来能更好。

为什么呢？正是由于这九年的所见，

母校这长时间的化育，让我逐渐于心底积

累起了这样一份信念：在这个环境的熏陶

下，大家或多或少总会有一份这样的责

任——无论真实的社会、真实的中国如

何，倘国家雄立在望、如火箭飞天，大家

势必有做一份燃料的渴望，为这份雄立助

一推力；倘社会举步艰难、有许多困境，

大家势必有做一份润滑剂的想法，解决一

些问题，有益于这个整体。总之，这样的

责任促着大家把自己变成参与者，而不是

旁观者；变成建设者，而不是单纯的批评

者；变成行动者，而不是单纯的呐喊者。

我注意观察过“校内网”上同学们的

状态，好多同学都发过宏宏大气的语录，

极有“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味

道。或许这只是偶发感慨而已，却也掩

不住那参与者、建设者与行动者的激昂与

豪迈，你懂得！如果你真正懂得，你就能

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清华人或者远赴国家

边陲，或者埋首国防，或者根植基层，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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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与梦想都融化到这份参与、建设与行

动中。如果你真正懂得，你就会理解为什

么清华人的情感不一定在电影院，不一定

在KTV，却常常在自习室、实验室和图书

馆。我和这样的一群人朝夕相处近九年，

看着这样一群人走出清华园，奔赴到了大

江南北各类战场的第一线——你说，即使

他们只是中国万千青年中之一束，这又何

妨让我相信希望大在，未来大在！

这份信念，放之于个人，我想，便是

对“中国梦”的信仰。

一直以来，听得更多的是“美国梦”

这个词，大抵意思是通过个人奋斗实现一

个绝大的梦想。然而在此地，在网络上，

咱们可以看到了大量“官二代”、“富二

代”的报道，这些报道一方面反映了一些

社会现实，同时也正揉碎着青年一代对自

己“中国梦”的追寻。如果当一切努力都

赶不上一个好父亲，青年人还会有什么动

力，还会存什么希望？倘若青年人失去了

动力与希望，国家前途何在，命运将走向

何方？这确乎是个极大也极现实的问题。

今年春节晚会的时候，在旭日阳刚的

歌声中，我感觉我听出了一些“中国梦”

的味道。两个老男人，多少年坚持于歌唱

的梦想，终于等到走上舞台那一天，这

不是很有意思么？我还在这台晚会上看到

了那位美丽的女漫画家夏达，后来也关注

了一下她的成长轨迹——一个困苦于衣食

问题却始终坚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女

生，终于也到达理想的彼岸，这不也很有

趣么？与之对照，在清华园内，至少就我

所见，为了追寻一个梦而放弃许多诱惑的

人绝不鲜见。且不说那些实验室的汗水浇

灌出来的科学家，也不谈在村里一步步迈

出来的创业者，也不谈那些奔赴西藏的可

敬的清华人，单说我带过的一个学生的一

个小故事，就很有特色。他是6字班的，

毕业之时给自己安排了一趟自行车赴南京

的旅行——这是一个很小却极其需要坚

持的梦想，他骑车6天，达成了。与此同

时，与他相约一起旅行的某兄弟院校同

学，临阵放弃！后来，这个学生把他的骑

行日记发给了我，我读罢，甚是感慨。在

清华九年的所见，总让我认为，有梦想，

有坚持的勇气和毅力，就有我们的“中国

梦”。就我自己而言，生于西部穷乡僻

壤，幼时家里还总闹粮荒；六岁上学，每

天走七八里路，因为人小而且路难走，最

初的两年跌进沟里或者水田里几乎算是家

常便饭，学校也没有伙食团，所以午饭常

常是吃带的冷饭。我偶看见网上流传的那

些困苦地区的求学孩童——穿着破烂的衣

服提着冷饭盒在寒风里大声念书——我便

想起我的童年。从那会儿开始，我心底也

渐次有了一个小小的梦，起码，好好学习

考个高分可以让贫穷而辛劳的父母多一些

欢喜。随着时间推移，人在长大，梦也在

渐次成长。但我可自问无愧的是，我未尝

抛弃一份坚持；而清华九年的经历，更让

我笃定于这份坚持。在这奔向毕业的征程

里，我仍然不断告诫自己，保持自己那份

坚持，保持这份梦想，“中国梦”的抵达

或许曲折，却真也未曾隔断。

说得多而杂，又有些困顿了，赶紧结

束睡觉去，呵呵！最后用校训来结束这篇

日志——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我所理解

的信念，或许在某个角度诠释了“自强不

息”的部分内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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