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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期间，全体校领导分别前往医院、养老院和老同志家中，看望慰问部分离休干部、退休职

工，表达全校师生对老同志们的真诚问候，祝他们健康长寿、猴年吉祥；农历大年初一上午，校党

委书记刘宇陆、校长陆靖深入奉贤、徐汇校区，亲切慰问后勤、保卫、信息化等部门工作人员，对

他们的辛勤工作表示感谢，并向他们致以新春的祝福。

图为春节前夕刘宇陆、陆靖等校领导出席“金猴闹春”2016 年寒假留校学生迎春茶话会，与近 50 余名师

生欢聚一堂，喜迎猴年新春佳节。

本报讯（记者 董国文）寒假期间，学校召开 2016 年

对外宣传工作研讨会，党委书记刘宇陆出席会议并致

辞，校长陆靖出席会议并介绍学校近期情况，党委副书

记、副校长张艳萍主持会议。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

通讯社、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中国科学报、上海电

视台、上海教育电视台、文汇报、新民晚报、新闻晨报、

东方早报、上海科技报等媒体记者应邀参加研讨。

刘宇陆在致辞中指出，上海应用技术学院自升本建

校伊始便以“应用技术”命名，致力于建成一所具有国

际影响力的高水平应用技术大学，在上海市委、市政府

的关心下，通过广大师生的勤奋努力，各项事业迅速发

展，建设成果得到了广大媒体的关注。刘宇陆表示，近

年来，随着学校办学水平的不断提高，知名度和美誉度

不断提升，这与各界媒体朋友的关心支持是分不开的。

他说，根据教育部今年 1 月 26 日的有关公示，上海应用

技术学院将更名为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大学”新常态

面临更多的机遇和挑战，学校将进一步完善宣传工作机

制，进一步密切与媒体朋友的沟通与联系，推进与媒体

的深度合作，构建对外宣传工作更好的格局，真诚希望

各媒体朋友一如既往地关注学校的建设与发展。

陆靖重点就学校未来工作规划和发展思路向媒体

进行了通报，介绍了学校亮点工作和特色优势学科。他

指出，办好一所大学，必须要用学科建设成果来支撑人

才培养，学校按照国家及上海对高校办学的要求，坚持

本科水平、技术特长思路，积极推进应用技术大学人才

培养特色的改革创新。应用技术大学将更加强调以应

用学科的发展为主，更加注重对接国民经济社会发展，

努力成为上海乃至长三角地区技术输出、服务与创新

的中心。陆靖表示，学校建设发展的宣传和形象塑造是

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媒体记者朋友们继续予以关注和

支持，学校将真诚听取媒体朋友们对外宣工作的意见

建议，努力形成新的外宣工作格局。

与会媒体记者在研讨发言中认为，学校科学研究、

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工作有特色有亮点，但“酒香也

怕巷子深”，学校应该更加重视对外形象的宣传与塑

造。他们纷纷从新闻题材的挖掘、特色亮点的展示、优

势学科的宣传等方面，对学校外宣工作提出了宝贵的

意见和建议。

与会职能部（处）、学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

加强与媒体的交流，解放思想，通过有重点的策划，做

到动作快、选点准，及时将学校改革发展的特色举措、

亮点成果与重大活动信息传递给媒体（下转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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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适应科技创新新形势，着力构建学校学

科专业主动与校外行业企业“协同创新”新常态，开创

学校政产学研合作发展新局面，春 节 前 夕，校党委书

记刘宇陆、党委副书记宋敏娟、副校长陈东辉、副校长

叶银忠、副校长张锁怀分别率科技处及部分二级学院

负责人，前往上海漕河 泾新兴技术开发区、上海晨光

文具股份有限公司、康师傅控股有限公司上海研发中

心、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公司、上海人本集团

有限公司等企业走访调研，就全面展开科研对接，推

进示范性实习基地建设，促进产学研合作等进行深入

交流。

学校领导向访问企业领导介绍了我校的历史沿革、

发展理念、人才培养、教学实践以及近年来发展所取得

的成就，沟通了学校从“学院”迈入“大学”新常态后的

发展思路，表示学校将继续坚持“应用技术”的发展定

位和“培养一线工程师”的人才培养定位，高度重视与

企业的全面合作，竭力为企业技术进步创新服务。校企

双方围绕我校人才培养、课程建设、实验项目建设、青

年教师实践、协同创新平台建设等合作事宜进行了洽谈

交流，达成多项共识。

本报讯 （通 讯员 李建民）2

月 1 日上午，我校在徐汇校区会

议室举行特聘教授聘任仪式。中

国工程院院士、华南理工大学教

授、制浆造纸工程专家陈克复，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教育

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大连理

工大学教授彭 孝军，教育部“长

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政府

特殊津贴专家、“863”项目首席

专家、华南 理工大学教授 赵 谋

明，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山

大学精 细化工研究院院长纪 红

兵教授以及运河特聘教授、浙江

工业大学化工学院执行院长、博

士生导师佘 远 斌教授等五 位 专

家被聘为我校特聘教授。校长陆

靖、副校长陈东辉热情会见了陈

克复等五位专家。

陆靖对陈克复等在寒假期间

冒着严寒远道 而来表示热 烈 欢

迎，对各位专家应邀担任我校特

聘教授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

应用技术大学的真正 内 涵在于

应用型学科建设和技术创新，我

校将结合 085 工程和高原学科建

设，致力于高水平的应用研究和

特色创建。学校以香料香精和食品科学为突破

点，努力进一步扩大技术领域、增大科研体量，并

提高相应学科的目 录层次，进而将“点”做成

“面”，全面提升我校的应用型学科建设和技术创

新水平。（下转第 3 版）

本报讯（通讯员 丁文胜 陈青长）2 月 24 日，城市建

设与安全工程学院与世界著名的气体、粉尘和火灾爆炸

安全咨询企业杰斯康软件（GexCon）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杰斯康”）在徐汇校区举办了合作备忘录的签署仪式。

杰斯康总裁彼得森、杰斯康中国分公司总经理谢镔、我

校副校长陈东辉等出席仪式。

杰斯康是全球知名领先的安全与风险咨询公司，总

部设在挪威卑尔根，在美

育解员贵材”随



读 书

（上接第 1 版）记者，推动学校对外宣传工作更上

一层楼。

党办、校办、宣传部、学工部、教务处、团委、

马克思主义学院等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研讨会。

（上接第 1 版）干部调动工作程序，严格规范地做

好工作交接。

陆靖指出，学校完成更名大学后如何更好地

走出“大学”阶段的第一步，是对新一轮干部队伍

的考验，要通过“十三五”规划的制定，进一步统

一全校干部师生的思想，努力建设有国际影响力

的高水平应用技术大学。陆靖强调，学科建设必

须坚持应用为主和以应用学科支撑学校发展的

原则，全体干部要认真思考如何使学科建设更具

鲜明特色、更上一个新台阶。学校要坚持“本科水

平、技术特色”的人才培养理 念，要通过专业建

设、紧密联系行业企业、加强“双师双能型”队伍

建设、实施“非对称性发展战略”等打造特色。陆

靖指出，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不仅仅是校级层面，

各二级学院同样要加强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要坚

持把依法治校的理念贯穿始终。全体干部在工作

中要善于处理好传承与创新的关系，切实在传承

的基础上实现创新。陆靖要求，全体干部都要切

实履行“一岗双责”的职责，要在工作中紧扣这根

弦，严格程序规范与制度设计，牢牢履行好“一岗

双责”，营造更加风清气正的办学环境。

校党委召开全校中层正职干部会议

勇于担当 全力推进学校新发展

工程院院士陈克复等五位专家
受聘担任我校特聘教授

（上接第 2 版）

陈克复代表专家感谢校领导的高度信任，表

示非常愿意为我校的高原学科建设出谋划策，为

中国第一所应用技术大学的发展作出贡献。他表

示，理论研究理应落地，为技术应用服务；而先进

的技术成果更加应当推动整个行业的变革与进

步，并在产品和市场等方面起到引领作用。上海

应用技术学院在这方面有正确的定 位以及很好

的硬件基础和软件条件，以香料香精为代表的化

工、材料和食品类学科在全国具有鲜明特色和很

大影响。相信随着学校的成功更名，一定会取得

更大发展。

聘任仪式后，五位专家还先后前往位于南宁

路的香料所和位于奉贤校区的香料学院参观，考

察科研基地、设备，并与香料学院、香料所相关负

责人进行了座谈。

2016年 3月 1日 理论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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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

祖

先

、

祭

鬼

神

，

就

好

像

祖

先

、

鬼

神

真

在

面

前

一

样

，

并

非

认

为

鬼

神

真

的

存

在

，

而

是

强

调

参

加

祭

祀

的

人

，

应

当

在

内

心

有

虔

诚

的

情

感

。

这

样

看

来

，

孔

子

主

张

进

行

的

祭

祀

活

动

主

要

是

道

德

的

而

不

是

宗

教

的

。

【

原

文

】

王

孙

贾

观如或

问

曰

：

“

与

其

媚

观示或

于

奥

观诸或

，

宁

媚

于

灶

观斯或

，

何

谓

也

？

”

子

曰

：

“

不

然

。

获

罪

于

天

观乎或，无所祷

也

。

”

【

注

释

】

(

1

)

王

孙

贾

：

卫

灵

公

的

大

臣

，

时

任

大

夫

。

(

2

)

媚

：

谄

媚

、

巴

结

、

奉

承

。

(

3

)

奥

：

这

里

指

屋

内

位

居

西

南

角

的

神

。

(

4

)

灶

：

这

里

指

灶

旁

管

烹

饪

做

饭

的

神

。

(

5

)

天

：

以

天

喻

君

，

一

说

天

即

理

。

【

译

文

】

王

孙

贾

问

道

：

“

（

人

家

都

说

）

与

其

奉

承

奥

神

，

不

如

奉

承

灶

神

。

这

话

是

什

么

意

思

？

”

孔

子

说

：

“

不

是

这

样

的

。

如

果

得

罪

了

天

，

那

就

没

有

地

方

可

以

祷

告

了

。

”

【

评

析

】

从

表

面

上

看

，

孔

子

似

乎

回

答

了

王

孙

贾

的

有

关

拜

神

的

问

题

，

实

际

上

讲

出

了

一

个

深

奥

的

道

理

。

这

就

是

：

地

方

上

的

官

员

如

灶

神

，

他

直

接

管

理

百

姓

的

生

产

与

生

活

，

但

在

内

廷

的

官

员

与

君

主

往

来

密

切

，

是

得

罪

不

得

的

。

这

一

次

的

玫

瑰

不

是

代

表

着

爱

情

，

不

是

代

表

着

炽

烈

。

这

是

一

朵

送

给

死

人

的

玫

瑰

，

对

，

艾

米

莉

已

经

死

了

，

带

着

七

十

四

年

的

生

命

岁

月

离

去

了

。

来

悼

念

的

人

没

有

悲

伤

、

没

有

泪

水

，

他

们

的

眼

里

饱

含

的

是

好

奇

，

是

冷

意

。

艾

米

莉

是

可

怜

的

，

因

为

她

出

生

在

一

个

不

平

凡

的

家

庭

。

在

南

北

内

战

时

期

，

艾

米

莉

的

家

庭

以

南

方

贵

族

的

形

象

矗

立

在

满

是

伤

痕

和

灰

暗

的

南

方

小

镇

上

。

父

亲

强

制

的

、

自

私

的

爱

让

艾

米

莉

成

为

了

岁

月

的

“

神

龛

”

。

她

就

像

一

座

传

统

的

偶

像

，

带

给

他

们

精

神

上

的

支

撑

和

慰

藉

，

她

理

所

应

当

地

成

为

了

“

玩

物

”

。

他

们

就

像

是

散

不

去

的

幽

灵

一

样

谈

论

着

这

个

外

表

光

鲜

亮

丽

、

内

心

脆

弱

不

堪

的

女

人

的

一

颦

一

簇

、

一

举

一

动

。

她

必

须

完

美

，

就

像

是

一

朵

血

红

的

玫

瑰

永

远

要

炽

热

地

绽

放

一

样

；

她

必

须

高

贵

，

在

所

有

身

边

的

人

的

眼

里

都

必

须

纯

粹

；

她

必

须

无

欲

，

所

以

到

三

十

岁

她

都

孑

然

一

身

。

就

像

是

在

众

目

睽

睽

之

下

长

不

大

的

小

孩

，

她

必

须

把

关

于

生

命

关

于

爱

的

全

部

秘

密

暴

露

在

陌

生

人

的

目

光

下。艾米

莉

不

是

艾

米

莉

，

是

他

人

眼

里

谈

资

论

调

的

玩

具

，

多

么

可

怜

。

艾

米

莉

是

卑

微

的

，

她

没

有

爱

或

者

说

她

不

敢

爱

。

爱

上

一

个

底

层

阶

级

的

“

北

方

佬

”

？

爱

上

一

段

令

人

诟病

的

婚

姻

？

她

没

有

那

种

爱

到

轰

轰

烈

烈

、

不

顾

他

人

的

勇

气

；

也

没

有

爱

到

尘

埃

里

的

那

种

执

着

。

她

的

爱

是

变

态

的

、

是

不

解

的

。

她

的

爱

只

在

那

没

有

肉

体

的

骸

骨

的

拥

抱

姿

势

中

，

只

在

枕

边

一

绺

长

长

的

银

灰

色

的

头

发

中

…

…

数

十

年，

她

的

爱

情

不

是

低

头

细

语

的

甜蜜

、

不

是

耳

鬓

厮

磨

的

暧

昧

；

谁

都

难

以

想

象

她

用

爱

人

的

死

亡

来

换

取

和

一

副

骸

骨

的

长

相

私

守

，

在

几

乎

与

世

隔

绝

的

岁

月

里

，

她

守

护

了

他

的

一

生

，

他

陪

伴

了

她

的

一

生

，

多

么

可

笑

的

命

运

，

贵

族

家

庭

的

千

金

，

却

要

用

死

亡

来

束

缚

一

个

男

人

，

用

死

亡

来

埋葬

自

己

的

爱

情

，

用

死

亡

来

宣

示

自

己

的

尊

贵

和

地

位

，

活

在

一

副

高

贵

的

骨

架

里

却

开

出

了

卑

微

凄

凉

的

花

。

艾

米

莉

的

一

生

充

满

了

讽

刺

和

凄

凉

，

作

者

以

一

种

哥

特

式

风

格

揭

示

了

艾

米

莉

其

实

是

南

方

腐

朽

传

统

的

象

征

。

她

在

现

实

生

活

中

逃

避

着

，

却

不

能

回

到以

前

的

优

越

状

态

，

就

正

如

南

方

的

泥

土

气

息

被

工

业

文

明

冲

击

之

后

的

焦

虑

、

惶

恐

、

不

安

。

文

章

中

还

出

现

了

一

个

重

要

的

角

色

：

那

个

听

之

任

之

的

黑

奴

。

黑

奴

实

际

上

陪

伴

了

艾

米

莉

的

一

生

，

目

睹

了

格

里

尔

逊

家

族

从

辉

煌

到

没

落

的

过

程

，

也

成

为

了

这

个

家

族

最

后

的

产

物

，

为

这

个

贵

族

的

后

人

鞍

前

马

后

，

他

目

睹

了

她

父

亲

的

离

去

，

目

睹

了

她

教

训

政

府

官

员

，

目

睹

了

她

毒

死

自

己

的

男

人

，

也

目

睹

了

艾

米

莉

的

死

亡

。

即

使

是

奴

隶

制

已

经

废

除

了

，

艾

米

莉

仍

然

沿

用

着

黑

奴

，

就

是

在

保

留

着

当

年

无

法

比

拟

的

优

越

感

，

也

是

在

这

个

陌

生

的

世

界

里

宣

示

自

己

的

存

在

感

。

艾

米

莉

一

死

他

就

穿

过

屋

子

、

出

了

后

门

，

之

后

再

也

不

见

踪

影

了

。

实

际

上

这

也

是

废

除

奴

隶

制

的

象

征

，

过

去

注

定

是

过

去

了

的

，

不

前

进

就

注

定

要

被

淘

汰

。

人

生

就

是

一

辆

向

前

的

车

，

不

会

停

止

。

有

的

人

半

途

跳

下

了

车

就

会

被

人

生

所

抛

弃

，

有

的

人

一

直

乘

到

了

最

后

，

阅

尽

了

最

后

一

处

景

致

。

其

实

到

最

后

我

们

都

在

寻

找

那

个

更

好

的

自

己

，

就

像

是

溪

流

汇

进

了

江

海

、

光

束

拥

抱

了

彩

虹

。

艾米 莉 的 玫 瑰阴 李 敏学校 召 开 2016年 度 对 外 宣 传 工 作 研 讨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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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我们没有回四川老家，而是父亲赶来

上海的“家”过年，从腊月二十八到正月初五，只有一

周的时间，短暂却充满温馨。

父亲抵达上海的时候，街道上已经是星星点点。

我兴匆匆地跑到他的面前，分开了这么久，却又像是

从未分开过一样。他随手将外套披在我身上，告诉我

外面冷，咱们快点回家吧。我跟在他后面默默地走着，

一路上他的嘘寒问暖，倒像是他来接我一样。

那天晚上，我们家吃了年前的第一顿团圆饭。为

了犒劳父亲两天来的长途跋涉，桌子上摆了近二十盘

的可口菜肴。在互相祝酒之后，父亲挪了挪菜盘，说是

换一换下酒菜，于是我的面前就多了一盘香肠，这是

我最喜欢吃的菜。那天晚上一家人有说有笑，幸福就

这样慢慢地融化了冬夜的寒冷。

在上海的这几天，父亲说年纪大了，人也变懒了，

跟一家人天天呆在一起就满足，不想出去。于是，每天

只要大家伙儿手头没事的时候，便拿出珍藏的麻将来

大战几十回合。原来牌桌真的是一家人快速升温的好

方法，大家一边打牌，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上几句，

其实，快乐也就是这样简单。

父亲离开上海的前一天，他提议大家出去走走，

也不知道为什么，传说中春节期间近乎空城的上海，

那天的人特别多。城隍庙我们没去成，外滩我们没去

成，只在附近逛了逛。我在人群中寻找走散的父亲，那

个背影陌生得差点让我认不出来。小时候，我的记忆

中他很高，走路的姿势很坚定，可是时间真的在慢慢

溜走，悄无声息。看着他渐渐花白的头花，微微弯曲的

身体，我心里有一种莫名的心酸。

回家后，父亲让我帮他的手机下载几首歌曲，免

得路上无聊。我打开了他的手机相册，瞬间明白了他

提议出去走走的意义。里面一张一张都是我们的照

片，笑脸，背影，等待，回眸……就连虚化的图片他也

不肯删掉。还有妈妈的身影，不知道是觉得亏欠还是

觉得留恋，她的每一个动作，每一道 菜肴，每一句唠

叨，每一次疲惫都定格在父亲的手机里面。几十年的

风风雨雨走到现在并不容易，相逢又将分离的滋味我

们做小辈的又能体会多少。

初六一大早，父亲就赶去了机场，回到了四川那

个熟悉又冷清的“家”。

今年的春节，我是在部队度过的。虽然部队

也为我们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新春活动，但毕竟第

一次远离父母家人，家乡昆明春节的热闹场景还

是时刻萦绕在我的脑海。

按照老的昆明习俗，农历腊月二十三的晚

上，大人们都要辞灶，又叫做“送灶君”、“南糖

节”。印象里以前是奶奶在做这件事。老人家说，

灶君为一家之主神，而妇女是一家之主妇，每日

在锅边转，与灶君关系密切。据说，灶君老爷观察

了这家人一年的行为，到年底要到天庭向玉皇大

帝报告这家人的善恶，玉皇大帝据此决定来年对

这家人是降福还是降祸。所以家家都要向灶君供

点糖食，什么南糖、牛皮糖、寸金糖（猫尿糖)、象眼

糖、核桃糖、小米糖、面酥糖，另外还有小米花团、

酥豆等小吃。把灶君老爷的嘴用糖糊上，便“上天

言好事，下地降吉祥”。记忆最深的就是小时候用

米浆糊去抹灶君像的嘴，还被奶奶骂。

在除夕之前的几天，所有集市都非常热闹，爸

妈都会去置办年货，并且给家里的孩子买上一套

好看的新衣服。在家乡，每家还会准备一份“花

钱”，是用花色薄纸做成，正月十六“送百病”时用。

到了除夕夜，家乡话叫做“过年三十晚上”。

在以前，那可是非常讲究的。每家每户都会蒸上

一甑饭，揭开盖子，供在佛前，周围插上香，上面

还撒上青松毛。同时还要煮一锅长菜，长菜多用

腌肉汤加青白菜、豌豆尖、青蒜、韭菜、粉丝煮，都

不能切断，寓意着“长长久久，青青白白”。还要在

财神像前供熟鸡蛋两个，白肉一块，上插筷子，称

为“胙肉”，又叫“关刀三牲”。准备完毕，燃点灯烛

行礼，行礼毕，奠茶酒，放爆竹一封。之后是祭供

祖先，然后才能合家团坐吃喝畅怀。

现如今这些仪式都看不到了，只是简单地

一家人一起做一顿一年里最丰盛的晚餐，然后

一起围坐，看着不再好看的春晚，欢声笑语，觥

筹交错。睡觉前，长辈会给孩子们发红包，几乎

所有的孩子都会一晚上睡不着，被爸爸叫起来

通宵守岁。

新年的初一到初九还有着习俗：初一不能讲

不吉利的话，不能花钱，有的人家大年初一忌人

访；初二要祭财神，等等，一直延续到初九。

从古至今，从南到北，全国各地的春节习俗各

不相同。虽然随着时代的变化，太多的过年习俗

被简化了，但是春节就像是那一轮每月十五都会

圆满的月亮，总是把所有人都召回家。团圆，是春

节不变的习俗和主题。

（作者为我校在部队服役学生）

光阴似箭追不上过隙白马，又是一年新的开

始。煦暖的阳光送走了萧瑟的寒风，绿色逐渐铺

满枝头，我迎来了大学生涯的第二个学期。

犹记去年夏天刚开始时，踏出考场的我和朋

友们相聚成欢，一起喝酒高歌游玩，谋划着将来

的远行和深刻的人生。终于，时针停在了离别的

那一杯甘酒上，所有带着红晕微醺的脸庞都带着

回忆一起进入了梦乡，所有相顾许下的承诺和约

定，在杯子碰在一起的时候，都成了各自远去路

上无声的旁白。

来校报到的那天，我和室友们在校园里不分

南北地闲逛。天色逐渐暗淡下来，夜色笼罩的校

区陌生而又安详，我们并肩走在路灯下，看着自

己的影子在灯光下不停地交替，各自述说着自己

过去的故事。一幕幕光影被放映，像被路灯剪接

过一般在脑海中循环。远方一轮明月高悬，路灯

下我的影子被一寸寸拉长，仿佛我即将开始的四

年的大学时光也被一点点拉长。

之后的生活，我吃遍了食堂的各地美味，认

识了越来越多的同学和朋友，学习和生活也越来

越忙碌。从最开始一起军训一起抵抗风吹日晒，

到后来在学生会筹划各种活动，大家一起为比赛

而刻苦训练，为赢得辩论会而讨论到深夜……还

有在社团里结识了志同道合的朋友，无论风雨，

我们共同努力向前。

从食堂到寝室的路上有一簇冬梅，先前刚来

学校时觉得那是丑陋简单又不起眼的植株。后

来寒风凛冽，我们裹得严实哈着热气从它身边而

过，已经能看到它在芽尖的稍上涂抹了一层翠

绿。秋风扫落叶，寒霜布枝桠，时光就这样伴随

着花落花开间悄然而过，四周不寂静也无喧嚣，

只有远方一抹夕阳显得尤为嫣红。

每次当我的朋友因为某件事而给自己找理

由的时候，我都会跟他说：“如果一件事你不想

做，那你就会想出一万个理由来拒绝做，如果你

想做，那么你不会有哪怕半点理由去推脱。所以

你要是真的想做，那就对自己狠一点，别找什么

理由了，做吧。”

找理由现在是越来越方便了，很多人为了能

够解脱，哪怕暂时的解脱而给自己找了一个个理

由，以至于现在的人越来越麻木，越来越分不清

什么是真的理由，什么是假的、编造出来的理由。

有人想创业，却迟迟不见动静，问其原因，回

答可以五花八门：在等一个好的创业时机；或者

太穷了，没有启动资金；又或者太年轻了，经验

不足以创业……人们总是在这样或那样的理由

下退缩了，而且就这么一直拖着。

其实不只是创业是这样，其他事情也是这样。

我的手头只有一部手机，我可以找出一大堆

的理由来不写这篇文章：手机屏幕太小了、键盘

输入更方便、手机体验没有平板或者笔记本手感

好……但是我要写，这才是我的目的，不是吗？所

以，手机就手机吧，我把这篇用手机写成的文章

呈现在了各位读者面前。

想做就做，不想做就别做，别给自己找太多

理由，别忘了自己当初的目的。

1949年，莫尼兹因额叶切除手术获得诺贝尔医学

奖，被当时的世界认为是医学史上的又一大进步。上

世纪 50年代，该方法被广泛用于治疗精神病患者。人

的大脑每个半球分为四个叶，额叶为其中最大的一部

分，大约占 1/3 体积，所谓的患者在被切除额叶后可以

如行尸走肉般乖巧听话。比起死亡之人，这些“被治好

的人”只是可以呼吸罢了。由此，我联想到了那部著名

的电影《飞越疯人院》。

该片的主人公麦克其实算不上一个精神病患者，他

只是喜欢做些离经叛道的事情。于是他在医院里一次

又一次地反抗护士长的话，成为她的眼中钉，可是护士

长又急切地想要把鲜活的他改造成一个“听话的人”。

护士长是谁？护士长是那些完美规则的守护者，他

们见不得一点点的改变。麦克又是谁？他是自由的向

往者，他本没有恶意，只是条条框框太多了，他想要摆

脱想要冲破。

影片的高潮是麦克带着自己的朋友深夜于医院狂

欢，他灌醉警卫，拉着大家喝酒言欢。黎明一点点地到来，

本打算离开的他却带着微笑在墙角睡着了。故事的结果

麦克因为病友比利的意外自杀放弃了最后一次飞越这个

囚笼的机会，被摘除额叶成为一个真正的“白痴”。

当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内心就好像烧着热油的锅

里被洒了一瓢水，我不敢相信这会是麦克最后的下场。

喜欢自由的他虽然有些孩子气，但是真实，不矫柔造

作，甚至讨人喜欢，可却偏偏被打断了飞翔的翅膀。

自由何以成悲剧？是制度吗？人生存在这个社会中

是一定要遵守社会制度的。从小长辈们就会教育我们，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还有，生命科学的不断进步到底是造福了人类还

是给了我们一把可以随意伤人的利器？我们去学习、去

研究，是为了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绝不是去伤害。

我陷入了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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