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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清新”，这个流传已有一段时间的

热词，恰如孕育它的这个时代一样复杂。

既可以是一种审美趣味，也可以是一种人

生姿态；既有大量拥趸，也招来很多非议

- 以至于“最烦小清新”一度成为配套的

流行词。围绕小清新产出的各种现象，或

许正可以成为一个断面，让我们观察当今

时代的文化图景。

咧开嘴向着镜头笑自然别有率真的

韵味，但“45度角仰面看天”难道不是大胆

表现自我的突破 ？比起高大全的正面形

象，穿着帆布鞋的脚丫特写也确实会给人

更多有关青春的联想。从这个角度看，小

清新未尝不是年轻人追求个性、追求美好

的脚注。实际上，小清新本身就有对流行

文化的刻意躲闪，有关注自我的人文主

义，有对物欲、商业的天然抗拒；而满含对

青春的伤感式怀 恋、对童 年的乡愁式 叙

事，小清新也关乎一代人普遍的生存 状

态。

小清新自有审美情趣。忧伤、朦胧、淡

淡，都是不同的风格。但从一些小清新的

标志性语汇中，或许也能看出一种思想倾

向：撷取的是一己的小思绪 、陶醉的是一

方的小意境、沉浸的是一人的小感伤……

偏向于感性、偏向于个人、偏向于幻想，因

而显得格局稍小、内容稍空、分量稍轻。

更重要的是，虽然文化风尚总是互相

影响，但蜂拥而至的模仿难免让人倒了胃

口。小清新会成为一个略带贬义的标签，

原因也正在于此。有段子说，小清新“至少

毁了俩种衣物：格子衬衫和棉布长裙；至

少毁了俩个景点：丽江和凤凰”等。的确，

如若想象力孱弱 、创造力缺 失，如若只 知

跟随、不愿深入，反而会在追求个性的时

候丧失了个性，让小清新退化成肤浅的符

号，变成矫情的无病呻吟。

光有小清新也是不够的。只是沉浸在

个人小世界中“不知有汉，无论 魏晋”，只

是感伤于个人哀乐而无法仰望群星，最终

会失去了更深刻的感知能力、思考能力，

就算走遍天涯海 角，也不 过是在顾影自

怜。而对于一个人时代而言，小清新成了

追逐的对流行的风尚，求平求淡求忧伤，

更有可能让文化失去活力。试想，宋词如

果没有铜琵琶唱大江东去，而只有红牙板

歌晓风残月，怎能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象

征？

所以，套用非常“小清新”的话来说，

当我们谈论小清新时我们谈些什么？当我

们谈论小清新时，我们谈的是一种个性的

缺失，追求个性走到反面变成丧失个性，

让“银镯碎花帆布鞋”烂了大街。当我们谈

论小清新时，我们谈的是一种创新的乏

力，我们的时代如何才能有改变亿万人心

灵版图的文化叙事，如何才有引领流行文

化风潮的精品力 作？当我们谈 论小清新

时，我们谈的是一种价值的回 归，厌倦了

曾有的宏大说辞 却又困顿在 了个人私语

的丛林，是不是也可以放宽视野、打开胸

襟，去追求更刚健的审美情怀、更宏大的

个性文化？

作为个人的审美追 求，小清新可以

有。但在整个时代的文化建构中，小清新

也该不断成长。或许，只有走出“一个阳光

照射的角落”、“一个人孤独的时刻”，才能

真正找到除了“你离开我”之外人生旅程

更重要的意义。

有小清新，
也该有大情怀
———时代热词标注中国表情

人生是一条漫长的路，我们每

个人都是行路者，没有地图也没有

路标，只能 在黑暗 中摸 索着前 进。

“大学应该学什么”、“出国、读研还

是工 作”、“如何找到自己的人生理

想”、“如何应对命运的挫折”、“人生

真的可以走直线么”……青春有太

多的岔路口，而那些失败的经历曾

一次又一次浇熄前进的热情。

其实成功的青年偶像也曾经和

我们一样默默无闻，也曾经遭受过

命运的锤炼，也曾经在迷惘和挫折

中徘徊：为了毕业后维持生计，百度

创始人李 彦宏也做过问 卷 调查 员，

在寒冷的大街上分发问卷；为了实

现出国梦想，他也曾漂在北京，做了

半年多的“黑户”……

10 月 25 日李 彦宏走 进 中国 科

技技术大学现身说法———在阳光下

拥有朴素的成功，让自己变得敢于、

乐于、善于为世界创造价值，他秉持

的“人生可以走直线”的精神在中国

高校中广为流传。

大学应该学什么

大学是人生学习的黄金时期，是

一个人性格成型、能力培养的最佳时

期，是人一生中最宝贵、最值得怀念的

时光之一。然而，精彩的大学生活中，

功课、考试、实习、兼职，到底应该如何

选择，大学到底应该学什么？一直是困

扰广大大学生的一个难题。

李彦宏：四年以后毕业了你会

做什么，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向，现在

其实不太容易看清楚。我们过来人

回想一下，每一个人大学时的专业，

可能跟他现在从事的行业有很大的

差别，即使是他大学的专业跟他现

在的行业是一模一样的，但大学学

的东西现在能用上的也非常少。

刚 刚走 进大学 校 园的学生，一

定要有培养判断力的意识，养成一

个独立判断的能力是你一辈子享用

不尽的财富，你只有搞清楚了你适

合干什么，你擅长干什么，你喜欢干

什么，以后一辈子才会过的幸福。

出国、读研还是工作？

中国正在发生改变，互联网正

与传统工业飞速融合，商业规则正

被彻底改变，当面对出国、读研还是

工作的疑惑时，让自己的人生舍弃

不必要的迂回和闪避，让内心的渴

望驱动真实的自我。如果人生真的

有捷径，这就是最短的路程。

李彦宏：现在这一代人比我们

那时候幸福很多，我毕业的时候由

于国内计算机条件、上机条件、商业

条件都很有限，一个真正有理想，想

在技术领域做一番事情的人没有太

多选择，只有出国。现在可选择的范

围很多，出国留学、读研，工作。人一

定 要做自己喜 欢并擅 长的事 情，你

自己先要判断一下，你自己喜欢和

擅长的事情是什么？如果你喜欢研

究，将来到美国去留学，将来做一个

教授，这是很好的一个道路。如果像

我这样，希望将来能够做出一个什

么东西来让很多很多人使用，我觉

得及早的进入公司里头，就是一个

很好的选择。

每一个人的道 路 都是不一样

的，每一个人的道路都是非常精彩

的，希望每一个人用你们自己的判

断，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道路。

挫折面前低下头还是
昂起头？

人们都希望自己的生活多一些

快乐，少一些痛苦，可是生命中注定

将经受考验和磨砺，挫折是一种挑

战和考验，成功者往往能够将挫折

转换成财富，关键的问题是你应该

如何面对。

李彦宏：我是 1991 年夏天毕业

的，后来出国是在 1991 年的 12 月

份，这中间有小半年的时间，其实是

我人生比较低潮的时候。我当时读

的专业叫情报学，也就是现在的信

息管理，申请出国是非常不容易。我

虽 然 对 外 跟 别人不停的说我要出

国，但是心里是没有底的，申请了大

概有二十多个学校，但是一直到毕

业 7 月份的时候，还没有拿到一所

学校的全额奖学金，这个时候多多

少少有点没着落。真的毕业了，学校

的集体户口如果没有单位要打回原

籍去，那时候我已经办了出国的护

照，如果打回原籍的话，护照就作废

了。我到学校户籍处把我的户口拿

出来之后，装在自己的口袋里就开

始在北京混。

那时候机 会 比现在 要少很多，

当时很多的单位也不会要我，因为

我也不 能骗人家说我能 长期 干，我

只能告诉人家说我要出国。最后找

到了一个小的公司，我的师兄开的

广告效果调研的公司，那个时候我

的工作是做广告效果调研，其实就

是印了很多的调查问卷，挨家挨户

的敲门把问卷给人家，要是愿意填

问卷我送你一支笔，过一段时间再

把问卷收回来，然后统计这个答案

的问题是什么。工作是挺枯燥的，而

且对于未来会 发生什么也不 知 道，

在这中间，其实我去签过一次证，拿

了很多录取通知书，没有奖学金被

拒签了，说是移民倾向，其实我没有

移民倾向，绿卡我都放弃了，到现在

我都是中国人。

人生当中有不同阶段，很多时

候你身 在其中可能觉得饱受 挫 折，

回头望望自己走过的路，你会发觉，

这个世 界的广阔是自己很难 想象

的。作为一个有心人，总是可以为自

己积累一些财富，为自己积累一些

以后成功的资本。

人生真的可以走直线吗？

两点之间，直线最短。然而在理

想 与现实 之间却往往不是一条 直

线，有的人会绕道而行，有的人会怨

天尤人，有的人会选择回头，在前

进的道路上，在当下面对生活 重压

的现实 下，人生真的可以走 直 线

么？

李彦 宏 ：很多人看来我的道 路

是比较顺的，一步一步好象都是事

先计 划 好一样，可以算是走 了 直

线。但是我觉得归根到底的原因还

是人一定 要 做自己 喜 欢并擅 长的

事。严格意 义上说，十几 年 前 搜索

引 擎 在 中 国并不是一个炙 手可热

的产业，那个时候大家也不 会觉得

走搜 索引擎这条路是一条 直线，只

不 过现在 搜 索 变成了这么大一个

产业，变成了 每个人在日 常生活中

离不开的工 具的时候，大家觉得我

走的路很顺。

其实我在中 学的时候，每 天 下

课 就 跟 几个朋 友一起 去图书馆里

看各地的报纸，那个时候 没有互联

网，只 能是靠报纸来获 取信息，我

就觉得 能 够 获 得这么多信息真的

是很神奇，从 那个时候就开始 对信

息的管理产生了兴趣。后来大学报

了一个信息管理的专业，很多的理

念 其 实 在大学的时候 就已经 建 立

了。后来开始准备出国，但美国没有

对应的专业，算是比较偏的学科，所

以并不是在大多数人心目当中所看

到的那种走直线，但是就是因为我

自己喜欢也是擅长的事情，所以我

就不停的往这条方向上走。

这种直线是你自己心目当中的

直线，认准了就去做，不跟风不动

摇，这也是我真正相信的一个信条。

李彦宏走出直线人生

子曰：“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论语》

【译文】孔子说：“颜回吃的是一小筐饭，喝的是一瓢水，住在简陋的小房中，

别人都受不了这种贫苦，而颜回却仍然不改变向道的乐趣。贤德啊，颜回！”

宋代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小时候丧父，家里很穷。可他读书非常刻苦，十几

岁时，在长山醒泉寺的僧房里昼夜苦读。为了节省时间，他每天煮一小锅稠粥，

等凉后，用刀划为四块，早晚各吃两块，再切几根腌菜配饭，发愤学习。后来他到

了书院，读书依然如故，甚至几年没脱衣睡觉，终于成为一个很有学问的人。

范仲淹的父亲范墉，宋端拱初年（公元 988 年）赴徐州任武宁军节度掌书记

（徐州军事长官的秘书），公元 990 年，范仲淹两岁时，父亲病逝。母亲谢氏贫困

无依，抱着范仲淹改嫁山东淄州长山县河南村朱文翰。范仲淹也改从其姓，在朱

家长大成人。

范仲淹从小读书就十分刻苦。朱家是长山乡的富户，但范仲淹为了励志，常

去附近长白山上的醒泉寺寄宿读书。晨夕之间，便就读朗诵，给僧人留下深刻的

印象。

这样过了快三年，长山乡的书籍已渐渐不能满足他的需要。一个偶然的事

件，暴露了范仲淹家世的秘密。他这才知道自己原来是望亭范家之子，这些年

来，一直靠继父的关照度日。这件事 使范仲淹深 受刺激和震惊，愧恨交集之

下，他决心脱离朱家，自立门户，待将来卓然立业，再接母归养。于是他匆匆收

拾了几件简单的衣物，佩上琴、剑，不顾朱家和母亲的阻拦，流着眼泪，毅然辞

别母亲，离开长山，徒步到应天府书院求学。应天府书院是宋代著名的四大书

院之一，既有名师可以请教，又有许多同学互相切磋，还有大量的书籍可供阅

览，况且书院免费就学，更是经济拮据的范仲淹求之不得的。应天府后来改名

南京，所以应天府书院又叫南都学舍。范仲淹十分珍惜崭新的学习环境，昼夜

不息的攻读。

范仲淹的一个同学，是南京留守（南京的最高长官）的儿子，看他常年吃粥，便送些美食给他。范仲

淹竟一口不尝，听任佳肴发霉。直到人家怪罪起来，他才长揖致谢说：“我已安于划粥割齑的生活，担心

一享受美餐，日后就咽不下粥和咸菜了。”别人看花赏月，他只在六经中寻乐。数年之后，范仲淹对儒家

经典已然堪称大通，吟诗作文，慨然以天下为己任。

大中祥符七年（公元 1014 年），迷信道教的宋真宗率领百官到毫州去朝拜太清官。浩浩荡荡的

车马路过，整个城市轰动 了，人们争先恐后地看皇帝，唯独范仲 淹闭门不出，仍然埋头读书。有个

要好的同 学特地跑来劝他：“快去 看，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 会，千万 不 要错过 ！”但他 只 随口 说 了

句：“将来再见也不晚。”便头也不抬地继续读他的书了。果然，第二年，范仲淹就 得中进士，上殿见

了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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