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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少美好的回忆。 我是于上世纪80年代在美丽的清华园开

始我的大一生活的。我很庆幸自己能在海淀区这个大学城里

读书，这里汇聚着众多的名牌大学。各所高校离得很近，总

是很热闹，尤其在周末和节假日，大家纷纷去其他学校找高

中同学，与友好宿舍活动，或去跳舞、看录像，一幅其乐融

融的景象。清华的“元旦大狂欢”是高校每年的著名活动。

早在圣诞节，海报就已经张贴到了各大高校：“你是否还记

得去年邂逅的他(她)？”新年夜，众乐队轮番上阵、激情演

出。在钟声敲响时，晚会达到高潮。 那时的清华，还有很多

学生乐队，名字都蛮酷的，像 Bystander(旁观者)，四维空间

等。虽然在每个周六的中午我要睡午觉的时候，对面工物系

和楼上建筑系的乐队排练搞得我很是恼火，但当晚在食堂里

两个乐队同时伴奏却令人很惬意。夏夜，在大礼堂前的草坪

上，不时有学生弹着吉它，吟唱着高晓松的校园民谣，诉说

着高校永远的“漂亮女生和白发先生”，感伤 “青春的花开

花谢”。 大一的生活，也有迷惘无助的时候。我开始不自觉

地思考前途、社会、生活和学习这类厚重的话题。对于刚刚

跨入大学校门的我而言，这些似乎难以承受。我时常吟唱齐

秦的那首歌：“一个过了河的卒子，一个异乡的游子。”在

人生的棋盘上并不知晓自己的位置，只能缓缓前行。学习的

压力和竞争、对专业和社会缺乏知晓让我感到那么的无助。

那又是一个思潮涌动的年代，弗洛伊德、萨特、叔本华、文



化反思，构筑着懵懂少年思想的求索。 我的大一，没有想象

中的自信、成熟、从容；我的大一，没有多少可歌可泣的东

西，更多的是迷茫的思考和逐渐成熟的印记。 多少年后，我

来到了美国求学，在校园里深深感受了美国学生的大一，仿

佛没有我当年的迷惘无助 我觉得美国学生在大一时，在很多

方面比那个年龄时的我们更加成熟，也许是因为他们见识和

经历更多。比如说，他们可能在很小的时候电脑就玩得很熟

了；在16岁时就已经学会开车、拿到驾照了；刚上大学就已

经背上了学生贷款，四处打工以减轻经济负担。 成熟使他们

能够更加认真和有目的地学习，毕竟交了高昂的学费；成熟

使他们能够更早地接触社会，锻炼自己的能力；成熟使他们

能够更好地安排生活，无悔于自己的青春。正所谓：“学习

尽心，打工尽力，玩耍尽兴。” 很多人在讨论中国的美国化

，看看如今国内大一学生的生活，就会发现有许多和美国的

相近之处。生活和学习条件改善了很多，学生有更加独立的

自我空间、更加精彩的个性和更加丰富的创造性，我觉得他

们比我当年更能从容地应对大一的生活和学习，他们的大一

可能不像我那般迷茫。 如果有一天，我们大一的学生可以居

住在离学校较远的公寓里，驱车经过Downtown，来到大学上

课，他们有丰富的学识、独立的见解、良好的学习能力和精

彩的课余生活，那么我可以说：“你们过上了我梦中的大一

生活。” 作者：我再说最后一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