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弈 雯雯 在上海读研，我用大半年的时间想清楚了一句简单的

博弈：选择当下的生活，学业必须是主基调为了对得起自己

和光阴，只能把自己“简单”地当作学生。 我从小就是个听

话又叛逆的孩子，5年前勇敢地直面家人的反对义无反顾地在

高考志愿表上填上数学系，从此开始了4年呕心沥血的寒窗生

涯；大四那年拿着保研名额独闯上海，成功拿到了华东师范

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的入学资格。很多人都对我的选择难以

理解，但这就是我选择生命履迹所运行的方式。我一直这样

策划着生活，用3年的研究生时间来缓冲自己的压力和锋芒，

来调整充实自己。 曾几何时我也是茫茫理工科大军中埋首苦

读的一员，对纱笼后的社会学有着朦胧却保守的认识：在我

看来那些玄而又玄的文字游戏像是在玩火。比如说，城市社

会学的概念，有人说它不是研究城市的社会学，它是一种视

角，是一种方法，或者上升到哲学或政治学的角度，是一种

制度。但既来之则安之，既然选择了社会学专业，就要做好

学生的本分，努力去了解喜欢这个专业。于是，狂啃专业书

、勤奋地跑图书馆、到处作调研、经常写报告、积极参与老

板的课题，我的研究生生活真可谓是“在烈火中永生”。 平

心而论，我很喜欢现在的生活。第一次在上海最繁华的商业

圈内行走，被钢筋水泥压抑和高层建筑之间的过堂风吹得东

倒西歪，我真实感受到了，这就是上海。这学期因为专业课

的需要，我经常往返于上海市区各个角落间，学会了用城市



社会学的理论和建筑批判的视角来解构空间，学会了用空间

政治来分析城市规划的利与弊。站在徐家汇的天桥上，我凝

望着虹桥路方向绞尽脑汁地思考，匆匆而过的人们又是怀着

怎样的心情？挂着相机、夹着上海城区的地图，我穿梭在每

一条小巷之间，每一处建筑都是历史的凝集，行走于此，仿

佛在历史的河流中跋涉前行。也许没有人会在路过的时候思

考建筑是作为怎样的城市符号被表征，也没有人会在等红绿

灯的时候思考城市空间的分层、交通网络的结构，更没有人

知道一棵树的历史、一栋洋房的旧事、一朵花开的声音，而

我，一个从学术空间闯入市民空间的不速之客，正在学会用

城市社会学的视角看待这一切、研究这一切。 无论批判学者

们怎么说钢筋水泥禁锢住了人类的灵魂，或者说重工业导致

了严重的环境问题、沉重的人口压力让政府喘不过气，或者

干脆是整座城市面临被海水覆盖的威胁，我都喜欢这座城市

。因为在生存空间的缝隙中，我寻找到了自己学习和生活的

方向研究城市社会学，也在研究中寻找到了专业学习的乐趣

。 老板说，社会学家最纯粹的境界，就是将学术和生活结合

起来，把学业、生活、工作不露痕迹地糅合在一起，在生活

的每个细节和瞬间都渗透进思索、辩证，同时把学术从象牙

塔中请出来走入生活的大观园。是的，社会学就是这样一门

将学术与生活巧妙结合在一起的学科，它需要不停地在田间

地头、街道建筑间奔跑研究，如果你不亲身感受一下，永远

做不出好的学问。所以，我一次次地跑向城市最中心的十字

街头，跑前跑后地拉人完成我的调查问卷，执著地蹲在监测

点每隔半小时准时拍摄人流的照片⋯⋯这一切，不仅仅是为

了完成某项任务，而是不断向心中的梦想靠近。 梦想是很浪



漫的一种说法。我的梦想很简单，就是每天做我自己喜欢做

的事，向我所希望的事业方向追逐，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编织

自己的生活。我想，对于社会学的研究生来说，老板所谓的

把学术和生活糅合在一起的真正含义，就是首先把自己当成

一名社会人，然后在知识中不断寻找力量，将生活过得更加

有声有色。 研究“生”的学问 方浩 2007年10月，当自己忙于

找工作的时候，却意外得知可以保送研究生。于是，就像一

直以来的观点一样，“人的痛苦来源于选择”，当自己可以

选择的时候，却陷入了深深的迷茫之中。家人的意思很明确

，保送研究生是全公费，相当于国家出钱让你读书，而且节

省了考试的时间，这是天上掉下的馅饼。可是，对于搏击风

浪的渴望却使我那颗不安分的心难以停留在学校这小小的象

牙塔里。而且，虽然说科学研究会带给我很多的快乐，但我

却并不愿意以后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因此又何必去拿一个工

科的硕士学位呢？于是，我思考着，痛苦地抉择着。 “胜不

妄喜，败不遑馁，胸有惊雷而面如平湖者，可拜上将军⋯⋯

”这句话点醒了我，我决定选择厚积薄发，在这个不理尘世

的校园里继续思考人生的问题。所以之于我，研究生生涯就

是一段研究“生”的学问的时光。 我希望探求人世间最根本

的奥秘，因此我跑到08级本科的哲学班上听哲学课。虽然是

大一的课程，但对我这个纯粹的工科生来说还是有一定的难

度。哲学给我开启了一扇窗户，给我展示了另一个美妙的世

界，也让我开始从生活的琐碎中解脱出来，思考人生许多根

本性的问题。想通了人生的问题，我开始热情地拥抱生活，

积极投入当下的专业学习。也许正是有了这样一种心态对生

活没有抱怨，只有一颗享受与感激的心，我尽情享受在校园



里的日子，享受属于学习的乐趣。 早上起来，手持一卷书在

青年园里朝读，英语也好，古文亦可。朝读中感受语言的优

美，也带来一天的好心情。《圆圆曲》、《洛神赋》、《长

恨歌》⋯⋯一篇篇古文的背诵，然后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突

然吟诵几句，似乎口鼻中还残留着书卷香。有一天正在背诵

《圆圆曲》，一位老者走过来跟我攀谈，聊起了关于人生的

哲学，并问我对于人而言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老者考试，

我只能微笑作答，把我最近接触的哲学、文学观点以及自己

的见解娓娓道来。老者听罢，笑着说没想到你年纪轻轻对人

生哲学既有这么独到的见解⋯⋯于是，每天和老者的闲聊成

了生活中的必修课，这样的意外也给我的研究生生活增添了

一丝新意。 每天除了井然有序的实验室生活，我还主动参与

老板的课题，借此锻炼实际操作能力。在做实验的过程中，

我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把自己投入到完全的思维空间里，不

仅记下做方案、画电路图、调试电路的每步工作进程，还把

实验需要解决的问题记下来。在茶余饭后，或是行走的路上

，我都把这些问题思考一番，希望在不断的思考中有不经意

的发现。 专业学习之外，我也积极投入社会活动中，学习社

会上的“生”知识。研一一开学，我就加入了“科学精神与

实践”讲座协会，由于这个协会是以主办学术性讲座为主要

任务，专门邀请国内外院士级专家学者，我也因此结识了很

多专家学者。2008年，我策划组织了“科学精神与实践”讲

座的“北京实践行”活动，与协会里的10位同学到北京专门

邀请专家学者，成功拜访了25位科学院院士。在与这些专家

学者的接触中，我近距离感受了学者的研究魅力，得到了许

多受益匪浅的专业指点，也不断培养了组织沟通能力（百考



试题）。 对我来说，研究生是研究关于“生”的问题，学习

是第一要务的。当研究生的第一年即将逝去的时候，翻看从

前的日记，逝去的光景又浮现眼前，我渐渐感到，自己对于

学习和生活有了更深层次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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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