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佳佳：
首先祝贺你高中刚毕业就能考入美

国斯坦福大学，我知道，这很不容易。

美国名校对国外本科生录取的标准历来

很高 （尤其对中国考生），不仅要求学业

精良，更看重学生的综合素质，而且斯

坦福今年在中国仅招生11名。

但更为之高兴的是，当我听到你与

其他 10 位同被斯坦福录取的同学取得联

系并进行交谈后，你能对妈妈说：“在这

些同学中，不少人的一些学科知识比我

更优秀，我得在去美国之前，将功课好

好再补习一下。”这些不经意的话语，让

人看到你目标的上进、性格的淡定和心

智的稳重。对你这个年龄段来说，不是

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仅此一点就已说

明，斯坦福没有看错你。

迄今为止，你已完成的学业只能表

明在人生长途中，你获得向更高一个层

面继续前行的资格证书，而等待你的将

是“在科学的入口处，犹如在地狱的入

口处”般更严峻的考验。而且即便你在

今后 10 年内能一路斩关夺隘，顺利完成

从学士到博士的所有课程，也还仅是完

成人生的基础工程。因为只有职场上的

成功，才是人生真正意义上的成功。

我一位朋友的儿子读中学、大学

时，成绩也很出色，曾获欧洲中学生奥

数竞赛冠军。在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本

科时，就已有多篇论文在国际知名的学

术杂志上发表。后来从硕士到博士，直

至进入牛津大学师从一位国际著名的大

师级教授，做他的博士后。前后寒窗苦

读二十余载，期间至少有十个寒暑，他

每天光阅读专业书籍就达 8 小时以上

（一点也没有夸大）。如今才 30 出头，虽

然职称可以，年薪也丰裕，却已失去进

取目标，精神上很是落寞和郁闷。

前不久，我去他家，与他曾有如下

一段对话。

“怎么样，现在与专业打交道的时

间还多吗？”

“没有了。连碰一下专业书籍的兴

趣都没有了。”他心灰意冷地回答。

“你曾经如此酷爱你的专业，而且

已投入过这么多的心血，就这么放弃是

不是太可惜了？”

“没有办法。”他说，“你想想看，

我在牛津大学做课题时，我导师撰写论

文的速度，比我阅读他论文的速度都要

快很多，你说我还能怎么学？学科研究

是讲究突破的，我连导师都永远无法企

及，再在这条道上走下去还能有意义

吗？”

听后实在令人扼腕叹息。

从这个发生在身边的案例，给我们

留下的启迪是：

1.在科学的金字塔尖上，要取得突

破性进展是相当不易的。到最后境界

时，拼的已完全是天赋外加运气，而不

是努力。

2.天赋是分等级的。每个人的天赋

资质各异，但都有其长短板，所以要尽

量做到扬长避短，并须结合未来一个时

期市场需求走向，慎重地作出适合自己

进退有据的专业定位和努力方向。

3.在坚信自己“天生我材必有用”

的同时，不妨把功利看淡一些。毕竟人

生在许多时候，都是“谋事在人，成事

在天”。一个人的存在价值虽然取决于对

社会贡献的大小，但就个人而言，无论

何种情况下，只要能做到人格健全，诚

实劳动，自食其力，我认为都已无愧于

世，不一定非得需要声名显赫，日进斗

金，荣宗耀祖。其实做一个普通的人，

也挺好。

另外需要提醒你一件事，积伯伯大

半辈子经验，我以为，凡是人，不可能

总是一帆风顺。在任何时候，你都要作

好受挫的心理准备。只有在挫折中正视

现实，振奋精神，百折不挠，才是年轻

人做学问、做事业需要的品质。

斯坦福大学是当今世界上堪称治学

严谨的名校。国际政治学专家美国前国

务卿赖斯，曾担任过该校的教务长。据

资料介绍，在她任教斯坦福期间，每逢

她授课，不但大教室座无虚席，连教室

门外面的过道上，都挤满了听课的学

生。对如此一位有巨大教学影响力的教

授，在小布什政府届期的前一年，斯坦

福却做出这么一个惊人的决定：鉴于赖

斯在国务卿任上，在处理中东问题和阿

富汗问题存在严重失误，为维护斯坦福

大学的学术清誉，决定在赖斯届满国务

卿职后，拒绝其返校任教。

可见斯坦福大学能够誉满全球，的

确有它的道理。而你能够考进该校，已

是一个很不错的起点。

所以我特别希望你珍惜这个难得的

机会。读斯坦福后，国外校园生活的清

苦和长期远离祖国、父母，可能会给你

带来心理上暂时的压抑和种种不习惯，

因此，你得尽快掌握独立生活技能，以

使自己能适应环境。并且要做到在任何

情况下，都要把时间安排得从容、有

序，以此体现效率和保证自己随时进入

蓄势待发状态。

纸短心长，书不尽意。远在万里外

的伯伯，将以你为自豪的同时，也真诚

地为你在斯坦福的生活顺利、愉快祈祷。

伯伯庸骏于上海
2013年6月5日

六月的天就像小孩的脸，说变就

变，早上还是晴空万里，下午却下起了

滂沱大雨。小月和同学们一样，一边撑

着雨伞，一边扶着路边的栏杆，迈着步

子小心翼翼地向家走去。

小月走到一座桥前停了下来，这是

一座独木桥，桥下的水已经将桥面淹没

了。平常她望着这座桥就感到恐惧，更

何况是现在呢！豆大的雨点像断了线

的珠子，打在伞上、石头上、雨衣上、桥

上，发出滴答声。她提起裤脚，踮起脚

尖，试图走过这座桥，可脚刚一踏上去，

她就被吓得头晕乎乎的，立马退了回

来。

正巧，小月的语文老师经过这里，

亲切地问：“小月，你怎么还不回家呀？”

小月不得不实话实说：“这水都漫过桥

面了，吓得我不敢走过去。”“那让我背

你过去吧！”说完，老师就背起小月，小

心翼翼地向桥对岸走去。小月趴在老

师背上，心里感到甜甜的，暖暖的⋯⋯

到了对岸，老师已累得气喘吁吁，

可脸上洋溢着笑容，“雨这么大，我送你

回家吧！”小月不好意思地说：“老师，您

已经很累了，就不要再送我回家了。”可

老师还是执意要将她送回家去，说：“没

关系！这么一点路，就送你回家吧！”最

后，老师把小月安全地送回了家。

雨停了，太阳出来了，路上的积水

慢慢地干了，老师也走了，小月望着老

师那疲惫的背影，心中充满了感激之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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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小天地】

庸骏先生
给侄女的一封信

老师的目光千变万化，有时给我信

心，有时令我兴奋，有时让人充满力量

⋯⋯老师的目光时刻教育着我。

镜头一
一次大扫除，老师给我们分配任

务，我的任务是擦墙壁。墙壁很脏，上

面布满了灰尘和同学们值日时不小心

溅上的污水。我拿起抹布试图擦一块

脏地方，使了很大劲，就是擦不干净，我

一下子就没了信心。这时，老师走过

来，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对我说：“佳

汇，你做事情真卖力，只要你认真擦，就

能擦干净。”老师边说边用一种鼓励的

目光看着我，让我一下子有了信心，继

续擦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墙壁被我擦

得像原来一样雪白了。

镜头二
吃完饭后，我突然冒出了一个主

意：老师有个表格还没贴完，趁老师

还没吃完饭，我先去帮老师粘粘，老

师知道了，一定会很开心。于是，我

便“溜”进了老师的办公室，拿起表

格，小心翼翼地粘贴着，才刚粘贴了

一点，老师就走了进来。她看到我在

帮她做事，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用

一种赞许的眼光看着我，然后说：“真

棒，帮老师做事，真是一个热心肠的

孩子。”听到老师的话语，看到老师赞

许的目光，那一刻，我心里暖洋洋

的，别提多高兴了。

镜头三
班级里举行讲神话故事的活动，我

准备的故事是《杨大洪》，因为记性不太

好，所以故事准备得很短，1 分钟左右

就讲完了。我讲完以后，听见同学们议

论纷纷，有的同学惊奇地睁大眼睛说：

“啊？这么短！”有的同学说：“这么短也

好意思讲出来！”我听见了以后感到很

不自在，脸庞开始发热，不好意思地朝

全班同学看了一眼。这时，老师忙说：

“虽然佳汇同学讲得故事很短，但我相

信她也是用心准备了的，我们要多多鼓

励她。”说完，老师用一种鼓励的眼光看

着我，那目光像一道温暖的阳光，让我

浑身充满了力量。

老师的目光千变万化，但无论怎样

变化，都同样教育着我，所以我们要好

好体会，在老师的目光中学会成长。

校园是我们汲取知识的地方，也是

我们获得快乐的地方。在校园里，时时

刻刻都上演着许多有趣的故事，我们的

校园生活，像万花筒，展现出一个五彩

缤纷的世界。

镜头一：教室
我们班有一个“胆小鬼”，在她身上

发生了许多有趣的事。有一天我们在

上数学课，老师正在讲重点难题。突

然，一阵刺耳的尖叫声传了过来，大家

齐刷刷地往后一看，原来，又是我们班

的“胆小鬼”出事了。她看见桌上有一

只小虫子，立刻尖叫一声跳到旁边的男

生身上。全班指着他们笑得前俯后仰，

那个男生顿时脸红了，急忙叫她下来，

这时她才反应过来，羞答答地坐回了位

子。哈哈，她这“胆小鬼”的称号真是名

副其实啊！

镜头二：食堂
在一个炎热的中午，我和同学一起

去食堂吃饭。吃饭时，我无意间瞟了一

眼同学的菜盘，突然发现他的黄豆里有

一只小苍蝇，可他似乎没发现这个“美

食侵略者”，仍然津津有味地吃着，而且

一勺把带着小苍蝇的黄豆送进了嘴

里。我吓了一跳，连忙问他是什么味儿

的，他擦了擦嘴边的油，一脸诧异，回答

说：“当然是美味的黄豆味儿啦！”我在

心里暗暗地笑，不敢发出声。

镜头三：寝室
一天，我发现寝室的地板很脏，就

拿来水桶和抹布，挽起袖子，认认真真

地把地上的每个角落都擦得一尘不染，

直到地板能照出人影才罢。老师走进

寝室大吃一惊，脸上露出欣喜的表情，

问大家是谁把地板擦得如此干净。我

自豪地回答：“是我！”老师脸上笑开了

花，对我竖起大拇指。

这就是我的校园生活，在这个如同

万花筒般多姿多彩的校园里学习和生

活，我感到无比的喜悦和幸福。

老师的目光
安阳实验小学 三年级 徐佳汇

校园生活二三事
新纪元实验学校 三年级 徐振迪

雨中情
集云实验学校 二年级 黄子瀚

编者按：每年高考，不少家庭为之纠结，期待和紧张交织着喜悦和失落。瑞籍匈

牙利华侨庸骏先生给今年参加高考的侄女方文琪写了一封家信，该信可贵之处在

于，在倾注了长辈对晚辈高考成功的欣慰之情外，着重提出了对高考成功以后的思

考，既出于意料，又合乎情理，读后令人颇受启发。

征得庸骏先生同意后，本报予以转载（有删节），希望这封家信能给读者以启迪。

方文琪，小名佳佳，瑞安人，1995年出生，小学就读安阳实验小学，品学兼优。小

学毕业后入读杭州外国语学校，各科成绩优异，今年赴新加坡参加美国高考，被美国

5所大学同时录取，最后她选中斯坦福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