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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师钱穆(1895~
1990)对中国历史尤其是对
中国历代思想家及其思想
源流的研究和考辨，均自
成一家之言。从凡人到宿
儒，是由于他读书的开悟
得道。

一曰有法。钱先生小
时候痴迷《曾文正家训》，
那是指导他读书和做人的
一部书。先生年轻时，读
书是信手拈来，随意翻阅，
往往半途而废。而曾文正
教人要有恒，读书也须从
头读到尾，不能随意翻阅，

更不能半途中止。这点对
钱先生触动很大。从那以
后，不论是多大多难啃的
书，都一字字、一本本从头
读来，不知不觉中学艺精
进。

二曰有用。世人往往
将读书当成求取功名的进
身之阶，敲门之砖。小有
所成之后，又弃之不顾。
真正会读书的人是以书为

师的。有一次，钱穆先生
和同事说，自己好像快病
了。而同事说，你不是常
读《论语》吗，《论语》可以
医之。钱先生不明白了，
同事说，《论语》上不是常
说“慎”吗？你感到快病
了，正好用得上“慎”字。
不要疏忽大意，也不要过
分害怕。同事的一番言论
让钱先生恍然大悟，领悟

了读书的目的在于教人切
己体察，学以致用。

三曰有专。钱先生开
始 读《论 语》时 ，多 所 忽
略。一日被同事问及《论
语》中的篇什，喜欢哪章，
钱先生竟无以应对。而对
方则高声吟哦：“饭疏食饮
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
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
我如浮云。”钱先生一惊，
又感到心中豁然，不觉读
书又上了一个境界。

摘自《人民政协报》

2008年年底，一个周末
的下午，北京的大街照常繁
忙拥挤。亮马桥公交车站，
一辆 300 路公交车徐徐进
站，准备下客，车还没停稳，
后面突然传来“砰”的一声，
响声沉闷，紧接着又听到清
脆的玻璃落地声。公交车
瞬间失控，向前剧烈晃动了
一下，车上的乘客猝不及防，
站立不稳，发出一片尖叫声，
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车子停稳，惊魂未定
的人们慌忙逃出车厢。下
车一看，纷纷恍然大悟，原
来发生了汽车追尾事故。
一辆路虎越野车停在后面，
车头紧贴着公交车的尾部，
公交车的后尾灯被撞坏，玻
璃碎片洒落一地。惊吓过
后，有人余怒未消，正要上
前指责司机，越野车的车门
马上打开了，一名中年男子

从驾驶员位置上走下来，身
穿深色休闲上衣。乘客们
忍不住一声惊呼，此人竟是
央视主持人崔永元!

事情发生得突然，大家
顿时面面相觑，都不知道该
说什么好。这时候，崔永元
已快步走到众人面前，脸上
带着歉意的微笑，然后双手
合十，连连弯腰作揖：“对不
起!对不起大家……”他像
个做错事的孩子，没有为自
己辩解半句，只是连声道
歉。这下，众人反而觉得不
好意思了，都宽容地笑着
说：“没关系，受了点惊吓而
已，又没伤着谁。”等交警赶
来时，现场已是一片欢笑。

大大小小的交通事故

并不少见，剑拔弩张、大吵
大闹，甚至大打出手的也不
少见，像崔永元这样光会认
错，不为自己争辩的，确实
不多见。按照我们通常的
思维，他可以立即报警，然
后紧闭车门，等待交警来处
理；也可以拿出手机，呼朋
唤友前来助阵；或者趁机溜
掉，把车留下，然后委托律
师全权处理。但他没有这
么做，而是真诚道歉，一场
潜在的纠纷被轻松化解。

有人用手机拍下了当
时的场景，并将照片传到了
网上。虽然手机像素不是
很高，但每个人的表情都很
清晰。画面中央正是崔永
元，他站在越野车旁，脸带

微笑，双手在胸前合十，身
体微微前倾，显然正在诚恳
道歉。崔永元身旁还站着
三个人：一名身穿冬季执勤
服戴眼镜的男警察和两名
女乘客。

最让我感动的是，这张
照片定格下来的表情：一个
肇事司机、一个交通警察、
两名受到惊吓的乘客，四个
人，四张灿烂的笑脸。如果
光看照片，没有文字介绍的
话，恐怕人们很难把它与交
通事故联系起来。除了崔
永元是侧身像外，另外三人
都正对着镜头，露出洁白的
牙齿，笑得很开心!

可爱的小崔，可爱的乘
客，可爱的警察。在这个寒冷
的冬天，那些灿烂的笑脸，又
给了我一份温暖的记忆!我突
然发现：谅解，其实只需要一
声道歉。 摘自《莫愁》

每逢新任总统入主白
宫，历史的车轮都会在华
盛顿骤转：新的内阁成立，
新的国会，新的政策；白宫
也自然会呈现新的风格和
面貌，新的令人尴尬的总
统亲戚以及新的宾朋。

然而在历届美国总统
的白宫生涯里，有许多事
情是多年如一的。终身任
职的女佣，一如既往地为
总统铺床；后厨照样削土
豆，炒鸡蛋；园丁仍旧会在
春天种下３５００株郁金
香，让它们在“玫瑰园”开
放。“第一家庭”来了又走，
但围绕着总统生活的工作人
员、传统和机制却世代延续。

难熬的交接工作
加里·沃尔特斯在这

个全美最出名的地方一干
就是 31 年，先后担任白宫
副总管和大总管职务，从
福特到小布什，服侍过6任
美国总统。他曾掌管着 90
人的服务团队，其中包括
陈设主管、厨师、领班、男
仆、女仆、电梯操作员、花
匠、木匠、电工和管道工。
从某种角度讲，这就像管
理一家独一无二的豪华酒
店，只不过这家酒店具备 4
项经常相互冲突的主要功
能；家、办公楼、大型博物
馆以及最高集会场所。

作为一个陆军老兵，
沃尔特斯把军事化的精准
和极度严谨的作风带入了
工作中。每次前“第一家
庭”搬出白宫和新“第一家
庭”搬入白宫之间，是他记
忆中最难熬的时段。前者
通常在1月20日上午10点
离开，而后者在当天下午 4
点就会入住。

沃尔特斯在这一天的
理想安排是，将卸任总统
一家的物品搬出白宫，把
新袜子放进抽屉，家具安
置好，油画在墙上挂好，全
家 福 摆 好 ，零 食 预 备 好
——这一切都要在 6 个小
时内打点完毕。由于新任
总统到 1 月 20 日中午——
前任总统动身前往国会大
厦时才算正式上任，因此

不可能提前开始这些工
作。为了能按时完成任
务，沃尔特斯需要把 90 名
工作人员分成几个小组，
各司其职。准备工作历时
数月，其间员工要一遍遍
地口头复述工作程序，力
求有条不紊。

有几次交接工作尤其
困难。2001 年 1 月 20 日，
克林顿在椭圆办公室待到
凌晨 4 点才离开。沃尔特
斯不得不等到总统就寝
后，和克林顿的工作人员
一同动手，为新任总统小
布什腾出办公室。

不过忙乱过后，“白宫
首先要实现的功能还是
家。”沃尔特斯说，“服务人
员的职责是迎合每个总统
家庭的需求，不能指望‘第
一家庭’来适应白宫。”

自付的私人账单
为 了 营 造 舒 适 的 环

境，沃尔特斯每到 11 月大
选结束，即将卸任的总统
邀请下任总统一家造访白
宫时，便开始询问未来第
一夫人的喜好：想用哪间
屋子做卧室，早上几点起
床，洗手间应该放哪种牙
膏，餐厅需要准备哪些零
食……

小布什爱吃咸脆饼——
这种点心在2002年给他惹
了麻烦：他在白宫的卧室
内看球赛时，被一块咸脆
饼卡住了喉咙，昏死过去，
栽 倒 在 地 ，好 久 才 醒 过
来。整个过程的目击者只
有他的两只宠物狗。老布
什当年要的是比较容易下
咽的蓝种牌冰淇淋。尽管
他曾当众吃过炸猪皮，实
际上却只是假作与民同
乐。“那全是逢场作戏”，沃
尔特斯说，“他根本不吃那
些东西。”克林顿的女儿切
尔西曾邀请她的朋友在国
宴厅里吃比萨饼。福特的
女儿苏珊曾在东厅举办她
的中学毕业舞会。而里根
虽然在公众的印象里以老
式好莱坞明星做派著称，
实际上他和第一夫人却喜欢
坐在电视机前享受二人世界。

尽管除了一楼的主厨
房外，居住区的二楼也设
有一间厨房供总统使用，
但总统和第一夫人通常不
在白宫自己做饭。大多数
总统家庭只是在主厨提供
的备选菜品中定出一周的
菜单。食物由特勤局认可
的供货商供应，但也有些
是来自农贸市场，偶尔还
会从食杂店采购。有时白
宫的厨师会在上班途中顺
便到肉铺去挑块肉，为总
统的餐桌应急。国宴、年
度国会户外餐会以及外交
使团招待会全部由纳税人
埋单，但总统要为他的家
人和私人宾客支付餐费。
新任总统被交到自己手上
的账单吓着，是常有的事
情。“我不记得有哪位总统
没抱怨过。”沃尔特斯说，

“厨师们可都是世界顶级
大厨，他们放进菜品的辅
料、精致的摆盘，无一逊色
于高级饭店。”服务人员负
责将需要清洗的衣物送到
市里的高档洗衣店，费用
由总统家自行支付。总统
的衬衫和全家的被褥毛巾
都是在白宫洗烫的。总统
每天自己从衣橱中挑选正
装，“我想不出有哪位总统
让别人为自己挑选衣裳。”
沃尔特斯说。

严密的安全保卫
总统离开白宫时，无

论是乘坐被内部人员称为
“猛兽”的豪华防弹车，还
是搭乘“空军一号”飞机，
抑或入住大型酒店（他出
国访问时所到的每一处都
需要占用 600 间至 800 间
酒店客房），身边都会张开
滴水不漏的庞大保护网。

总统大型出访通常一
行可达800人，其中包括30
名白宫工作人员，100多名
特勤人员，另有约150名媒
体代表。

这群人分乘两架飞
机：“空军一号”上坐的是
总统本人、他的下属、特勤
人员，还有一小拨记者；白
宫的媒体专机负责搭载其
他媒体工作人员。此外还

有运送总统专车和备用车
的货机，有时“海军陆战队
一号”与白宫专机同行。

“空军一号”是总统的
庇护所。他可以在机舱中
睡觉——飞机前端有个套
间，配有淋浴设备和两张
沙发床。机上还可以进行
日常的健身，在小布什的
膝盖出现问题、不得不放
弃跑步之前，他出访时会
在“空军一号”上安置一台
跑步机。飞机上的厨房提
供正餐，掌勺的是军用飞
机乘务员——他们的烹饪
技术和营养搭配水平实在
让人不敢恭维。

负责小布什出行事务
的人是乔·哈京——前白
宫办公厅副主任，他的任
务就是在保护总统安全与
保证一定曝光率之间达成
平衡。“你不能总是把他锁
在防弹车里拉来拉去吧。”
哈京说，“得让他出来露露
脸才行。”

哈京需要提前一年为
小布什的出访做准备。每
年 11 月或 12 月，他都会和
白宫办公厅主任及国家安
全顾问一起，拟定下一年
的总统出访计划。

总统游刃有余地穿梭
于世界各地，身边的工作
人员却忙得团团转，所有
的行动方案都提前列在厚
达几百页的简报中。“我们
前往地球另一端的国家
时，着陆时间可精确到分
钟。”哈京说，“但你必须胸
有成竹，容易慌乱的人参
与不了这种旅程。”只有经
验丰富的工作人员才能随
总统出访，他们知道该站
在哪里，穿什么样的衣服，
如何与外国的达官显贵交
谈，以及何时需要拔腿就
跑。

沃尔特斯们与第一家
庭一起维系着白宫浓厚的
家庭气息，但是有一条众
所周知的必然规律：第一
家庭无论在这里受到多好
的照料，最终都将成为过
客。或者，用一位白宫终
身服务人员当年委婉提醒
时为第一夫人的芭芭拉·
布什的话说：“总统来了又
走，管家却会留下来。”

摘自《看天下》

我，周星驰，大家一定
都认识吧！1962 年 6 月 22
日出生，历尽 46 年的风雨
人生，薄有微名。一直以
来，我的作品都是以轻喜剧
的方式，诠释着一个小人物
努力奋斗，最终会获得成
功。这种表演习惯，一直持
续到我刚刚上映的电影《长
江七号》中，才告一段落。

在《长江七号》中，我一
直都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建
筑工人，我也很努力，努力
奋斗却没有成功，因为，知
识和勤奋——才是当代社
会真正的力量。所以，我才
将我的儿子送到最好的学
校去念书。我不相信什么
神奇的外来力量，即使在得
到七仔的超能力帮助下，获
得再生的机会，我也清楚，
自己依然是一个普普通通，
努力赚钱，却连家都养活不
了的建筑工人。就是在拍
摄《长江七号》这部作品时，
我真正认清了自己——我
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有着
普通人的生活，喜怒哀乐，悲
欢离合。当我真正认识到这
一点的时候，我真的很幸福，
尽管还是一名建筑工，但因为
我拥有善良、真实、人性、执著，

和我所爱的人，这样的我“真
的很帅”。

许多人都认为我一定
很幸福，有无数的名誉、地
位、金钱、朋友和崇拜者。
但其实我一直都不怎么快
乐！第一次表达这种心情，
是在我的作品《喜剧之王》
中，我曾经也用认真和执著
的态度坚持着我的梦想，但
始终都没有人来欣赏。让
成龙大哥来做客串，就是我
在《射雕英雄传》里，精兵
甲，精兵乙真实生活经历的
写照。那时，我生活在社会
的最底层，每天都要和各色
的底层人物一起生活，一起
奋斗，没有成绩，就算是混
混，坐台小姐，都可以忽悠
你。当然，尽管那时的生活
如此坎坷，却也不妨碍我寻
找自己的生活和追寻自己
的梦想，不妨碍我和大家之
间发生的那些情与爱。

但，真正诉说我的不快
乐，是在那部被大家称之为
经典的《大话西游》中，这部
经典的喜剧，也是我对多年
来人生的无奈和感慨的集
中提炼。举个其中的例子，
大家也许就会看清楚我当
时拍这部剧时，是怎样的一

种心情。
还记得那段高潮的剧

情吗？——至尊宝在老牛
的婚礼上，去寻找紫霞，想
劝说她骗取老牛的信任，拿
到月光宝盒，然后让至尊宝
好去找他的至爱“晶晶姑
娘”。没想到，紫霞用她的
七星宝剑抵着至尊宝的喉
咙，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候，
我只有急中生智，编造了那
个我人生中最大的谎言，一
炷香的时间之后，紫霞彻底
地爱上了我。刚搞定紫霞，
铁扇公主和牛魔王又进来
了，我只能将谎话一直这样
编下去。当时，尽管我欺骗
了所有的人，但大家对我的
表现只能用两个词来表达
——“高兴”“感激”。在这
个谎言里，没有人去计较后
果，所以才会有后来的那段
血案。这样的剧情在此片
中还有许多。

现实就是这样，当你还
没有成功的时候，没有人会
来欣赏你的真实，好些时
候，我都在违背着自己的初
衷，把悲剧用喜剧的形式表
达出来，大家笑得最开心的
时候，都是我最不快乐的时
候，我自己也模糊了我的初

衷，不再计较谎言与真实谁
更重要。所以，我很欣赏俞
敏宏校长的那段话：

“人的生活方式有两
种，第一种方式是像草一
样活着，你尽管活着，每年
还在成长，但是你毕竟是一
棵草，你吸收雨露阳光，但
是长不大。人们可以踩过
你，但是人们不会因为你
的痛苦，而他产生痛苦；人
们不会因为你被踩了，而来
怜悯你，因为人们本身就
没有看到你。所以我们每
一个人，都应该像树一样的
成长，即使我们现在什么
都不是，但是只要你有树
的种子，即使你被踩到泥土
中间，你依然能够吸收泥土
的养分，自己成长起来。
当你长成参天大树以后，遥
远的地方，人们就能看到
你，走近你，你能给人一片
绿色。活着是美丽的风景，
死了依然是栋梁之才，活着
死了都有用。 这就是我们
每一个同学做人的标准和
成长的标准。”

这种心情一直伴我多
年，直到遇到了《长江七
号》，我才找回了那个久违
了的我，所以，现在“我真的
很帅”。我找到了自己，一
个属于我自己的真相——
我就是一个演员。

摘自《时文博览》

美国盐湖城冬奥会期
间，当地的邦尼维尔小学
邀请中国花样滑冰运动员
到学校联欢。联欢会在校
礼堂举行，例行的嘉宾致
词、演节目、合影之后，中
国驻美使馆的文化参赞上
台宣布说，他带来了两个
大熊猫玩具。

“我把大熊猫送给两
位同学，”参赞说，“一个送
给学习成绩最好的男同

学，另一个送给成绩最好
的女同学。”

孩子们似乎没有听懂
他的话，表情一片茫然。

难道孩子们不喜欢大
熊猫？

邦尼维尔小学有 5 个
中国孩子，其中一个孩子

的母亲晚上打电话说，那
两个大熊猫给学校出了个
小小的难题。

“你知道，美国的小学
教育是不强调名次的，根
本没有谁的学习成绩最好
这个概念。我女儿只知道
自己的分数，从来不知道

别人的分数。”这位母亲说。
“那两个大熊猫怎么

处理的？”
学校一开始也不知道

该给谁。使馆送的熊猫脖
子上有一条彩带，写着给
最好的男孩和最好的女
孩。学校想了个办法，改
成了送给男孩子们和女孩
子们。这样，学校将永久
保存这两个大熊猫。

摘自《现代女报》

美国小学不排名次

钱穆读书三得

我是个悲剧演员
周星驰

崔永元肇事之后

总统身后的风景

《中国高考状元职业
状况调查报告》调查发
现，高考状元毕业后大多

“销声匿迹”，仅十分之一
状元职业“有案可查”，高
考状元毕业后的职业发
展状况与当初所受到的
关注和期望形成了鲜明
的对比。高考状元是否
一定能够成才？目前社
会大众对高考状元的关
注是否给他们增添了很
多压力呢？媒体应该如
何来报道高考状元？新
浪教育频道特别对话北
京大学招生办主任刘明
利，为大家解读“高考状
元是否一定能成才”，以
下为采访实录。

新浪教育：请问您是
如何看待高考状元的？

北大招办主任刘明利：
其实我们早已经对状元
的称呼改为各省市第一
名了，他们只是优秀群体
中的一员，一次高考考试
的最高分成绩获得者，不
代表他一定会比别人分
数高，或者更优秀。

新浪教育：北大每年
有多少状元？招生的时

候会不会特别在意状元
的数量？

北大招办主任刘明利：
1994 年以来录取所谓状
元 580 多名，近些年每年
大约四五十个，北京大学
招生成绩不以录取状元
为唯一标准，但状元数基
本上在高校中是最多的，
所以也不会太在意状元
的多少，2007年和2008年
已经不再公布每年的招
收状元数字了。

新浪教育：状元进入
北大后将会享受什么样
的优待？在培养模式上
有没有其特殊性？

北大招办主任刘明利：
进入北京大学的优秀学
生都可以申请北京大学
新生奖学金，状元一样可
以，而且他们大多数都获
得了最高金额；但在培养

方面，所有北京大学的学
生都是同样的教学计划
和方案，没有特殊照顾。

新浪教育：如何看待
目前社会上对状元炒作
过热的现象？

北大招办主任刘明利：

状元热是中国封建社会
传统文化中对极端优秀
者的追崇，目前我们不应
鼓励，也不应打击，应随
其自然，建议媒体不要过
分宣传和推崇。

新浪教育：国外大学
有 没 有 类 似 状 元 的 情
况？状元与成才有必然
关系吗？

北大招办主任刘明利：

国际上很少有国家像中
国这样对‘状元’的热崇
情节，但他们同样对于考
试成绩最优秀者给予特
别的器重，并为他们提供

高额的奖学金。高考状
元只是表明在学习能力
和获得知识量上一个人
的能力，并不代表一定

“成才”，但成才的比例上
应该还是很高的。

我不赞成一提起状
元就有“书呆子”和“神
童”的概念，对他们的调
查研究应该更客观些。
获得状元的高考分数的
同学只是优秀学生中的
一个代表，他应该和一个
优秀群体中的学生一样
被看待。同时他们也承
受着社会给他们带来的
各种压力，正确地理解别
人对自己的盲目崇拜和
对自身的客观认识，对

“状元”的成长与成才起
着关键性的作用。

摘自新浪教育网

2009 年 5 月 14 日，中
国 校 友 会 网 发 布 最 新 的

《中 国 高 考 状 元 调 查 报
告》，报告对 1977-2008 年
我 国 各 地 区 高 考 状 元 的
求 学 和 职 业 等 状 况 展 开
调查研究。报告显示，恢
复 高 考 32 年 来 ，高 考 状
元“阴盛阳衰”趋势日益
明显，理科状元阵地男性
尚能坚守，文科状元阵地
已是女性天下；北大和清
华 是 高 考 状 元 就 读“ 首
选”，经济管理专业成状
元“最爱”；早期高考状元
毕业后“能见度”偏低，现
今高考状元“曝光率”偏
高；状元毕业后职业发展
较少“出类拔萃”，职业成
就 远 低“ 社 会 预 期 ”。

早期状元毕业后“能
见度”偏低，现今高考状
元“曝光过度”

由 于 受 到 客 观 条 件
的 限 制 ，此 次 调 查 到
1977-1998 年全国各省市
的高考状元近 400 人，约
占 1977-1998 年我国各省
市 高 考 状 元 总 数 的 四 分
之一，其中理科、文科状
元 各 占 50% 左 右 。 其 中
能 调 查 到 职 业 发 展 状 况
的高考状元约 150 人，约
占 1977-1998 年我国各省
市 高 考 状 元 总 数 的 十 分
之一，可以说大部分高考
状元从产生到大学毕业，

都很少进入人们的视野，
与现今高考状元“高曝光
率”大不相同，我国早期
的 高 考 状 元 诞 生 和 毕 业
后“能见度”偏低。

考研深造和出国留
学成为高考状元本科毕

业首选

高 考 状 元 作 为 我 国
各 省 市 自 治 区 高 考 成 绩
的第一名获得者，是高考
中的优胜者，可以说具有
极 强 的 学 习 能 力 。 在 调
查到的 1977-1998 年高考
状元中，在进入大学之后
仍保持极强的学习能力，
学 习 成 绩 基 本 上 都 是 大
学 校 园 中 的 佼 佼 者 。 本
科 毕 业 后 选 择 直 接 就 业
的比较少，考研深造和出
国 留 学 成 高 考 状 元 本 科
毕业时的首选，在本次调
查 到 职 业 状 况 的 高 考 状
元大学毕业后，近四成的
高 考 状 元 选 择 了 出 国 留
学深造，继续攻读硕士、
博士学位或定居海外。

学术研究成状元“职
业最爱”

调查发现，在调查到
职业状况的高考状元中，
1977-1998 年的高考状元
职 业 选 择 呈 现 多 样 化 特
征，职业分布比较广泛，
部分高考状元“职业成就
较高”。从状元工作的领
域来看，选择在学界工作

的状元最多，约占总数的
两成，可以说学术研究是
高 考 状 元 的 职 业 最 爱 。
其 次 是 选 择 在 政 府 机 关
和事业单位工作；部分选
择 自 主 创 业 或 企 业 经 营
管理工作；部分从事证券
金融、媒体工作的状元也
不少；约有四成多的状元
则选择国内攻读研究生、
海外留学或移居海外。

高考状元专业与职
业错位，选大学挑专业时

更应谨慎和理性
自 1977 年 恢 复 高 考

以来，高考状元选择就读
的 几 乎 都 是 国 内 名 牌 大
学和热门专业，接受的是
中 国 一 流 的 高 等 教 育 。
在社会公众心里，高考状
元 毕 业 后 应 该 出 人 头 地
成 就 一 番 大 事 业 ，成 为

“职场状元”。然而调查
发现，大部分高考状元职
业 发 展 的 实 际 情 况 与 社
会期望相差甚远，他们当
中 大 多 数 没 能 成 为 各 行
业的“顶尖人才”，状元职
业发展较少“出类拔萃”，
在 目 前 我 国 主 流 行 业 的

“职场状元群体”中难觅
高考状元的“身影”。

调 查 到 职 业 状 况 的
大 部 分 高 考 状 元 选 择 了
与 自 己 就 读 大 学 专 业 相
关 系 数 不 高 的 行 业 作 为
终 身 职 业 。 再 普 查 我 国

杰出政治家校友榜、院士
校友榜、杰出人文社会科
学家校友榜、富豪企业家
校友榜、长江学者等顶层
人才榜单，尚未发现高考
状元的身影。分析显示，
部 分 高 考 状 元 之 所 以 职
业 发 展 和 职 业 成 就 远 未
达到人们的预期，其中一
个 重 要 原 因 是 他 们 在 选
大学时多看牌子、少关注
大学的发展环境，挑专业
时少立志长远、多随大流
奔热门，结果很多高考状
元不得不中途转换专业，
这 不 仅 浪 费 了 他 们 自 己
的宝贵精力，更多的是浪
费了教育资源，而毕业后
进入其他专业领域，减缓
了他们脱颖而出的速度，
降 低 了 杰 出 人 才 的 产 出
率。这应引起高考状元、
大学教育者的反思，一方
面，高考状元自身要有长
远的职业规划、培养较高
的专业忠诚度，不选最流
行最热门的专业，只选最
好最适合的专业；另一方
面，高校和社会应创造高
考 状 元 变 身 职 场 状 元 的
环境和氛围，加强引导、
注重培养、给足支持、鼓
励拔尖、追求卓越、实现
创新。

摘自中国校友会网

较少出类拔萃 成就远低预期
北大招办主任：

状元只是优秀学生的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