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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北工程学院的毕业典礼上，孤儿赵旭红以博士

准新生的身份，分享了自己依靠好心的邻居夫妇支撑起

求学路，最终进入东北大学的历程；宁波大学的毕业典

礼现场，脑瘫青年尹龙让父母红了眼眶——这个曾因一

纸“保证书”获准入学的农村孩子，如今成了中国史硕

士。两条看似不相交的人生轨迹，却在命运的荆棘里开

出了相似的花，呈现出同一种意味：当生命的韧性遇上

社会的善意，再深的泥沼里也能长出向上的藤蔓。

赵旭红和尹龙的人生都有一个糟糕的起点，幸运

的是，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得到了社会的关怀和支持。

赵旭红的养父、邻居“奶爸奶妈”、辅导员、导师，尹龙

身后不离不弃的父母、接纳并提供支持的学校、给予

他空间的老师和同学……其中，教育体系从助学金支

持到导师指导、包容的学术环境，成为他们改变命运

的杠杆和支点。而同样关键的，是两人从未将这份支

持视作理所当然。赵旭红常年泡在实验室攻坚，尹龙

跨考中国史时啃下大量古籍，他们用“坐冷板凳”的坚

韧，将他人的托举转化为不断攀升的力量。

苦难本身不值得歌颂，但它确实可以成为磨刀

石，淬炼生命的韧性与尊严。无数像赵旭红、尹龙这

样的学子，用不懈的努力证明人生的壮美不在于起点

的高低，而在于面对深渊时，那颗不屈不挠的执着

心。惟其如此，来自外界的善意和帮扶才能内化为受

助者的驱动力，激发出昂扬澎湃的动能。

这份动能的释放与生长，也映照着一个社会的文

明高度和温度。它体现在其对脆弱、边缘个体的态度

上：有没有人伸出援手，提供公平的机会，决定了那些

身处绝境的人，是坠入更深的黑暗，还是抓住希望的

绳索攀向光明。在此意义上，一个美好社会应该让每

一份不屈的奋斗都能被看见、被尊重、被支持，让每一

点微弱的星光都有可能汇入璀璨的星河。而教育，作

为社会善意最系统、有力的体现，其公平与包容显得

尤为重要。它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是社会流动的阶

梯、点燃梦想的火种，是承载希望的基石。

于是我们看到，从山西山村到东北学府，从安徽

农村到宁波校园，赵旭红和尹龙用脚步丈量着善意与

韧性的边界。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生活或许会给人

一副“烂牌”，但总有人用善意给予重新洗牌的契机。

关键在于，能否抓住机遇，用韧性将“烂牌”打成“王

炸”。那些托举过他们的双手、温暖过他们的目光，与

他们自身永不弯折的脊梁，共同构成了最动人的风

景。它让我们相信，当韧性与善意相遇，哪怕是被命

运反复碾压的种子，也能在裂缝里长出向阳的枝芽，

把日子过得“红彤彤、亮堂堂”。

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他人暗夜里的微光，共同

守护这照亮梦想、通向希望的人间暖意。

当韧性与善意双向奔赴，生命的裂缝终见暖阳
【文/青年报·青春上海评论员 唐骋华】

别人都关心你飞得高不高，只有食堂阿姨关心你

飞前有没有吃饱饭。在延边大学2025届毕业典礼

上，一位食堂阿姨的发言让学子泪目。阿姨的发言

“没有技巧，全是感情”，千言万语汇成一句：“孩子们，

好好吃饭。”

它戳中学子泪点的秘密，或许就藏在三个反差

里：一是毕业典礼上出现非教师职工的反差，二是朴

素语言与宏大场合的反差，三是吃饭这种“小事”与人

生哲理的反差。而这种反差比说教更有力量，也更能

戳中那些即将离开象牙塔的、惴惴不安的心。

在众多评论里，有一条热评被顶到了最上方：“我

没想到一个食堂阿姨在毕业典礼上的发言如此精

彩！”这位食堂阿姨名叫刘晓梅，作为后勤服务育人代

表发言。阿姨用最简单的话说了一个道理：珍视身

体、关照日常，始终是立足之本。这一朴素的智慧，在

为远行的学子提供温暖而务实的精神力量。

作家简媜在《天涯海角》中提道：“苦难如寒流，唯

有一日三餐的热气可抵御。”一顿热饭，承载着最真切

的情感和最坚韧的生命态度，是自我关照、应对世间

风雨的前提。当毕业生走出大学校园，准备迎接社会

的风雨，记得把这句朴实的叮嘱装进行囊。

延边大学此举，让后勤工作者从“背景板”走到聚

光灯下，值得点赞。教育，从不拘于讲堂之内。当阿

姨在灶台前递出一份热饭，当保安大叔在深夜守护校

园安宁，这些场景本身已是无言的课堂。

这种让幕后英雄成为典礼主角的尝试，正被更

多高校所认同：例如2019届浙江农林大学毕业典

礼上，宿管阿姨章学青寄语学子，“出门要带钥匙，

因为以后楼下不再有阿姨为你们守候”；在湖南理

工学院2024届毕业典礼上，保安、维修工、水电工

等后勤代表齐齐站上红毯，共同发出“记得常回家

看看”的邀约。学校所有员工日常的一言一行，都是

在育人。

“走到哪儿都要脚踏实地，平凡的岗位也能为社

会创造价值。”刘阿姨的寄语来源于每一位辛勤付出

的后勤人员，他们以朴素的言行，默默传递着珍爱生

活、爱岗敬业、脚踏实地的生命真谛。

毕业骊歌响起，那句“好好吃饭”，胜过万千锦绣

赠言，因为它饱含了整个社会的牵念——惜君青云

器，努力加餐饭。

惜君青云器，努力加餐饭
【文/青年报·青春上海评论员 陈嘉音】

近日，南京先锋书店五台山总店发布“禁止拍立

得、商拍”的公告，着重针对商拍、长时间摆拍、商业推

销等行为的规范，并申明管理范围包括店门口区域。

书店更是直接摘除门头，虽回应是升级改造，但心知

肚明的大众为这一举动叫好，因为看见书店正在回归

阅读。

这家开业已20余年的书店位列“最美书店”全球

性榜单，一直是被文旅市场热衷捆绑的“景点”，但最

终反被流量所累：占道摆拍的游客吸引来了吆喝拉客

的贩子，过载人流又成为嘈杂环境、混乱秩序的源

头。有人戏称“在里面找书仿佛在玩躲避摄像头的游

戏”，这样的场景，背离了书店的初衷。

先锋书店显然透过乌泱泱的人群看到了警示。

网红书店的兴起，确实为行业带来新生机。它不仅解

决了传统书店门庭冷落的流量困境，也为爱“出片”的

年轻人提供了艺术氛围浓厚的社交空间。但凡事过

犹不及，当拍照打卡的游客影响了选购书籍的顾客，

用浅层娱乐替代深度阅读，书店自身的文化内核就遭

到了侵蚀。

但打卡拍照并不是大罪，在评选“最美书店”“最

美书籍”等社会氛围营造下，书店的审美功用正在释

放。只不过，持商业目的者和打卡游客等外部力量，

不应自行过分放大这一功能，让书店的功能本末倒

置。先锋书店暂时拆去被广泛驻足拍摄的招牌，就是

在用行动进行暗示：阅读才是书店稳定的核心，予人

长期慰藉，正如毛姆名言，“养成阅读的习惯，等于为

自己筑起一个避难所。”进而言之，如何在陈列、活动

等方面发挥创意，将打卡客流转化为有购书、看书习

惯的读者，是网红书店需要深层次考虑的经营难题。

曾有先例。重庆一家不足11平方米的旧书店突

然爆红，来拍照的人最多时一天达上百人，年事已高

的店主深受其扰，被迫立下店规：拍照后要买一本

书。不仅没有遭来骂声，还多了回头客，因为他为购

书者赢来了片刻清净。书店依据自身经验而采取的

无奈之举，其最终目的是维护读者的阅读体验。

那些真正凭借文化底蕴走红的书店，或许能带来

更多启示。苏州文学山房书店的第三代传人江澄波，

坚守书店八十余载，他常为读者荐书，也亲切答应题

字、合影要求。今年六月，百岁的江老先生离世，许多

读者自发来书店吊唁，有人在门口撒下一把米，原来

是老先生多年来开门喂麻雀的习惯。一个小小举动，

却饱含着书店与读者之间深厚的情感联结。

由此可见，读者也好，游客也罢，都是书香浸染的

对象，书店应是打造阅读氛围的有心人，努力让书店

成为人们精神共鸣的文化空间。难点在于，当大众打

卡已经凌驾于书店的正常运营，书店何去何从？在被

流量绑架的时候，先锋书店回归阅读的“断舍离”行

为，也是一种适时的冷静，提醒外界别忘了书店的本

义究竟是什么。

网红书店“断舍离”的启示
【文/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丁文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