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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想

一则让人痛心的新闻刷屏了朋友

圈，近日，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

庚医院年仅 27 岁的王倬榕医生，因

在家中突发脑意外，经抢救无效最终

与世长辞。家人决定捐献器官，挽救

了 5 名危重症患者的生命，使两名双

目失明的患者重见光明。一时间，各

大媒体纷纷报道，新闻标题多如 《泪

目 ！ 27 岁 清 华 医 生 最 后 的 奉 献 ！》

《这次，是这位清华医生最后一次救

人》，内容大多在介绍王倬榕医生优

秀的履历，赞美其救死扶伤无私奉献

的伟大人格，并表达对其英年早逝的

惋惜。

透过这一条条新闻，我看到了一

名在医术上出类拔萃，在医德上高尚

伟大的医生，正如曾经在众多类似报

道中出现过的千千万万其他医生的形

象。在我们的比喻中，我们总爱说医

生是天使，是战神，他们一边守护患

者，一边对峙死神，仿佛拥有无穷的

能量。这些让人充满敬意的宏大叙事

之外，我们可曾想到过，这些医生也

是有血有肉、会哭会笑的普通人？

我注意到，丁香医生公号发布了

一条缅怀王倬榕医生的推送 《一个喜

欢 听 周 杰 伦 的 年 轻 人 去 世 了| 27 岁

清华医生最后的奉献》。这篇文章令

我 尤 其 感 动 ， 因 为 它 揭 开 了 医 生 那

“闪着魔法光芒的白色战袍”，让我们

看到王倬榕的立体形象——他就像我

们身边的一位老朋友或是好师兄，喜

欢看番追剧，也喜欢读古诗词，还是

周杰伦的铁粉。他既有扎实的专业知

识基础，待人亦真诚友善。当我打开王

倬榕的知乎账号翻看他的回答时，我

看到他也曾经义愤填膺地为医生收入

与付出不对等的现状而打抱不平，写

下“尝闻回春圣手，憔悴渐宽衣带”的

词句。但即便如此，他还是在“有哪些

你第一眼看到就爱上的句子”这个问

题下回答：“真正的英雄主义是在认清

生活的真相后依旧热爱生活。”

王倬榕的确是一名“英雄”。不

知有多少人曾仔细了解过中国医生，

尤其是像王倬榕这样身处“高压系统”

的医生的艰难处境？北京大学医学部

八年制博士毕业生、休斯顿奖学金、瑞

年奖学金、中美宜和奖学金、优秀科研

奖、清华大学医学英才计划⋯⋯一个

个光鲜亮丽的标签背后，是常人难以

承受的重压。一方面，他们面临着繁

重的临床工作，等待着他们的是数不

清的值班。另一方面，长期的科研压

力也让人焦虑。漫天纷飞的通稿只提

到 王 倬 榕 医 生 的 优 秀 和 尽 责 ， 但 在

“日夜奋战抢救患者”这样的文字的

背后，不知是否有人细细咀嚼，压倒

了一名 27 岁年轻医生的，是否有很

多他本不该承受的重压？能够在这样

的重压之中扛起医生的责任，“在认

清生活的真相后依旧热爱生活”，王

倬榕担得起“英雄”之赞美。

“ 英 雄 ” 与 “ 普 通 人 ” 从 不 矛

盾。扛起医生肩上巨大的责任与压力

的，是一具具需要饮食与睡眠、需要

金钱与休息的血肉之躯。面对医生这

一职业，有人似乎已经习惯了通稿里

“伟大”的完美人设。此后，他们身

上的一切瑕疵，甚至并非瑕疵的东西

仿佛都成了不可饶恕的罪恶，以至于

有位医生在经过 7 个小时的高强度工

作之后，在返程路上的救护车里吃香

蕉也能被狂喷。我想，不论是医患关

系 的 纾 解 ， 还 是 医 疗 体 制 改 革 的 推

进，都需要将心比心，对医生多一点

理 解 ， 给 医 生 权 益 多 一 点 保 障 。 毕

竟，我是多么希望我能够在某一次杰

迷交友或是诗词交流中认识那个生动

可爱的王倬榕，而不是以今天这样的

方式了解他的伟大。王倬榕，行医不

易，你辛苦了！

（作者为北京大学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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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 林

一篇刷屏的博士论文后记，引发了
一波情感爆炸式的感动潮。没有一篇好
论文，哪配得上写一篇动人的致谢？我
在我的博士论文致谢中写道：致谢是需
要资格的。经受过学术挑战，站在一个
经过努力跋涉而抵达的路口，吃了很多
苦，才让自己配得上写一篇走心的致
谢，感谢那些在这段艰难攀登中给予过
帮助的人，配得上那些帮助过自己的
人。感谢，不是可以随意说出口的套
话，这是一次心灵仪式，一份对努力的
交代，一种历尽千帆后与少年初心的对
话。客观、规范、科学、数据和逻辑规
训着写作过程，不能在论文中有任何主
观和情感的倾注，为伊消得人憔悴，致
谢便成为情感表达的一个出口，有几个
博士不是一边流泪一边写着致谢？

之所以刷屏，是因为触动了这个国家
最普通的那群人拼命去读书、用力改变命

运、用力生活的情感结构。回忆一下，我
们的舆论场隔段时间就会有同样主题的一
篇文章刷屏，这个主题是最恒定的母题。
我上学那会儿还没有社交媒体，论坛刚兴
起，那时广为流传的一篇文章题目叫《我
奋斗了 18 年才能和你一起喝咖啡》，就是
这篇致谢第一句所说“我走了很远的路，
吃了很多的苦，才将这份论文送到你的面
前”。故事和流行的说法在变化，不变的
是那个关于底层人努力改变命运的母题：
把书念下去，然后走出去。

网络传播有时让人很无奈，一件事在
网上传播，经常会因为负载太多大众情绪
投射而被扭曲。再纯粹的情感，再美好的
事物，再温暖人心的故事，再美丽的心
灵，也会在爆炸式传播后走向情绪的反
面，形成流量的反噬。所以在互联网上，
很少有一种感动能超过一天。论文致谢，
很快在社交媒体形成情感分裂，有人觉得
这种感动是在掩饰问题，“感谢苦难”“感
谢贫穷”式鸡汤是一种精神麻醉。这种个
体命运的改变，掩盖不了结构性的城乡二

元问题。苦难就是苦难，阶层固化和寒门
难出贵子，不因这种“致谢式感动叙事”
而遮掩。

我不太喜欢这种貌似深刻、实则刻薄
的态度。我们的舆论场很多时候缺乏一种
包容，不是用自身的“合理性”去理解他
者的“合理性”，而是习惯以“真理”的
傲慢和自负去碾压“谬误”，形成“合理
性”对“合理性”的否定。

我很佩服一些朋友，能通过这篇博士
论文致谢看到那些正在挣扎、还没有上岸
的博士，那些同样拼命努力却不像作者这
么幸运、还没走到高点就凋零的寒门学
子，那些因为贫穷而没能走出大山、永远
无法坐一起喝咖啡的人。一个调查很让人
难过，有很多像黄国平一样默默吃苦的寒
门博士，有的兼职送外卖，有的在草原治
沙，也有人坦言，撑到毕业，但身体垮
了。这些能在感动之后跳出个案，看到更
多人生存状态和攀升困境，看到无力的挣
扎者，非常可贵。对一篇刷屏的致谢，应
该有这种由此及彼、由特殊到普遍、由感

动到沉思的深度观察。
但我想，“感动”与“深思”应该是

可以共存的，不应该变成对彼此的否定。
常有人把理性与感性当成对立的品质，这
是流行的误解。我认同这种观点：这是错
置了对立面，理性的对立面其实是愚蠢，
而感性的对立面则是冷漠。理性感性是可
以共存的，并能在互相补充、互相成就中
让一个人、一个社会更有质感，“给人双
重滋养，此端越深，彼端越深”。

就拿这起致谢刷屏事件来说，人们被
打动，是因为他深深触动了普通人不普通
的奋斗追求，人们从他身上看到了自己努
力的样子，心酸于他的贫穷，敬佩于他的
拼搏，欣慰于他今天的成就，活出了让爱
他的人为他骄傲的模样。这种感性的共
鸣，可以凝聚一个社会对奋斗和读书的信
仰，让无力和悲观的人看到一道光。当
然，很多人没有停留于这种感性触动，而
看到背后的问题，城乡差别，寒门艰难，
上升困境，现实骨感，等等，这种问题导
向的理性透视也是必要的，确实，有很多

人不像黄国平那么幸运，他们的困境要被
看见。有些人通过奋斗走出来了，有些人
正在拼搏奋斗，有些人没有走出来，这些
是共存的事实。

“感动”与“思考”，怎么就对立起来
了？如今似乎流行制造对立：赞美正能
量，似乎就被看成是“掩盖负能量”。批
评负能量，会被指责“你怎么看不到正能
量”？感动于致谢的奋斗，就被批评“你
怎么没有看到贫穷的残酷”。这种互相否
定的对立思维中，再美好的事都能引战和
撕裂。黄国平靠努力改变了命运，很多人
都是这么走出来的，让人感动。有些人没
有改变命运，甚至被命运碾压，值得反
思。都是事实，不用在极化思维中把此种
存在当成对彼种存在的否定。

一边感动，一边反思，这才是一个完
整的人。有人拼命努力实现了自己的梦
想，有人没有赶上列车，有人在用力赶
路，有人被列车甩下，这都是真实社会所
发生的。一篇致谢，只是一个人的致谢，
不要让他背负一个时代的重力。

不要好斗到连个论文致谢都要开撕

□ 张 坤

提起能工巧匠、大国工匠，不由得想
到“匠心”。

而提起“匠心”，自然想到无处不在
的“锁”。从前的，当下的；花旗的，密
码的；机械的，智能的⋯⋯

“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
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

一首 《从前慢》 勾起许多回忆的同
时，也让我们感叹“当下快”，急功近
利、粗制滥造的“短平快”，似乎成了一
种工作生活常态，而一片匠心铸就的“真
善美人生”却不应该这样。

“匠心”是一种超然物外、平等真诚
的平常心，是一种爱岗敬业、精益求精的
专注心，是一种创新不止、久久为功的坚
韧心。

有理想与爱绵密织入的匠心是无价
的。气韵独特、巧夺天工的“匠心锁”，
绝不等同于那千奇百怪的“各种锁”。某
种意义上，一把做工粗糙、没有匠心的黄
金锁，远远比不上一把精雕细琢、鬼斧神
工的木制鲁班锁，黄金可以在世间找到，
匠心却因稀缺，人间难买。

几年前，德国总理默克尔从中国总理
手中接过那只精巧的“鲁班锁”时，一个
再显著不过的信号，经由两国总理的动作
和笑容释放出来：全球最大制造国与最精
良制造国之间的合作，令人期待。

传统和现代严丝合缝，铝合金代替了
木头，中国制造与德国制造，在这只“鲁
班锁”中得到完美的统一。3 名天津中德
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用德国机床制作了
这一精美的物件。当它在外交场合，由中
国总理亲手赠送给德国总理时，1000 多
年的故事和 100 多年的故事，在其中不期
而遇。

笔者曾经采访过传统制锁的工艺过
程，很震撼，但印象最深的，还是一档

《匠心》电视栏目中的镜头：
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生产车间中，正在

制作以色列锁，员工们用细致、熟练的手
法将 44 个零件一一组装，整个工序至少
经过 17 双手才能完成，过程中不允许出
现一丝错误，否则满盘皆输。在以色列锁
生产线的旁边，《匠心》 栏目组发现了千
层锁的组装间，这把锁与其他锁不同之处
就在于千层二字，老练的师傅们仅靠肉眼
区分便将 25 片几乎相同的锁片按照顺序
层层排列，分毫不差。

一把锁的组装，如同一个益智玩具、
一篇融媒精品、一个精密仪器、一个智能
太空舱等等产品物件的组装，不仅仅需要
熟练的专业技术，更需要一种精益求精的
奉献态度。

可以说，匠心精神是现代社会人人都
应具备的精神，无论从事什么样的行业和
职业，无论是研究生、本科、大专还是中
专毕业生，甚至没有学过什么文化的普通
人，在匠心精神面前都是一视同仁、平等

无欺的。韩愈说：“闻道有先后，术业有
专攻，如是而已。”三百六十行，行行出
状元。人无贵贱，职业亦无贵贱。人人都
可以为他人、为国家和社会贡献一份力
量，并收获成长、快乐和幸福。

近期那位“从前慢”中因摆摊火起
来的 96 岁大陆老奶奶，让我想起前几年
摆摊卖菜做公益的台湾老奶奶，不都是
在中华文化代代传承中，把那一片匠
心，融入了日用而不觉的工作、生活中
了吗？倒是一群以老奶奶们博眼球、吸
粉丝、赚流量的“当下快”人，是值得
警醒的反面教材。

其实，每一个人的健康成长过程，也
好比是一把“匠心锁”的制作过程。并不
是外表好看、材料好看就叫“匠心”，徒
有其表、夸夸其谈、粗枝大叶、滥竽充数
的，随处可见。而最值得玩味的，还是那
些虎头蛇尾、患得患失，甚至制造不出一
把适合的钥匙，活活把自己人生“锁”死
的悲剧，这些悲剧人生的主角，不反省自
己，却习惯怨天尤人，把造不出好“锁”
的原因，肆意归结为外在的天地万物。

而几乎每一位拥有造锁绝技的工匠，
每一位身怀高超技艺的人，对天地自然和
手中物、身边事，都是心怀敬畏的，每一
个细节都蕴含着天道，因此养成了耐得住
寂寞、坐得住冷板凳、下得了苦功夫的精
神，以及那一份纯粹透彻的明亮初心。

少一些浮躁，多一些纯粹；少一些投
机取巧，多一些脚踏实地；少一些急功近

利，多一些优品精品。若学习拥有了匠
心，就拥有了一种专注严谨、超越自我的
态度，就拥有了一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的淡定自信。面对浮华无常，始终保持自
己的节奏，始终相信自己的未来，始终守
护自己的良知，也始终让自己的产品、物
件、设计、言行放心。一把钥匙开一把
锁，一种活法成就一种人生，匠心融入的

“好钥匙”和“好活法”，必能开启一个个
“匠心锁”，成就一个个花开绽放、鲜艳灿
烂的人生。

早在 2003 年，我就写过一本书 《蓝
领新贵——高技能打造中国新阶层》，在
当时可说是一本“冷门书”，在鲜明倡导
培养高技能人才的新时代，掸去这本书
的灰尘，一页一页翻看，不禁唏嘘感
慨，因为很多的问题依然需要深化体制
机制改革解决。一方面，2020 年，重点
领域的高技能人才缺口超过 1900 万，到
2025 年预计达到 3000 万；而另一方面，
大学生就业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与高质
量产业升级不相匹配的人力资源培训培
养依然任务艰巨。

作为较早提出重视高技能人才、创
办 《职业教育》 版的主流媒体之一，中
青报的融合改革虽然取得一点点成绩，
但在新时代服务青年成长成才、就业创
业方面，在全媒体传播、服务职业教育
新理念方面，依然研究不够、调查不
深、成效不大。

特别是今天推进职业教育事业发展，

如何用匠心精神育人？如何让更多人才拥
有匠心精神？实在是一件非常重要而迫切
的大事。

面对当下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
如何放下小我，尽心尽力、量力而行地耕
耘于每一个岗位上？如何更加在追求公平
与效率的平衡中，让心灵获得解脱，让人
格得到升华？如何在不忘初心的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中，用信仰累积起生命的质感
与厚度？

每一位匠心者从来就不在意外界给予
什么头衔光环，也不会刻意炫耀五彩的光
芒，如同蚌腹中那颗经年累月打磨出的晶
莹珍珠，始终散发着温润的光泽，不哗众
取宠，不取悦他人，只是在千万年岁月长
河中浑然天成，自我滋养，润泽匠心。一
飞冲天势自好，平地踏步亦春雷；金光闪
闪照人明，朴实优雅气自华。

正如一片姹紫嫣红的春花烂漫中，每
一朵巧夺天工、匠心独运的花儿，都有其
独特绽放的生命价值。此时，一个写着

《匠心锁花开》 的文字匠，正漫步在一片
桃花杏花掩映的紫藤花下。

索性坐下，用一把灵魂的密钥打开封
闭多年的时光之锁，作家宗璞的《紫藤萝
瀑布》自然流淌出来：

“我沉浸在这繁密的花朵的光辉中，
别的一切暂时都不存在，有的只是精神的
宁静和生的喜悦⋯⋯它是万花中的一朵，
也正是一朵朵花，组成了万花灿烂的流动
的瀑布。”

匠心锁花开

暖 评

4 月 20 日 ， 清 华 大 学 110 周 年 校 庆 系 列 展 览 “ 水 木 湛 清

华：中国绘画中的自然”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开幕，展览共

展出 90 余件古代绘画精品，包括此前未公开展示的李公麟、苏

轼名下的画作和其他宋元画作，以及沈周、文征明、仇英、董

其昌、陈洪绶、八大山人、石涛等明清名家画作。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孔斯琪/摄

①身穿中国传统服装的参观者在展厅拍照留念。

②参观者在拍摄展品。

③参观者在观展。

④一名观展的小朋友。
④④③③

②②

①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