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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其滨

1950 年，年仅 17 岁的潘国民考入哈尔

滨外国语专门学校，4 年后，作为新中国早

期培养的俄语研究生。潘国民决定留校任

教 ，并 开 始 词 典 编 写 工 作 。六 十 载 光 阴 流

转，年过古稀的潘国民守着他的“痴心”，笔

耕不辍，一心扑在辞书事业上，终于在他在

82 岁高龄时完成了被誉为“旷世巨典，词

林丰碑”的《新时代俄汉详解大词典》。潘国

民几十载如一日的历史责任感、甘心奉献

的高尚品质和一丝不苟的敬业操守，彰显

的正是涵养时代气质的工匠精神。

结缘辞书，坚守岗位

上 个 世 纪 50 年 代 ，新 中 国 俄 汉 词 典

编纂事业的萌芽孕育在黑龙江大学。潘国

民、李 锡 胤 等 教 师 ，在 时 任 黑 龙 江 大 学 校

长赵洵的带领下开始了词典编纂工作。由

于当时俄汉工具书十分匮乏，俄语教学又

确实有迫切的实际需求，老校长赵洵准备

在苏侨教师留下的部分语料基础上，牵头

编一本主要用于教学的《俄汉搭配词典》。

很多人都知道编词典工作苦，身份上又属

于 教 辅 人 员 ，不 太 愿 意 去 编 词 典 ，而 是 更

愿意在俄语教学工作的第一线。

“我去吧。”潘国民几乎没有犹豫，毅然

接过了学校交给他的词典编写任务。3 年

来，潘国民在编译室“摸爬滚打”：“当时没

有学过编词典，完全是和大家一起摸索，确

实非常痛苦，从不会编词典到会编，可以说

是一个经历多次失败才成功的过程。”潘国

民 回 忆 ，他“ 好 不 容 易 才 编 完 第 一 部 词 典

《俄汉搭配词典》”。

屋漏偏逢连夜雨。原本组建好的 25 人

《俄汉详解词典》编写队伍因“下乡办学”被

迫解散，词典编写工作因此中断。老校长赵

洵向上级求助，申请重新组建队伍，恢复词

典编写工作 。1964 年，潘国民便被抽调到

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语言研究所，跟

随老校长赵洵继续编词典。可令人始料不

及的是，2 年后，老校长赵洵蒙冤入狱，编

写工作再次被迫中断。但潘国民编词典的

心仍未动摇。他曾回忆道：“当时我编写的

《俄语常用动词例解》，编书经费自理，可谓

是自己油印、自己装订。”

1985 年，潘国民在《苏联百科词典》交

稿后，提出要再编大词典，在得到了老搭档

李锡胤“编大词典，算我一个”的口头承诺

后，向老校长赵洵写信汇报了继续编写《俄

汉详解大词典》的想法，他知道，这部词典

正是老校长赵洵几十年来未实现的心愿。

潘国民曾回忆当时的情形 ：“50 年代俄语

辉煌时的一代人正陆续离退休，短期不会

再 有 那 么 多 从 事 俄 语 词 典 编 纂 数 十 年 的

人，我们这些人有责任留点东西给后人，不

然太可惜了，对国家也是损失。”

就这样，已望七高龄的老校长赵洵带

着潘国民、李锡胤立即拉班子、组队伍，立项

目、筹经费，克服层层困难，找到多方帮助，才

得以使词典编写工作顺利进行。1988 年，时

任《俄汉详解大词典》编委会主任的赵洵曾

感叹说：“我在和死神赛跑，我希望在死神到

来之前把这个四卷本编完”，“如果我看不到

词典，请把词典放在我的遗像前。”

信守承诺，坚定执着

老 校 长 赵 洵 没 能 等 到 她 为 之 奋 斗 30
多年的大词典出版。1988 年 12 月 14 日，赵

洵因突发心脏病与世长辞，离世前，她的桌

子上摆放着的，正是那本编写中的大词典

书稿。作为赵洵的学生、战友，潘国民、李锡

胤等黑大辞书人下决心要完成老校长未竞

的事业。他们日以继夜地工作，潘国民曾在

词典编写总结中写道：“我永远无法忘记老

校长生前的嘱托，永远记得当年的那个场

景，所以，我为了老校长的这句嘱托，我许

下了我的一生，举全家之力来编写这部大

词典，这是我的事业，也是我的生命。”

在老校长赵洵逝世 10 年后的 1998 年，

经历了 40 年编纂时光的《俄汉详解大词典》

终于问世，成为当时国内收词最多的一部双

语工具书。《俄汉详解大词典》出版后曾被赠

送给访问我国的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俄罗

斯科学院通讯院士、语言研究所所长维·宋

采夫赞誉这部词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

界的大事，是中国俄语学家的巨大成就。

辞书事业没有终点，《新时代俄汉详解

大词典》就是对这“永不停歇的奋斗”最好

的印证 。2005 年，商务印书局提出要修订

增订《俄 汉 详 解 大 词 典》的 想 法 ，已 72 岁

高龄的潘国民决定重新启程，他决心在自

己的有生之年对之前编纂的《俄汉详解大

词典》再进行一次修订。潘国民笃定地说：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编词典的心

还是没有死 。”他把陈叔琪、郑述谱、李蕴

真 等 中 国俄汉双解词典编纂领域的专家

重新召集到一起，一支平均年龄超过 70 岁

的词典编写团队再次组成。

午夜一灯，晓窗千字。潘国民一丝不苟

地戴着老花镜伏案，在以吨计的“故纸堆”

中去粗取精，搜寻释义。而这一干，就是 10
年。潘国民在《修订增订通报（第一期）》中

写道：“我们年老体衰、行动不便，遇事不便

开 会 商 量，只 能 电 话 沟 通 ，不 得 不 便 宜 行

事。”就这样，潘国民以电话和情况通报的

形式组织大家启动词典修订增订工作。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对

编纂者来说，编词典是苦工，要经过“编、

校、定、审、读”多个步骤。《新时代俄汉详解

大词典》（四卷本）编纂工作的最后一期简

报中这样写着：“编者在交稿前曾做过 5 次

全面加工。交稿后，编辑部做 3 次加工。退

改后配合编辑部，编者又要过 3 遍手。”“过

一遍手”是在辞书编纂中经常用到的术语，

即编者按照编纂细则的要求认真细致地通

读、通查全篇。2000 余万字的书稿“过一遍

手”是什么概念？常人也许只能估算，但却

无法真切体会。在潘国民的《校对意见》手

稿 中 有 一 封 写 给 陈 叔 琪 的 信 ， 信 中 说 ：

“ 我 花 了 将 近 9 天 的 时 间 校 完 了 K 字 母 。

原来 750 页，现在 767 页，增加了 17 页，合

8 页半⋯⋯”大词典正是在这样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的积累中完成。

老骥伏枥，痴心不改

在词典的编写过程中，潘国民曾说：“词

条与人一样，过肥不好看，过瘦也不好看，总

是匀称好看。过深不好，过浅也不好，总是适

中的好。”“定稿时，拿起一个词条，常有面对

一盆盆景之感，去掉重复的、不典型的、艰涩

的，常有修枝、清除败叶之感。最后这盆盆景

变美了，达到了目的。”就是按照这样的原则，

潘国民在词典的编写工作中不懈地努力着。

“求词典真义、为读者所需。”在这 10年中，潘

国民在书桌的方寸天地辛勤耕耘，几次生病

住院都没有停歇词典的编写。在词典的编写

过程中，他得到了两个女儿潘红梅、潘枫红

的大力支持，她们放弃了自己的工作，投入

到父亲的辞书事业中，承担了录入、排版、改

版等方面的工作，陪着父亲为词典的编写付

出了自己的青春和汗水。

经历了 10 年的编纂，《新时代俄汉详

解大词典》终于得以正式出版。新编成的词

典 收 词 量 达 到 30 万 ，总 字 数 达 到 2700 万

字，共计 7594 页，成为中国迄今为止收词最

全、篇幅最大的俄语词典，也是世界上最大

规模的双语词典之一，再次创造了辞书编

纂史上的奇迹。词典中 5.4 万个新增词及对

原有词新义、新用法的增补，占全书篇幅的

16%，与时俱进地反映出近 20 年俄语变化

发展的新面貌和新成就。词典博采俄苏与

英美词典之长，熔语词与百科于一炉，其收

词量大而广，创国内俄汉工具书收词之最。

在 60年的词典编写中，潘国民始终奋战

在词典编写工作的第一线，主持编写了《俄

语常用动词例解》《俄语 8000 常用词词典》

《俄汉详解大词典》等多部词典。仅他所撰写

的《编写细则》等词典文件就有几十万字，并

自费印成《<俄汉详解大词典>是怎样编成

的？》“小册子”，为后人词典编写工作留下了

十分宝贵的经验。2018年《词典的历程——<
俄汉详解大词典>和<新时代俄汉详解大词

典>的编纂始末》一书正式出版，该书就是在

那本“小册子”的基础上完成，完整地记录了

两本大词典的编写经验和编写历程。

潘国民主持和参与编写的词典中，《大

俄 汉 词 典》获 得 首 届 中 国 辞 书 奖 一 等 奖 ，

《俄汉详解大词典》获得第三届中国辞书奖

一等奖、第四届国家图书奖，《新时代俄汉

详解大词典》获中国出版集团出版奖、第十

七届黑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一等

奖。潘国民作为带头人的《新时代俄汉详解

大词典》团队获得 2016“感动龙江”年度人物

（群体），他本人也获得中国辞书学会辞书事

业终身成就奖。“六十载辞书情缘，诉不尽编

写艰辛；杖国之年潜心科研，道不尽为国情

怀”已然成为这位将毕生精力都献给俄语

辞书事业的研究员一生最好的写照。

以笔为犁 以心聚力

潘国民的60载辞书情缘

从 今 年 4 月 起 ， 由 中 国 青 年 报

社、中青校媒携手美赞臣营养品 （中

国） 有限公司发起的“雏鸟伴飞”关

爱计划为全国各地的 100 所幼儿园募

集童书 4 万册。暑期来临，北京师范

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和安徽师范大学

的 7 支支教团队，将这些童书带往支

教 地 ， 布 置 “ 雏 鸟 伴 飞 ” 爱 心 图 书

馆，安排阅读课，将书的陪伴送往乡

村孩子身边。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毕若旭
实习生 李梓昂 盖姣伊

6 月末的一个傍晚，夏东洋静静地趴

在冲浪板上，面朝海天相接的那条线。天

空 显 出 一 张 微 醺 的 脸 庞 ， 被 夕 阳 染 得 绯

红。晚霞渐晚渐浓，直至天空变成青色，

再变成藏蓝，暮色四合，视线中的一切随

着天光暗去逐渐消失，仿佛只要他一直划

水，就可以抵达世界尽头。

这是让夏东洋印象最深的一次冲浪。

自 从 2020 年 年 底 在 一 位 博 主 的 vlog 里 目

睹了冲浪的画面，他瞬间就“上头”了。

给自己定了每个假期都要学一项新技能计

划的他，即刻把冲浪定为新目标。

“ 酷 ”“ 飒 ”“ 让 人 热 血 沸 腾 ”， 是 夏

东 洋 赋 予 冲 浪 的 形 容 词 ， 也 是 他 对 冲 浪

“一见钟情”的原因。和冲浪一样，一些

在 近 几 年 进 入 人 们 视 野 的 小 众 项 目 ， 正

在 和 年 轻 人 产 生 化 学 反 应 。 不 仅 如 此 ，

2016 年 ， 国 际 奥 委 会 正 式 宣 布 棒 垒 球 、

空 手 道 、 滑 板 、 竞 技 攀 岩 和 冲 浪 等 五 大

项目成为 2020 年东京奥运会的正式比赛

项目，霹雳舞也将成为 2024 年巴黎奥运

会 的 比 赛 项 目 ， 受 到 全 球 瞩 目 的 国 际 大

赛 ， 也 在 加 快 这 些 项 目 闯 入 人 们 生 活 的

进程。

中国青年报社中青校媒面向全国各地

2892 名 大 学 生 发 起 问 卷 调 查 ， 结 果 显

示 ， 他 们 中 的 39.83%对 冲 浪 、 攀 岩 、 滑

板、街舞等新兴运动中的一项或多项非常

感兴趣，47.06%受访者表示对这些运动项

目 比 较 有 兴 趣 ， 仅 13.11% 表 示 兴 趣 不

大。滑板 （54.63%）、街舞 （45.99%）、冲

浪 （45.68%）、 轮 滑 （39.38%）、 攀 岩

（35.20%） 都是较多受访者想尝试的新兴

运动。

高 校 是 捕 捉 运 动 潮 流 的
“气象站”

在 2892 名 受 访 者 中 ， 89.63%期 待 学

校开设又潮又酷的新兴体育课程。走在潮

流风口上的大学生的呼声，率先被高校捕

捉，高校课程设置、社团建设的节奏往往

与 之 同 频 共 进 。 厦 门 大 学 开 设 网 红 桨 板

课，浙江大学、长沙理工大学等开设攀岩

课，滑板、轮滑、街舞等社团活跃在各大

高 校 。 因 此 ， 许 多 新 兴 运 动 项 目 虽 然 小

众，但体育场地、器材、师资资源相对丰

富的大学校园，往往成为这些运动项目的

“温床”。

中青校媒调查显示，19.16%大学生认

为在大学里参与新兴运动非常便利，因为

学校开设有相关课程或社团；54.46%认为

比较便利，当自己想去接触新兴运动时，

能够通过社团、朋友等渠道接触到。大学

生参加新兴运动的方式主要是参与学校的

社 团 （48.17% ）、 选 学 校 的 体 育 课

（45.02%） 和 自 己 找 机 会 不 定 期 参 与

（32.75%）。

学 校 是 陈 凌 霄 的 攀 岩 “ 启 蒙 地 ”。

2017 年 刚 来 到 北 京 大 学 时 ， 他 受 到 了 极

大的“视觉冲击”——山鹰社的学兄学姐

在 岩 壁 上“ 飞 来 飞 去 ”。 亲 身 体 验 之 后 ，

这项运动“酷炫”外表下的细节魅力让他

更为兴奋。“攀岩是与自己身体交流的过

程，我在攀岩时能感受到每一条肌肉的发

力，有时细微的发力变化，就能帮助我完

成很难的线路。”

如今已经行走岩壁 4 年，成为山鹰社

理事、攀岩处处长的陈凌霄，对和他的名

字有相似意涵、把“向上”作为终极目标

的攀岩有了更深的理解。“攀岩是不断挑

战 自 身 极 限 的 过 程 ， 突 破 自 己 的 力 量 极

限、攀岩技术的精化，都给我以极大的成

就感。”

2019 年 ， 厦 门 大 学 体 育 部 老 师 林 秋

华开设的桨板课，让厦大再度成为热搜上

的“别人家的学校”。马宏宇是厦门大学

前舟艇协会会长、前桨板队队长。比起对

初学者没那 么 友 好 的 冲 浪 ， 他 更 推 荐 起

源 于 冲 浪 、 但 在 静 水 上 也 能 玩 的 桨 板 ，

“ 好 上 手 ， 还 安 全 ”。 厦 门 大 学 每 学 期 都

有 能 容 纳 100 人 左 右 的 桨 板 课 ， 是 热 门

抢 手 的 课 程 ， 平 时 主 要 在 校内的湖泊上

课，有机会老师也会带同学们到学校附近

的海边上课。

马宏宇所在的桨板队是桨板课的“进

阶版”，如果有同学被桨板吸引、愿意参

与训练，桨板队还会给同学们提供更深入

的学习机会。机会不仅局限在校内，2017
年，马宏宇就到海南万宁参加了首届中国

大学生桨板竞速挑战赛。这次参赛经历也

给 马 宏 宇 后 来 的 冲 浪 热 情 埋 下 了 伏 笔 。

“在参赛地有体验冲浪的机会，我尝试之

后一下就喜欢上了。”浪尖上的速度不仅

让他享受刺激感，和海洋的亲密接触，也

让他更加感恩和敬畏自然。

黄予俏是对外经贸大学野马女子垒球

队前队长。在她看来，随着棒垒球在年轻

群体中出镜率越来越高，高校棒垒人将会

是棒垒球推广的中坚力量。这样的判断来

自于她对棒垒球运动在一些大学里有较好

开展基础的认知。首都高校间每年都有棒

垒球赛事，这让每一年的毕业生都能带着

一整个夏天的棒垒记忆，迈向下一段人生

的道路。

“潮 酷”与“入 奥”带 来 突
破“小众”信心

今年让黄予俏最心潮澎湃的事，就是

能在奥运会上看到棒垒球比赛。东京奥运

会开始前 1 个月，各种棒垒球相关的消息

就涌入她的手机，各种球队群也在狂热讨

论，大家纷纷组织起“云看球”。“果然这

就是奥运会，是能让人热血沸腾的盛事。”

奥 运 会 带 来 的 信 号 是 一 项 运 动 的 发

展，这对于在国内仍是小众新兴项目的棒

垒球，无疑是一针“强心剂”。对黄予俏

和棒垒球爱好者来说，这是推广和普及棒

垒 球 的 绝 佳 机 会 。“ 真 希 望 有 一 天 ， 传

球、打球不再是一件只有在学校才能做的

奢侈之事。”

黄予俏的愿望折射出一些新兴运动项

目的现状。中青校媒调查显示，大学生尝

试新兴运动的意愿较强，但真正体验过这

些运动的大学生比例较低。轮滑是这些较

为新兴的运动项目中，有最多受访大学生

参与过的一项（39.52%），滑板（35.03%）、街

舞（16.46%）第二和第三位，攀岩（8.68%）、

冲浪（4.39%）等对场地、设备要求较高的项

目，参与人数比例则相对较低。即便在运动

开展条件较为完备的高校，还有 26.38%大

学生表示，在大学里参与新兴运动不太便

利，想去接触时也很难接触到。开展场地和

设施要求高（73.48%）、参与所需花费较高

（59.34%）、传播有限（54.94%）、专业教师缺

乏（53.87%）等，是受访者眼中新兴运动开

展目前存在的阻碍。

25 岁 的 李 宸 想 是 北 京 交 通 大 学 的 研

究生，也是一位冲浪爱好者。她给自己买

了滑板和平衡板，平时就通过这些练习平

衡感。在她看来，冲浪在国内比较小众有

其环境因素。国内很多沿海地区的浪都比

较小，不适合冲浪，体验价格比较贵，而

且在很多人眼里，这还是一项很危险的极

限运动。

马宏宇也有相同的感受：“国内好的

冲浪点比较少，距离也比较远，平时很难

去。”但因为“瘾太大”，他总是趁着假期

自己找机会去冲浪。“高校如果想组建冲

浪 社 团 ， 也 会 受 到 比 较 大 的 地 理 因 素 限

制， 毕 竟 国 内 靠 近 好 浪 点 的 学 校 很 少 。”

但马宏宇了解到，很多高校都开始慢慢引

入桨板课，它对水域的要求没那么高，开

展起来更便利。

对 于 年 轻 人 来 说 ， 没 有 什 么 “ 热

爱”克服不了的困难。“真的对冲浪有兴

趣 ， 平 时 可 以 玩 陆 地 冲 浪 板 ， 假 期 再 去

海里尝试。”马宏宇明显感觉到，虽然玩

冲 浪 的 大 学 生 人 数 还 不 算 多 ， 但 近 几 年

越 来 越 多 的 人 开 始 关 注 冲 浪 ， 开 始 去 体

验 和 尝 试 。 尤 其 是 冲 浪 入 奥 ， 让 很 多 业

余 冲 浪 运 动 员 也 能 参 与 世 界 大 赛 ， 比 赛

在 全 球 转 播 ， 也 会 引 起 更 多 人 的 关 注 。

“这对喜欢和想参与冲浪的年轻人都是值

得激动的。”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王国彪是野马棒

球队的 前 队 长 ， 毕 业 回 到 家 乡 之 后 ， 他

很少有机会接触棒垒球，“毕竟这是一项

团 体 运 动 ， 但 在 二 三 线 城 市 ， 几 乎 找 不

到 棒 垒 球 运 动 场 地 和 相 关 产 品 的 踪 影 。”

他 期 待 棒 垒 球 入 奥 将 引 起 的 “ 连 锁 反

应 ”，“ 相 关 的 体 育 机 构 、 市 场 、 高 校 都

会 对 校 内 和 校 外 的 棒 垒 球 运 动 提供更多

支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未来一定会有

更多和我一样热爱这项运动的大学生投身

到这项运动的发展，给大学和社会营造更

好的运动氛围。”

被“吸”入 新 兴 运 动 的 年
轻人收获“进化”的自己

每 年 对 外 经 济 贸 易 大 学 的 “ 百 团 大

战 ” 上 ，Chill 滑 板 社 都 能 成 为 这 条 社 团

大街上“最靓的仔”。根据社长邵尧森的

经 验 ， 摊 位 要 摆 在 比 较 开 阔 的 场 地 ， 便

于 社 团 成 员 现 场 展 示 ， 也 能 让 新 生 当 场

体验。

在邵尧森眼中，滑板最大的吸引力就

在于“chill”。社团的这个名字，含义就

是“轻松、悠闲、逍遥自在”。“滑板是一

件能体现年轻人态度的运动。”邵尧森觉

得 ， 滑 板 虽 然 结 构 简 单 ， 但 有 无 数 种 玩

法；虽然有所谓的“招式”，但从不把滑

手桎梏于规则当中，每个滑手都有自己独

一 无 二 的 招 式 和 风 格 。“ 包 容 ”“ 个 性 ”

“挑战”，滑板的这些先天基因，恰好能反

映出当下年轻人追求个性、乐于接受新鲜

事物的生活态度。“正因如此，我通过滑

板认识了很多有趣的人，这件事非常酷。”

“ 趣 味 性 强 ”（72.44%）“ 新 潮 时 尚 ”

（60.30%）“酷炫带感”（58.78%），是中青

校媒调查中受访者赋予新兴运动的标签。

正是靠着这样的第一印象，新兴运动像一

块磁铁，把和它调性相符的年轻人吸入体

育领域，在此之后，一步步把体育真正的

意义铺展开来。

“冲浪最大的意义，就是让我收获了

一 个 ‘ 进 化 ’ 的 自 己 。” 夏 东 洋 的 “ 进

化”源自认识和精神两个方面。“第一次

了 解 ‘ 溃 点 ’ 这 个 词 时 ， 我 突 然 有 一 种

开 阔 感 。” 初 识 这 项 运 动 的 专 业 词 语 后 ，

紧 接 着 涌 来 的 是 从 身 体 到 灵 魂 的 冲 浪 体

验 。 鼻 子 呛 水 、 大 脑 麻 木 。 一 开 始 巨 浪

打 过 来 的 时 候 完 全 躲 不 开 ， 整 个 人 在 海

里 翻 滚 ， 就 像 被 扔 进 了 滚 筒 洗 衣 机 。 每

天 的 体 验 都 不 一 样 ， 每 个 季 节 的 体 验 更

加 不 同 。 有 时 候 他 好 不 容 易 往 海 里 游 了

几 米 ， 大 浪 一 来 ， 连 人 带 板 都 被 冲 上 海

岸 。 他 一 次 又 一 次 从 水 里 捞 起 湿 淋 淋 的

自 己 ， 可 以 预 见 但 不 知 道 什 么 时 候 会 来

的成功支撑他再来一次。“最大的成就感

就 在 那 一 瞬 间 ， 站 起 来 ， 在 浪 的 托 举 下

往 前 冲 ， 就 那 一 瞬 间 ， 足 以 治 愈 之 前 所

有被浪打翻的挫败感。”

有 助 于 锻 炼 身 体 、 掌 握 运 动 技 能

（33.58%）， 新 型 运 动 形 式 激 发 大 学 生 参

与、增加运动人口 （24.24%）、有助于大

学生在体育中感受乐趣 （16.56%）、帮助

社交 （14.42%） 是大学生从新兴运动中得

到的收获。

攀岩给陈凌霄带来的成长远超出运动

本 身 ， 尝 试 更 丰 富 的 动 作 、 欣 赏 自 然 之

美 、 学 会 在 在 野 外 攀 岩 中 评 估 并 预 判 风

险，都让他感受到自己的长进。“还有一

些攀岩形式，比如先锋攀岩，需要两人以

上进行，一起‘磕线’的朋友之间会有非

常多的交流，话题始于攀岩，但不会终于

攀岩。”

邵尧森发现，滑板、街舞、说唱、街

球这些社团中，有一些成员是重合的。这

些和年轻人偏爱的文化属性“绑定”的流

行文化，正在以多元的方式彰显着这代年

轻人的个性魅力，也成为他们在社交领域

特有的“暗号”。

夏东洋早已不把社交圈局限在现有的

范围，他期待在冲浪中遇到“高手”，在

他 的 想 象 里 ， 他 绝 不 只 惊 讶 于 对 方 的 技

巧，更想去了解他们心中的热爱。“我希

望能继续和这些朋友一起出发，每人头上

顶一支浪板，逆着浪奔涌的方向，朝大海

里游去。”

冲浪、攀岩、滑板⋯⋯酷炫、个性和“进击的年轻人”

近九成大学生期待新兴运动课 大手牵小手
雏鸟伴飞翔

北 京 师 范 大 学 铎 风 实 践 队 将 “ 雏 鸟 伴

飞”关爱计划中募集的童书带往四川省凉山

彝族自治州喜德县晨光小学。图为同学们在

图书室外看书。 北京师范大学供图

南京理工大学常青藤支教队二队将“ 雏

鸟伴飞”关爱计划中募集的童书带到贵州省

遵义市正安县流渡镇白石小学。图为孩子们

在图书室外。 南京理工大学供图

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学生赴安

徽省霍山县进行传媒素养普及培训。

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供图

北京师范大学法育武乡普法支教队在设

于山西省长治市武乡县五一小学的“雏鸟伴

飞”爱心图书馆摆放书籍。

北京师范大学供图

南京理工大学常青藤支教队一队在贵州

省铜仁市思南县杨家坳乡小丰溪小学的“雏

鸟伴飞”爱心图书馆整理书籍。

南京理工大学供图

北京师范大学武乡惟勤普法支教队成员

在山西省长治市武乡县太行上电希望小学举

办图书捐赠仪式。 北京师范大学供图

南京理工大学常青藤支教队三队成员在

贵州省遵义市正安县流渡镇村台小学带孩子

们做游戏。 南京理工大学供图

潘国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