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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宛吟 张 晗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雷 宇

上个世纪 60 年代，水利学家茆智做橡

胶树灌溉试验研究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

现象：在土壤湿度高的土地里生长的胶树

长得快，在土壤较干的土地里的胶树长得

慢；但是在一场大雨或是一次充分灌水后，

土壤含水率低的土地上，原来生长得慢的

胶树，反而生长得更快，原来生长得快的胶

树，生长速度未变、甚至退减，被原来生长

慢的胶树超过。

他 和 学 生 用 了 几 十 天 的 时 间 挖 掘 树

根，找出了埋藏在地下的秘密——干旱地

里的胶树，根能长出半层楼高，多是有活力

的白根（吸收根），而原来较湿土壤里的胶

树，不仅根浅、分布范围小，而且具有许多

黑根、烂根。

由此，茆智创造性地提出了作物受旱

后再灌溉生长发育的“反弹效应”理论，

并 推 广 到 数 千 万 亩 农 田 。 之 所 以 “ 反

弹 ”， 他 认 为 是 在 外 界 环 境 不 利 的 “ 逆

境”条件下，生物自身发展了适应此“逆

境”的器官与能力。据此，他提出了作物

节水灌溉的新途径。

今天，让很多从物质贫乏年代走出来

的父母费解的是，在蜜罐里长大的青少年

一代，他们的烦恼似乎并不比上一代少，而

且面对困难时似乎更加脆弱。

穿越时光的尘烟风雨，这位即将迈入

鲐背之年的科学大师说，“反弹效应”理论

的意义远远不止于作物，逆境对今天的青

少年来说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在逆境中

的成长能让人受益终身。”

童年经历让他确立了一生的志向

1932 年 ，茆 智 出 生 于 江 苏 省 江 浦 县 。

江浦东南倚长江，西北枕滁河，曾有“京都

拱卫”“京师屏藩”之称，自古墨香浓郁。

茆智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

祖父曾创办了全县唯一的一所新式教育的

学堂，是江浦县第一任教育局长；父亲上个

世纪 20 年代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后先后

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国立南京大学等，解

放后全国院系调整，分出南京工学院、南京

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理科，终

身在中学、大学任教。

抗战烽火中，5 岁的茆智跟随着家人，

途经湖北、湖南、贵州等省，一路流亡，

到了 9 岁，最终来到四川合川县 （今重庆

市合川区）。

读高小的时候，小学在合川近郊，茆

智 家 住 在 远 郊 的 国 立 第 二 中 学 高 中 部 宿

舍 ， 上 学 单 程 要 走 1 个 多 小 时 。 由 于 家

穷，春、夏、秋三季，茆智基本上是赤脚

走路，少数日子穿草鞋，冬天则是穿草窝

子保暖。

从 1941 年至 1946 年，茆智的父亲在国

立第二中学任教。这是一所由江苏省几所

重点中学合并迁来合川的国立中学，主要

招收来自苏、浙、皖、沪几省的“流亡学生”。

在此期间，父亲经常邀请即将毕业的学生

来家里夜谈，鼓励他们去报考重庆的中央

大学，并且教育他们：“一定要为了国家

学习、为人民学习。”

昏黄的夜灯下，父亲的身影和唠唠叨

叨的话语成为茆智儿时最生动的一堂人生

大课。

上小学时，茆智每天都要从一片片水

田 之 间 的 小 径 中 走 过 ， 那 些 道 路 窄 小 难

行 、 泥 泞 不 堪 。 川 渝 多 雨 ， 每 次 暴 雨 过

后，路和桥都被洪水淹没，无法通行；河

面 上 飘 着 猪 牛 羊 的 尸 体 ， 河 水 发 出 腥 臭

味，一群群的苍蝇围在河道上徘徊⋯⋯灾

难深重的场景深深刺激着年幼的茆智，让

他终生难以忘记，暗自决心长大后要治理

这些水患。

1943 年 末 ， 茆 智 还 有 一 个 学 期 就 小

学毕业了。此时恰逢国立第二中学的春季

班招考，已经自学完小学内容的他提前报

考了初中，并被成功录取。

国立第二中学的宿舍建在一座山上，

而教室与操场则在山脚下。茆智数过，从

山上到山脚的路上共有 128 个台阶，正同

抗战时轰动的“一·二八”事变吻合。

踏着这 128 级阶梯，茆智来回往返了

3 年。为了保持师生们的战时警惕性，学

校会不定期地进行紧急集合，每次号声响

起，茆智都要立刻冲出宿舍往山下飞奔，

集合地有时模拟防敌机轰炸，有时模拟抢

救伤员。

校园生活条件艰苦，但是学校拥有一

流的师资。来自扬州中学、苏州中学等国

内著名的重点中学名师荟萃，连军训教官

都自黄埔毕业。国立二中在合川的 8 年，培

养出的人才灿若星辰，仅两院院士就有 14
位之多。大地测量学家宁津生院士，正是茆

智当年的上下铺学友。

或许是继承了教数学的父亲的优秀基

因，茆智的代数和几何几乎都是满分。国家

危难之际，救亡图存的志气弥漫在校园的

每一个角落。他还一度报考了空军少年学

校，只因年幼体弱未被录取；他也曾目送过

高中学长参加远征军，心有戚戚。

高中毕业时，茆智毫不犹豫地在自己

的第一志愿里填上“水利”，决心治水防灾

造福人民。“立志做大事，不做大官”。

“问题少年”与科学大师

学生时代的茆智让老师“又爱又恨”。

参加国立第二中学的春季班招考时，

茆智同往常一样，从水田间的小径取道学

校考场。倒霉的是，那天的小径上来了一

只 大 狗 。 为 了 不 耽 误 考 试 ， 茆 智 鼓 足 勇

气 ， 斗 争 了 十 多 分 钟 ， 才 把 狗 赶 到 水 田

里，但他还是因此错过了开考前老师对试

卷进行解释。

匆匆拿到国文试卷，茆智看到作文题

栏里只写着“见黑板”三个字。于是他误以

为题目是“黑板”，洋洋洒洒写就作文，从黑

板写到粉笔，从粉笔联想到老师。

直到走出考场和同学讨论时，他才得

知 ，黑 板 上 写 着 的 国 文 考 试 的 作 文 题 ，是

《旧历新年的景象》。

做好了接受落榜打击的心理准备，茆

智却意外迎来了国立第二中学录取通知。

判卷老师笑他异于常人的思维，也赞叹他

绝佳的联想能力。这段轶事也在校园里广

为流传。

在茆智看来，他能写出这篇文章在于

平日的积累。他热爱读书，几乎能背诵《钢

铁是怎样炼成的》。他也偏爱人物传记类书

籍，牛顿、爱因斯坦、张衡等古今中外学者

的传记故事就像是一盏盏明灯，“教给我要

怎么去想东西、往哪里去想。”

学生时代的茆智甚至有点“叛逆”。读

高 小 的 时 候 ，老 师 对 他 的 评 价 是“ 品 学 兼

优、刻苦学习”，在缺点那一栏，老师也写上

了四个字：“交友宜慎”。

茆智不服，跑去找老师理论，要求改过

来，“我跟老师说，虽然老师担心差生会影

响我，但是难道我不能影响差生吗？我把他

影响过来，难道这不是好事吗？”

在课堂上，思维活跃的茆智也常常让

枯 燥 的 上 课 时 间 充 满 乐 趣 。在 背 诵《长 恨

歌》时，背到末尾的“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

愿为连理枝”，茆智想，那在水里应该是什

么呢？最后他得出了自己的答案——“在水

愿为对虾”，还得意地同老师同学分享。

“老师们大概对我都是又爱又恨的，对

我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茆智笑着回忆

道 ，“ 我 不 像 一 些 人 那 样 乖 ， 也 不 循 规 蹈

矩，满脑子都是问题。”

用茆智的话来说，正是他“叛逆”的

思维让他对一些公式和原理明白得极其透

彻，在此基础上才能有之后的创新。“我

以前老是纠结的那些问题，几十年后都记

得原理。这和死记硬背的东西不同，是我

自己推导出来的，也将终身为我所用。”

大学刚毕业时，茆智跟随苏联专家学

习了 3 年。在 20 岁出头的年纪，他就曾怀

疑过当时指导自己的权威专家推导出的作

物需水量计算公式是否正确。为此他连续

3 年 做 田 间 试 验 ， 在 上 个 世 纪 50 年 代

末 ， 提 出 了 以 水 汽 扩 散 原 理 为 基 础 ， 以

日 照 、 气 温 、 风 速 与 栽 培 水 平 为 指 标 的

分 阶 段 计 算 水 稻 需 水 量 的 方 法 ， 成 为 我

国 最 早 的 按 成 因 理 论 计 算 需水量的经验

方法之一。“这样的怀疑与质疑恰恰就是

创新的思维点。”

茆智得意的是，自己在质疑和坚持中

扭转了国际同行关于节水灌溉的观念。

国外几个很著名的灌溉科研单位，如

国际水稻研究所、国际水管理研究院等原

来一直笃定的观念是，水稻节水要减产。

然而，与茆智协作两年以后，外国同行就改

口了，认为“水稻节水至少不会减产”。协作

3 年后，国外同行正式承认了茆智的成果，

认为水稻节水灌溉，既节水还可以增产，从

而又设立一项与茆智小组合作的国际合作

新项目，题目为“既节水又高产的中国水稻

节水灌溉技术”，在澳大利亚等国开展试验

研究与应用。

“ 年 轻 人 要 敢 想 敢 创 新 ，敢 向 老 师 挑

战，敢跟老师讨论。现在教育的最大弊病就

是，培养出来的学生不想创新，不敢创新，也

不会创新。”在面向青少年的讲座交流中，茆

智常常借用钱学森的话谆谆告诫大家。

茆智把做学问比作瀑布，蔚然壮观的

瀑布，都是山泉、荒溪一点点汇集，经历无

数沟溪、狭窄的河谷和舒缓的河床之后，遇

到陡峻崖坎，最终爆发出惊人的能量。在他

看来，这些年少时发散的思维、“杠”过的问

题，恰是自己学术生涯中的涓涓溪流。

“逆境中的成长让人受益终身”

中学时，为了参加英语演讲比赛，茆智

熬坏了眼睛。

光线好的白天要用来上课，到了晚上，

教室里光线很差。茆智就在这样的环境中

写英语作文、看英语书，坚持了整整一个

学期。

“我的眼睛就是那个时候近视的，”经

年之后回首，茆智坦言从不后悔，“感兴

趣 嘛 ， 感 兴 趣 的 事 你 做 起 来 是 很 忘 我

的。”

在 一 次 进 入 瓜 地 挑 选 西 瓜 的 经 历

中 ， 茆 智 无 意 间 发 现 了 长 在 西 瓜 地 里 的

几 株 水 稻 ， 按 其 密 度 计 算 ， 可 以 亩 产 稻

谷 几 百 斤 。 这 次 奇 特 的 经 历 让 他 对 水 稻

可 以 无 水 层 生 长 深 信 不 疑 。 他 钻 进 研 究

室 ， 潜 心 钻 研 “ 水 稻 无 水 层 灌 溉 ” 的原

理。他一点点地减少水量、每一次都比上

一次实验更节水，最终提出了水稻高效节

水、持续高产、能保持土壤肥力的灌溉新

技术。

由于提出运用作物受旱后“生长发育

会反弹”来指导节水灌溉的理论与技术、

水稻无水稻灌溉理论与技术、用成因分析

法计算与预报作物需水量的方法与技术等

等，茆智获 1996 年国际灌排委员会颁发

的 “ 国 际 农 业 节 水 技 术 创 新 杰 出 成 就

奖”，在当年，全球仅有茆智一人获此奖

项。这些成果中的一项被苏联与越南刊物

转载、写入我国统编农田水利教材，国际

粮农组织知名水利专家的评价是，“该方

法比粮农组织向全球推荐的方法更实用、

计算精度更高”。

2013 年 ， 茆 智 当 选 中 国 工 程 院 院

士。此后，茆智率研究小组参加更多的国

际合作试验研究工作，并提出了“四道防

线”、高效削减稻田排水与渗漏——水中

污染物质的理论与技术。

许多熟悉茆智的人都说，茆智最大的本

领还不是节水，而是节省时间、珍惜时间。

茆智家距学校 1 小时车程，为了节省

时间，除节假日外，数十年里他都是一个

人住在校内，在大食堂用餐。在海南岛做

橡胶灌溉试验时，他住在试验胶园中专门

搭建的茅棚内。这里无电、无自来水，经

常受到蛇和白蚁的侵扰，在十里以外的华

南热带作物研究所楼房里为他留有住房，

但他却在茅棚里住了 3 年。

在中央电视台为他

摄 制“ 东 方 之 子 ”节 目

时，当主持人问他“如今

你最需要的是什么”，茆

智不假思索地回答：“是

时间！假如有可能的话，

我希望年轻 20 岁。”

“旱地里的庄稼能长出半层楼高的根须，一场大雨后生长最快”

茆智院士：逆境中的成长让人受益终身

扫一扫 看视频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罗 希 毕若旭 程 思

短视频对就读于中国民航大学的朱傲

宇 来 说 ， 是 让 大 学 生 活 更 有 意 义 感 的 事

物。从最开始使用现成的模板拍摄，到创

作有情节的短片，学航空相关专业的朱傲

宇自学了不少剪辑和编辑技巧，通过拍摄

创 意 短 视 频 ， 展 现 生 活 中 的 点 点 滴 滴 。

“有一次故意没关摄像头，记录了妈妈的

很多真实反应，那条视频获得了 100 多万

点赞、几千万的播放量。”

就读于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人文经济

学院的欧阳岑昕在高二时第一次了解到服

装搭配的概念。“贴吧”里琳琅满目的时

尚单品经过搭配，碰撞出潮流的“化学反

应”。通过穿搭表达生活态度的理念深深

吸引着她：“希望自己也穿成这样，也要

很酷。”自此，“成为一名服装搭配师”的

种子就这样埋在了欧阳岑昕的心里。

如今，消费者新需求层出不穷，新技

术也在重构，青年的兴趣与需求催生着新

职业。对年轻一代来说， 更 多 的 职 业 类

型 ， 让 他 们 在 发 展 空 间 上 有 了 多 元 选

择 ， 得 以 在 个 人 兴 趣 与 成 长 发 展 之 间

找 到 结 合 点 。 为 了 了 解 青 年 对 把 爱 好

发 展 为 职 业 的 看 法 ， 中 国 青年报·中青

校媒面向全国 2664 名大学生发起问卷调

查 ， 结 果 显 示 ， 在 不 考 虑 现 实 因 素 的 情

况下，92.98%受访大学生愿将爱好发展为

职业。

斜杠青年涌现，当兴趣打开
人生的另一扇窗

一个年轻的男孩上一秒还在宿舍，下

一秒就化身卡通形象米奇，和朋友唐老鸭、

米妮、高飞推开“米奇妙妙屋”的门，跳起了

“妙妙舞”。这则短时间便累积 25 万点赞的

短视频，为就读于吉林某高校的大四学生

王汤匙推开了人生的另一扇门。

“汤匙”这个网名里藏着“理工男的

浪漫”，这是他和女朋友名字的拼音组成

的“密码”。随着模板创作生涯的正式开

启，他常将自己的生活碎片作为自己的创

作灵感。现在，他是一位有近 2000 万获

赞的视频模板创作者，不少网友在平台上

“ 催 更 ”， 期 待 他 将 真 人 头 像 与 卡 通 形 象

“搞怪”拼接，或是融合音乐和照片，制

作浪漫的“卡点视频模板”。

通过模板创作赚到人生第一桶金后，

王汤匙产生了把视频模板创作作为主业的

想法。“创作模板不仅让我很开心，还可

以赚钱，而且工作自由度高，不太受时间

限制。”

就读于浙江某高校的王楠曾立志成为

一位网文作者。在爸妈的安排下误打误撞

学 了 会 计 专 业 的 她 ， 并 不 爱 和 数 字 打 交

道，却是晋江等几大小说网站的“常驻嘉

宾”，更热衷于自己构建一个又一个跌宕

起伏的情节。在校期间便加入了写作社团

的她和朋友一起运营着一个自媒体账号，

逐渐在校内积攒了一些 人 气 。 作 为 主 创

人 员 之 一 ， 王 楠 不 仅 坚 持 每 天 练 笔 ， 还

会 认 真 回 复 每 一 条 读 者 的 留 言 。 屏 幕 上

“ 走 心 ” 的 夸 奖 燃 起 了 她内心的小火苗：

“如果能将写作作为职业，我一定能动力

满满。”

中青校媒调查显示，89.83%受访大学

生认为将兴趣发展为职业有助于增加工作

的趣味性，不再觉得枯燥乏味；81.76%认

为爱好将提升工作中的价值感，职业中收

获的成长象征着同步向理想迈进；71.10%
表 示 兴 趣 催 生 的 新 兴 职 业 发 展 空 间 大 ；

55.59%看重工作时间灵活，不用坐班。

随着二次元文化发展兴盛，配音行当

受到的关注也越来越多，配音演员的“抑

扬顿挫”丰满着角色的血肉。柳莹莹有一

个配音梦，期待用自己的声音支撑起“纸

片人”的灵魂。小时候电视里放着影片，

她便会模仿人物的声音和语调，反复念叨

着经典台词。常被夸“声音好听”的她还

在学校的文艺汇演中为影视剧的经典片段

配过音，惟妙惟肖的模仿赢来满场欢呼。

闲暇之余，她还会在一些配音 App 和短视

频平台“试水”，周边人的夸奖和平台粉

丝的“打赏”让这颗向往从事配音行当的

心蠢蠢欲动。

因为长相甜美却酷爱工装搭配，“甜

酷 ” 成 了 欧 阳 岑 昕 留 给 粉 丝 的 深 刻 印

象 。 同 样 不 是 专 业 出 身 ， 欧 阳 岑 昕 也 一

直在用自己的方式靠近心仪的职业。“比

如 学 习 拍 摄 、 修 片 技 能 ， 或 者 通 过 得 物

等平台发布自己的日常穿搭。”如今，粉

丝超过 50 万的她谈起运营社交平台的初

心 ， 表 示 自 己 希 望 能 以 这 样 的 方 式 被 大

众 和 品 牌 注 意 到 ， 从 而 接 触 服 装 搭 配 师

这一职业。“会有粉丝留言表示喜欢我的

穿搭，觉得很好看，可以学到一些东西，

我也会很开心。”

最初在镜头前不那么自如的朱傲宇，

在拍摄了近 400 条作品、收获超过 1 亿点

赞后，不仅在视频里风格成熟了许多，遇

到在班级里发言，或是更大的场合，都不

太会怯场。“这也算是人生阅历上的一种

增长吧。”

爱好驱动成长，兴趣能否
铺就职业之路

根据自己的经验，朱傲宇总结大家更

喜欢真实、贴近生活的短视频，“所以我

拍 摄 的 基 本 上 都 是 日 常 生 活 。” 没 学 过

PS、PR 这些专业的制图、剪辑软件，他

就自己摸索用法简单的剪映等软件，自己

动手剪辑、配乐、配字幕。

“新媒体技术和平台给年轻人提供了

很多工作机遇。”在朱傲宇眼中，短视频

是一个新兴领域，对年轻人来说更是一片

蓝海。一开始就是年轻人聚集地的新媒体

平台，给“常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了很

多 经 验 ，“ 有 过 一 定 短 视 频 制 作 经 验 的

人，如果想做运营、短视频编导，都会比

较游刃有余。

对此，在视频平台尝到“甜头”的王

汤匙亦有同感。在他看来，随着新媒体行

业和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非专业技术人

员能够进入相关领域，得益于工具的“升

级”。“视频制作、模板制作的软件都非常

‘ 友 好 ’。” 王 汤 匙 说 ，“ 我 在 剪 映 App 制

作、上传模板，操作非常基础，对新手来

说 使 用 起 来 也 不 难 。” 中 青 校 媒 调 查 显

示，受访大学生对从事自媒体行业的意愿

度进行打分，最终平均分数为 7.25 分 （满

分 10 分）。

但 爱 好 铺 就 的 职 业 道 路 并 非 全 是 坦

途。对于学工科的王汤匙来说，模板创作

是一个相对陌生的领域。他直言，进入这

个全新的领域，大部分时间都需要靠自己

摸 索 。“ 意 识 到 需 要 学 习 的 新 东 西 很 多 ，

只能多跟着教程学习、购买别人制作的模

板草稿、多看别人制作的视频。”王汤匙

说道。

柳莹莹也遭遇了“瓶颈”。从未接触

过专业配音的她直言自己就是个“配音爱

好者”。“距离配音演员还差得远。”未经

过专业训练的柳莹莹清楚地知道自身的短

板，“比如说声线单一，气息不稳。”她试

着让自己沉浸在角色的情绪中，但随着发

出去的试音邮件一封封石沉大海，柳莹莹

觉得自己好像走进了一条“死胡同”：“线

上的专业课越买越多，交流群越加越多，

但我并没有什么进步。”柳莹莹坦言，“很

多课程其实就是给你‘画大饼’。”

中青校媒调查发现，在兴趣发展为职

业的道路上，受访者中有 68.32%认为将受

阻于待遇低，单靠“为爱发电 ”难以持续；

62.20%认为会遭受质疑。对行业了解不足

导 致 上 手 慢（61.97%）、理 论 知 识 薄 弱

（57.47%）、因 专 业 不 对 口 遭 遇 就 业 歧 视

（48.72%）、福利及保障不够完善（37.11%）

均让受访大学生感到担忧。

欧阳岑昕也曾有过“打退堂鼓”的想

法。在社交平台积攒了一定人气后，陆续

有 商 家 邀 请 欧 阳 岑 昕 为 自 家 服 装 进 行 搭

配 。“ 每 次 出 门 拍 照 都 要 带 一 大 箱 衣 服 ，

遇到没有厕所的时候需要当街换衣服。但

其实在这个行业里，类似的情况是非常普

遍的，所以也就慢慢地接受了。”

除了学习视频制作，王汤匙坦言，真

正难的，是不间断地创作。要吸引用户，

就要持续产出好的模板，但想要高产，还

要高质量、高流量，对于创作者而言绝非

易 事 。“ 我 的 很 多 搞 笑 模 板 的 创 作 灵 感 ，

都源自灵光乍现。但一 个 人 很 难 每 天 都

有非常好的创意。”为此，王汤匙开始尝

试 转 型 ， 从 创 作 搞 笑 类 模 板 ， 转 向 音 乐

类 、 情 节 类 模 板 。 这 一 步 为 了可持续发

展而作出的转型，犹如从零开始。好在粉

丝很快接受了他的转变，模板使用量也有

所提升。

明晰利弊，为兴趣找到合适
的定位

作为平台的头部创作者，王汤匙和朱

傲宇在日常更新的同时，也会积极参与剪

映 组 织 的 共 建 活 动 ， 如 “ 中 视 频 伙 伴 计

划”“映核计划——全国大学生影像创作

活 动 ” 等 。 在 平 台 的 扶 持 下 了 解 用 户 需

求，从而调整自己的内容方向。中青校媒

调查结果显示，在兴趣发展为职业的道路

上，80.44%受访大学生希望得到行业内企

业、平台的扶持；79.39%希望家人朋友可

以认可、支持自己；64.98%期待待遇、收

入的提升；76.05%期待行业福利、法律法

规的完善。

“ 如 果 能 够 把 自 己 的 兴 趣 作 为 职 业 ，

而且这个行业刚好有很好的市场前景，那

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三百六十行，行行

出 状 元 。 如 果 能 全 身 心 投 入 自 己 喜 欢 的

事， 很 可 能 做 得 很 好 。” 但 朱 傲 宇 觉 得 ，

要警惕“上学读书还不如去当网红”的想

法。本科毕业后选择继续深造的他认为，

尝试新鲜的事物、新鲜的领域，就要承担

一定的风险，学习的积淀会给一个人更多

的选择和容错率。尤其是受到越来越多的

关注以后，粉丝的期望也在不断鞭策他。

“后期逐渐丰富了内容，而且随着粉丝变

多，责任也越来越重，需要多考虑、多学

习。”

王汤匙也清醒地认识到，把做视频模

板的爱好当作职业，是一个“高风险高回

报”的选择。“有的模板很火爆，也有的

不火，这也是视频创作的常态。”他仔细

思考过如何降低自由职业的风险，“比如

创作模板的同时，在剪映上发布教程，作

为另外的收入来源。”

如今，“靠笔杆子实现财富自由”仍

是王楠的“终极目标”，但她坦言，能将

兴趣转化为职业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网文行业竞争激烈，单本小说达到 2 万字

才能得到签约资格，获得平台推荐更是难

上加难。经历了几次投稿失败后，她决定

将脚步放缓，先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在工

作之余，把写作作为自己的副业。“现在

的我还需要历练，但我相信总有一天，我

笔下的人物也能被很多人喜欢。”

比起获得收入，“服装搭配”更像是

欧阳岑昕的成长催化剂，穿搭对于她而言

早已超越了单纯的爱好，让她在不断靠近

职 业 目 标 的 同 时 ，“ 变 成 了 更 好 的 人 ”。

“以前我是个比较自卑的人，但在听到了

很多正向的评论后，我就变得不那么自卑

了。我愿意相信他们说的是真的，觉得自

己挺棒的。”在日复一日的摸索中，欧阳

岑昕对服装搭配师的认识不再停留在“外

观好看、紧跟潮流”，反而更倾向于了解

服装搭配背后的内涵、文化背景等多维度

深意。

“声音”在柳莹莹生活中的地位也发

生了变化。决定将配音作为爱好的她不再

因为“被拒绝”而烦恼，计划找一份专业

对口的工作。她仍更 新 着 自 己 的 短 视 频

账 号 ， 偶 尔 接 一 些 有 声 电 台 的 兼 职 。 脱

离 了 职 业 框 定 的 专 业 性 ， 轻 装 上 阵 的 柳

莹莹似乎更能感受到声音的魅力。“兴趣

发 展 为 职 业 固 然 很 美 好 ， 但 不 必 强 求 。

工作中遇到的不愉快，工作之余也可以用

爱好来弥补。”

“把兴趣当职业，其实是一件很了不

起、也很难的事。当你决定把兴趣当成职

业的那一刻，就必须承受它所带来的反差

感。因为把兴趣当饭吃，就意味着它的性

质不再是单纯的兴趣了，你必须付出比以

前更多的努力。”王汤匙说，“这种感觉一

定是既快乐又痛苦的，而且快乐未必会比

痛苦多。”毕竟此后，他就要怀揣那份热

爱，一个人去闯荡了。

趣味性强、价值感高、发展空间大——

当兴趣成为求职的另一种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