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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一亮。”

赵亦敬用这四个字形容第一次看到企业内部

“吐槽大会”时的感受。这种面对问题不隐藏、反

而用诙谐幽默的方式呈现问题的方式，让他产生了

很强的好感。

去年 11 月，就读于软件工程专业的 00 后赵亦敬

成为字节跳动的实习生。人生第一份实习，他从学校

所在的成都来到了北京。不管是找实习还是找工作，

“企业文化、平台机遇、薪资是我比较看中的择业标

准。”而现在，4 个月的实习生涯让他觉得不虚此行。

近日，中青校媒面向全国 5868 名大学生发起

“大学生求职力”问卷调查，调查发现，地域、单

位类型、行业等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大学生

择业，他们选出的心动企业前 3 名，分别是字节跳

动 、 华 为 、 苹 果 。 而 这 届 00 后 在 面 对 职 场 生 活

时，更是花样百出，自成一派。

互联网大厂成热门选择，字节跳
动 、华 为 、阿 里 巴 巴 成 00 后 心 动
Top3

中青校媒调查发现，超半数大学生向往新一线

城市，占调查人数的 52.57%，32.16%受访大学生表示

向往一线城市，大学生对新一线城市的向往已经超

过了一线城市。

就读于理工院校的王奕宇一直将“在一线城市

工作”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不过，秋招的“落败”给

对“北上广深”偏爱不已的王奕宇浇了一盆冷水。投

的简历石沉大海，他似乎感觉到，自己距离“令人心

动的 Offer”还相差甚远。“但是工作还是要找。”决心

离开家乡“闯荡”的王奕宇将目标城市瞄向了杭州。

他了解到，现在杭州互联网创业的活跃度在我国已

经属于第一梯队，不少互联网公司发展增速极快、生

机盎然。经过对薪酬、工作内容等多个因素的综合比

对后，王奕宇的第一份工作定在了一家发展势头正

劲的互联网创业公司。

谈及对就业城市的考虑，新闻学专业的金宇硕

坦言，聚集众多媒体的北京是他的首选。“北京是媒

体的重要阵地，就业平台和资源相对其他城市更丰

富。”排在第二位的是沿海城市上海，金宇硕最看重

这座城市的地理位置以及较多的对外交流机会。排

在第三位的则是他的故乡成都。成都作为新一线城

市，近年来在人才资源引进方面表现不俗。“成都是

我很熟悉的城市，不用租房、天天都能回家吃饭。但

不是有句老话嘛，‘少不入蜀，老不出川’，我还是想

在外面漂一漂。”

中青校媒调查发现，除了新一线城市表现出

一定热度外，超八成大学生希望进入互联网行业

工作。调查结果显示，00 后心中最具创新活力公

司，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字节跳动、华为和阿里

巴巴。

到复旦大学读研究生的第二个月，陈思涵就找

了一份实习工作。她毕业后想到头部互联网公司工

作，所以在学生阶段就积累在这类公司的工作经验

和能力。“头部互联网公司有一定的积淀和规模，能

给新人营造更好的学习机会，而且第一份工作可能

会奠定之后的工作素养、工作习惯，这点在有规模、

有体系的公司能获得更好的锻炼。”

在厦门大学软件工程系读大三的吕晓鹏把互联

网“大厂”作为找实习和求职的首要目标。因为对游

戏研发兴趣深厚，他已经向字节跳动、腾讯、网易

等公司投递了简历，正在准备笔试和面试，并且期

待暑期实习后能够顺利转正。由于专业方向的原

因，吕晓鹏发现，自己身边的同学都想去互联网

“大厂”工作，主要是期待在这些企业中的发展空

间。“能学到什么、有怎样的发展肯定还是要靠自

己，但这些公司的平台本身会推年轻人一把。”

中青校媒调查显示，大学生择业时对新兴职业

抱有较高热情，在线教育老师、短视频/直播运营、全

媒体运营师对大学生吸引力大，分占受访总人数的

53.29%、51.30%和 43.36%，其次是人工智能技术人员

占 31.67%，大 数 据 研 究 员 占 35.11%。其 中 ，人 工 智

能、大数据分析受到工科生追捧，文史类学生则对在

线教育、短视频运营表现出较高兴趣。

或许是受到父亲耳濡目染，也或许是大学期间

的实践经历，对于张星琦而言，教师是个“有点特

别的”职业。“当老师面对学生的时候，会帮助学

生打开视野，承担着引路人的责任。”

在这样的信念驱使下，大学毕业后，他选择进

入在线教育行业，成为大力教育清北网校的一名教

师，担任小学数学主讲。在他看来，在线教育是朝

阳行业，相比传统教育，面对的学生群体范围更

广、更具挑战性，“如果是线下班级，你面对的可

能是几十个孩子。但如果是线上，你面对的将是上

千个、甚至上万个孩子，影响力更广、可以辐射到

更多的学生群体。”

职场 00 后热爱挑战，部分研发岗
位实习生月薪过万

2021 年应届毕业生人数再创历史新高，达 909
万。尽管就业压力不小，但大学生对就业市场抱有

信心。中青校媒调查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对自己

的月薪期待在 7000 元到 1.5 万元，占受访总人数的

54.47%；约四分之一期待薪资超过 1.5 万元；另有

2.81%受访者期待月薪超过 5 万元，这一选择集中

在工科、理科及经管类专业的学生。

除了薪资期待，调查发现，超六成大学生实习

薪资在每天 100 元到 300 元之间，部分研发岗位实

习生月薪过万元，00 后赵亦敬就是其中一员。

从开始有实习念头，到投递简历，再到收到几

份录用函，“薪资、企业文化、平台机遇”一直是

赵亦敬寻找心仪企业的硬标准。“对比拿到录用函

的其他几家公司，字节跳动给出的薪资更高，日薪

加上房补一个月到手差不多 1 万元。”除了薪资待

遇，公司年轻化，办公氛围自由、开放，同样吸引

着赵亦敬。他坦言，“想做点大事”是自己选择字

节跳动的初心。

面对职业选择，中青校媒调查发现，00 后求

职最看重公司发展速度以及个人成长速度，60.91%
受访者重视公司发展；50.58%受访者重视个人成长

速度；45.54%受访者重视工作氛围，期待和谐的人

际关系；34.46%受访者期待弹性办公时间，以及自

由人性化管理。此外，公司创新力、薪资待遇、晋

升机制、工作自主性等也是受访大学生较为在意的

择业标准。

辞职原因万万千，那么作为新世纪出生的第一

代，成长在我国社会飞速发展阶段的 00 后会因为

什么原因而辞职呢？调查发现，工资太低排在首

位，占受访总人数的 81.42%；其次是工作内容过

于 简 单 ， 缺 乏 价 值 感 ， 占 受 访 总 人 数 的 61.19%；

紧随其后的分别是和同事相处不融洽、办公硬件条

件 差 、 领 导 不 理 解 ， 分 占 受 访 总 人 数 的 42.11%、

38.45%和 32.94%。 此 外 ， 食 堂 “ 物 不 美 价 不 廉 ”、

上班时间太早也成为部分 00 后辞职的原因。

提起担心在工作中会遇到的问题，陈思涵和金

宇硕最怕被当作“工具人”。“我会担心遇到招人是

为 了 ‘ 打 杂 ’ 的 主 管 ， 导 致 自 己 工 作 没 有 成 就

感。”陈思涵觉得，在 20 多岁的时候，一定要做有

挑战性的工作，一定要多学习、多积累。工作没有

发展前景、没有什么成长和收获，最可能成为她辞

职的原因。在金宇硕看来，“在有限土地，追逐无

限可能。”只有不断地调整和尝试，才能在一次次

的挑战和创新中实现自我价值。

同样，吕鹏也最担心工作没有提升空间，所做的

工作没有价值，会逐渐失去在职场中的竞争力，甚至

因为缺乏竞争力而被“后浪”淘汰。本身就是“后浪”

的他居安思危，给自己想好了未来发展的节奏。

通过调查不难发现，这届 00 后偏爱具有挑战

性的工作，如果工作太简单，公司要当心被 00 后

“炒鱿鱼”。

00 后一边拼命一边惜命

“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就好比二胡上的弦，绷得太

紧就断了。”往日的“拼命三郎”金宇硕在结束一份

“常常熬夜到五更”的实习后，意识到身体是革命的

本钱。

陈思涵则是边拼搏边养生的典型。最近的她不

仅能早睡的时候就早睡，而且有时间时就让自己多

睡觉，“这是我恢复元气最好的方法”，为此她把眼

罩、耳塞都备齐了。桌子上摆着枸杞、花茶，但她的养

生不止于此，“我妈妈给我寄了西洋参，感觉累了的

时候，我就泡一泡西洋参喝。最近我还想尝试一下推

拿，我的好多同学都经常去，坐久了肩颈痛，感觉还

是非常有用的。”

中青校媒调查发现，00 后们未进职场先养生，

57.06%的受访者表示，自己会携带枸杞、保温杯、养

生壶等到办公室，42.44%受访者选择折叠床、颈枕，

35.09%受访者选择植物。此外，零食、咖啡、加湿器、

化妆品、玩偶、男女朋友照片、偶像周边等也是 00
后们可能摆在办公桌上的“职场必备品”。

即将走上工作岗位 的 金 宇 硕 对 “ 打 造 自 己 的

办 公 环 境 ” 颇 有 想 法 ， 作 为 某 位 明 星 “ 粉 头 ”

（粉丝中的核心成员——编者注） 的他，想把偶像

的周边带到办公室，“这样的工作环境应该会让人

更舒适吧。”

一直有读小说习惯的张星琦，办公桌上摆着一

本村上春树的 《挪威的森林》。虽然主业和文字没

有太多直接关系，但张星琦还是希望有时间多读

书，“文字能从深层次提升我的专业能力，比如授

课技巧、和学生的沟通技巧。”除此之外，阅读小

说也是他工作之余释放压力、缓解情绪的良药。

此外，调查结果显示出一些“有趣”的现象，

比如随着年级升高，大学生对生发液和发际线粉的

需求也逐渐升高；34%的男生会将女朋友的照片摆

在办公桌上，相反只有 8%的女生会摆男朋友的照

片。关于实习期待，除了薪资、为简历镀金、进一

步了解行业、提升自己能力等选项外，受访者中

14.8%的男生期待在实习中收获爱情，而女生的比

例只有 5.1%。

00 后面对与学校环境完全不同的职场，正在

用 自 己 的 方 式 为 职 场 路 “ 保 驾 护 航 ”。 还 未 正 式

入 职 的 吕 晓 鹏 已 经 计 划 好 了 ， 等 找 到 暑 期 实 习

后，上班第一天，他就把心爱的高达手办摆在办

公 桌 上 ， 请 这 位 儿 时 便 相 识 的伙伴，和自己一起

“勇闯天涯”。

（文中金宇硕、张星琦、赵亦敬为化名）

超八成大学生看好互联网行业，六成会因工作太简单辞职

00后向往职场中乘风破浪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范 雪

“ 姐 姐 ， 你 们 还 会 来 吗 ？”

蔡 雨 一 直 记 得 ， 2019 年 10 月

她第一次去北京市盲人学校播

放完无障碍电影后，一个十几

岁的盲人女孩问她的问题，当

时她一下子就哽咽了。蔡雨忍

住哭腔，给予了女孩肯定的回

答，女孩追问她：“姐姐，你感冒

了吗？要保重身体啊！”蔡雨不

想让女孩知道自己因为哽咽而

说话低沉，只好谎称自己“有点

不舒服”。那一刻，蔡雨明白，面

对一个视障人士时，不应该把

所有的目光放在对方失焦的眼

神上，他们心中也装着充满希

望、五彩斑斓的世界。

蔡雨是中国传媒大学 2019
级广播电视学专业的在读博士

研究生，也是“光明影院”项

目的一员。“光明影院”是中

国 传 媒 大 学 联 合 北 京 歌 华 有

线、东方嘉影推出的为视障人

群制作、传播无障碍电影的公

益 项 目 ， 项 目 创 立 于 2017 年

年底，中国传媒大学的 500 多

名 师 生 参 与 “ 光 明 影 院 ” 项

目，截至目前，累计制作无障

碍电影 312 部。

“ 我 们 希 望 有 一 种 方 式 ，

既可以不影响电影本身的画面

和台词，又可以给视障人士进

行讲述。”最初的团队里，学

生 不 到 20 人 ， 蔡 雨 形 容 “ 大

家 都 是 ‘ 摸 着 石 头 过 河 ’ ”。

2018 年 年 初 ， 在 中 国 传 媒 大

学读硕士研究生一年级的蔡雨

加入了“光明影院”项目，团

队经过几个月的探索，一致认

为，要让视障人士跟明眼人一

样，欣赏完整的电影。“他们

应该有平等欣赏电影和获取信

息的机会，所以我们决定，把

‘ 解 说 ’ 放 在 电 影 原 声 的 间

隙，不干扰电影本身的内容。”

制作一部无障碍电影需要

撰稿、配音、后期制作等多个

步骤，现在对于“光明影院”

团队学生来说，对这些步骤已

驾 轻 就 熟 。 但 倒 退 回 2018 年

年初，蔡雨看完电影 《我的战

争》 后，毫无头绪。“有句话

叫‘一图胜千言’，本以为只

是用文字描述画面就好，但其

实每个画面都有很多细节。在

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哪些细节

需 要 说 明 ， 很 难 判 断 。” 因

此，蔡雨不得不把电影中需要

描 述 的 画 面 反 复 播 放 ，“3 秒

或 5 秒 的 镜 头 都 要 看 十 几 遍 ，

写好一句话，再重新播放，同

时念这句话，看时间是否正好。”《我的战争》 涉及很

多战争画面，如何描述炮火、枪战，对蔡雨来说也是

个难题，“比如，要说清楚画面里有多少人，敌方我

方各多少人，用了什么武器，分为几次进攻等。”

蔡雨计算了一下，平均下来，给 1 分钟的电影画面

撰稿，需要花费 30 分钟左右。这一点，陈中瑞也深有感

触。陈中瑞是中国传媒大学 2018 级广播电视新闻学本

科生，在制作无障碍电影《我不是药神》时，他撰稿大概

总共花费了 30 个小时。“那是我第一次参与制作，每天

一下课就要边看电影边写稿，用了整整一个星期。加起

来的话，整部电影看了近 20 遍。”他说。

“ 你 们 知 道 有 什 么 方 式 能 帮 助 身 边 的 视 障 朋 友

吗？”2018 年，“光明影院”项目团队的老师们在一

堂课上向学生们抛出这样的问题，那时读本科一年级

的陈中瑞也在现场。在这之前，陈中瑞很少关注过身边

的视障人士，这个问题难住了他。他也想寻求一个答

案，马路上有一条条黄色的“实体盲道”，那能否通过一

种方式，建一条“文化盲道”帮助视障人士呢？

“光明影院”就是为视障人士建“文化盲道”，陈

中瑞找到答案后，选择加入了这个团队。从那时开

始，“光明影院”成了他大学生活最重要的一部分。

“课余时间几乎都泡在录音棚或工作室，有时候早上

7 点到，待到晚上 9 点出来。”有同学笑言，“陈中瑞

‘住’在‘光明影院’了”。

“我们的努力从来不是单方面的，每一次去放映

现场，视障人士都会给予我们反馈，让我们知道‘光明

影院’是值得的。”在蔡雨心中，每一次与视障人士“亲

密接触”都是“第一次”，“他们‘看’电影时格外专注，会

把身子前倾，有时候会把一只耳朵对着屏幕，还会跟身

边的人低声耳语交流情节。”蔡雨说，“每一次见到的视

障人士，都会给我一些新的反馈。”让她最有成就感的

是，视障人士在观看无障碍电影时，也会在该哭的时候

哭，该笑的时候笑，“因为我们的努力，他们也可以跟普

通人一样‘看’懂电影了。”

让王君方没想到的是，一个 11 岁的视障男孩会

认真地跟她讨论，如何能考上硕士研究生。2020 年

11 月，在中国传媒大学读硕士研究生一年级的王君

方随“光明影院”团队，前往山西中阳县的一所特殊

教 育 学 校 放 映 无 障 碍 电 影 。 活 动 结 束 后 ，“ 光 明 影

院”团队学生对一些视障儿童进行了家访，“姐姐，

我要努力学习，将来考取研究生。”在王君方面前的

男孩，当时读小学五年级。“我自己上小学时，对读

大学的概念都很模糊，更别说读研了。他还告诉我，

他的梦想是当一名英语老师。”那一刻，王君方几乎

忘记了这个男孩存在视觉障碍，“他们是那么纯真开

朗，拥有梦想。”她相信，“光明影院”会让视障人士

感受到来自社会的关心。

“‘光明影院’的初衷是给视障人士带去‘光

明’，走近他们之后，我发现他们也在给我们带来心

中的‘光明’。”接触了几次视障人士后，让陈中瑞惊

讶的是，他们有着超出常人的乐观，“尽管他们存在

视觉障碍，但依然可以跟身边的人自由地交谈，与他

们交流几次，似乎自己也豁然开朗了。”

今 年 是 中 国 共 产 党 成 立 100 周 年 ，“ 光 明 影 院 ”

团队将推出“百年百部”计划，“我们会选取 100 部

优秀电影进行制作，比如 《三八线上》《战火中的青

春》《羊城暗哨》《邱少云》 等。”蔡雨说。

“我们是向阳而生的‘追光者’，‘光明影院’的脚步

不会停歇，聚沙成塔，躬身前行，我们永远行走在公益

路上。”这是《光明印记：我们的青春之歌》中的一句话，

也正是每个“光明影院”团队师生的心声。

帮助视障人士欣赏电影

﹃
光明影院

﹄
背后的中传

﹃
追光者

﹄

□ 刘 飒

最近，75 岁的吉林大学教授孙正聿多了一

个“网红”的新头衔，他的“小粉丝”们称他为

“ 芋 头 ”。 听 到 这 样 的 称 呼 ， 孙 正 聿 会 笑 着 说 ：

“网红不是坏事，我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我

能红的话，那么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显示出巨大的

生命力。”

在吉林大学教学、做研究近 40 年，这位哲学

家、教育家的成就，可以用一组数字大致勾勒——

3 次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3 次承担国家社科基

金重大项目，2 部著作入选“国家文库”，6 次获

教育部优秀成果奖，5 部著作获国家图书奖、中

华优秀出版物奖、“五个一”工程奖，110 篇引

领和推进我国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论文发表在国

家级刊物上。

虽 然 年 逾 古 稀 ， 但 每 天 早 晨 7 点 半 ， 孙 正

聿 都 会 准 时 来 到 办 公 室 ， 埋 头 研 究 和 写 作 ，

有 时 一 上 午 连 口 水 都 忘 了 喝 。 看 看 书 、 写 写

稿 、 想 想 问 题 ， 这 是 他 一 天 中 最 充 实 、 最 幸

福的时光。

吉大青年教师高超是孙正聿的学生。他还记

得，刚跟随老师做研究时，他“不敢”走进老师

的办公室，作为晚辈和学生，他有些畏惧自己和

老师之间的学术差距。现在，他自己也当了老

师，却还是常常“不敢”推开老师办公室的门——

他心疼老师，怕打扰老师读书、思考。

孙正聿曾经用诗句表达他强烈的求知愿望：

“我常常在窗前眺望，让思想窥见澄澈的天光；

我常常在房间里踱步，被思想激动得不能安坐；

我常常在书桌上奋笔疾书，让思想在笔端自由流

淌。”

他从小嗜书如命，哥哥的语文、历史、地理

课本，都被他当成课外书，看了一遍又一遍。那

时流行“小人书”，书店里厚一点的 2 分钱看一

本 ， 其 余 的 1 分 钱 看 一 本 ， 那 里 是 他 的 知 识 天

堂。

到了中学阶段，孙正聿每周两元的伙食费，

常常是母亲向邻居借来的，在这么艰难的日子

里，他竟然订阅了两本杂志—— 《世界知识》 和

《文学评论》。

1966 年，孙正聿高中毕业，报考了哲学专

业，却赶上“文革”，无学可上、无工可做，他

就每天上午到没关闭的图书馆看书。当时图书馆

只开上午，下午闭馆，他就抓紧时间读书，在那

段时间里阅读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和 《鲁迅

全集》。那时他就立志，要向马克思那样，“为全人

类而工作”。

1968 年到 1978 年间，孙正聿当过知青，做过

装卸工、叉车司机、货运员、电影放映员。年轻的

他对当时青年追逐的时髦事务一概不感兴趣，每天

劳动之余就是读书。后来，在填写各种个人材料、

填到“爱好”或者“特长”时，他想来想去，唯一

可填的，就只有“读书”这一项了。

恢复高考后，孙正聿仍立志学哲学。做学问、

当老师，让他结识了他最敬佩的导师、我国著名哲

学家高清海，结识了师出同门的一生挚友、如今同

在吉林大学任教的哲学教授孙利天。

“ 二 孙 ” 之 间 的 对 话 总 是 充 满 哲 学 况 味 。 一

次，孙利天刚从海南回来，孙正聿就迫不及待地问

他“最近读了什么书”。对方回答：“又看了一遍

《精 神 现 象 学》 的 下 册 ”。 孙 正 聿 幽 默 地 说 ：“ 你

看，你可以无限地对黑格尔进行追问，黑格尔总是

有话跟你说。”

这种追问，在孙正聿身上也无时无刻不在发

生。老师高清海逝世 15 周年时，孙正聿在怀念他

的文章中写道：“高先生的一生是在思想上跟自己

过不去的一生，也就是上下求索的一生。”

“跟自己过不去”和“上下求索”，也是孙正聿

的人生写照。

孙正聿年轻时，家住一间 30 多平方米的小屋

子。全家人挤在一起，小孩们住在这头儿，爱人住

在那头儿，孙正聿就在中间的小过道里挤出一小块

地方，埋头苦读，笔耕不辍。

1995 年 ， 一 本 集 聚 思 想 、 知 识 、 语 言 “ 教

养”的 《现代教养》 一书，就在这间还不具备“现

代性”的“简陋”的小屋里诞生了。

孙正聿的夫人李璐玮为人低调，话从不多说，

只 在 孙 正 聿 60 岁 生 日 时 ， 她 当 着 大 家 讲 了 一 段

话，没有对爱人的赞誉，只有一句“正聿这么多年

太勤勉了”。

“想到一个问题，因为要睡觉就不想了吗？写

一篇文章，因为要放暑假，你就不写了吗？”孙正

聿说，选择学者这个职业，就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

式——“没日没夜”。

他对自己要求极高。“很多时候，自己读明白

了，想明白了，说明白了，但最后却写不明白”。

他觉得，“读”和“写”中间有一堵墙，著述是一

件极其艰难的跟自己较劲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

讲，多写才是硬道理。当然不是“编”写，而是要

写出精品，呈现经典。

孙正聿特别欣赏钱伟长先生的一句话：“一个

大学老师，不讲课就不是大学老师，但如果他不搞

科 研 ， 就 不 是 一 个 好 的 大 学 老 师 。”“ 有 理 、 讲

理”，是孙正聿的教育理念。

2020 年暑期开学时，孙正聿为本科生新开设

了一门课。上课前，他认真地“请教”年轻的带班

老师，“这届本科生都上过什么课呀？怎样讲才会

有针对性？”

数十年来，孙正聿的工作不仅在科研和教学

上，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工作看作自己的重

要任务。他撰写了 《马克思与我们》《有教养的中

国人》《人的精神家园》《理想信念的理论支撑》 等

理论科普类书籍，“理论工作者承担着一个任务，

就是把马克思主义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

他的课堂也一样范围宽广，既在吉林大学，又

在专家论坛，还在公共讲座，上 B 站、百度等平台

搜索“孙正聿”，就能看到他的很多网络课程。

2015 年 1 月 2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第 20
次集体学习，孙正聿走进中南海，讲解辩证唯物主

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

现在，孙正聿闲暇时会和爱人一起散散步、下

下棋、听听歌、做做饭。在 《孙正聿哲学文集》 总

序中，他感谢陪伴他走过一生的爱人：“那么艰苦

的日子，她从不抱怨；那么坎坷的岁月，她从未灰

心，她把两个孩子一手培养成人，她把我的事业当

成自己的生命。”2020 年 11 月，孙正聿获得“杰出

教 学 奖 ”， 当 他 提 出 把 100 万 元 奖 金 捐 给 学 校 时 ，

夫人只说了两个字：“捐吧！”

孙正聿对自己的评价是：“我不是一位确有建

树的学问家，只是一个追问哲学的思想者。”“乐于

每日学习，志在终生探索”，这是孙正聿的座右铭。

孙正聿：追问哲学的思想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