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里木事迹介绍 

     ３９岁的维吾尔族汉子阿里木并不觉得自己是“草根英雄”。  

     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３日，他登上新华社“中国网事•感动２０１０”年度

网络人物颁奖台。领奖前一天，他却私下问与他颇为相熟的记者：“北京能不

能烤羊肉串？我想找个地方，自己烤烤肉串。几天没摆摊，手痒了„„”  

    整整８年，在贵州省毕节市，阿里木烤羊肉串赚钱为生，同时还用卖烤肉

串攒下的１０多万元，资助了上百名贫困学生。他的故事，使无数网民为之动

容，誉之为“烤羊肉串的‘慈善家’”。  

    平凡如此，却又不平凡如此，阿里木其人其事，缘何打动人心？  

    网络投票高居榜首——是什么让众多网民“力挺”这位新疆汉子？  

    “阿里木是个并不富裕的小商贩，但财富有价，爱心无价。并不富裕的阿

里木用一颗赤诚之心，支撑起最朴实也最沉甸甸的慈善事业。”——网民“郭

杨阳”如此评价。  

    ２０１０年底，新华社发起“中国网事•感动２０１０”年度人物评选。

作为候选人之一，阿里木最终获得２４万多张网络投票，高居榜首。    当年

９月，阿里木获评贵州省道德模范，到任刚满一个月的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被

其感人故事深深打动，并号召全省人民向阿里木学习。之后不到５个月的时间

内，栗战书在不同地方、不同场合多次“力挺”阿里木。    而在“中国网

事•感动２０１０”年度人物评选活动发起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

春贤也给阿里木投了一票，称他为新疆人民的“好巴郎”。  

    “一夜成名”之后，他依旧生活俭朴，依旧有滋有味地卖着肉串。１月１

６日，记者在阿里木租住的陈旧砖木房内看到，房间里仅有房东留下来的几件 



 

简陋家具，摆在客厅里的台式电脑，是他最值钱的物件。记得两年前，记者第

一次采访阿里木时，他唯一的“电器”，是悬在天花板上的电灯。 

    这个身材壮实、经常胡子拉碴的新疆汉子，２０元的土布褂子，８元的布

鞋，２０元的蓝布裤子，一穿好几年；他喜欢吃水果，为了便宜他常常挑快烂

了的买，削掉坏的再吃；一个囊或两个馒头，加一杯水，就打发掉一顿饭。  

    这样的生活，阿里木却觉得十分满足：“生活嘛，吃饱就可以了”。    

２００２年，阿里木路过贵州镇远县，参与扑灭了一起山火，当地政府奖励他

３００元现金。随后，他通过毕节地区妇联组织，将这笔奖金连同自己身上的

２００元钱，捐给毕节学院一位因贫濒临辍学的女生：“我第一次感到，５０

０元钱对很多人来说，只是个很小的数目，对贫困生却帮得上大忙。”  

    从此，阿里木烤羊肉串的收入，大多用在了捐资助学上。卖肉串，过去仅

是他的“生计”，而这之后似乎多了些别的“意味”。  

    阿里木几乎没有存款。他喜欢把挣来的钱一股脑儿塞进抽屉，用时再抓一

把出来。到底赚了多少，资助了多少，他也没个准数，“这么多年，有多余的

钱了就去资助，直接资助的学生有１００多个，加起来有１０多万吧”。  

    卖一串羊肉串，毛利不过３毛钱，搁在两年前，毛利仅两毛钱。攒１０万

元，至少要卖３０多万串。  

    在北京领奖间隙，游览鸟巢，阿里木还挂念着“老本行”，“要能在鸟巢

边上摆个羊肉串摊，生意肯定火爆，就能赚到更多钱帮助贫困孩子了”。  

    善良如阿里木，以并不丰裕的收入却念念不忘资助他人，不求回报，无涉

名利，看似平常之举，却饱含着绝非平常的高尚精神特质。 



 

走进绿色通道，放飞青春梦想 

——中国人民大学2012年新生入学“绿色通道 

    9月的人大迎来了一张张崭新的阳光笑脸，学校为做好2012级3000余名本

科新生的迎新工作，各部门、各学院联动，在开学前进行了精心的策划与部

署。9月10日全天，2012级277名家庭经济困难新生顺利通过了入学绿色通道，

快速高效的手续办理给新生和家长带来一站式的便利，热情周到的问候服务令

新生们倍感温暖舒心。实心实意送资助，热心热情展服务。 

    为了保障家庭经济困难新生能够顺利入学，中国人民大学新生入学绿色通

道的工作安排，坚持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讲求务实、高效。一方面，学校精

心筹划各类资助项目，除了缓交的学费住宿费（约5800元）外，家庭经济困难

新生还可获得约4000元的物质和经济支持。另一方面，本着“应助尽助”的原

则，新生入学“绿色通道”的工作人员高效率地为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办理着各

种手续，学生处、财务处、各学院联合实行一站式服务，全面提速，学生办理

全程手续仅需几分钟。绿色通道不仅给予每个家庭经济困难新生物质上的资

助，志愿者们更是尽心尽力地开展着周到的服务，送去精神上的温暖与鼓励。

每个通过绿色通道入学的新生都可以获得一份爱心礼包，包括200元餐卡、一

部手机（含一张电话卡和50元话费）、一套卧具、一辆自行车和各种学习生活

用品，同时，人民大学还为家庭经济困难新生现场免费办理学生平安保险，对

于生活上仍存在困难的新生，学校还提供2000元的奖励性贷学金以解决学生初

入学校的经济困难。此外，学校还专门编印了中国人民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绿色成长”活动安排，整理了我校为家庭经济困难新生专设的各类服务成长

发展的活动项目，方便新生根据自己的需求，提前做好安排。 



 

上午，人民大学党委书记

程天权教授、校长陈雨露教

授、党委副书记马俊杰，副校

长刘向兵等先后来到了绿色通

道现场视察慰问，向家庭经济

困难新生赠送了礼包和特别资

助金，并与通过绿色通道的家

庭经济困难新生亲切交谈，细心询问家庭经济困难新生的情况，鼓励家庭经

济困难新生努力学习、自立自强。 

传递志愿服务精神，共享快乐大学生活 

在“绿色通道”现场，还有一群绿色通道志愿者成为了报到现场的一道

风景。耐心讲解学校情况、陪同拿放行李、导引前往宿舍，提供报到服务，

甚至与新生和家长讲述起自己初入人大的经历，分享他们的大学生活，给新

生和家长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就是由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组成的自强社

的成员。早五点，绿色志愿者就跟随学校的校车奔赴北京站、北京西客站等

地迎接新生，而在“绿色通道”现场，志愿者们集接待、答疑解惑、引导于

一身，力求使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在第一时间感受到学校的关怀和温暖。 

为帮助新生了解人大的学习生活状况，自强社还专门编辑了《弄潮》迎

新特刊，与新生分享成长经历，现场赠送给新生，受到一致好评。报到全

天，从新生和家长们满意的笑容中也能读出他们对学校周密安排的满意，这

也成为中国人民大学新生入学“绿色通道”不断完善发展的动力。 



 

 

     

    近年来，西南交通大学加强和社会各界联系，积极争取社会企事业单位支

持，设立各类社会资助项目近80项，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搭建激励平台、实践

平台、科创平台和就业平台，切实发挥社会资助项目育人功能。 

一、搭建激励平台，创建“比学赶超”的良好学风 

    学校充分利用校庆、对外合作、校友等各种契机和资源，积极争取设立各

类激励学生成长成才的奖（助）学金。目前，学校的社会资助项目每年评选各

类社会资助项目获奖（助）学生1100余名，人均奖（助）学金3100余元，获奖

（助）学生分布于各个学院、各个专业；学校还通过编印获奖学生风采录、访

谈录、召开表彰大会、先进事迹报告会等形式大力宣传获奖（助）学金优秀学

生事迹，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入手，对获奖（助）学生及其他学生进行激励：

一方面，肯定获奖（助）学生取得的成绩和进步，使他们产生荣誉感和奋斗的

动力，再接再厉，再创佳绩。 

二、搭建实践平台，增加学生对企业、社会的了解 

    学校在争取社会资助经费的同时，积极与出资单位或个人建立良好的交流

互动机制，组织部分获奖(助)学生到相关单位参观学习、培训实习，甚至出国

访问，为学生提供课堂知识与生产实践对接的机会，不仅加深学生对所学专业

的认识，激发学生专业学习的热情，同时还增进学生对企业文化和企业管理的

认识了解。此外，部分资助单位还设立专项资金，为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提供经

费支持，如新鸿基地产郭氏基金，每年出资近万元支持新鸿基获助学生团队开

展校园文化活动、暑期社会实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家庭实地走访等社会实践

活动，增加学生参与社会生活的机会，为学生毕业后融入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三、搭建科创平台，提高学生科创能力 

    学校各单位在与社会资助单位或个人洽谈项目时，注重与专业建设、学生

科创活动相结合。一是有意引导用人单位在奖学金项目设立注重激励学生的创

新能力，引导学生积极参加国内外学术科创竞赛，开展科学研究，发表科研论

文——特别是高级别论文。二是邀请资助单位领导或专家来校开展专题讲座，

帮助学生了解行业最新发展方向和最新资讯，如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高级

副总裁、卡特彼勒（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科尼起重机设备有限公司中

国区总裁等来校开展专题讲座和交流，激发学生们的专业学习热情，拓宽学生

的创新思路。三是争取资助单位专项资金，开展相关的学术科技竞赛，如学校

在组织开展“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

等比赛过程中，积极与杭州中力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西南交通大学建筑勘察设

计研究院等单位协商沟通，争取到这些单位专项资金的支持，有力地激发了学

生们的参赛热情，每年都有3000余名相关专业学生组队参与选拔赛，我校学生

连续两届在“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中获得多项一等奖、在“全国大

学生结构设计竞赛”中也先后两次夺冠。 

四、搭建就业平台，拓宽毕业生就业途径 

    学校与资助单位良好的交流机制，也为学生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和途

径。学生扎实全面的个人素质以及在资助单位实习实践中的优秀表现也让资助

单位向相关专业的毕业生伸出了橄榄枝，为毕业生提供就业岗位，如土木工程

专业相关资助单位每年均能接收近百名毕业生就业，有效地拓宽了毕业生的就

业途径。 



    2012年高校毕业生应征入伍政策 

       网咨询周活动下周举行                 

（10月22日-26日）   

  

  为广泛宣传高校毕业生入伍政策，

10月22日至26日，教育部高校学生司、

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全国高等学校

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会同国防

部征兵办公室将共同举办“2012年高校

毕业生应征入伍政策网上咨询周”活动，届时将邀请军地有关专家在线为毕业

生答疑解惑，毕业生可直接登录全国大学生就业公共服务立体化平台(http://

www.ncss.org.cn/2012zbzx/)与专家互动。 

    今冬征集中，2013届高职(专科)毕业班学生，已按规定完成专业理论课程

学习并取得毕业规定所需学分，仅需再完成毕业实习即能够毕业的，可在今冬

应征入伍，享受高校应届毕业生入伍的优惠政策。有意愿报名应征入伍的大学

生，现在可登陆http://zbbm.chsi.com.cn进行网上报名。 

    今年已参加网上预征报名，被确定为预征对象的2012届高校毕业生，需在

10月底前持《应届毕业生预征对象登记表》和《应征入伍高校毕业生补偿学费

代偿国家助学贷款申请表》到入学前户籍所在地县级兵役机关报名应征，通过

体格检查和政治审查并符合其他条件的，可在今冬应征入伍。 



 

 

     

    大连理工大学高度重视家庭经济困难新生的接待工作，本着“以人为本、

科学资助、育人成才”的工作理念，精心布置新生入学“绿色通道”，确保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 

    在今年的“绿色通道”中，大连理工大学着重突出人性化关怀，实施了

“启航计划”，旨在对家庭经济困难新生进行全覆盖资助、全程化指导和全方

位关怀，助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成长成才。 

    一是以物质资助为主要形式的“礼包送暖”。学校为家庭经济困难新生购

置了 “爱心礼包”，礼包涵盖了学生所需的军训服、运动服、床上备品、书

包、台灯、笔、牙膏、洗发水、拖鞋、暖水瓶等生活用品和学习用品，“爱心

礼包”将免费发给经济困难新生。同时本年度学校特设了每人1000元的暖心助

学金，此助学金将在迎新期间发放给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新生，作为他们在其

他助学金评定之前的生活费用。 

    二是以精神激励为主要形式的“成长导航”。学校为学生购买了《人性的

弱点》、《致加西亚的信》、《不抱怨的世界》等励志书籍200余册，免费赠

予家庭经济困难新生，激励他们自立自强，在新的起点上力争上游。同时大力

开展“党员爱心一帮一”活动，高年级的党员同学与家庭经济困难新生结对

子，交朋友，对家庭经济困难新生的学习和生活予以指导和帮助，使其顺利适

应大学生活。学校还在迎新期间开设“爱心大讲堂”，邀请新生和其家长参

加，300余名新生及家长来到现场，听取国家和学校的资助政策介绍，免除学

生和家长的后顾之忧。 

 



     

    三是以人文关怀为主要形式的“家庭关爱”。学校在迎新期间，为家庭经

济困难的新生家长免费提供住宿；在“绿色通道”中开通了免费拨打的爱心电

话方便新生给家里报平安；同时，设立感恩留言板，免费为学生和家长拍照留

念并录制DV，热情的大连理工大学温暖着来自祖国各地的学子。 

    四是以关注灾区为重点内容的“特别救助”。针对今年夏季我国多地区洪

水、台风等自然灾害频发，受灾地区群众生命财产遭受较为严重损失的情况，

学校开辟了“情暖灾区绿色通道”，及时启动应急预案，运用“暖心助学金”

对受灾学生进行专项资助，为受灾学生提供有效资助，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2012年，大连理工大学无一名新生因为家庭经济困难原因而未报到。经学校初

步认定共有859名学生为家庭经济困难生，占报到总人数的17.97%；未缴纳学

费、通过“绿色通道”办理入学手续的人数为463人，占报到家庭经济困难新

生的53.9%，其中269人现场办理了生源地贷款确认手续。学校为200名经济困

难新生免费发放了价值870 元的“爱心礼包”，总价值17.4万元，为20名特困

新生发放暖心助学金2万元，此外“绿色通道”还为41位特困新生家长提供免

费住宿。学校还将出资12万元为通过认定的家庭经济特困新生进行军训服、运

动服及床上备品补助，人均价值750元。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三部曲” 

             加强助学贷款贷后管理工作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积极

探索国家助学贷款的贷后管

理工作的有效途径，形成了

“毕业前加强诚信教育、毕

业时信息提醒、毕业后加强

服务”的“三部曲”贷后管

理模式，取得了良好成效。       

   一是“三个一”做深做实学生诚信教育。 

    学校高度重视毕业生诚信教育，形成了“三个一”诚信教育模式，即一场

讲座、一份问卷、一次现场签订仪式。一场讲座是由学校和银行共同举办的诚

信宣讲会，让诚信还贷的意识深入人心；一份问卷是由学校发放的针对诚信还

贷意识、还款意向、逾期的可能性、逾期的可能原因等方面对学生所做的了解

及相关知识的普及；一次现场签订仪式是指由学校和银行共同组织贷款毕业生

现场签订还款协议书及诚信还款承诺书。“三个一”举措从法律、道德及情理

各方面强化学生的诚信意识，有效降低了学生的逾期率。2012年，该校1392名

申请了贷款的毕业生中，有422人提前结清贷款，970人与中国银行签订还款协

议，无一人遗漏办理相关手续，为后期的诚信还款打下了良好基础。 

 



    二是“两封信”伴随学生的毕业之路。 

     针对贷款的毕业生，学校在发放学位证和毕业证时，会同时发放两封

信件，一封信是对国家助学贷款的定义、利息的计算、还款的方式及途径、

个人征信等知识进行介

绍，为学生还款提供信

息帮助；另一封信是学

校写给学生家长的，告

知其子女在学校申请了

助学贷款，希望家长能

协同学校一起督促其子

女诚信还贷。 

    三是“一个服务团”为贷款毕业生还款排忧解难。 

    为帮助贷款毕业生及时了解相关还款信息，学校建立“贷后管理学生服

务团”，专门为贷款毕业生提供咨询服务并提醒督促其及时还款。服务团由

各学院抽调学生组成，学校按照勤工助学标准发放服务团成员报酬。“服务

团”的职责包括提供银行最新联络方式、解答贷款相关咨询、代替外地学生

办理提前结清贷款手续、提醒即将进入还款期的学生按时存入还款额、对于

逾期的学生督促其及时还款等，有效降低了学校的还贷逾期率。 



  

     

 

 

     

    心灵的房间，不打扫就会落满灰

尘。蒙尘的心，会变得灰色和迷茫。我

们每天都要经历很多事情，开心的，不

开心的，都在心里安家落户。心里的事

情一多，就会变得杂乱无序，然后心也

跟着乱起来。有些痛苦的情绪和不愉快

的记忆，如果充斥在心里，就会使人委

靡不振。所以，扫地除尘，能够使黯然的心变得亮堂；把事情理清楚，才能告

别烦乱；把一些无谓的痛苦扔掉，快乐就有了更多更大的空间。 

    微笑着，去唱生活的歌谣。不要抱怨生活给予了太多的磨难，不必抱怨生

命中有太多的曲折。大海如果失去了巨浪的翻滚，就会失去雄浑，沙漠如果失

去了飞沙的狂舞，就会失去壮观，人生如果仅去求得两点一线的一帆风顺，生

命也就失去了存在的魅力。  

    承受幸福。幸福需要享受，但有时候，幸福也会轻而易举的击败一个人。

当幸福突然来临的时候，人们往往会被幸福的旋涡淹没，从幸福的颠峰上跌落

下来。承受幸福，就是要珍视幸福而不是一味的沉淀其中，如同面对一坛陈年

老酒，一饮而尽往往会烂醉如泥不省人事，只有细品慢咂，才会品出真正的香

醇甜美。  

 



  

 

    不要在人我是非中彼此摩擦。有些话语

称起来不重，但稍有不慎，便会重重地压到

别人心上；当然，也要训练自己，不要轻易

被别人的话扎伤。不能决定生命的长度，但

你可以扩展它的宽度；不能改变天生的容

貌，但你可以时时展现笑容；不能企望控制

他人，但你可以好好把握自己；不能全然预

知明天，但你可以充分利用今天；不能要求

事事顺利，但你可以做到事事尽心。  

    对于心灵来说，人奋斗一辈子，如果最

终能挣得个终日快乐，就已经实现了生命最

大的价值。  

    有的人本来很幸福，看起来却很烦恼；有的人本来该烦恼，看起来却很幸

福。活得糊涂的人，容易幸福；活得清醒的人，容易烦恼。这是因为，清醒的

人看得太真切，一较真儿，生活中便烦恼遍地；而糊涂的人，计较得少，虽然

活得简单粗糙，却因此觅得了人生的大境界。  

    人生如画，生活本身是一副画，但在涉世未深时，我们都是阅读观画的读

者,而经过了风雨，辩别了事物，我们又变成书中的主角，在各自演译着精

彩．幸福更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缕花香，当花开放在心灵深处，只需微风轻

轻吹动，便能散发出悠悠的，让人陶醉的芳香。 



  

 

 

 

 

 

 

    生命如雨，看似美丽，但更多的时候，你得

忍受那些寒冷和潮湿，那些无奈与寂寞，并且以

晴天的幻想度日。 

    日子是美丽辉亮的，我爱的是日子的本身;如

果日子是黯淡难熬的，我感激的是:“我竟有那么

完好的健康能以承受这一切。” 

树在，山在，大地在，岁月在，我在，你还要怎

样更好的世界？ 

    愿我的生命也是这样的，没有大多绚丽的春花、没有太多飘浮夏云、没

有喧哗、没有旋转的五彩，只有一片安静纯朴的白色，只有成熟生命的深沉

与严肃，只有梦，像一样红枫那样热切殷实的梦。 

    天地也无非是风雨中的一座驿亭，人生也无非是种种羁心绊意的事和

情，能题诗在壁总是好的！ 

    如果生命是一瓮酒，我们爱的不是那百分之几的酒精成分，而是那若隐

若现的芬芳。如果生命是花，我们爱的不是那娇红艳紫，而是那和风丽日的

深情的舒放。如果生命是月球，我们爱的不是那些冷硬的岩石，而是在静夜

里那正缓缓流下来的温柔的白丝练。如果生命是玉，我们爱的不是它的估价

表，而是那暖暖柔光中所透露的讯息。 

    在生命高潮的波峰，享受它；在生命低潮的波谷，享受它；享受生命，

使得我感到自己的幸运；忍受生命，使得我了解自己的韧度。两者皆令我喜



  

 

 

 

    爱在左，同情在右，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

长途点缀得香花弥漫，使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痛苦；有泪可落，

也不觉是悲哀。 

    人生的道路，到底是平坦的少，崎岖的多。在平坦的路上，携手同行的时

候，周围有温暖的春风，头上有明净的秋月。两颗心充分地享乐着宁静柔畅的

“琴瑟和鸣”的音乐。在坎坷的路上，扶掖而行的时候，要坚忍地咽下各自的

冤抑和痛苦，在荆棘遍地的路上，互慰互勉，相濡以沫。愿你的生命中有够多

的云翳，来造成一个美丽的黄昏。有了爱就有了一切。 

春 水                 

一 O 五                            

造物者—— 

倘若在永久的生命中 

只容有一次极乐的应许。 

我要至诚地求着： 

“我在母亲的怀里， 

母亲在小舟里， 

小舟在月明的大海里。” 

 

玫瑰的荫下 

——冰心 

  衣裳上，   

  书页上，   



  

                                      

    人，应该在希望中栖居。但是，为什么我们总是习惯站到施恶者一边去

想集中营能做些什么呢？我认为人应该思考的是自己要做什么，而不是逆境

要做什么。或许，这才是电影《肖申克的救赎》给予观众的最大收获。“有

一种鸟是关不住的，因为它的每一片羽毛都闪着自由的光辉。”一个热爱自

由与幸福的人，一个把自己的一生当做远大前程的人，应该始终如一地有一

种“关不住”的精神，为那自由的春色，在人生的逆境之中，勇敢地“红杏

出墙”，关心自我实现，追逐自己的命运。勇敢的人，应当对罪恶视而不

见。 

  “坚定不移的逃跑者！”索尔仁尼琴写道，“这是指那些坚信人不能住

在笼子里的人，而且对这个信念一分钟也未曾动摇过的人。这种人，不管让

他去当个有吃有喝的监狱杂役，把他放在会计科或文教科，还是安排在面包

房干活，他都始终想着逃跑。这是那些从被关起来那天起就日夜思念逃跑、

梦寐以求逃跑的人。这是铁了心决不妥协的人，而且是使自己的一切行动都

服从于逃跑计划的人。这样的人在集中营里没有一天是随随便便度过的，不

管哪一天，他要么是在准备逃跑，要么正在逃跑，或者就是被抓住了，被打

得半死躺在劳改营监狱里。” 

    真正的逃跑者永远在路上，而且永不绝望。 

    论及永不绝望，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心理学家马丁·塞里格曼的一个实

验。在这个著名的实验中，塞里格曼先生把狗分成两组  一组为实验组，一

组为对组。 

    第一程序：实验者把实验组的狗放进一个笼子里，在这个笼子，狗将无                

熊培云        



处可逃。笼子里面有电击装置，给狗施加电击，电击的强度能够引起狗的痛

苦，但不会伤害狗的身体。实验者发现，狗在一开始被电击时，拼命挣扎，

想逃出笼子，但经过再三的努力，发觉无能为力，便基本上放弃挣扎了。 

  第二程序：实验员把这只狗放进另一个笼子，该笼子由两部分构成，中

间用隔板隔开，隔板的高度是狗可以轻易跳过去的。隔板的一边有电击，另

一边没有电击。当把经过前面实验的狗放进这个笼子时，实验者发现，除了

短暂的惊恐外，实验狗一直卧在地上，接受电击的痛苦，在这个原本容易逃

脱的环境中，实验狗连试一下的意愿都没有了。 

  然而有趣的是，当实验员将对照组中的狗，即那些没有经过第一个程序

实验的狗直接放进后一个笼子里，却发现它们都能逃脱电击之苦，轻而易举

地从有电击的一侧跳到没有电击的另一侧。塞里格曼将这种绝望称为“习得

性无助”。由此可知，我们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绝望，不过是一种积习，它

更多来自过去，而不是明天，甚至也不是现在；它只缘于我们疲惫的内心，

而非完全因为环境。所以，乐观的人会说“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绝望的

人”；郝思嘉会说“毕竟，明天是一个崭新的日子”。 

    盘旋在肖申克监狱上空的《费加罗的婚礼》乐曲，犹如沾在飞鸟羽毛上

的光辉，它之所以让我们感动不已，因为那一刻我们相信，即使身处狱中，

囚徒仍可以积极生活，就像《美丽人生》里跟孩子做游戏的意大利父亲基多

一样。自由，何等惊心动魄！希望，对于一个人的生活来说又是何等重要，

它让囚徒可以随时随地抵抗阿伦特笔下的“庸常的邪恶”，让他们不被绝望

体制化，不像实验狗一样趴在地上，在遭受数次挫折之后，从此懒得动弹，

任凭电击。即使像基多那样不幸身死，我们又有什么可悲叹的呢？他积极生

活，是集中营里真正的主人。唯有自由思想才能使我们不必依仗权势。 



   

马斯洛在《洞察未来》中写道，就算是面对死

亡，每个人仍然拥有自由意志。“精神病学家布

兰特？贝特海姆和维克多？弗兰克尔的回忆录都

证实，即使在纳粹集中营里，一个人仍然可以很

好地做自己的事情，或者即便过得非常糟糕，一

个人仍然可以保持自己的尊严或者完全相反。在

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一个人仍然可以有发挥最大

能力或根本不能发挥能力两种状态。即使处在死

亡的边缘，一个人仍然可以成为积极主动的人，或者是软弱无助、牢骚满腹

的小卒。”马斯洛将幸福区别于浅薄的享乐主义。在他看来，痛苦同样是快

乐的源泉，因为在我们经受的痛苦里面，同样凝聚着我们全部的人格力量。

由此出发，我们说，幸福不过是一个人完善自我、保持心性自由与精神独立

时的额外所得。 

  所以我想对那些正在努力或试图改变自己或时代命运的人说，不要在意

周遭对你做了什么，关键是你自己在做什么。你想的更多的应该是自己做什

么，而不是逆境对你做什么。换句话说，当我们操心积极生活多于操心那不

如意的环境，也许才更有意义呢！ 

  好了，我现在来回答我前面提给大家的问题--“集中营是用来做什么

的？”不瞒诸位，我早先有个答案--“集中营是用来逃跑的”。当然，如果

你愿意，也可说“集中营是用来摧毁的”“用来挖地道的”，或像《美丽人

生》一样，是“用来做游戏的”。其实，这些答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

你谈到集中营有什么用处时，要和那些渴望自由、积极生活的人站在一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