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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活是有趣的，更是令人难忘的。光阴似箭，岁月如梭，不知不觉
间，已经走出大学校门几年、十几年甚至30多年。有的人已经退休或即将退
休，有的才刚刚走出大学校门步入社会，站在人生的又一个十字路口，回望难
忘的大学生活，昔日点点滴滴仿佛电影画面般一幕幕掠过，令人心里莫名生
出许多思绪，感慨万千。今天本报记者采访40年中几位不同时代的大学生，
走进他们的大学生活，经历那段难忘的经历。

□本报记者 高敏娜

2009年夏天，刘欢拿到大连民族大学录取通知书，那一
刻，她喜忧参半。她高兴的是，终于没有辜负父母的希望，考
上了梦寐以求的大学；忧虑的是，看着那笔对她家来说算得
上巨额的学费，不禁犹豫了。

刘欢的老家在兴安盟扎赉特旗，父母是地地道道的农
民，家里的土地不多，收入不高，还要供养她和弟弟上学，日
子过得紧紧巴巴。“我考上大学那年，弟弟正在读高中，家里
1年收入一两万元，根本没办法负担2个孩子的学费和生活
费。虽然父母说不管需要多少钱都要供我上大学，但我知
道，上了大学就要依靠自己了。”刘欢说。

幸运的是，在刘欢开学报到那天，辅导员得知她的家庭
情况后，二话没说立即帮她联系了学院领导，通过学校“绿色
通道”帮她办好手续，申请了助学贷款。2.4万元的免息贷
款，解决了刘欢大学期间的学费和住宿费。“我真心感谢我的
辅导员，她不仅在学习上帮助了我，还在生活上关心我，大学
第1年假期，她还和我一起回到了我的家乡，进行了家访，鼓
励我要好好学习，自立自强。”

刘欢难以忘记，大一那一年，当同学们都在享受着衣食
无忧的大学生活时，她却近乎苛刻地给自己拟定着生活最低
开销，因为她知道，自己花销的每一分钱，都是父母辛勤劳作
换来的。“那时候，对于一个普通的大学生来讲，每天去食堂
想的是我要吃什么，但是对于我们贫困生来说，可能想的更
多的是哪个菜便宜，要想着每顿饭节省，要尽量少花钱。”

大二一开学，刘欢立刻去找了一份家教勤工俭学。从那
以后，她就没有再向家里要过一分钱。每逢周末，去校外给
低年级的同学讲课，成了刘欢大学生活的一部分，有时候1
天要带4个学生。

生活锤炼了刘欢自强、自立、不服输的个性，她知道，只
有努力学习，才是自己的唯一出路。大学4年，因为成绩优
异，刘欢年年囊括学校的各种奖学金，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人
穷志不穷”的真理。大三那年，原本符合助学金申请条件的
刘欢，还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在班里提名评议助学
金时，她居然走上讲台表示弃权：“当时我自己做家教和得到
的奖学金足够生活用，那笔助学金，我希望能帮助更多比我
贫困的同学。”

进入学生会，对刘欢来说也是大学生活里的一个关键转
折点。她曾经十分在意自己贫穷的家庭背景，“感觉贫穷就
像是一个标签，就标在你脸上，那时候，总是担心会被同学另
眼看待。”刘欢说，因为学生会的工作，和辅导员及同学接触
比较多，还需要经常组织活动，这对她的沟通协调能力以及
和同学们相处的能力都有很大提高和同学们相处的能力都有很大提高。。学生会里的学姐和老学生会里的学姐和老
师还给她很多鼓励师还给她很多鼓励，，让她变得更加自信让她变得更加自信、、乐观乐观。。那段时间那段时间，，刘刘
欢积极申请入党欢积极申请入党，，成了一名共产党员成了一名共产党员：：““大学经历对我而言是大学经历对我而言是
很难忘记的很难忘记的，，其实我们这些贫困大学生真是幸运其实我们这些贫困大学生真是幸运，，社会的温社会的温
暖暖、、关爱以及这些补助和奖金关爱以及这些补助和奖金，，让我们顺利完成了自己的学让我们顺利完成了自己的学
业业，，实现了梦想实现了梦想。。当把这段路走过来之后当把这段路走过来之后，，你就会发现你就会发现，，贫穷贫穷
和苦难是人生的一笔财富和苦难是人生的一笔财富，，经历了生活的坎坷经历了生活的坎坷，，就会更加懂就会更加懂
得珍惜现在的生活得珍惜现在的生活。。””

如今如今，，刘欢回忆起大学生活刘欢回忆起大学生活，，依然感慨万千依然感慨万千，，当年她不想当年她不想
让父母那么累让父母那么累，，就是自己学习的动力就是自己学习的动力。。在她生活的小屯子在她生活的小屯子
里里，，上大学的人至今也不是很多上大学的人至今也不是很多。。如果没有出来读大学如果没有出来读大学，，她她
可能现在也会在家务农可能现在也会在家务农。。如今如今，，她和弟弟都毕业工作了她和弟弟都毕业工作了。。她她
相信相信，，通过努力通过努力，，能够回馈养育自己的父母能够回馈养育自己的父母，，甚至能够回馈社甚至能够回馈社
会和那些曾经帮助过她的人会和那些曾经帮助过她的人。。

□本报记者 徐永升

从草原深处走向滨海之城，这段大学读书经历，让赤
峰学院于建设教授终生难忘。1978年10月23日，经过多
日的旅途劳顿，他终于来到了辽宁师范大学。在政史系的
12人宿舍里，于建设打开行李卷，也铺展开了他的大学生
活。当晚，他不顾劳累，悄悄向学校的大门走去，只是想去
看一看门上挂着那块刻有“辽宁师范大学”的牌子。沉沉
的夜色中，抚摸着那块油漆斑驳龟裂的牌子，于建设感慨
万千：“辽师大，我来了，为了这个大学梦，我克服了多少艰
难困苦，用去了多少时光！”

于建设和刚入学的同学们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
看大海。走进星海公园的大门，迎着微带咸味的海风，他
们早已听到了大海哗哗的涨潮之声。看着眼前的大海，于
建设久居深山的迷茫困顿一扫而光，这种开阔的境界，让
他神清气爽、心旷神怡。他被澎湃浩淼的大海所震撼，充
满激情地投入到了大海的怀抱。然而，第一次在大海里游
泳并不那么轻松自如，他一次次向大浪扑去，却被摔进波
谷、埋在浪中、推到岸上。于建设真正学会在海中游泳，那
是在4年之后，呛过多次苦涩的海水后，他终于游到水天
相接的大海深处了。

学习海泳，让于建设悟到了人生的深刻启示：“大学就
是一片大海，它喜欢勇气、决心和意志。这是一次历时4
年的闯海比赛。尽管你在入水时，可能落到轰轰烈烈的大
队后边，甚至你很绝望。一旦你有了闯海的决心，当快要
到达终点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已经驾轻就熟了，而且有
了许多意外收获，当你举目远望，游在你前边的也许只有
寥寥数人了！”

于建设家境不错，但大学生活却很节俭，学校每月发
给他18元助学金、4.5元奖学金，学费、教材费、医疗费都
不用花钱。1个学期母亲给他拿上100元钱，他除了支付
伙食费，还有余钱买书和洗漱用品，改善一下生活。于建
设刚上学的日子，吃惯了老家的莜面和土豆，学校每天2
顿玉米面大饼子、1顿苞米面糊糊，吃得他胃里直泛酸
水。在寒冷的夜晚，宿舍里的同学总轮着班，提上一堆饭
盒乘车十几里，到火车站前的面条铺，为同学带回3两结
了冰的面条。这对于建设和他的同学们来说，已经是十分

“奢侈”的享受了。
于建设回忆，那时的大学校园百废待兴，食堂、体育

馆、宿舍楼、校园的大门、围墙都在修建之中，各种设施显
得十分拥挤，只能容纳800人的餐厅，有2000多学生在那
里打饭、用餐。餐厅里那一排小小的木窗，让学生们感到
空间的局促。粗心的男生经常不小心把菜汤洒到女同学
的头上。而在座位不多的图书馆里，学生们为了跑着抢占
座位，把楼梯踏得震天作响。

在一大批新建工程即将竣工的时候在一大批新建工程即将竣工的时候，，于建设也该离开于建设也该离开
他的大学校园了他的大学校园了。。宿舍楼传出的笛声宿舍楼传出的笛声，，让他心头一颤让他心头一颤，，离离
别的滋味五味杂陈别的滋味五味杂陈。。他在僻静的校园一角他在僻静的校园一角，，深深地埋下了深深地埋下了
一颗不会生根开花的石子一颗不会生根开花的石子，，这个秘密这个秘密，，只有他自己知道只有他自己知道：：让让
它记住自己大学时代的苦乐春秋它记住自己大学时代的苦乐春秋，，让它寄托着自己对母校让它寄托着自己对母校
的思念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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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于海东

郭威的大学故事，说起来有点儿传奇，从本科读到
博士，他收到过国内外14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先后读
过7所大学，完全靠打工来完成学业。

1997年，郭威高考填报志愿失误，虽然分数较高，
但被内蒙古蒙医学院（今内蒙古民族大学）录取。他不
想上，通过协调志愿，内蒙古农牧学院（今内蒙古农业大

学）愿意录取他。但看着身边不如自己分数高的同学都
去了理想的学校，他心有不甘，于是选择了复读。

1998年，郭威高考又不如自己的心愿，只考入了内
蒙古工业大学电力学院热能动力工程专业。这个专业，
在当时也算是比较热门的，郭威读了1年多后，觉得生
物工程有前景，但内蒙古工业大学没有生物工程专业，
便在呼市各高校协调，想转入有生物工程的内蒙古大学
或内蒙古农业大学。

最后，内蒙古农业大学同意他的转学申请，但要求
他只能从该校大一读起。为了自己向往的专业，他毅然
欣从。转学后，他如饥似渴地钻研起了生物工程。但慢
慢地，他发现生物工程是个专业非常深的学科，如果只
读本科学不到多少东西，只有深造读研甚至读博才能有
所作为。于是，他的目标又瞄准了读研。但当时，国内
有生物工程研究生点的高校大多只招收所学外语是英
语的学生，可郭威所学外语是俄语。

怎么办？郭威决定放弃学习俄语，改学英语。对于
一个英语零基础的人，想在大学通过英语4级，并达到
考研英语的程度，这其中的难度可想而知。为了学好英
语，郭威每天清晨6点就起床，来到内蒙古大学校园的
树林里，与朋友大声背诵英语单词，使用英语对话。他

这样拼了近1年，竟然通过了大学英语4级考试。要知
道，他学了快10年的俄语都没有通过大学4级考试。

2003年，即将考研前，郭威又做了一个让人惊讶的
决定：不在国内读研，出国读研。他认为，国内的生物工
程技术落后于西方国家。他最后选择去德国读书。这
注定又是一个新的挑战，因为他学过俄语和英语，但根
本不懂德语。

2003年 11月，郭威到了德国，先是以惊人的速度
花了8个月时间攻克了语言关，并于2004年通过了柏
林工业大学的入学考试。同年，他又转入柏林洪堡大学
生物系就读。2005年，他转入慕尼黑工业大学攻读分
子生物技术硕士学位。2008年，郭威顺利从慕尼黑工
业大学硕士毕业后又考入杜塞尔多夫大学攻读植物分
子生物学博士学位。2010年，他随实验室搬迁到柏林
自由大学。2013年，郭威从柏林自由大学博士毕业。
在德国期间，他总共收到过包括以上大学在内的11所
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现在，郭威已经回国创业，在北京创办了一家生物
工程技术方面的公司，每年往返于中国和德国之间。

郭威家庭经济条件并不优越，自从读大学起，就一
直勤工俭学。他读大学期间，一边忙于学业，一边转战

各大学卖耳机、录音机，还在小快餐店打工。到德国后，
他更是靠着自己打工读完了所有学业。

在德国，为了解决经济上的困境，他做过各种兼
职。他在肯德基端过盘子，在搬家公司当过力工，在中
餐馆和日本餐馆洗过碗，在宾馆做过服务生，在电视台
干过群众演员，在养老院做过助理，在德甲慕尼黑足球
场做过工人，还为中国考察团做过翻译，甚至还跑到奥
地利抢险救灾。

用他自己的话说：尝百业咂人间滋味，越四海搅大
千精彩。那些读书期间在异国打工的经历，让他难忘。
2005年春，他在一家中餐馆打工，一次，切鸭子意外切
了指关节，至今一个手指仍然伸不直。他说，当时，他已
经切了200多只鸭子，夜已经很深了，他实在太困了，一
不小心，切割鸭子的小刀就划破了一个手指的关节处，
顿时血流如注。

在奥地利抢险的经历，更让他记忆颇深。2006年
春，奥地利突发洪水，在欧洲各国征集抢险救援人员，他
报了名。每天12个小时的紧张工作，强度超乎想像，干
完工作后，他困得直接躺在泥里就睡着了。当然，也有让
他至今感觉骄傲的经历，在慕尼黑足球场做工的时候，他
在场内见证了每一场比赛，得到了所有球星的签名。

郭威：收到过14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本报记者 刘志贤

2002年的夏天，对于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宝昌镇的薛晓
洁一家来说，是值得纪念的：她和小她1岁的妹妹同时考上了
大学，薛晓洁被内蒙古大学录取，妹妹被内蒙古财经学院（现
内蒙古财经大学）录取。

家里的两个宝贝女儿都考上了大学，本是值得庆贺的事
儿，但她们的父母似乎高兴不起来：这个家庭一直以来都是由
父亲打零工挣钱维持着，母亲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常
年得吃药，以前两个孩子上学都是守家在地的，也没啥大花
销，收入刚够一家人的生活。现在两个女儿都要上大学了，两
人光学费、杂费等加起来就近万元，这还没算路费、前期准备
等花销。这个家庭一下子哪能拿出这5位数的钱来？父母犯
愁了。

不过，在看到随录取通知书一起寄来的一张宣传页后，一
家人眉头舒展了。那是一张助学贷款的宣传页，它详细介绍
了申请助学贷款的条件、要求和流程等。他们一家人这才知
道，原来国家有这么好的助学好政策，没钱也可以上大学。

盼望着，盼望着，开学的日子终于来到了。薛晓洁和妹妹
各自带着1000元的杂费、生活费和简单的行李踏进了大学校
门。薛晓洁记得，到校一周后，学校开始统计申请助学贷款的
学生人数，她们班大概有十二三个同学申请了，最后都批准
了。接下来就是填表、核对信息、与银行签订贷款合同。薛晓
洁说：“我们当时的手续较现在的助学贷款简单多了，一次性
把4年的学费、住宿费都贷了，4年内再不必申请。不像现在
是一年一贷。”她记得，当时助学贷款的优惠政策是，在校4年
期间，学生不承担利息，学校贴息；毕业后，学生在4年内以等
额本息的方式还清贷款，且利息非常低。为了缓解家庭压力，
妹妹也在她的学校申请了助学贷款。薛晓洁记得，当年办完
贷款给父亲打电话，父亲还高兴地说：“现在的政策就是好，姐
妹俩可要好好学习，不能辜负国家的好政策。”

薛晓洁和妹妹都非常珍惜宝贵的大学时光，虽然不在一
所学校校，，但姐妹俩每天的学习生活轨迹却很相似但姐妹俩每天的学习生活轨迹却很相似：：努力上好每努力上好每
节课节课，，业余时间经常泡在图书馆业余时间经常泡在图书馆。。大学大学44年年，，薛晓洁拿了薛晓洁拿了22次次
奖学金奖学金，，妹妹拿了妹妹拿了33次次，，成绩都排在班级前列成绩都排在班级前列。。毕业那年毕业那年，，姐姐
妹俩又分别通过考试进入了国有企业工作妹俩又分别通过考试进入了国有企业工作。。

薛晓洁工作后领到的第一个月工资薛晓洁工作后领到的第一个月工资，，就存到了助学贷款就存到了助学贷款
的还款账户中的还款账户中。。她和妹妹约定她和妹妹约定：：无论如何无论如何，，每月都要按时还每月都要按时还
款款，，不能不讲诚信不能不讲诚信。。而且而且，，都要凭自己的能力还款都要凭自己的能力还款，，不能再给不能再给
父亲添负担父亲添负担。。后来后来，，还没到还没到44年的还款期限年的还款期限，，姐妹俩就已经提姐妹俩就已经提
前还清贷款了前还清贷款了。。

薛晓洁说薛晓洁说：：““当时那笔贷款在现在看来可能是很小的一个当时那笔贷款在现在看来可能是很小的一个
数目数目，，但却从根本上解决了我家的燃眉之急但却从根本上解决了我家的燃眉之急。。另外另外，，助学贷款助学贷款
这个事儿还给我们实实在在上了一节诚信课这个事儿还给我们实实在在上了一节诚信课，，对我们今后的对我们今后的
人生都很有教育意义人生都很有教育意义。。””

恢复高考40年·难忘的大学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