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陶喆有一首歌，唱的是一个小镇姑娘来到大城市后的故

事。

和每年迷失在大城市的不少小镇姑娘不同，在王心仪身

上很少能看到自卑、迷茫的影子。她清楚北大这个平台的优

势，也努力探索着自我的定位。我相信，通过个人努力，未来

她的目标会更明确。

今年 9 月，王心仪的弟弟——王宇同也考上了大学。在

北京中医药大学良乡校区，我见到了他。就像一年前的王心

仪，他有梦想，也有困惑。在这个偏僻的、新建的校区里，他身

边还没什么朋友，大学生活如何去过、如何融入群体等等问

题，都需要他自己琢磨出答案。他能不能像他姐姐一样走出

困惑，我不确定。但每年像王宇同这样的学生还有很多，怎么

帮助他们度过因为环境变化产生的迷茫期，似乎也是我们需

要思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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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北大课堂

上 学 到 的 知 识

——有时候观点

不需要大声挂在

嘴边。

如 今 的 王 心

仪 看 上 去 很

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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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6 日，超过 3000 名

新生齐聚在燕园西南角的邱

德拔体育馆，他们将在开学

典礼后正式迎来大学生活。

这个夏天因遭北京大学

退档引发舆论热议的河南新

生赵强也是其中之一，最终

被补录的他在此前的朋友圈

写下“现在，依然贫穷，而且

艰难。”

而一年前，另一个考入

北大的寒门学子因一篇《感

谢贫穷》引发关注，她就是河

北女生王心仪，媒体纷至沓

来。

入学一年，曾引发争议

的她现在过得怎么样，那段

经历是否影响了她的大学生

活？钱江晚报记者专程来到

北京大学，在未名湖畔和她

聊了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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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拍照爱溜达，乐观不改
再见到王心仪，她看起来变化不大。

“最大的变化就是胖了。”她没有顾忌地开着玩笑，身上依

然是去年见面时的那套蓝白配色的系带连衣裙。进北大需要

登记，说明来意，她熟稔地掏出校园卡，对门卫说了句：“这是

我哥。”随后转身，给了我一个俏皮的眼神。我这才发现，一年

前还稍显稚嫩的她，如今的眼神更成熟，也更自信。

下午 30 多摄氏度的高温，我们两个在北大溜达，她的兴

致倒是不减。燕南园里，她穿着一双厚底凉鞋在小道上来回

穿梭。

这里是燕京大学的老校舍，上大学后她喜欢上了摄影，有

事没事就拿着手机，在一排民国风的别墅和小院里撷取光

影。她喜欢这里的安静、古朴，不时还有或黄或白的野花扎堆

开放，在光线下显得很美。

大学一年，尽管有了新的爱好，新的生活，王心仪爽朗率

直的性格倒是依旧。今年，她成了“票圈达人”，时不时地在朋

友圈里分享自己的心情和照片，藉此还交到了不少朋友。她

打开几个月前分享的一组照片，评论里有位女生为她的图片

配上了诗。“是一个系的同学，可能也是性格相投吧，后来我们

就经常这样‘图诗’往来。”

和大学生活的磨合
从河北农村到北京，从军事化教育的高中到北京大学，两

种截然不同的环境，王心仪的磨合并非从开始就一帆风顺。

“虽然同学和老师都很照顾我，但很多事还要自己来。”对

高三后才有了手机的她而言，网上购物、办事、支付⋯⋯信息

化的一切都显得有些陌生，很多事都要开始学起。

同样陌生的还有同学间的沟通方式。“大家平常的聊天内

容和聊天方式，我经常不太理解。”刚入学时，王心仪就在新生

群里闹过笑话。一位同学玩笑式的一句批评，她信以为真。

“其实他就是玩了个梗，我以为人家真的生气了。”她自责了好

一阵，还检讨了过去的说话方式，事后她打算找人家道歉时，

才知道其实没什么。

到处存在的陌生感，让她在刚进校的几个月里有些不自

信。

虽然还没开学，王心仪的时间表排得很满。新学期的选

课马上就要开始，几篇实践感想还没有完成，读书计划也不都

能放下，还有社团的活动要参加。她每天 7 点起床——比高

中的时候晚点，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图书馆和教学楼里，直到晚

上11点洗漱睡去。

“和高中相比，时间好像更加不够用了，因为想做的事更

多了。”如今的王心仪，似乎很好适应了大学生活。

当年的“感谢贫穷”影响不大
王心仪已经很少回想去年暑假的事了。

一年前，她因为《感谢贫穷》走红网络。在网上，有声音赞

扬她乐观，也有人说她卖惨，她被打上了“感谢贫穷女孩”的标

签，供人评论和热议。“当时我还在省城兼职，一起的同事和我

说，‘王心仪你上热搜了’。”还不知道什么是微博的她，就这样

火了。

整整一个月里，不断有记者联系她采访，就连开学第一

天，还有媒体一路跟拍她进了宿舍。“其实我不太喜欢这种感

觉，但是当时也不太会拒绝人。”更令她不快的，还有网上的各

种言论，“这些人明明离着很远，根本不了解真相，就用最坏的

恶意来揣测你。”

所幸同学们倒是很少提起这事，比起网上那个被贴满标

签的形象，他们无疑更喜欢眼前这个外向的大姑娘。加上校

方对她的保护，热度很快得到平息。“互联网热度一波接一波，

现在对我来说都没什么，早就过气了。”她甚至自我调侃起来。

直到现在，王心仪依然坚持当初“感谢贫穷”的说法，只是

她不再主动和别人谈论这些。她说，这是在北大课堂上学到

的知识——有时候观点不需要大声挂在嘴边。

对她来说，当年那个占据新闻头条的自己，是过去的自

己，而她眼前的世界，才刚刚展开。

还在坚持做课余的支教
相较过去，王心仪更着眼当下。

前几天，她还参加了大学生征兵的体检及综合素质测

评。通过后，她可以保留学籍入伍，服役两年后再回来继续学

业。“准备不充分，仰卧起坐没达标。”入学军训之后，王心仪对

集体化的气氛一直念念不忘，这次被刷，她沮丧了好几天。

她想好了，明年要抓紧锻炼，到时候再去试试。

从高中起怀揣的支教梦她也一直在坚持。上半学期，她

报名了系里的支教团，每三四周去给打工子弟小学的孩子们

上次课，科目不定，内容也由老师决定。第一次她轮到故事

课，“讲了个小鲤鱼和水污染的故事，”也许是过于老套，效果

不算理想，说到这她有些不好意思。

下一次上课，她改成讲脑筋急转弯，孩子们爱听许多。“其

实脑筋急转弯能锻炼思维能力，跳脱原来的思考范式。”对于

授课内容，她有着自己的考量。但几周一次的支教课影响能

有多大，她自己也不大确定，只是希望自己的努力能让孩子们

有所收获吧，哪怕再微不足道，也是有益的。

入学一年，王心仪认为最大的变化是自我的认知。比起高

三时那种极端状态，现在她有更多的时间来看待、审视自己。

不少人说，大学是人生的重要阶段，而她也已就此迈开了

自己的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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