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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玥儿期待中的长达一个月的田野写生并没

有到来。这是国美学生最爱的一门实践课，到广

阔的田野大地中去，放飞自我，尽情创作。

因为疫情，这门课被临时替换成“画校园”。

“高中加大学，再熟悉不过的校园，有啥可画的。”

玥儿有点沮丧。

目之所及，有一棵小树，树叶的阴影在阳光下小

家碧玉地斑驳着。“好美，就画它了！”她当即决定。

之后的半个月里，她对着这棵树不停地画，画

不同的天气、天色下的光影变幻。为了赶日出，她

凌晨 3 点多起床，准备画材，挑选角度，终于画成

一幅挺满意的“日出印象”。她对着这棵树，感觉自

己就像梵高对着麦田、莫奈对着干草垛，酷极了。

“我也算是见过凌晨3点、4点、5点、6点的美

院了。”跟记者说这些的时候，玥儿刚精选出 8 幅

画作上交。她看上去又有点开心了，更让她开心

的是，她发现自己原来也可以如此沉静。

等春去秋来，再去画一画那棵树，玥儿想。

本报记者 徐洁

高三，上了 3 个月的课，放了 9 个

月的假；大一，开学延期，时常网课；大

二，一回家，可能就回不了学校了。反

之亦然。

这，不是段子。

今年是钱报记者追踪学军小学

2014 届六（1）班的第九年，下半年孩

子们升大三。这是他们正在经历的大

学生活。

他们的大学生活和向往中的象牙

塔多少有点不一样。往常的大学生

们，只需要为学分而努力，但他们不光要

通过考试，还要通过频繁的核酸检测。

当不断变化的疫情形势与大学的

多元开放碰撞，尽管困难重重，我们还

是记录下了5个不会被疫情打断的关

键词。如叶青在《影子》里写过的那

样，人要比草更柔韧，比光更温柔。

钱报记者追踪热门小学毕业班的第9年

和疫情一起上大学
青春不必一种模样

“你度过隔离期的

方式，反映着你一生能

达到的高度。”这是最

近很流行的一句鸡汤。

这 篇 报 道 本 来 会

在这里收尾。只不过

当记者把它提前发给

受访者们阅读的时候，

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吐

槽了这句鸡汤。

“没那么励志⋯⋯

就正常生活⋯⋯”

“到了新的城市读

书，公交路线还没熟悉，

连同学都认不全⋯⋯”

还有一位说：“等

我毕业的时候，父母总

应该能来现场参加我

的毕业典礼了吧。”

不过有一点，他们

是赞同的。没有人规

定青春必须一种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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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美学生

：陈玥儿

创业维艰四个字，柴熠玮在今年尤为感同身

受。她大一创业，办了家文创公司，早早就为自己

实现了“生活费自由”。

疫情反复，“非必要”的活动在这个春天被大

面积暂停，她没法再出去谈商务，一些原本谈好的

项目也取消或延期。“你猜，公司最近的一次进账

是多少钱？”她跟记者比了一个 6 的手势。这 600

块，也是今年目前唯一的一笔进账。

生意歇了，她却一点都没有闲下来。她依旧

早睡早起，按时去教室上课，下午去图书馆看书或

自学西班牙语。上个学期开始，她还辅修了一门

建筑，“我是文科生，但这种建模、搭结构让我觉得

很新鲜。”原本已经入选的亚运志愿者，因为赛事

延期，培训也延期了，转头她就去报名了全国大学

生英语竞赛和全国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

这个无法用常理推测的姑娘，所有的行为几

乎都可以用“兴趣”来解释。眼下，她只希望暑期

实践别再生变数。“有份策展的活，工资不错。”她毫

不避讳谈搞钱，“如果拿大学生当廉价劳动力，当然

要看性价比，但如果有难得的好项目，贴钱也愿意。”

在她看来，赚钱养活自己应该是一个自然而

然的结果，并不需要多大努力就可以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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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职创业

：柴熠玮

历时 58 小时，斥资 4 万多元，郦倪羽彤终于

在今年 3 月飞回国内。她于 2020 年考入英国伦

敦大学学院的考古和人类学，大一在国内留学，大

二才正式开启海外生活。

简单转述她此番回程中的波折，怕不能感同

身受——可选航班少、售价又高的特殊时期机票

还很难抢；上海疫情，担心航班熔断，临时改飞广

州；阿姆斯特丹转机等了 26 个小时，在机场就地

过夜⋯⋯

与此同时，和她一样的海外留学生们，心态也

逐渐发生着变化——从“担心自己所在国家的疫

情”，到疫情反复后“担心国内的家人”，再到现在

的“担心回国增加新的不确定性”。

之所以选择回来，羽彤是经过反复思量的。

“新学期主打实践课，学校合作的田野项目周期短

且多在异国，全球疫情期申请签证也很麻烦。”而

且在羽彤的计划里，国外求学获得的更加宽阔、多

样的视野与方法，终究是为用到祖国的考古项目

上的。”

“出国前跟过的考古领队，最近又启动了一项

新的田野调查，我很想参与。”这不，她一结束隔

离，就每天上山下地，不知疲倦。

问她：“你觉得苦吗？”

“苦的。既然选了，该干还得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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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英学生

：郦倪羽彤

10天前，于汉翔被请回了母校。学军小学传

统足球赛“雏燕杯”十周年，他作为首届冠军球员，

特邀为今年的冠军队颁奖。

当年他们三届蝉联冠军，把至高荣誉“大力神

杯”永久留在了班级里。毕业后每一年按学号顺

次交接，成为六（1）班独特的仪式感。

跨越的十年，是纪念，也是传承。“当时那么拼

命、团结互助、流汗流血流泪换来的奖杯所体现的

力量现在依然存在吗？”

他想了想，回复：“耐挫和坚持。”

疫情三年，贯穿了他的高考、复读、大一。因

高考数学填错答题卡，他与心仪的大学失之交臂，

“当时家里有不同意见，用辛苦再赌一年，值不

值？生活中很多时刻，需要为自己挺身而出，那些

需要奋斗的时刻，那些需要全力以赴坚守的时刻，

那些需要及时止损的时刻，哪些才是正确的选择

呢？我们无从知晓，我只是对考好，还有渴望。所

以当时我只问自己：你想不想？”

如今的他就读浙江财经大学工商管理（财会

类）专业，大一就去报了注册会计师的校外培训，

“早一点准备，多一点筹码，用多一点确定来应对

未来的不确定吧。”

他最近的一条朋友圈，是校园乐队的现场秀，他

是鼓手，背景屏幕上的宣言是：潮落之后一定有潮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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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鼓手

：于汉翔

张道涵不知不觉已经居寝室两个多月了。昨

天上海外滩又重新堵起来了，他还在冲刺期末考

不能放飞。自打考上复旦临床医学的本博连读，

他就很少回家。去年的同学会，他“闭关”在实验室

未能参加，视频连线里，他穿着白大褂，意气风发。

作为疫情下的医学生，他有了更多的思考：

“医学不光是临床上治病救人，还有很多科研相关

的工作，值得我们去攻破。”

最近，他申报的科创课题立项了，算是隔离以

来最好的消息。只是转而又些担忧，实验室许久不

开放，他怕影响进程。不过毕竟隔离在学校里温饱

无忧已是一件莫大的幸事。生活单调一点，头发长

长一点，学习计划被打乱一点，“克服一下就好了”。

他也终于有机会，去完成一些自己一直想做却

“没时间做”的计划。“自学了编程，还听了很多线上

讲座，大多是跨学科的，感觉⋯⋯打开了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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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沪医学生

：张道涵

陈玥儿陈玥儿//绘绘

本报过去两年有关他们的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