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月的校园，蝉声翻腾、离愁味浓。
对于一个将“互联网思维”冠以最热词汇
的 年 度 而 言 ， 这 个 毕 业 季 ， 注 定 迥 然
不同。

我们似乎不急于像前辈一样，寻一份
稳定的工作。对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而
言 ， 传 统 报 社 、 电 视 台 虽 是 不 错 的 归
宿，但方兴未艾的互联网媒体更能博得
我 们 的 青 睐 。 在 同 学 的 毕 业 去 向 汇 总
中，令人眼前一亮的是几位填写了“自
由职业者”的同学。北京男生小 A，注
册了自己的国际文化传播工作室，奔忙于
各大使领馆和亚欧大陆间，微信平台经营
得有模有样。陕西娃小 B，干脆当了自由
导演，拉赞助、约演员，优酷土豆爱奇艺
是其免费上映场⋯⋯得心应手地使用互联
网，将使他们对世界的探索如虎添翼。互
联网的深度楔入，对这一代毕业生的职业
选择有着不容小觑的影响。

我们似乎不急于像前辈一样，匆匆
投身职场。一场酝酿已久的毕业旅行，
成了许多人的不二选择。去哪儿、玩什
么是次要的，关键是要和一群志同道合
者畅享青春最后一场疯狂。我们走出考
试的樊笼，打量书本之外的天地。在毕
业旅行中，剥除了班委与普通同学、优
等生与学渣的差异标签，回归为最相似
的青年。互联网的本质便是如此心态开
放、眼界互通、地位平等。

我们似乎不急于像前辈一样，购一本
精致的相册，在扉页贴上刚洗印出的集体
照，小心珍存，生怕遗失这仅此一份的记
忆。用镜头留住时光的习惯没有变，只是
我们将它演绎出更为多元的纪念方式：技
术大神精心制作 HTML5 界面，渐隐渐显
的图片在催人泪下的音乐中缓缓播放；摄
影发烧友为每个同学拍一段视频，剪辑成
班鉴，刻录在青春记忆里。

我们似乎不急于像前辈一样，用纸质
的通讯录记下每一位朋友的联络方式——
个人手机号、电子邮箱甚至家庭电话。微

信培植出的使用黏度，已让我们离不开这
种集视频、语音、文字、分享图文为一体
的交流工具。我们只需穿梭在各个聊天群
里，道一声毕业珍重。至多给大学时代的
同窗统一分个组，方便日后联
络 。 数 年 之 后 ，
当大学密友晒
出自拍照，我
们依旧可以如
昨 般 横 加 “ 嘲
讽”。我们有理
由相信，纵使日
后丢了手机、忘
了密码，只要各个
群组尚在，彼此牵
挂 的 校 友 也 不 会

“失联”。
面对如此省时便

利的毕业通讯，我也
有一丝隐忧。指尖的
一击一动，是否足以维
系四载情谊？微信与微博，是否会随着时
间的流逝将深夜碰杯吐露心事的习惯淡化
为“点赞之交”？当我们融入了各自的新
世界，失去了共同吐槽的话题，这个昼夜
不停的聊天群是否还会如此热闹？

对于这些问题，我并没有自信给出肯
定的回答。坦诚地面对自己，我不得不承
认，许多时候通过掌上空间的联络并不

“走心”：微信三百余好友，朋友圈以每天
千百条的海量更新着，我确实记挂着他们
每一位，却也着实无暇细看其中每一条。
常常连链接都未点开，便送出了一个轻率
的赞。

这是最好的时代：纵使分隔两地，我
们有最先进的手段在第一时间联系到牵挂
之人。这也是最坏的时代：这些可以无数
次重复播放的电子印象，未必能如白纸黑
字般忠诚地守护一段情谊。唾手可得的回
忆，未必能让我们真正珍惜。

互联网时代的毕业季，喜矣？忧矣？

飘逸的学位服，帅气的纪念照，厚重
的毕业证，灿烂的青春范，人的每个细胞
似乎都在笑——六月的大学校园，美得让
人感动。此情此景不由得让我想起自己
的毕业季。

1982年7月，就像那个时代大多数毕
业生那样，我对自己的职业生涯也没有太
多想法，只想着发扬螺丝钉精神。当时改
革开放刚起步，大学生是稀缺资源，不过当
时的政策是统一分配工作。本以为能留北
京的我被分配到烟台地区某县县立中等师
范学校的校办工厂，心理的落差实在大。
后来，又辗转回到家乡的县办农业机械厂。

我没有消沉，我还想考研。边工作、
边复习的情景是刻骨铭心的——工作辛
苦、考勤严格、车间污染严重、睡眠不足，
体力透支、时间不够，为了最大限度地挤
出时间复习，我选择了热处理车间的夜班
工作。我没有请过一天假，即使研究生报
名、体检等，也是利用下夜班后的白天完
成的。当时非常辛苦，收获也是喜人的。
我对企业实践有了感知，了解了一线员工
的思想和行为特点，锻炼了吃苦能力等，
为我以后的人生及从事管理研究和教学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年后，我考进了一
所财经大学读研究生，成为从我们县里考
上研究生的第一人。研究生毕业后，我重
新回到离别4年的北京，在北京城有了自
己的工作岗位。

又到毕业季，对新时代的毕业生我真
是羡慕加嫉妒啊！羡慕你们有更多的选
择，有太多的机会。尤其在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的大背景下，既可以就业，也可以
创业，真是“我的青春我做主”。

作为过来人，在同学们毕业时想唠叨几
句。在做人方面，希望你做一个堂堂正正的
人！如果非要提一个最低要求，那做一个正

直的人，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同时注意，
我们有创新能力固然很重要，但有山寨的羞
耻感更重要。在事业方面，希望你争做中国
奇迹的参与者、建设者、见证者、分享者。只要
方向正确加上努力，“一切皆有可能”。

说到方向就该谈谈选择。将自己的
优势与时代潮流、国家发展相融合，再加
以努力和坚持，脱颖而出是早晚的必然。
需要强调的是，选择与努力的关系是复杂
的，不能片面强调选择比努力重要，以为
选择正确就可以不努力了。不努力，“一
切都没有可能”。问题是，我们怎么把这
个思想与自己的发展结合起来？

——选你爱的，爱你选的。选择到喜
欢的工作是幸运，若没有选择到，那就看看
是否有改变的可能？能重选的就重选，不
能重选也没必要消沉，我们不能选择起点，
但可以选择过程和结果：那就干一行爱一
行吧。干一行爱一行，也是一个重大选
择。无论是自己创业还是就业，有了热情，
只要愿意，到处都是机会，处处都是舞台。

——选择不能盲目跟风。不能像当
年“钢铁元帅升帐”，大家不顾自身条件一
窝蜂学钢铁；后来重视金融在经济发展中
的作用，人们又不考虑自身特点开始热捧
金融、会计等等。当下而言，创新创业气氛
浓厚，也不必人人都跃跃欲试去创业。不
是每个人都适合自己创业。自己带头创
业，要敢于管理，乐于与人打交道，精于销
售，善于团队合作。如果历经磨炼后也没
有这些能力，我觉得就业也是一个不错的
选择。当然，创业也并非高不可攀，创业还
有另外一种形式——追随创业。追随一位
牛人，加入他的创业团队，也能成就一番事
业。此时，摆正心态，可能更重要。

——选择的过程一定要“扬长”。实际上
每个同学都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关键是要发现

优势、培育优势。我们在选择工作方向时，一
定要多问自己，我的真正优势是什么？是长于
实践，还是善于思维？是逻辑思维较强，还是
形象思维突出？是具有人见人爱的交际本能，
还是善于严谨的逻辑思维，喜欢与数字、技术
打交道？是喜欢开拓创新，还是善于领会与执
行？是具有独特任性的艺术范，还是习惯循规
蹈矩跟着走？是业绩卓越桀骜不驯，还是完美
规范？是敏捷灵活，还是稳扎稳打？是喜欢静
思挥笔，还是奔波务
实？这里不存在优
劣之分，但一定有
不同的适应场
合，南方的蜜橘
移到北方就成
为涩枳。

毕 业
季 ，收 获
季 ，同 时
也是播种
季 。 我
们只要
通 过
努 力
选对方
向，在正确的方向
上持续努力，“一切皆有可
能”。

祝愿大家有更美好的未来。
1983年，28岁的乔布斯在亚斯本埋了一根塑料管子，给

它起名叫“亚斯本时空胶囊”。整整30年之后，这颗时空胶囊
被挖了出来。里面有很多东西，包括苹果电脑的第一款商用
鼠标，叫做LISA，那是乔布斯女儿的名字。这就是时间的伟
大之处，它能够让琐碎的个人记忆变成一个时代的集体回忆。

2015 年，我毕业整整 11 年了。如果当年我也有一只
时空胶囊，里边会有什么？

研究生毕业后，我先加入了投资银行。当时中国资本
市场快速发展，作为刚入行的年轻人，我有幸为全世界最大
的数家企业提供融资和并购顾问服务，参与的项目总金额
超过 100亿美元。我的专业能力与性格成熟度都得到了高
强度训练与迅速成长，也得到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不过，我的剧本并没这么顺着往下写。
2007 年夏，就在全球资本市场一片繁荣、整个行业都

在迅速积累财富的时候，我决定放弃高额奖金和事业基础，
选择暂时离开，前往硅谷。

这是一个抉择。领导和朋友都认为我没必要去，事实
上，如果只是为了职业发展，我自己也找不到理由放弃眼前
的一切——这个决定的净现值在中短期内都一定是个巨大
的负值。但如同期权定价公式里的波动性一样，我要的就
是获得这个不确定性。

在斯坦福的两年，经历了非常多超出预料的事与人，当
然也亲历了硅谷创新与创业的环境。

离开斯坦福后，我加入了一家全球股票投资基金。不仅
因为它有出色的投资成就，有明确的送我们回到亚洲的时间
表，更因为该公司强大的公司文化，值得近距离学习。在这
家公司总部工作期间，我投资研究的区域，涵盖了从美国上
市的中概股，到东南亚、中东和印度市场的广阔范围，职业前
景大好。

这个时候，剧本又有了新的高潮。
2011 年，就在我即将回归之际，我又一次作了放弃的

决定，不去香港的亚洲总部，放弃未到成熟期的奖金。因为
父母年龄大了，我希望离家更近一些，多些机会陪陪父母。
十天后，我回到了祖国，赶上陪家人一起过春节。

在未作准备的情况下，我回到了北京。后来，我加入了农
银国际，成为当时圈里最年轻的“董事总经理”之一。我花了
一年时间，跑了20多个省，以最接地气的方式完成了回归。

两年前，我再一次作了放弃的决定。这次是彻底放弃
高薪与高管职位，选择创业。

又是一年毕业季。这一刻，我打开时空胶囊，想要停下
来和11年前的自己作一个短暂的对话。我想知道，我们是否
还能认出彼此？这些年里，我们都经历了什么、收获了什么？
当年，我问自己，我在哪里？要去哪里？现在，我能够坚定回
答自己的问题吗？

我惊喜地发现，原来你一直都在我左右。我可以很欣
慰地对你说，我没有背叛当初的你。如果站在 11 年前，重
新走一遍这段旅程，我相信你会和我作出一样的选择：

——相信你仍然会一次次地放弃已经得到的：每当自
己建立起稳定感与舒适感时，无情打破自己的舒适区，残酷
地把自己重新逼到一个陌生的更具挑战的新时空。因为只
有这样，你才能不断成长；

——相信你仍然选择勇敢：虽然不再有人为你指引方
向，给你勇气。很多时候，你还需要选择对抗自己和他人的
人性，对抗内心对“安全感”的渴求；

——相信你仍然会选择犯错：因为经过认真反思的犯
错可以帮助我们更有效成长，并且让错误发生得越早越好；

——相信你仍然会坚持梦想：因为追求梦想即使失败，
其代价经过时间还可以弥补，若放弃梦想，当我们离开这个
世界时也无法释怀；

——相信你仍然会坚持你的价值观与家庭观：因为我
们最终是希望得到内心的平静与幸福感。

我希望，再过十年甚至五十年，当我再次和你相遇，我
们还能彼此认出对方，不忘初心。

1982年毕业生、大学教授 郝旭光：

选你爱的，爱你选的

心中的梦 脚下的路

2015年毕业生 王昱：

我们不急于像前辈一样

2004年毕业生、创业者 刘延锋：

选择勇敢

在做人方面，希望你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在事业方面，

希望你争做中国奇迹的参与者、建设者、见证者、分享者。

对于一个将“互联网思维”冠以最热词汇的年度

而言，这个毕业季，注定迥然不同。

我可以很欣慰地对11年前的自己

说：我没有背叛你。我希望，再过十年甚

至五十年，我们还能彼此认出对方，不忘

初心。

本版照片由陆 欣 赵 晶提供

又是一年毕业季。这是心怀眷恋的告别，更是充满希望的出发。把青春和梦想打进行囊，勇敢

地迈开步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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