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谁听我说

日前，第 16 次参加高考
的唐尚珺在直播中表示，他
已被华南师范大学信息工程
专业录取， 但他很纠结是继
续复读还是上大学， 请网友
帮他出主意， 支持他上大学
的在公屏上打“1”，支持他继
续复读的在公屏上打“2”。他
的这一行为再度引发争议。

几乎每年高考季，唐尚
珺都会引发舆论关注。 从
2009 年开始， 他连续 16 年
参加高考，期间曾先后被中
国政法大学、 厦门大学、广
西大学、重庆大学、上海交
通大学等知名高校录取，但
他都没有去读。 有人佩服他

“想要考清华” 的执着和坚
持，但随着他复读的次数越
来越多，批评和质疑也越来
越多。 有人怀疑他根本不想
上大学， 只想靠高考赚奖
金；有人认为他被大学录取
又不去上学， 浪费招生名
额，缺乏诚信。

比起往年，今年的唐尚
珺似乎更乐于和网友直接

交流。他多次开启直播，高峰
时吸引了 10 万人观看。 虽然
他表示不想做网红， 但一边
说着“不”、一边半推半就走
上网红之路的人实在太多。
现在， 曾经对唐尚珺来说至
关重要的“去不去上大学”这
件事， 成了他在直播间设置
的互动话题，也引来“老铁”
们的围观与狂欢。

在直播间的喧闹氛围之
中， 网友的选择未必是出于
对唐尚珺未来的关心， 更多
地是投射自己的情绪和心
态， 享受群体表达带来的快
感。 而唐尚珺虽然发起了这
样的投票， 也未必会按照投
票结果来选择， 很可能他只
是抛出一个最有话题性的议
题，让直播间热闹一下，推动
流量涨潮而已。

虽然现在早就不是“一
考定终身”，但上大学仍是万
千学子求知追梦、 改变命运
的重要途径。 上什么样的大
学、学什么样的专业，应该是
基于个人兴趣、能力、职业规

划等多方面因素
的综合考量，而不
是由外界舆论和
直播流量来引导。

唐尚珺这么

多年坚持复读、高考，究竟是
出于什么样的心态？随着社会
发展，他的想法又发生了哪些
变化？这是关于他个人选择与
发展的深刻课题，也映射着社
会对于高等教育的态度。人们
对他的关注，一部分的确是关
乎他个人的现状和规划，但也
有相当一部分，是源于对传统
考试教育观念的反思，是表现
出对人生选择多元化的期盼。
如果唐尚珺认为，他直播间的
流量都是来自他个人的能力
和魅力， 沉浸其中不能自拔，
恐怕很快就会消解他身上积
极励志的一面，让整个叙事走
向虚无和迷失。

教育是严肃的事业，关
乎个人成长与社会进步。 上
大学是意义深远的人生经
历， 是值得每个人认真对待
的过程。 将这样的话题变成
流量游戏，是不合适的；想靠
炒作这样的话题吃“网红”
饭，也是行不通的。 在一次次
引起社会关注之后， 无论唐
尚珺做出何种选择， 相信大
多数网友都希望他能冷静思
考、勇敢前行，实现自己的梦
想与价值。 但是，把自己的人
生选择，当成网友玩闹一场的
“筹码”，就大可不必了。 ①2

“上大学”不该是一场流量游戏
□屈旌

每日箴言
南阳华龙高级中学告诫
广大学子———

●不必执着于别人对你的评价， 因为他们的称
赞，并不能让你变得更好；他们的指责，也不能让你
变得更差。

●让梦想大于胆怯，让行动强于语言。
●宽恕并不是把伤痛从记忆中删除， 而是从心里

根除。
●所有事在完成之前，都是困难的；所有事在完成

之后，都是轻松的。
●真正自信的人不会妒忌， 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

最好的，所以无需再去羡慕别人。
●唯累过，方得闲；唯苦过，方知甜。
●心中的境界有多高，眼里的世界就有多大。
●面对他人的缺点要糊涂， 面对自己的缺点要

认真。
●失败者的悲哀在于：记住了终点，却忘记了赶路

的初衷。
●自信的人并非不犯错，而是不害怕犯错。
●最危险的事情莫过于忽视自己的缺点和高估自

己的能力。
●人生路上，不仅要懂得“发现”自己，还要懂得

“创造”自己。
●要想成为生活的贏家，就必须做到两点：一是不

与他人比较，二是不依赖他人。
●表白或被表白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结局不是谈

一次恋爱，而是少一个朋友。
●每个玩世不恭的人都会因为生活的洗礼而

成长。
●你可以一辈子不登山，但你心中一定要有座山。

它使你总往高处爬，它使你总有个奋斗的方向，它使你
任何一刻抬起头都能看到自己的希望。

●成功没有快车道， 幸福没有高速路。 所有的成
功，都来自不倦的努力和奔跑；所有幸福，都来自平凡的
奋斗和坚持。

●世上再美的风景，都不及回家的那段路。
●人生没有极限，但是却存在停滞期。 你不能在这

个阶段停留，要跨越它。 如果你跨越不了它，就会被它
彻底摧毁。

●其实人的长相就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天生丽质；
一类是天生励志。

●除掉睡眠，人的一辈子只有一万多天。 人与人的
不同在于：你是真的活了一万多天，还是仅仅生活了一
天，却重复了一万多次。

●当所有人都低调的时候，你可以高调，但绝不能
跑调。

●刻意去找的东西，往往是找不到的。 天下万物的
来和去，都有它的时间。

●微笑，是不需要花一分钱的，但是它却价值连城。
●沟通心灵的桥是理解，连接心灵的路是信任。
●百善孝为先，要做一个有孝心的人，不管遇到什

么困难挫折，都不可以当一个不孝子。
●生命真是充满讽刺。 它用悲伤让你了解什么叫

幸福，用噪音教会你欣赏寂静，用缺失来珍惜存在。
●时间是个多才多艺的表演者。 它能展翅飞翔，能

阔步前进，能治愈创伤，能消逝而去，也能揭示真相。
●一个勇于表明立场的人才能真正有担当

去做事。

●人生， 总会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和生生不息的

希望。

●不管前方的路多苦，只要走的方向正确，不管前

方的路多么崎岖不平，都比站在原地更接近幸福。

———摘自图书珍藏书目郭同春校长编著的 《精粹

语言汇编》

巴黎奥运会激战正酣，
除了优异的成绩，中国运动
员年轻的面孔同样引发各
方关注。数据显示，405 位中
国运动员平均年龄只有 25
岁，年龄最小的广东籍滑板
选手郑好好仅 11 岁便能独
当一面，让人感叹后辈体育
健儿成长之迅速。

年轻、自信、有活力更有
实力， 观众们不由得联想到
时下热门的网络用语“小孩
哥”“小孩姐”。我们看到首金
角逐中黄雨婷、 盛李豪组合
的淡定自若， 感慨入水时陈
艺文、 昌雅妮组合的默契无
间， 敬佩谢瑜死咬比分最终
反超的顽强， 也为崔宸曦一
次次从滑板上摔倒又站起来
后的坚强微笑而动容……他
们的眼眸体态仍是少年，却
有着许多大人也不及的“大
心脏”和“十年磨一剑”的刻
苦用功。 这也是为什么年长
的观众们发自内心地敬佩这
些“小孩哥”“小孩姐”，而年
龄相仿的孩子们在屏幕前忘

情呐喊， 将他们当作偶像甚
至“孩子王”。

新闻报道中、 社交平台
上， 我们经常为各种各样的
“小孩哥”“小孩姐” 点赞：雪
地里帮路过的叔叔阿姨做小
雪人， 市集上帮父母摆摊炒
面， 博物馆里自信讲解细心
纠错， 志愿队伍中跑前跑后
十分热情……这样的称呼在
可爱中透出“小大人”的成熟
感， 更饱含着社会对青年成
长的期待和祝福， 体育运动
正是其中的真实写照。

1984 年的 7 月 29 日，27
岁的许海峰为中国射落历史
首枚奥运金牌， 将这份自豪
注入一代代中国运动员和支
持他们的普通民众心中。 40
年后，17 岁的黄雨婷和 19
岁的盛李豪为中国斩获巴黎
奥运会首金， 仿佛是在向一
路关注、 帮助他们的前辈们
挥手致意。 时代轮
转，艰苦奋斗的品质
不断传承。

奥运赛场刮起

“青春风暴”并非偶然，背后
体现出体育强国建设和全民
健身事业的纵深发展。 一个
很有趣的现象是， 滑板、冲
浪、攀岩、霹雳舞等奥运会新
增项目中聚集了最多的年轻
运动员， 因其有着共同的特
点：从大众运动中脱胎而来，
有着独特的文化氛围和广泛
的年轻受众。 另一方面，“小
孩哥”“小孩姐” 不只是赛场
上的明星，充满个性和“松弛
感” 的他们也成为许多年轻
人生活中的榜样， 进一步拓
展了体育运动的影响力。

“少年恃险若平地， 独倚
长剑凌清秋。 ”接下来的半个
月中，全红婵、谢思埸、梁伟
铿、王欣瑜等年轻小将还将继
续为国家荣誉和运动梦想拼
搏，也期待他们用亮眼表现回
应观众们的声声喝彩。 ①2

为奥运赛场的青春力量喝彩
□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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