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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北大或哈佛之后怎么办？难道自此之后人生皆成

坦途，再不会遇到诸般烦恼困厄艰难？

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秦春华面试学霸的灵魂拷问，

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教育的价值就在于帮助我们找到

隐藏在体内的特殊使命和注定要做的那一件事情。

了解自己喜欢什么？先列一个负

面清单。

那么，怎样才能知道自己未来会

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换句话说，

如何才能发现自己生命中的特殊潜质

呢？

一 般 来 说 ，大 凡 优 秀 的 人 ，做

任何事的结果都不会太差，真正困

难的是要辨别这件事是不是你真

正喜欢的事情。判断是真喜欢还

是假喜欢的方法很简单，就是看你

是否为之痴迷，是否能够心甘情愿

不计功利地为之付出时间和精力

并始终坚持。

真的痴迷是一种相思之态，白天

想，夜里想，连做梦也在想，想到他

（她）就情不自禁地笑起来，见到任何

东西都会想起他（她），和别人说话的

内容也全都是他（她），为之兴奋，为之

发狂，甚至为之疯魔。那是一种沉浸

在幸福中的状态。

我建议，每一个学生，无论课业有

多么繁重，每天一定要抽出一点儿时

间来独处，给自己的心灵留出一点儿

温柔的空间，在完全放松的状态下，听

听内心深处的渴望。

有人说，我就是对任何事情都没

有感觉，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甚至

不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那该怎么

办？一个好办法是试错。不停地尝

试所有的事情，在尝试的过程中不断

去掉那些不喜欢的事情。给自己列

一个负面清单。不要害怕失败。对

于学生来说，失败的成本很小，只要

没有被开除或退学，大不了还可以重

新回到课堂，一切从头再来。

还记得美国那位 77 岁时才拿起

画笔的摩西奶奶吗？她的故事告诉

我们：只要你真正喜欢做一件事，那

么在任何时候开始都来得及，哪怕你

已经80岁了。

人生不仅是一段生命，还应当

是一段有质量的生命。判断一段生

命是不是有质量，就看每一天是不

是你真正想过的日子。“朝闻道，夕

死可矣。”只要找到了你真正喜欢的

事情，即使只有一天，那也是幸福的

和有质量的生命。

（来源：新华网，有删节）

我很想问一句：考上北大以后怎样？

这不是我的想像。这些年来，我在世

界各地见过很多优秀的孩子，他（她）们个个

天资聪颖，勤奋刻苦，一路过关斩将，从未失

手，总是处于同龄人最顶尖的群体之中，挑

选最好的学校和最好的班级，是其他人艳羡

的“人家的孩子”。然而，几乎很少有人能体

察他（她）们内心深处的痛苦和迷茫。

有不少北大或哈佛的学生告诉我，上

北大或哈佛是他（她）们从小树立的目标，

但有一天当他（她）们真的置身于无数次

在梦中出现的校园时，却常常会陷入深深

的焦虑之中：接下来又该做什么呢？仿佛

一个登山运动员在珠穆朗玛峰上的困惑：

下一座山在哪里？

人生需要目标，但社会、学校和家庭都

没有教会孩子如何去寻找树立自己的目标。

我们对人生和教育的理解太过单一，

而且缺乏想像力。我们总是要求孩子要

成功，要比别人强，要考上最好的学校，但

很少告诉他（她）们成功意味着什么，生活

的幸福源自何处，什么是最适合自己的。

教育被简化成了一条升学直线。所

有的过程只为那个最后结果而存在：上北

大或上哈佛。

没有人告诉这些孩子，上了北大或哈

佛之后怎么办？难道自此之后人生皆成

坦途，再不会遇到诸般烦恼困厄艰难？

1923年，鲁迅先生曾经发人深省地问

道：“娜拉走后怎样？”我也很想问一句：

“考上北大以后怎样？”

上学是为了接受好的教育，但正如储

蓄不能自动转化为投资一样，上学也并不

意味着一定能接受到好的教育。我们之

所以送孩子上学，并不是因为孩子必须上

学，而是因为他（她）们要为未来的生活做

好充分的准备。上学是一个人为了实现

人生目标而必须经历的过程。在这个过

程中，最重要的也是首要的一件事是：认

识到你未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每个人来到世间，都肩负了一个独特的

使命，这是独立的个人之所以存在的价值。

区别在于，有的人能够发现自己的使

命，最终成就一番宏图伟业；有的人没有发

现自己的使命，最终碌碌无为，苟且一生。

教育的价值就在于唤醒每一个孩子

心中的潜能，帮助他（她）们找到隐藏在体

内的特殊使命和注定要做的那一件事

情。这是每一所学校、每一个家庭在教育

问题上所面临的真正挑战。和上哪所学

校，考多少分相比，知道自己未来将成为

一个什么样的人是更为重要和根本的目

标。

回避或忽略这个问题，只是忙于给孩

子找什么样的学校，找什么样的老师，为

孩子提供什么样的条件，教给学生多少知

识，提高学生多少分数，这些都是偷懒的

做法，也在事实上放弃了作为家长和教师

的教育责任。

实际上，一旦一个孩子认识到自己未

来将成为什么样的人，就会从内心激发出

无穷的动力去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无

数的研究结果已经证明，对于人的成长而

言，这种内生性的驱动力要远比外部强加

的力量大得多，也有效得多。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人生不是一

场由他人设计好程序的游戏，只要投入时

间和金钱，配置更强大的“装备”就可以通

关。一旦通关完成，游戏结束，人生就会

立即面临无路可走的境地。人生是一段

发现自我的旅程，路要靠自己一步一步走

出来。认识到自己未来会成为一个什么

样的人，就像是远方的一座灯塔，能够不

断照亮前进的道路。

我去上海面试学生。

学生们做了非常认真的准备，一个个

光鲜亮丽，就像他（她）们提供的申请材料

一样。

无一例外，每个学生都是学习成绩优

异——至少位于年级前5%；艺术特长突出

——至少会一种乐器；获得过各级科技创

新奖励——至少是市级二等奖；热心公益

事业——至少去敬老院给老人洗过一次

脚；等等。

在慨叹上海学生综合素质高的同时，

我也隐隐有一丝遗憾：他（她）们看上去太

完美了，似乎看不出有任何缺点；他（她）

们看起来也太像了，就像是一个模具打造

出来的一组“家具”一样。

一个学生上来就说“子曰……”我打

断他，问他叫什么名字，他告诉我之后，接

着说“子曰”，我再次打断他，告诉他我不

关心子怎么曰，我关心的是你想说什么。

他却涨红了脸，一句话也说不上来。

还有一个学生自信满满地坐在我面

前，等着我问各种可能的问题，仿佛一切

尽在掌握之中。

我说“我没有什么问题问你，你有什

么问题要问我吗？”

她完全没有料到我会提出这种问题，顿

时惊慌失措，张口结舌，几乎要哭了出来。

显然，所有的学生在来之前都经过了

某种程度的面试培训。我并不感兴趣他

（她）们表现出来的是谁，我感兴趣的是真

实的他（她）们是谁。最令我吃惊的是，当

我问他（她）们，你希望自己未来成为什么

样的人时，很少有人能答上来。

学生们告诉我，他（她）们压根儿就没

有想过这个问题。

真的是从来没有想过吗？其实不是。

这个问题他（她）们曾经想过的，只不

过那是在很久很久以前，久到连他（她）们

自己都忘记了而已。

小时候，每当大人问孩子，你长大了

想当什么呀？

孩子们总是兴高采烈地回答：科学

家、宇航员、飞行员、警察叔叔（阿姨）……

然而，当孩子们上学之后，这些问题

就再也不曾被提起了，仿佛从来就没有出

现过。

几乎所有的老师、家长和学生只关心

一件事：考了多少分，能上什么学校。

一个被公认为好学生的成长轨迹，或

者家长想象中的完美教育路线图看起来

是这样的：

上当地最好的幼儿园；在上小学之前

已经认识很多汉字，会做复杂的数学题，

能够大段背诵很多经典名篇，讲一口流利

的英语；之后上当地最好的小学和中学；

考上中国最好的大学——北大、清华；本

科 毕 业 后 去 世 界 最 好 的 大 学 —— 哈

佛；……

当然，也有不少人从初中开始就瞄准

了伊顿、埃克塞特等名校。

且不说这些目标不是每一个人都能

实现的，即使全部都实现了，那之后呢？

人生的目标又在哪里？

考上了北大、哈佛，
“以后”怎样呢？

◀北京大学

考试研究院

院长秦春华

为喜欢的事情而努力人生的目标在哪里？

如何寻找人生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