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档案

徐 梓 岚 ， 女 ， 21
岁 ， 漯 河 高 中 毕 业 ，
2012 年以 646 分的优异
成绩成为漯河市文科状
元，并考入北京大学中
文系。醉心学术科研，
也热爱学生工作，本科
期间获得国家奖学金、
北京大学方正奖学金、
西南联大奖学金、李彦
宏奖学金等多项奖励，
获评“北京市优秀基层
团干部”“北京大学三好
学 生 标 兵 ” 等 荣 誉 称
号。2015 年 9 月，通过
北京大学免试推荐研究
生考试，研究生专业为
中国当代文学。

口述/徐梓岚
整理/本报记者 朱 红

徐梓岚：带着责任与使命前行
看到徐梓岚的照片，记者不禁惊叹起来：这女孩不但学习成绩优异，而且长相很漂亮，真可谓才貌双全，秀

外慧中。2012年，她以漯河市文科状元的身份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大学期间由于表现出色，获奖无数。2015
年9月，通过北京大学免试推荐研究生考试。带着对女孩的赞赏，近日，记者通过微信对她进行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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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梓岚于北京大学静园中文系旧址留影徐梓岚于北京大学静园中文系旧址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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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是高考优
秀毕业生，或者认识
高考优秀毕业生，或
者知道高考优秀毕业
生以及当年班主任、
同学和亲朋好友的联
系方式，欢迎与本报
联系，提供相关线索。
本报联系方式：
电话：
18739563958
13849488633；
QQ:1808003195；
邮箱：
1808003195@126.com。

每一位顺利通过高考的学生，
背后都凝聚着自身的努力、老师的
点拨和家庭的支持。这三者缺一不
可。

说到“自己的努力”，我很惭
愧，自己不是一个足够勤奋的学
生。中学六年，我很多时间都在

“不务正业”。学生会的各种活动，
我是最热心的，有时不等团委老师
布置任务，自己就想办个活动，找
点事做。但学生活动和学习是相辅
相成的，对于学生干部而言，成绩
好，是底气也是本钱。

而对于学习，最吸引我的是获
取新知识的乐趣。我是善于寻找乐
趣的人，自己动手梳理一册课本的
框架，觉得很有趣；想出一个观点
用一篇议论文论证了它，也很有
趣；看一道相似的数学题如何千变
万化，同样很有趣……注意总结方
法，能够得到很多单纯的快乐，也
能提高学习效率。

在“老师的点拨”上，我一直
觉得自己是非常幸运的，能在学校
遇到这么多兢兢业业、爱生如子的
好老师。他们不仅是传道授业解惑
的师长，更是我心灵的导师。

印象非常深刻的是高三的一次
模拟考试，从考场上下来，我觉得
自己发挥欠佳，很沮丧。没想到班
主任程克勇老师一进教室就发现我
的神情不对，马上把我叫出去做心
理辅导。当时，我除了惊讶老师对
学生心理近乎出神入化的把握，更
为老师的负责尽职而感动。班上的
同学，无论谁有什么烦心事，都会
找程老师聊，有时候一聊就是一个
早读。我们习惯把自己的疑惑、迷
茫和不解告诉他，他不仅是我们的
老师，也是我们最贴心的朋友。

高中时我们的校长是赵建钊老
师，赵校长虽然工作繁忙，但仍多
次与高二、高三学生座谈。赵校长
让我第一次用崇敬的眼光正视教学
楼上“做顶天立地有本事的人”一
行大字，正视自己作为漯高人所肩
负的使命与重托。也是赵校长教导
我们用平常心面对高考，“把高考看
淡就是最好的心态”“你认为没有问
题，结果就没有问题”，这些话成为
我整个高三时期甚至考场上的定心
丸。

我的父母也是很有意思的人。
在高考前的最后几个月，他们不是
给我鼓劲儿，而是一直“泄劲儿”：
经常念叨“即便考不上北大，人
大、北外、郑大也很好”。对于他们
的态度，我从一开始的惊讶，到最
后习惯并且接受，甚至自己也觉
得考上不错的一本就行。现在想
想，哪有父母不希望孩子进清华北
大的，他们大概觉得我已经够紧
张，不想让他们的期望变成我的压
力罢了。也感谢他们的良苦用心，
我在高考前的心态一直很平和。

成绩优异
积极参加各项活动

期待不高，反倒会有惊喜。2012年高考，646
分是意料之中，文科状元实在是意料之外。与我
一同经历高三的同学，水平不分伯仲的有好几
位。我除了心态平和，也确实有运气的青睐。

在专业选择上，我犹豫了很久。比较热门的
专业比如经济类、管理类、国际关系等都很有吸
引力。在关键的时刻，北大招生组老师一句话打
动了我：“文史哲是北大积淀最深的地方，这几
个专业让人受益终生，只不过有点苦，中文系一
年读几百本书都很正常。你愿意去北大中文系
吗？”那时，“北大”“北大中文系”对于高中的
我来说，是如雷贯耳的名字。百年来一代又一代

老师学生传承和积淀，形成的浓厚学术氛围，深
厚的文化底蕴，非常吸引我。至于苦，我是不怕
的。我一直相信，当人生有轻松模式和奋斗模式
可选时，宁愿选择奋斗模式，虽然暂时看起来吃
了亏，但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抱着这样的信
念，我填报了中文系。

收到录取通知书是2012年的夏天，那一年，
北京大学已经114岁，中文系也有100多年历史
了。七八月的夏夜，我常常兴奋得睡不着觉，数
着百年中大师们熠熠生辉的名字：鲁迅、胡适、
钱玄同、刘半农、沈从文……他们曾任教的地
方，北大中文系的大门，竟然向我敞开了。

知难而进 毅然选择北大中文系

在真正踏入北大校门之前，我有无数的想
象、无数的憧憬——我会学什么专业课？遇到怎
样的老师？我会成长为什么样子？我想过很多很
多。但唯独没有想到的是，北大中文系给我的比
期待的多得多。

进入北大中文系，或者说进入北京大学的第
一件事，是习惯自己的不优秀。你很难在所有领
域都出类拔萃，身边牛人云集的地方高傲起来，
这里有书法、绘画、篆刻无不精通的才子，有才
华横溢玩转古诗现代诗的诗人，有大一就写出高
水平学术论文的学霸，甚至还有在晋江写了十几
部小说的室友……

进入大神云集的中文系之后，我经历过一段
意料之中的失落——自己从中学时代的顶尖人
物，变成了平凡无奇之人，有时更会因为专业基
础知识薄弱而产生孤立之感。但与此同时，我也
渐渐发现了快乐，感受到优质朋友圈带给我的成
长。中文系是一片真正学术的净土，它让你认识
到自己的平凡，它让自以为优秀的我重新产生强

烈的向上的渴望，把自己变成一块不知疲倦的海
绵，不知不觉，自己的头脑更有分量了。

中文系一贯有大师级的老师亲自教授本科生
主干课的传统，因此，入校没多久就见到了传说
中的诸多大师。大师的课有趣有见识，特别受欢
迎，孔庆东老师讲金庸的时候，教室挤得连卫生
间都去不了；藏棣老师的诗歌写作课每周都要交
作品，还是挡不住选课生人满为患。同时，中文
系老师对学术要求相当严格，细致到对论文中的
错别字都一一订正，严谨到发现有抄袭迹象直接
挂科。然而，严谨归严谨，老师们为人却亲切随
和得很，即使是学术界泰斗级的人物，也没有一
点架子。2012年入学的我们刚好赶上“一对一导
师制”的实行，也就是为每一位本科生配一名教
授做学术导师。我的“一对一导师”吴晓东老师
很喜欢在周五的午后泡一壶酽酽的茶，与同学们
畅谈读书心得，那样的午后，我得到了最初的学
术启蒙，也明白了中文系希望我们成长为怎样的
人。

告别失落 在学术的海洋中汲取营养

在一段适应期之后，我很快在大
学里找到了自己的节奏。学习成绩在
四年里稳步提升，获得了北京大学方
正奖学金、西南联大奖学金、李彦宏
奖学金，以及代表着本科生最高学术
荣誉的国家奖学金。从大三开始，我
尝试接触学术科研工作，申请到北京
大学教育基金会的资金支持，完成了
本科生科研项目，在北大“挑战杯”
跨学科学术竞赛中获得一等奖。

学习之余，学生工作也丰富多
彩，中文系学生会、团委为学生提供
了绝佳的平台，闪光的想法总能得到
鼓励，在这里，我组织举办了男生
节、女生节、寝室文化节、新年联欢
会、文史哲联合团校等许多有意思又
有意义的活动。我的努力也获得了老
师和同学的肯定，本科期间两次被评
为“北京大学三好学生标兵”，还曾获
得“北京市优秀基层团干部”称号。

找准节奏
在大学中获奖无数

2015年9月，我通过了北京大学的
研究生保送考试，将在燕园继续自己
的故事。

本科四年，北大带给我最重要的
改变，就是我对生活的看法、信仰，
或者说是态度。这种生活态度有两个
层面。一种是过好自己小日子的生活
态度，用澄澈的心去面对每一天。专
注于当下，不盲目怀念过去，也不惧
怕还没有到来的未来。另一种则是家
国天下的大情怀。关注国计民生，关
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勇于承担这个
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我觉得这是北
大带给我最大的收获。

我所在的中国文学专业，和文化
的责任是密不可分的。中文系的系训
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种
对 文 化 的 责 任 感 ， 继 承 自 古 代 的

“士”的精神。从这个专业毕业后，我
可能会进入教育行业、政府机关、新
闻出版行业或者其他行业，但是中文
系带给我的气质会如影随形，这种责
任感和使命感会长存心中。

面对未来
带着责任一路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