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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婀娜多姿的民族舞，体现了肢体艺术与柔和音乐的完美融合；太极与书法恰到好

处地合二为一，演绎着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源远流长；精湛高超的钢琴技艺，向观众诉

说着故事；劲爆活力的街舞、气势磅礴的英文演讲《I have a dream 》……近日，学院

2010年才艺之星总决赛上精彩无限，展示了我院学子的多才多艺和青春理想。

                                           范烨前 易红霞 吴杭 刘凌空/摄

 图片新闻

用“微笑”为学院赢得金牌
本报记者 戴笑笑 本报通讯员 许晓　　

　　日前，商学院中澳双联班（USQ）学生王

佳慧，出色完成了第十六届广州亚运赛会志愿者

服务载誉而归。凭借她的聪颖、好学以及优质服

务，王佳慧入选了亚运会场馆“微笑之星”，为

学校赢得了一块“看不见”的金牌。   

　　据悉，本次杭州选派的10名亚运赛会志愿者从

百余名报名者中层层筛选。经过笔试、面试环节，

从仪容仪表、英语水平、表达能力、志愿者理念知

识、应变能力等各个方面挑选和考察志愿者。世博

会杭州论坛、曼联中国行、西博会等大型服务……

500多小时的志愿者服务时数是王佳慧在大学期间

积累的服务经历。王佳慧说：“由于在USQ班是双

语授课，学校也注重英语的教学，因此可以顺利通

过英语的面试。再加上之前积累的志愿服务经验，

有幸成为亚运志愿者。” 

　　在亚运会中，王佳慧的工作是在天河游泳

馆负责观众引导工作。主要是根据场馆内上座情

况，引导观众从合适的入口进入场馆观看比赛。

同时，在举行升旗仪式时，需要负责通道封锁，

保证国旗顺利地升起。虽然比赛场地近在咫尺，

却并不能进入坐席区观看比赛，大多数时间是背

对着比赛场地。在比赛休息期间，还需要回答技

术官员以及观众的各种问题。“很遗憾，没有在

中国队比赛时为中国队呐喊助威，中国队夺冠，

也没能看着五星红旗在头顶升起。”王佳慧说，

“但是，志愿服务就是这样，需要忍受寂寞，坚

守岗位，微笑着面对每一个人。” 

　　在服务中，王佳慧发现在广州“普通话”并

非硬通货，很多观看比赛的市民更习惯使用粤语

来询问志愿者各种问题。为了更好地服务观众，

她利用休息时间，向来自香港、澳门的志愿者学

习粤语，以便从容自信地用粤语应答。她的做法

得到了领队的认可，带动了其他志愿者一起学习

粤语。同时，考虑到聋哑观众这一特殊人群，而

且在杭州即将召开全国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她

努力向广州的手语志愿者学习手语，希望可以用

微笑和手语服务聋哑观众。 

　　“广州亚运志愿服务经历会成为我宝贵的财

富，以后我将继续奉行‘奉献、友爱、互助、进

步’的志愿者精神参加志愿者活动，奉献自己一

份小小的力量！”王佳慧说，和杭州志愿者在一

起互帮互助，学习到他们那种坚持的精神；和西

安、南京、广州志愿者交流，了解各地志愿者工

作的发展；和香港、澳门的志愿者同聚一堂，深

切感受到同胞二字的含义。

　　据了解，我院和王佳慧一样加入志愿者行

列的同学有7500余名，平均每年志愿服务时间近

3.5万小时。远到北京奥运会、杭州西博会等大型

活动，近到学校十周年院庆活动；大到上海世博

会，小到爱心家教等多种类型的服务，都活跃着

我院学生志愿者的身影。他们以微笑和服务多次

受到团省委、团市委或相关活动组委会表彰。

本报学生记者 沈亚威
本报通讯员 潘静娴 毛艳芳

　　教师名片：杨海锋，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商

学院教师，热爱中国文化，国家二级心理咨询

师，致力于东方传统心灵智慧与西方现代心理

科学的整合，以人心、人生、人文三位一体。

曾获学院“学生最喜爱的老师”、教学基本功

比赛第一名等荣誉。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

来，不亦乐乎？”整齐的儿童诵读声从教师公

寓传来，不同年龄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聚集在

这里，诵读古代经典。这就是我院杨海锋老师

举办的公益活动——生生学堂．儿童经典诵读

活动。让我们一起在杨老师的倡导下走进经典

诵读的世界，领略一番传统文化的魅力。

“年龄越小，记忆的痕迹越深”

　　活动的形式和诵读的内容非常简单，孩子

和家长们聚集在一起，带上一本《论语》或

其他中外经典，无需刻意背诵，只需反复朗

读。教学模式类似于古代的私塾，“确切地说

是‘义塾’，义塾不收费，正合我公益的初

衷”。杨海锋的义塾取名为“生生学堂”，取

自《周易》“生生之谓易”，孩子身上最可贵

的就是那股生生不已的活力，“生生”又有

“众学生”之意，象征学堂人才济济的景象。

　　“儿童时期有着海绵一样的吸收能力，年

龄越小，记忆的刻痕也越深。”杨海峰认为，

如果儿童时能在心里装下人类最优美、最智

慧、最具有深厚内涵、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文

化经典，将一生受用无穷。在诵读经典的过程

中，孩子们心智被打开了，心量被扩充了，心

性被陶冶了。相反，如果在这样的黄金时期置

身于充满了低俗广告、靡靡之音的肤浅、浮躁

的文化环境里，他们的心灵就可能变得贫乏。

　　现在“生生学堂”已经举办5期了，得到了

众多老师的支持，每期都有很多老师带着他们

的宝贝聚在一起，学习古代经典，小朋友们依

依呀呀的读书声在校园里萦绕……

 “对经典的热爱让大家走到一起”

　　一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在杨海锋的身

边，有一帮热心的大学生朋友，“我们因为热

爱中国文化而结识，更确切地说，因为关怀精

神生命而走到一起”，虽然人数不多，但也难

能可贵。杨海锋说，“他们要抽出很多课余时

间，而且得不到任何现实的好处，没有证书、

没有报酬……”

　　这群喜爱经典的同学来自不同分院的不同专

业，大多是在上了杨海锋的公选课《从内圣到外

王》之后，“莫逆于心”，私下密切的学习交流

使他们走到了一起，“这都是机缘吧，其实我从

大学生身上也学到很多。”杨海锋感慨道。杨海

锋很喜欢梁漱溟先生的一句话：在人生路上相提

携为师友结合之本。

　　每周日的晚上，他们都会聚在一起“会读经

典”，杨海锋称其为“无形书院”，“无形”取

自《老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蕴含了追

求大道的宗旨，又与西方“无形学院”（Invisible 

College）的理念相契合，这里既无高墙之隔，又

无身份之别，也无学科之分，只有自发、自主、

自觉、自由的对话。中国的传统书院，最核心的

精神即是此种自动研究的精神，这在当代大学反

成了稀罕之物。

　　每天清晨，这些学生还会在校园里“晨读经

典”，他们称其为“日新晨会”，取自《周易》

“日新之谓盛德”及《大学》“苟日新，日日

新，又日新”。伴着晨曦，沐浴经典，心也渐渐

清朗。“大学作为现代社会的文化中心，却嗅不

到文化特别是中华文化的气息，这是很可悲的！

而经典，正是中华文化的本源。”杨海锋说。

“即使只有三个孩子，我也还会坚持
办下去”

　　“作为一名大学老师，有人认为我不务正

业、不合时宜，而且又无利可图，但是我觉得人

各有志吧。”虽然身边不乏质疑的声音，但杨海

锋却表示还是有自信的，真理自在人心，好的东

西，迟早会得到认可。一个人若是真心想做一件

事，总有办法做下去，“即便只有两三个孩子

来，我也还是会坚持下去。”

　　这个过程中杨海锋也遇到过很多困难，但他

始终觉得只要自己走的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就应

该矢志不渝地坚持。“儒家讲‘择善而固执’，

只要是合乎作为一名教育者良知的、合乎被教育

者人性的事情，即使知其不可，也要为之。”

　　对于传播这些理念，杨海锋办法很多，人

人网、QQ、讲座，只要有机会他和学生都会努

力“传道”。现在他的亲子经典诵读群里的人

数在不断增加，许多家长都希望这个活动能够

坚持办下去。一个刚满一岁孩子的妈妈告诉记

者，“虽然我的孩子现在还不能跟着读，但是

这里的氛围很好，以后只要有机会一定会带孩

子再来的。”

　　

　　后记：高校除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

会服务等职能外，“文化传承”作为其又一大

职能，正愈来愈受到重视。在采访中，杨海峰

提到，倡导这个活动和教学无关，完全是个人

兴趣。但在当前为浮躁所充斥的社会风气下，

他对文化传承的坚持与倡导体现了知识分子的

一份社会担当，也是高校教师承担更多社会责

任的拓展、尝试与探讨。让我们和杨海峰老师

一道，偶尔停下匆匆的脚步，回望一下传统文

化，倾听历史的回响，倾听内心的呼唤。

从“无形书院”到“生生学堂”

　　每天，秋夕和中国学生一样坐在课

堂上听课，由于商学院的课程多是英语

教学，所以对秋夕来说没有语言上的障

碍。但是，在教学方法上，她认为和国

外有极大的不同。“中国的老师会把每

个知识点跟学生解释得很清楚，而在澳

大利亚，老师不会解释那么多，学生若

有不懂很多都是课后自己讨论解决。”

除了商学院的学习，秋夕还会旁听其他

专业的课程。“我经常去旁听一些工程

与医学方面的课程，我对这些课程很感

兴趣。”

　　除了学习以外，她的课外活动也很

丰富。秋夕参加了汉服社、电影协会、

日语协会等社团来丰富自己的课余生

活。她热爱足球，还加入了学院的女足

队，平时参加队里的训练，和大家打成

一片，队友都觉得她非常可爱。秋夕对

于学校周边环境已经很熟悉了，她很喜

欢逛舟山东路，虽然马路窄窄的，也并

不整洁，但这样的场景在她的家乡是看

不到的，她很喜欢那里的小吃，让她体

验到异国平凡而奇妙的生活。

　　既来杭州，岂能不游玩？一次游览

西湖，欣赏晚秋夕阳西下，朋友触景生

情，替她起了现在的名字“秋夕”——

晚秋的夕阳。秋夕非常喜欢这个名字，

这是她美好中国印象的一部分。秋夕游

览过西溪湿地，参观过浙大西溪校区、

紫金港校区，那里的景色和宁静的氛围

让她印象深刻。她还到过富阳、上海，

参观了鲁迅故里——绍兴。这就是快乐

又进取的秋夕，和普通的城院学子没什

么两样。

　　2011年2月，秋夕就要回到她的家

乡，和亲人团聚。在城市学院的时间虽

然短暂，但一幕幕精彩的瞬间，都将成

为她最美好的回忆。秋夕感谢大家对她

的热情帮助，并希望３年后能回来读博

士，届时大家一样欢迎她。

大洋彼岸的来客

本报学生记者 沈亚威
本报通讯员 胡晓 柴溢

　　金黄色的长发、褐色的眼睛、白

皙的皮肤，这位标准的西方美女就是

参与商学院USQ项目的澳大利亚姑娘

Chelsea，她还有一个非常诗意的中国

名字——秋夕。今年9月，秋夕作为新

加坡交流生来到我院，她将在这里学

习、生活，度过6个月的美好时光。如

今，秋夕已渐渐适应学院的学习环境，

在中国文化的熏陶下，她能说简单的中

文，学会使用筷子，也算是个小小的中

国通了。

为梦想来远行，相聚在杭州

　　提起当初和父母讨论来中国交流学

习的事情，秋夕一脸的自豪，“当父母

听说我做出来中国的决定时，他们都以

为我在开玩笑。”父母的反对并没有动

摇她来中国求学的决心，她默默坚持着

自己的路。

　　刚到城市学院秋夕感受到了来自周

围诧异的眼光，但她表示理解。城市学院

的留学生不多，秋夕是第一个来自澳大利

亚的学生。同学们对于她的到来都感到很

好奇，但她对学院国际交流的未来很有信

心，“我的到来也许可以改变这种现象，

希望有更多的西方学生来这里学习。”

　　在我院生活学习的几个月里，她只

能每天通过MSN与亲人聊天，聊聊自己

的生活以及身边的新鲜事，这成为她与

家人互诉思念的唯一方式。秋夕认为，

来中国学习，最大的障碍并不是语言，

而是没有亲人在身边的寂寞，她很想念

在家乡的父母亲人，但她并不后悔自己

的选择，在这里的经历极大地丰富了她

的人生。

丰富的学习生活，美好的中国印象

——访杨海峰老师

——访澳大利亚留学生秋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