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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周末我们去新开的水上乐园玩吧？”

“为什么要等到周末？爸爸，你不放暑假吗？”

“爸爸是大人了，没有暑假了。”

夏天那么长，没有暑假你习惯吗？
本报记者 蔡铭越

步入7月，学生们纷纷放暑假了。

而对于“80后”，甚至很多“90后”来说，他们早已没有了暑假，取

而代之的，是忙碌的工作，以及对往日暑假时光的回忆和留恋。

夏天那么长，过暑假的你开心吗？没有暑假的你习惯吗？你还记得那

个最难忘的暑假吗？

近日，记者展开调查，倾听了不同年龄的人关于暑假的故事。

高考结束后的暑假，是很多学生都十分
期待的，下了紧张的高考战场，没了烦人的
假期作业，在暑假里好好放松一下，再潇洒
不过。然而，现实往往并非如此。

“高考阶段，爸妈可宠我了，有求必
应，天天做好吃的，水果都是换着花样买。
高考结束时，爸妈还说我辛苦了，放假要好
好休息。”今年刚高中毕业的松陵姑娘欣欣
说。

放假第一天，欣欣睡懒觉、吹空调、吃
西瓜、熬夜看剧，妈妈还很贴心地把切好的
西瓜送到她床边；放假第二天，爸爸想吃桃
子，欣欣特地跑去水果店帮忙买，爸爸做了
她最喜欢吃的虾，父慈女孝，其乐融融……

然而，到了第三天，爸妈就开始嫌弃黑
着眼圈在家晃悠的欣欣了。

“起这么晚，不吃早饭胃要坏掉的。”
“你怎么又在玩手机？虽然考完了，但也要

多阅读。”“你怎么这么懒？家务活都不会干，
以后成家怎么办？”……

“这太现实了！我现在已经过上了尽量早
起、乖乖吃饭睡觉、多做家务的日子，估计过
阶段爸妈会赶我出去兼职，我在想是否要跟同
学出门旅游一趟，不在他们面前晃悠。”欣欣
说。

今年上大二的吴江籍大学生阿栋说，上大
学前，他以为大学暑假不会有暑假作业，可以
尽情地玩，但上了大学才发现，暑假需要实
习，还是需要实习单位敲章的那种。

“看着身边的同学暑假都去兼职打工了，
我窝在家里，躺床上打游戏很不像话，爸妈也
赶我出去社会实践、体验生活。所以，我在家
没待几天，就到一家酒店做了服务生。”阿栋
说，“可能高中以后，就已经告别暑假了吧，
自己在慢慢长大，变成了想成为或是不想成为
的大人模样。”

期待潇洒的暑假

却没过几天“好日子”

大学毕业刚工作时，因为工作上的压
力，不少人都曾迷茫过。

“我在南京上的大学，前年夏天我毕业
了。为了找工作，我投了好多份简历，一次
次顶着烈日去面试。以前做事情，身边会有
同学、舍友、家人陪着，但找工作基本是

‘孤军奋战’，我觉得很孤独。”今年26岁的
盛泽青年陆阳说，当时，他憋着一口气，不
想听从父母的建议回吴江，而是想留在南京
发展，所以，他觉得压力得自己扛，委屈得
自己受，没什么好矫情的。

好不容易在一家置业公司销售部找到了
实习岗位，陆阳又开始为住所奔波。

“大三那年暑假，我在南京做过兼职，

那时我申请了暑期住校，很方便。毕业后的实
习地点离学校很远，我只能在网上找房子租，
白天上班，晚上一下班就去看房，看了三趟才
定下来。”陆阳说，押一付二的房租，也让他
把积蓄用光了。

为了能在实习后留下来，陆阳付出了很
多，性子也改了不少，看着学弟学妹享受暑
假，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再也没有寒暑假了，甚
至连周末都有可能在加班中度过。

“毕业后的那个夏天，我终生难忘。努力
了，但也没能转正，最后乖乖回了吴江。”说
起那个“暑假”的努力，陆阳并不后悔，“很
多情绪，需要自己化解；很多事情，需要自己
熬过去。这样，人才能成长。”

告别暑假的那个夏天

为工作和租房奔波

再也没有暑假的夏天，让很多已工作
多年的人对暑假满怀憧憬，每年听到学校
放暑假的消息，也常常会过过嘴瘾，尽管
不得不为工作忙碌，但也会说自己要放暑
假了。

“应该算是一种情怀吧，刚毕业那会
儿很不习惯，日子久了，就剩念想了，时间
久了，越发想念以前的暑假时光。”33岁
的市民曹聪说，自己之所以很想过暑假，
是平时工作太忙，周末也常要加班，“太希
望可以跟儿子一样放个暑假了，时间可以
支配，可以好好休息一下。”

在吴江一家外企工作的小吕，也很想

念小时候的暑假，在乡下逗猫遛狗，啃玉米
西瓜，与大自然亲近，假期好像没有尽头一
样，漫长到让他有点盼望长大，好去做一番
大事。

“或许，我们想要的并不是暑假，而是一
段属于自己的时间，可以去拥抱生活，放松
身心。”小吕说，学生在暑假里未必天天快
乐，工作的人没有暑假，也未必天天烦恼，

“假期时间的长短，与快乐与否未必成正比，
拥抱生活需要的是正确的方式、积极的心
态，所以，‘上班族’也完全可以利用下班时
间、法定假日给生活调调味，找到属于自己
的快乐。”

工作后也想过“暑假”

拥抱生活未必要漫长假期

一家媒体近日做了个调查，发现
在北京部分高校，替课、替考已然成
为一项产业。

给人替课、替考，收费从几十块
到数百块不等；专科生替本科生上
课，月收入竟然有3000多块；不想上
课、考试的学生多了，竟然催生了替
课、替考中介……

有一名自称“人脉广”的替课中
介，手下的十多个替课者，涵盖多个
年龄段、多种肤色，不管学生有什么
样的“个性化”要求，这名中介都可
以找到符合要求的人。

花钱找人替课、替考，可能还是
个别现象；有人因为替课月收入3000
多，那就值得重视了；而当替课、替
考中介出现时，我们应该担忧了。

我们的确应该担忧，上述调查结
果见诸网络后，从网友的留言中不难
发现，替课、替考成风，已不仅仅局
限于北京。

今年高考结束后，随着分数的公
布，让不少学子看到了冲刺名校，甚
至是考上稍好一点大学的激烈竞争。
可如果考上理想的大学，却被替课、
替考的风气带歪，那上大学的意义又
是什么？只是为了学历？

走出被替课、替考带歪的大学，
即便有了学历，又有多少能让自己立
足社会、施展抱负的学力？

7月8日发布的《浙江省公共图书
馆2018年度阅读报告》显示，借书最
多的读者是一名“70后”，共借了926
本书。

小编在想，如果这名读者是在校
大学生的话，他应该不会去找人替
课、替考，他也应该会有更多的时间
去读更多的书。

伙伴们，关于上述两则新闻，或
者关于学历与学力，你有什么想要分
享的吗？

@唯我纵知：
有了替课，才有了替考。平时不

努力，到了大学，以为可以放松了，
各种旷课，或者替课去干其他的事，
到了期末考试，发现啥也不会，替考
一族就出来了。有的人说这些课没有
用，只是混学分，难道知识是混出来
的吗？！

@Derek：
学校也应该反思为什么出现问

题，我们学校用点名把学生关在学校
里，想实习，想参加活动根本出不
去，课程多是理论课，自己看书完全
可以。

@我：
“70 后”读者这么多书应该不是

一个人看的，也有可能是家人借的，
其实不管有没有用，阅读都是一个提
升自我的过程，是拥抱生活的一种方
式。

@嘻嘻：
羡慕他有这么多的空闲时间来阅

读，作为“90后”的我，大概都不知
道书是什么样子了，就算看小说也是
电子书了，书不一定要多，而在于
精，但总而言之，佩服。

@简历义工：
学历，是指一个人的学习经历，

而学力，则是指一个人的学习能力和
所达到的知识水平。学历只是一种

“包装”，学力才是一个人的真才实学。
@空白：
如果你是专科学历，无形之中将

丧失许多工作机会，当今社会通常学
历越高工作机会越多，上升空间越
大，发展速度越快。

@赵雨菲Faery：
有一件事一直特别后悔，就是出

国留学，大二时家里商量让我毕业去
英国，结果大四时父亲重病，留学的
事就搁置了，后面开始工作了……经
常在想，如果当初选择不同会怎样，
不过现在看来，一切安排都有好有
坏，但至少让我明白一个道理，学历
不等于能力，知识和文化也无法画等
号，文化也不等于智慧，学力是一直
学习的能力，我一直没有懈怠，对于
一个人的成长和成功来说，起决定作
用的是学力，而不是学历。

@宜春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团：
大学培养的是学习能力，需要我

们持续不断地学习新知识，并养成思
考的习惯。

替课

我一醉，满嘴都是小黑。
小黑是我大学时的男朋友，老家在湖南，比

我大一届。他不高不帅，但于我而言，像是一团
火，温暖了我，也曾因太过灼热，烫伤过我。

小黑让我最佩服的事，是毕业后放弃了他
父亲在老家为他安排的工作，留在了我们读大
学的城市。他租了一处40平方米的小屋子，
每天骑40分钟的电动车上下班。早上8点，
他准时穿过南京最热闹的街道，晚上下班不定

时，往往夜幕降临才一身疲惫地回到小屋里。
每天，他会带着前一天晚上的剩饭剩菜去单
位，他说这样省钱。

他工作的第四个月，我决定让他和我爸见
面。小黑对我爸的了解，都源于我的言语。我
爸很宠我，我想吃什么只要说一声就能吃到，
为我掏钱他连眼都不眨一下。但是，他管我管
得特别严，是那种很传统的“中国式”父亲。
高中寒暑假，我和朋友约好见面，跟他报备

时，他会说“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学习，
朋友以后也能见”。

我父亲并不认可我和小黑的感情，他说，
如果我要和小黑在一起，小黑必须来苏州工
作。而以小黑的精明，就算他在南京待不下
去，也只会回湖南，那里有他的朋友，有人
脉，他不会过得不好。

现在回想，那时满腹才华的傲气小黑，因为
沉重的生活，神经可能已经紧绷到只要一点小事
就能崩溃的地步。而我的神经也很紧绷，我担心
那次会面会两败俱伤，只是，我还心存侥幸。

我记得那天下着小雨，我妈烧菜，四个人
吃饭，一张大圆桌摆得满满的。

饭前，父亲拿出一个红包，里面是一叠连
号的红钞。

“等会聊下来，不管是什么结果，这个红
包给不给，都由你来决定。”父亲说话的时候
眼眶泛红，眉头紧锁。

我不敢直视他的眼睛，心一抽一抽地疼。
我和我妈吃了两口菜就去厨房待着了，留

下父亲和小黑喝酒聊天。父亲说可以帮小黑在
苏州安排工作，而小黑说如果我不愿意留在南
京，他可以帮我在湖南安排工作。

一个老练霸道，一个年轻气盛，两人僵持
不下。我坐在厨房的小凳子上，一言不发。

谈话结束后，我什么都没说，拉着小黑在乡
道上散步。他走路的时候有气无力，一直重复

“我想一个人静静”。
那个红包，我最终还是没有给出去。小黑没

过多久就辞掉了工作，买了回湖南的机票。我送
他进安检口后，一路哭着回了学校。

后来，每次我喝醉，提得最多的就是小黑。
我怕自己在湖南会过得不好，让父亲伤心，

所以我选了风险系数低一点的选项，留在了苏
州。而这个选择，总让我感觉对不起小黑。

有时候我会想，当初小黑如果能够沉住气，
不那么和我爸针锋相对，我们是不是还会有未
来。我还会想，如果我爸不那么霸道强硬，我现
在或许已在湖南过得风生水起。

在那次会面过去两年多后，我想，小黑应该
找一个真心对他的人，而父亲，应该好好规划自
己的退休生活了。

会面
像风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