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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盛大的梦，是从春天开始编织的梦，是
在寒冬凛冽时盛开的梦。新一年的毕业季又悄无声
息地到来了，时间好像流逝得格外迅速。

人生的种种就在一次次选择中产生，考研亦或
者是考公，是追逐梦想，还是随波逐流，都充满着未
知的可能性。未来是难以预知的，无论哪一种，脚下
前进的每一步都是鼓足勇气所做的决定。

提灯挑笔，奋斗坚持铸真章

伏案，执书，提笔。
图书馆内座无虚席，唯独稀稀疏疏的读书写字

声，在此时格外清晰，跃动的笔尖一下下轻划，他们
划下的是属于自己未来的篇章。

美学专业的李欣对此深有体会，在备考期间，她
每天早起到图书馆门口等阿姨开门，然后前往三楼
的台灯区学习，除开吃饭时间，一直学习到图书馆闭
馆。日夜兼程，风雨无阻，从白昼到黑夜，这几乎是
每位备考生的日常。“现在回想起查成绩的那个下
午，那一刻我落泪了，我的努力有了回报。”提及结
果，李欣感到一切都值得。桌面上一摞摞的复习书，
一本本写满知识点的笔记都是她们汗水与梦想交织
的写照。

确定目标并为之努力，是实现梦想的关键，只有
不断努力，才能收获成功的选择。出于想要深入了
解所学的专业，以及给自己一个就业上缓冲的时间，
环境设计专业的李锦薇果断地做出了考研的决定，
自知在英语方面薄弱，就下定功夫去攻克，制定好学
习计划，坚持不懈地去做。

她在遇到瓶颈期的时候也会适当地去调整：“这
种情况下我一般不会继续学，首先是出去散散步放
松半天调整心态，然后再冷静下来认真复盘自己问
题出在哪里，再逐一解决。”

考研考公路，漫漫亦灿灿。一路上有坎坷，也有
未知的磨难，但望远山而前行，也能看到平芜尽头处

的春山。
“性格决定命运，不到最
后关头不卸力，不到最
后一刻不放弃。”这是美
学 师 范 专 业 的 张 汝 红

“考研制胜”宝典的
第一条。自去年九
月份起，张汝红规律
的备考生活就被那
辆“ 躲 不 过 的 卡

车”——为期三个
半月的师范专业

实习所打乱了。遥远的车程、繁多的教学任务、被压
缩睡眠时间 ......这一切都像是一颗颗不致命但足够
数量的石子，在这条考研路上，与她同行的许多人都
累倒、离开了。但中途放弃并不符合张汝红的个性，
她说：“我前期付出了那么多努力，要是后期放弃了，
就太对不起自己了。”

凭借着这一信念，她坚持了下来。初升的太阳、
落日的余晖、夜晚的星光，书桌上的每一盏灯都是考
研考公路上的见证者。

前路漫漫，坚定梦想

谁前进的路上不曾有过迷茫？指梦为马，少年
无悔。“黑屋子洗衣——开了灯才知道有没有洗干
净”。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李春也曾迷茫过，考研是
否就是最好的选择呢？在经过1年备考的沉淀后，此
时的她，终于能够自信地点头了。

在考研考公的漫漫长路上中，也不乏许多温
情。“考研途中父母的支持和朋友的陪伴，对我来说
是精神上最大的支持。”李春回想起自己当初考研时
的温暖——老师清晰仔细地分析、学长耐心地讲解
和建议、妈妈在疲惫时提供的可靠港湾、学习搭子的
相互鼓励和有趣分享……这些备考日常生活中点点
滴滴的温暖，也是支撑着她坚持下去的不可或缺的
力量。

毕业的压力压在前头，焦虑的情绪时不时就会
在某个间隙溜出来喘口气。20级金融学专业的阳冰
正在进行着考公的准备。考研一直是她这个专业的
老师与同学口中的“最优选”，但她在具体考虑了“双
非”金融专业、人脉资源等现实问题，再加上自身并
无往学术方向发展的意愿后，考公反倒成了她的最
佳答案。前行的路上充满着迷雾与荆棘，依靠个人
不断地坚持攀爬、摸索，也能走向光明。

过来人他们大多都不确定自己是否会成功，只
道既然选择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对于正在赶路的
同学来说也是如此。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王棨也
有同感，在大三还有课程的情况下备战考研，她最大
的困难就是容易犯困，“这时候我会睡一会或者站着
背书。”

同样，正在积极备考的金融工程的霍帅也正
苦恼时间管理这个大问题，“需要平衡好日常课
程，复习备考以及休息时间，还要保持长期的学习
动力。”对此他想到了应对的策略，找到适合自己
的应对方式，制定目标和计划，与朋友分享自己的
进展。在各方面的压力下，即使没有喝彩，没有观
众，他们依旧坚定地与时间赛跑，尽自己最大的努
力前进。

藏在迷雾之中的结果，隔着距离，纵使迷茫，只
要你踏足其中，就会云开雾散。日复一日，年复一

年，你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都不会白费，那都是通向
成功的垫脚石。

明确目标，脚踏实地

“考公考研热度居高不下的同时仍在持续升温，
成功上岸的那个人，会是我吗？”迷惘地、随大流地选
择备考似乎成为校园内部分大学生现状的概括，一
开始全力以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动力逐渐减弱。

然而，真正的行动力来源于内心的坚定和强大
的精神力量，而非盲从。

23级英语师范专业的陈雅婷早已立下了未来考
研的志向。她观察到尽管疫情阴霾已散，大学生的
就业形势却仍不乐观，“当前，毕业生数量远超过提
供的工作岗位，整个就业市场呈现出不乐观的态
势。”因此她做出了跨专业考研的决定，希望在新的
领域增强自己的专业能力和技能，为未来铺平道路，
并逐渐接近自己心仪的工作岗位。

“作为一名英语师范专业的学生，我逐渐发现
自己可能并不适合教师这一职业。就每年考编的
人数来看，我可能并不具备一定的竞争优势，所以
我决定考研。”23级英语师范专业的谢颖也经过深
思熟虑后选择了考研的道路。虽然她深知考研的
困难重重，竞争对手多，考试难度逐年上升，但她
坚定地制定了计划，希望能在考研和求职之间找
到平衡。

招就处教师马骁对于当下考公考研现状表示，
“决定考公、考研又或是就业，都是个人的选择，应当
结合自己的职业发展规划和个人优势综合考虑。”他
鼓励同学们在实践中不断提升自己各方面的能力，
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自己领域内的“黑马”。同时，
他还建议做两手准备，边求职边备考，利用校园招聘
等活动和政策的支持，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能缓解心
理压力。

经管学院教师陈灿煌同样认为，“是否考公考研
要根据学生个人情况来决定。”他建议备考同学提前
做好准备，因为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基于自身
的能力和实际情况制定详细的计划，做到平衡发展。
无论是选择考公考研，亦或是就业创业，不管向哪个
方向迈出第一步，但要达到梦想中的彼岸，就离不开
日复一日的久久为功，不懈奋斗是让人生一路生花
的真章。

（学生记者/杨福琴 湛覃粤 杨媛媛 叶佳慧 苏玉燕）

花朝节活动：一场融合传统与流行的文化盛会
律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三月春光

已至，惠风和畅。暖日迟迟花袅袅，春暖花开时，与
花一同盛放的，还有荷花池边的华服裙摆。

书法签到、花神赐福、国风表演、汉服走秀、花间
棋舞……活动现场，各个社团根据自身的特色，吸引
了许多对相关传统文化感兴趣的同学参与其中。服
章之美谓之华，礼仪之大谓之夏。十二花神的扮演
者们早早就来到了活动现场，她们身着汉家霓裳，手
握国风扇，步履流转，一颦一笑，尽显美好，让人仿佛
穿越千年时光，感受古人的优雅与庄重。

3月 30日下午，许多身着国风服饰的同学们早
早到了田径场旁的荷花池，迎接这场期待已久的盛
会，体验汉服与花的碰撞。

万紫千红披锦绣，尚劳点缀贺花神

据记载，花朝节又称“花神节”，是指中国百花的
生日，它起源于古代民间祭祀春神的活动，在节日当
天人们会举行一些仪式，祈求花神的保佑，也会燃放
烟火、赏花、跳舞、唱歌等。

本次“春有约，花不负”活动由共青团湖南理工
学院委员会主办，巴陵汉风文化社承办，“步步为营”
棋社、书法协会与长风文学社协办，将花朝节带进校
园，共同展现了学校社团风采与浓厚的文化氛围。

“举办本次活动的初衷是想以此作为一个良好
的开端，让花朝节活动成为一个被大家熟知的传统
活动。”协办本次活动的棋社执行主席韩佳表示。

场地早已布置完毕，桌椅摊位围绕荷花池排成
一列，围栏上装饰了粉红的花朵。飞花投彩、花间棋
舞、剪出芳华、艺境花语……一个个别出心裁的小游
戏引起在场观众一连串的欢声笑语，这些小游戏大
多与花朝节的传统习俗有关，不仅生动有趣，也更好
地科普了关于花朝节的知识，吸引到不少同学前来
参与。

负责猜谜、诗词游戏的长风文学社干事万涛对
此印象深刻，成就感满满，他回忆道：“有一段时间，
突然来了一大堆人参加我们社团的活动，差点忙不
过来，但是那种感觉又紧张又有点兴奋。”

下午四时的阳光温润下来，风吹来，逐渐有了几
分凉意。本次活动的重头戏是巴陵汉风文化社负责
的汉服秀，由十二花神走秀表演和花神祈福舞蹈和
巴陵汉风社团成员走秀两部分组成。

荷花池周围的同学越来越多，十二位花神扮演

者等待在荷花池旁，只待音乐响起。随着主持人朗
声介绍起一月的梅花，踏着“冰雪林中著此身，不同
桃李混芳尘”的诗句，第一位花神走下台阶。
台阶下，每一位花神扮演者都跳了一段独具角色特
点的舞蹈，梅花的高冷清逸，杏花的娇美艳丽，桃花
的青春明媚……十二个月的色彩跃动在此。“春风轻
拂柳丝长，东方之光映华裳。十二花神落人间，一半
风雅一半仙。”表演高潮处，十二位花神集结于荷花
池中的平台上，相邀共舞。她们身着汉服，或温婉端
庄，或俏皮活泼，完美契合了自身所扮演的十二花
神，引得在场观众连连叫好。十二位扮演者轻衫莲
步，舞姿灵动，舞出了传统的风华，向同学们直观地
展现了花朝节的美，汉服的美，中国传统文化的美。
舞蹈结束，花神们依序离场，十二月的花交融一时，
霎时又飞回了各自的时间。

守得云开终见日，不枉寒露湿青衫

“我们自三月中旬开始准备，工作日每晚坚持排
练走秀和舞蹈，大概准备了半个月左右。”作为水仙
花神的扮演者，赵彩琴整理好自己的衣服，转了个
圈，尽管这场活动的准备活动历时较长，晚上还需要
抽时间一遍一遍地排练，但她却只是笑着，说这些只
是“小 case”，能够像花朝节这样能穿上心仪的汉服
自信展示自我的机会，她心中动力满满。

最终呈现在大多数人眼里的花朝节活动，仅有
短短三小时，但场地里的每一张桌椅、游戏的每一个
环节、舞者的每一个姿态的背后，都有社团成员们数
十日的讨论与排演。

背打直、转扇子、绕手腕……模特的排练并不是
一蹴而就的，不少模特都是新手模特，身子舒展不
开。作为巴陵汉风文化社的社长，徐诗雨始终鼓励
和指导他们，一遍又一遍，直到最后都展现出最好的
一面。

可是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座椅出现问题、话筒
临时出了状况、天气比较炎热等，这些都是花朝节活
动过程中遇到的困难。除了不可抗力因素之外，“我
们担忧时间太紧、模特拿不出好的表现、怕活动申报
不下来、经费不够、参与活动的人数少。”在活动开始
之前，徐诗雨始终保持担忧。

好在，在负责活动的同学们都拿出了百分百的
热情与努力之下，在各社团成员的精心布置和有效
管理之中，大家的劳动成果取得了认可和成效。作
为巴陵汉风文化社指导老师，朱洪峰笑言：“像花朝

节这种经典的活动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和启发作用，
尤其是让同学们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更深刻地理解
传统文化的精神意义。”

川流不息，渊澄取映

考虑到成本、外观等因素，除了传统汉服，这次
活动中巴陵汉风文化社的同学们还选择了汉元素服
装，并且在妆容上更加贴近现代审美。

汉服代表着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传承，更是
一种与历史传统对话的方式，改良汉元素是一种
新型服装，在保留汉文化的同时，加入现代的服装
造型，如收紧袖口、简化过程、减短裙长……使其
穿着更加便利、现代化，形制要求更加宽松，降低
了大众了解汉服文化的门槛，更有利于传播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

“过去是我们走向今天的基础，过去成就了我们
的现在，现在成就我们的未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
们中国人是怎么从过去一步步走到今天的，我们将
来要到哪里去，要将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技
术融合创新，然后更好地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在朱
洪峰看来，过快的时代节奏以及年轻人更关注新奇
的东西是导致部分学生弘扬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意
识薄弱的重要因素。

当前，学校始终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开设思政和
美育的相关课程，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融入
到课堂教学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思想观念
和思维模式，帮助学生提高文化素养，进一步培养学
生们弘扬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意识。

同时，朱洪峰还建议同学们平时多阅读经典古
籍和现代的文学作品，多多实践和体验，在真正地体
验和观察之后将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融入自身的价
值观，然后才能更好的探讨文化创新性发展的问题。

岳阳人杰地灵，文化底蕴深厚。在湖湘文化或
者洞庭湖文化的背景下，学校不少师生也在积极探
索如何更好地落实好湖南特色或者湘北特色的文化
宣传，岳阳楼上衣决飘杨，宽广衣袖上鸟兽鸣雀，一
派好风景。

传承与创新，宛若两翼，承载中华文化的命运。
前者根植于传统，厚重而绵延；后者面向未来，变革
而灵动。中华文明奔流不息，清澈鉴人。传承与创
新应相得益彰，共同去绘就中华民族壮丽画卷，续写
东方文明不朽篇章。

（学生记者/陶星澄 杨敏燕 戴轶灿 郝娅彤 刘安琪）

“咔嚓——”快门按下，美好瞬间被定格，摄影者和留影者愉快
地进行“合作”，一张张照片都是彼此青春回忆的见证。

校园里，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热爱摄影。通过摄影，他们将一幕
幕美好瞬间凝固成永恒的记忆。同时，喜欢记录生活、热爱拍照的

“模特”们，尽情演绎着青春的风采。

模特 | 展现自我，尝试不同风格

“我们会在拍前构思，注重拍摄情形，展现人物性格。”初春时
节，傍晚的湖边时时传来微风，中文学院22级王亚男与摄影好友一
同约好来到南湖畔拍摄。

如何站位，如何借助光线，如何拍出更好的照片，这些都是需要
王亚南和摄影师共同沟通、解决的问题。“我会上网搜索姿势该怎么
摆。”王亚男回忆着拍摄的情形，越到拍摄后期，拍摄的动作也越自
然，拍摄亦更加顺利。

南湖边上、山茶花树旁、教学楼的樱花树下，这些在校园里适合
留影打卡的地方，新闻学院 22级刘心语都曾留下影迹。“我喜欢尝
试不同的风格。”在她看来，拍摄能够展现自己的多面性，发掘未知
的潜能，探索更多的可能性。摄影为刘心语提供情绪价值，每完成
一次愉悦的拍摄，她便有一种满足感，自己愈加自信，同时也结识了
不同的人。

“拍照可以丰富生活，我比较喜欢多元风格。”美设学院22级杨
延慧在拍摄前会同摄影师沟通好风格，而自己也会根据不同的风格
来选择适合的妆容。朋友作为摄影师时，她通常会拍摄日常生活感
的照片，自己亦会充当摄影师，自拍留下青春的活力。这一过程中，
杨延慧不仅交到朋友、收获照片，还使自身性格变得更加外向。

每一次摆拍、每一个微笑、每一个眼神，都是热爱留影的他们独
特魅力的展现；每一次拍摄，都是模特们自我表达和自我挑战的过
程；每一次留影，都是他们青春瞬间的定格。或优雅或奔放，或甜美
或冷酷，对不同风格的尝试，亦是模特们不同的生活态度与选择。

摄影爱好者 | 记录美好，探索无限可能

心之所向，行之所往。摄影爱好者们常常用镜头记录校园的点
点滴滴，捕捉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外语学院22级叶蕊对摄影的热爱从高中延续到了大学。大一
下学期，她有了自己的相机，于是慢慢开始了约拍。人像、风景，不
同类型的摄影都是叶蕊当前的探索。她倾向于快乐的摄影模式，明
确想拍的方向，通过拍摄不同人群，收获不一样的经验，以此提高、
精进自己的技术。

“摄影和广告是分不开的。”出于专业学习，新闻学院22级杨璇
更多的是拍摄视频。而出于兴趣爱好，她也在尝试多样化风格。多
看专业摄影艺术课程、认真听老师传授的知识、线下多拍、多练，杨
璇自己摸索着，将理论与实际结合，并与同学交流，一同碰撞出精彩
的想法。

22级网媒专业张芝铭受一些摄影作品启发，生发出对具有美
和意义的作品的向往。他在大一时加入了学院的融媒体实验室，
不断进行学习、实践探索。“我认为摄影的乐趣主要在于用相机将
美记录下来。”于他而言，调参数按下快门拍出不同风格的照片本
身就是一种快乐。不拘泥于一种拍摄手法，创作出更多有深度和
内涵的作品，拍摄出属于自己的人生照片，亦是张芝铭对于摄影的
追求和态度。

22级网媒专业单昊天从小受父亲影响而开始接触摄影，加之
所学专业和摄影关系密切，摄影课后的小组作业更使他继续保持
对摄影的热爱。静态照片、动态场景，亦或是航拍，都是单昊天所
涉猎的。

对摄影的热爱也促使单昊天敢于尝试，他加入到学校学长创办
的摄影工作室，并开始初期创业，在一次次拍摄过程中体会摄影及
生活的独特乐趣。

每一次拍摄都是全新的尝试，也是一次自我突破。摄影爱好
者们在镜头背后用光影讲述故事，对摄影艺术的热爱和追求始终
不渝。

摄影协会成员 | 推动摄影发展

相较于很多摄影爱好者的单打独斗，摄影协会的拍摄活动则更
具有组织性。图书馆旁的樱花树开得正盛时，许多人都忍不住驻
足、合影。“我们觉得很适合拍樱花和人像的照片。”协会成员陈彦宏
同样也发现了学校里的美景，便同协会成员沟通来这里拍摄。

对陈彦宏来说，镜头相当于人的第二双眼睛，能够发现更多美
的事物。所学专业为服装设计的他在外出调研、采集纹样时将摄影
技术运用到其中。拍摄渐渐提升了他的审美能力，也使得未来有更
多可能性。

“协会会组织去一些城市街拍，每一次活动都很特别。”协会成
员谭子烨说到。一群志同道合、有着共同爱好的人约定拍摄何种风
格、主题的照片，这不仅促进了成员间的沟通交流，还能够提升拍摄
技能。拍摄同样也是表达自己对生活热爱的一种方式，而蕴藏在方
框中的积极向上心态，亦能感染他人。

怀揣着对摄影热爱的22级服设专业黎培雅如今已是协会的会
长。“想把协会做大做强。”她深知自己对协会的期望，憧憬协会往更
好的未来发展。

协会通过组织各种摄影活动和约拍，利用社
交平台宣传摄影文化，为摄影爱好者们搭建了交
流学习的平台，促使更多人了解摄影、接触摄影、
爱上摄影。

摄影师们精心构图，用光影讲述着校园点
滴。模特们则用自己的姿态和表情，诠释着青春
的多彩与活力。从图书馆的静谧角落到操场的
热血瞬间，从花海的浪漫氛围到林荫道的清新格
调，每一处都留下了青春的足迹，每一次留影都
是一段独家记忆。
（学生记者/黄文静 焦彤彤 时静怡 赵科妍 刘盼）

镜头内外
定格青春模样

时间铸梦 奋斗生花

“春有约，花不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