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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清华贫困生的“树洞”令人感动，贫困并未
将其击垮，他也没有屈服命运。而且，他现身说法，
将自己的个人经历和感悟，向校友们公开晒出来，
劝诫学弟学妹们珍惜学校资源，学会感恩社会，完
美诠释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华精神。

在这篇文中没有卖惨、没有诉苦，用琐碎平淡
却真实的文字，讲述了他的大学生活，直击每一个
人的心灵。一个人没有办法选择出身，只能被动接
受家庭贫困的现实，却可以坦然面对贫困，并通过
自己的努力，去改变未来的命运，创造辉煌的人
生。这位清华贫困生做到了，通过个人勤奋的学习
和工作，最终摆脱了贫困束缚，实现了人生的跨越，
未来发展可期，可谓是一个励志典型榜样。

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想给别人“撑一把
伞”。这位清华贫困生切身体验到生活的困苦，又
接受过来自于社会的帮助，心中有爱，主动身体力
行，去尽自己的力量，帮助其他人。这种行为值得夸
赞，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与反思，去检讨自己的不
足之处，并愿意做出一些改变。可见，这篇“树洞”已
经溢出大学校园，在网络上获得广泛传播，进而产生
了更大的社会价值，激起更多人的向善之心。

大家也别忘了，清华贫困生的励志故事，并非
在讴歌贫困。须知，贫困就是贫困，不值得夸耀，也
无须去感激，贫困带来的更多是社会问题，会压垮
一个人、一个家庭，让人失去生活希望。在现实社
会中，在社交媒体、慈善平台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很
多求助信息，很多家庭因意外、疾病、变故等因素，
而深陷贫困之中，有不少孩子因贫困而失学，过早
走入社会，未来命运遭遇挫折，需要得到社会大众
的救助。

并非所有人都能靠自己从贫困中走出来，大家
还是力所能及，能帮就帮一点吧，把自己活成一道
光，去照亮更多人，让世界更美好。

在互联网时代，优秀的传播要充分调动人们的
情绪、情感、欲望和认同。如果说名校的光环和励
志的故事吸引眼球的话，清华贫困生背后关于城市
与乡村、现实与远方、贫困与财富、青年与梦想等各
种关系重叠组合在一起，具备了舆论燃爆与持久的
基本条件。每一组关系，都会刺激人们多重的身份
认同，情感的涟漪就这样一波一波荡漾出去，“清华
贫困生树洞刷屏”很难说不是一种必然。

有些文字之所以能够引发读者的情感共鸣和
心理共振，不仅在于真诚的态度和真实的力量，也
在于文字背后所蕴藏的精神成长。透过一篇篇文
章，观众们见识了寒门学子命运的坎坷、人生的悲
苦和求学的不易，感受到他们“穷且益坚，不坠青云
之志”的精神力量，感受到他们为追求更好的生活，
付出了比常人更多的努力、承受了更多的艰辛与悲
苦。寒门学子的求学故事，不仅是破茧成蝶的角色
蜕变，更是对信念与理想的执着与追求。

缺乏财富积累和社会资本的农村家庭，供养一
个孩子上大学并非易事；在一些寒门学子求学道路
上，正是有了一些好老师和爱心人士的帮扶，才能让
无力者有力、给奋力者以托举，才能让寒门学子前进
的方向未曾迷失、希望的火把未曾熄灭。“清华贫困
生树洞刷屏”不仅接受了他人的善意和温暖，也传
递了善意和温暖，在助人自助中实现爱心的闭环。

从“我走了很远的路，吃了很多的苦”的黄国
平，到“清华贫困生树洞刷屏”，寒门贵子之“贵”并
不局限于他们后来的身价倍增，也在于他们通过苦
难的磨砺实现了精神成长，具有同龄人不具备的坚
强意志和强大内心。对“知识改变命运”有着笃定
的价值追求，长期生活困顿却没有因此心灵扭曲、精
神荒芜而是身心健康成长，即使物质匮乏却也精神
丰盈、对他人充满善意和温暖，寒门贵子身上不仅寄
托着众多平民家庭改变命运的希冀，也承载着“无穷
的远方，无数的人们”对孩子成长成才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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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朝清

“因为穷过，所以更觉帮助的可贵。”这是很
多清华学生代表性的留言。“身上有光的人，不
仅能闪耀自己，还可以照亮他人！”这是很多网
友代表性的留言。综观舆论对此事的评论，有
人看到了励志，有人看到了助人，却很少有人去
关注家庭教育对这位学生的影响。而在笔者看
来，清华贫困生“树洞”刷屏，背后更是家庭教育
的功劳。

5000多字的文章，讲述了他求学期间的故
事。他最初申请助学金奖学金和接受社会资
助，扣除学杂费和买学习用品后，每个月生活费
只能控制在400元以内，每一顿饭都精打细算，
但还能每月剩下100元。从研一开始，他继续
做家教，并从为导师服务中得到一些补助，他因
此放弃了申请助学金，反而每个学期拿出3200
元，资助了4名家乡希望小学的孩子。

在他描述的每一个细节中，让人看到的是，
他始终坦诚面对生活，不卑不亢，不攀不比，按
照自己生活应有的姿态去面对生活。面对网友
的关注，他在“树洞”更新了后续，解释了自己的
家庭情况，让人更清楚了他为什么能做到始终
坦诚面对生活。他提到，父亲教会自己知恩图
报，面对儿时免费给自己教书的教师，父亲教育
他要一辈子心存感激。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作为清华大学的校
训，实际上来自孔子为《周易》写的《象传》中的“天

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
物。”在这名清华学生看来，“厚德载物就是说，我
们所得到的一切，应该有相应的德行去支撑。”

这样家庭教育熏陶，在其他一些贫困生身
上也可见到。2020年高考后，在云南威市阿都
乡的一个贫困的小山村里，还在工地上搬砖的
刘万东，接到了清华大学的通知书。这个被清
华大学校长邱勇称为“自强不息，有无限可能的
林万东同学”，在搬砖的时候，或许想的只是无
论自己是否考上大学，生活还要继续。现在已
是教授的肖清和，他十年前的博士论文后记被
翻了出来。这篇后记讲述他如何从贫穷的山
村，一步步考进北大。他的笔下，“小升初”取得
全乡第二名的好成绩却因为缴不起学费而辍学
在家放牛。他写到“我和它逐渐成了好朋友，我
可以把它放到山上而不去管它，因为这样，我可
以自己看书。那个秋天，我背完了整整一本宋
词。”这同样是坦诚面对生活。

人生其实没有最高处，找到人生的平衡点
时，那就是最高处。当孩子们面对形形色色诱
惑不淡定而可能会做出各种“内卷”“躺平”“摸
鱼”等姿势时，我们的家庭教育或许更应该多一
些坦坦荡荡面对生活，不悲不喜，来去从容的示
范和引导，让他们把不确定性看做可能性，从可
能性中寻找机会、寻找理想，每次在与不确定性
斗争的过程中获得成长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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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志向值得赞赏
江德斌 “我自己也想像他

们一样，照亮哪怕其他

一个人也好。”近日，一

篇清华贫困生在“树洞”

的匿名自白受到广泛关

注。文中提到，他当年

入学时奖学金和助学金

共计 13000 余元，扣除

学杂费，一年可支配的

资金只有 6500 元。他

给自己制定了严格的开

支计划，每个月只能花

400 元。然而，到研究

生期间，他反过来资助

了4名贫困生……不少

网友都感慨，文章直抵

人心，深受感动。

漫
画

严
勇
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