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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莲娜是一个美丽的西西里女人，就像她的名字一

样，给人出淤泥而不染的感觉，特别是着一身白裙的时候。

因为她的美，走在街上总会引来很多人的目光，男人带有

占有欲的眼神，女人嫉妒恨的眼神，小男生初恋时渴望的

眼神……因为美丽，她成了人们口中议论的对象，甚至恶

言相加。可是玛莲娜心中只有她远在战场上的丈夫，每天

静静地看着前方，静静地走自己该走的路。或许是因为她

的美，她的与众不同，她的生活注定是不同的。一个 13 岁

的少年在第一眼看见玛莲娜的时候就被他深深吸引，从那

以后他骑着单车，成为了小跟班，看着她坚守自己的原则，

看着她一个人孤独地跳舞，看着她对丈夫的深情，也看着

她因为生活所迫一步一步堕落。战争胜利后，玛莲娜被一

群女人暴打，没有人同情她的遭遇，在她最无助的时候没

有人出来帮她，她离开了。也许是命运的眷顾，她的丈夫并

未战死沙场，奇迹般地回来了。在少年的帮助下，丈夫出去

找寻自己的妻子，一年后两人手挽手回到了曾经深深伤害

过他们的土地，过上了本该属于他们的生活，平静的生活。

这是电影《西西里的美丽传说》的故事情节。虽然在旁

人的眼中，玛莲娜的形象是下贱的、肮脏的、虚伪的，然而

在少年眼中，玛莲娜永远那么高贵、纯洁、忠贞。玛莲娜的

遭遇让我们看到了战争带给人们的伤害不仅是物质上的，

精神上的创伤更难以愈合。玛莲娜不择不扣就是战争的牺

牲品。战争是残酷的，它践踏了人的尊严，将人性的善恶美

丑彻底暴露无遗。然而少年对玛莲娜的一往情深让我们看

到了爱，看到了希望，即使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依然闪

烁着人性的光辉，依然保有爱的真谛。

片名中的“美丽”，指的就是玛莲娜，容貌的美丽造就

她坎坷的一生。美丽有错吗？不，错的是人们看待美丽的态

度。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就会看见美丽的外表下玛莲娜

那颗美丽的心。最后玛莲娜回来了，在人们的眼中，人到中

年的她已经没有了当初的风韵，美丽不再，人们接纳了她。

这到底是她的幸，还是不幸？幸好，少年望着玛莲娜的背

影，目光依旧那么深情，那么执着。看着少年的眼神，我明

白了爱的表达方式有很多种，夫妻之间执子之手与子偕

老，或者默默在心中留下一抹深爱过的印记。如果我遇见

了穿着朴素的衣服，像其他家庭主妇一般在市场买菜的玛

莲娜，我会笑着对她说：“早安，你依旧这么美。”

（作者为经管学院学生）

据闻 一多 先生 《端 午 考》

及诸民俗学者的研究，端午节

是在自然势力威胁下，古代吴

越民间举行图腾祭祀的节日，

以祈求图腾保护。龙舟竞渡是

祭仪中半宗教半民 俗 的神人

共娱节目，粽则是献给图腾神

的祭品。

民俗传承资源包含有两个

方面，一者是最具民族精神的、

恒常的原基民俗的精髓，它具

有普遍 性 价 值和相 对 的 稳 定

性；另一则是可变的、与时俱进

的，随时代的不同而围绕前者

来对社会的需要做出恰到的适

应。民俗的传承不仅有纵向的、

历时的传，即时空跳跃性的相

互之间往复作用；同时也有横

向的、共时的传，即从此处传到

彼处或从彼处传到此处。

“屈原五月五日投汩罗而死，楚

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贮米投

水祭之。”(《续齐谐记》)此后，端午

节便由人民通过“传”的方式，转让

给了 对 祖 国和人民 一 片 赤 诚 的 屈

原。“上下而求索”，“虽九死其犹未

悔”，“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

多艰 ”，孤高守 志、不 亏节操 ，为信

念而舍生取义，在华夏民族的历史

进程中，屈原精神不绝如缕，光芒四

射，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的骄傲。

其一

草木惟零落，美人末路伤。

离骚歌永志，千载水流芳。

其二

圣人不凝滞，屈子过激扬？

若解周旋事，得失费考量。

其三

穷达皆系家国运，清越情怀慨又慷。

竞渡龙舟凭旧事，年年重五蕙兰香。

“起步走…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

同学们整齐又略带沙哑的口令声响彻傍晚下着蒙

蒙细雨的操场。时隔一年，我仍会时不时回忆起那段让

我永远无法忘怀的感动时光…… ———题记

团队精神是什么？以前，我也许会说团队精神是大局

意识、协作精神和服务精神的集中体现。但经历了去年暑

假为期两周在井冈山的培训后，我才真正体会到：只有为

了集体的目标毫无怨言地付出，无论有多少艰难阻险都团

结一心、勇往直前，也许，这样的一群人才能称之为团队。

我很荣幸参加了“井冈情·中国梦”暑期培训。培训

课程安排其实很普通：清晨起来进行晨训，之后上课听

讲座，下午参观。但就在这样普普通通的培训中，我和团

队的同学们从陌生到熟悉，从相识到相知。

每天早上六点开始晨训，即使前一天再累，我们也

会提前半小时开始训练，只为了步伐能比别人走得整

齐，口号能比别人叫得响亮，正步能比别人踏得有力。我

们的脚站酸了，嗓子喊哑了，全身冒着汗，可是没有人喊

苦喊累，没有人有过一丝抱怨。为了最后一天的出操评

比，我们甚至在下午体力几乎已经透支的情况下主动要

求加练。傍晚的操场下着蒙蒙细雨，同学们的衣服都湿

透了，可一个个仍站得挺拔如松，甚至连老师都为我们

感到心疼，让我们休息一会，但我们丝毫不肯懈怠，训练

结束时大家都疲惫地瘫倒在椅子上，那时候尽管谁都不

说话，但我想大家都在心底感动着吧。

重走红军挑粮小道那天也下着蒙

蒙细雨，泥道非常湿滑，这给我们的行

程带来了一定的艰难。即便是这样，同

学们也毫无怨言，体力好的扶着体力

弱的，走得快的将手上的竹杖传给走

得慢的，先到的等着后面落下的，整个

队伍都充满着温馨与感动。

在运动会上，我们也是配合默契。在人员不够的情

况下，我们每个同学都参与其中，一人负责多个项目，最

终取得团体第三的好成绩。阳光下挥洒着的，有我们辛

劳的汗水，也有我们的欢声笑语。

在培训结束的总结会上，每个人都哭了，被自己，被

我们这个团队感动了。

写到这里，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竟还有一丝凝噎，仿佛

回到那段时光，眼前浮现出小伙伴们的笑容，甚是想念。

离别时有人曾说：“我很感谢这个团队，这里充满了

许多我人生中的第一次。”是啊，人生的很多第一次都是

和井冈山的伙伴们共同度过的。第一次离开父母，独自

前往他乡；第一次负荷训练，希望共享胜利的喜悦；第一

次熬夜，只为在离别前多留下一些欢声笑语。感谢你

们———我的井冈伙伴，凌晨喊我起床，在我体力不支时

顶替我上场训练，在我跟不上团队脚步时轮流拉我爬完

红军挑梁小道。

记下这些，是为了纪念那些已经逝去的时光，纪念

我们精神上的升华，纪念那个团结一心的团队。有你们

每一个人的团队，是我一生的珍宝，将深深印在我的脑

海里，直到永远。 （作者系外国语学院学生）

我曾以为，大学，是人生轰轰烈烈的四年，

或激情四溢，或放荡不羁，或静水深流。

细细想来，我实在是太理想了。像我这么个

把生活当电视剧又把自己当女主角的人，或许

用时下流行的电视剧命名就该是：我的女儿是

奇葩。我总是喜欢独自沉浸在自己构造的世界

中，然后欣赏自己的“演技”……

有的时候，我会问自己，我还能如此单纯地

过多久？学校，像一片清澈纯净的天空，我可以

肆无忌惮地笑，可以大声地哭，可以和室友们讲

一些没心没肺的话，聊那些有的没的的八卦。

庆幸自己所在的寝室，欢乐的四个姐妹，缺

一不可！如同味道独特的沙拉，在浓稠的酱料的

覆盖下，被裹上了一层独特的味道，相互融合却

又不失自己的风味，别具一格。

还记得晨跑结束的第一天，我们四个起了

个大早，火速叠好被子，刷牙洗脸换运动裤，睁

着惺忪的眼睛冲到外面一看———居然没一个人

跑步的。顿时窘迫突兀地站在偌大的操场上，假

装自己也是运动爱好者中的一员，还高声地笑

着，企图掩盖自己的尴尬。

还记得有次寝室里的三个歌神唱歌唱到很

晚，结果第二天没人起得来，包括早早睡下的小

乖。急促的上课铃催促着我们迟到的脚步，过度

兴奋后的疲惫写在脸上，还夹杂着没来得及洗脸

的邋遢。

还记得寝室夜谈激动时，正当我们亢奋到

了极点，被对面寝室的学姐半夜敲门提醒，笑声

戛然而止，心悸之余，只敢悄悄躲在被窝里小声

地还嘴，然后又不约而同地傻笑开了。

还记得大一时有次我们四个都带了本本，

最后被辅导员查寝全班批评。

还记得我的闹钟吵醒了另外三个，却依旧

吵不醒梦得正欢的我。

还记得说好要过四年一次的 2 月 29 日，七

嘴八舌地计划了半天却什么都没干，结果第二

天历史课临时调换 ，我们跑去南 桥大冬天吃

DQ。瑟瑟发抖地拍了照片发表新鲜事硬是说味

道好极了！

念想好多，每一刻都如数家珍；

念想好远，每一秒都延续那么长。

我怕珍宝太多，到时候数不过来；

我怕珍宝太重，到时候搬不动。

像是一部很长很深刻的电影，我估摸得到

结局，估摸得到截止的时间，却按不了暂停，按

不了回放，每一秒都

是享受，却害怕它溜

走；每一秒都去回味，

又担心品尝不了下一

秒的精彩。

早已背上行囊将去远方的我们，

带着些许的懵懂和莽撞。

站在触及云端的山顶上，

回荡的是属于我们的勇气和执着。

凝望着浩瀚的星空，

脑海里浮现着未知的片段。

我们还年轻，

我们还有做梦的勇气，

我们还有征服世界的壮志，

我们还可以为了自己所谓的公平与原则

摇旗呐喊。

而不去在乎外界人的目光，

只问心而为。

不要笑我们太轻狂，

因为我们已经打开了还略带棱角的翅膀，

向着梦想的彼岸乘风破浪。

不要嘲讽我们的年轻，

在我们的字典里，

年轻仅仅意味着我们还有很多的时间，

做我们还未做的事，

想我们还未想到的，

而不是大人们所指的幼稚和无知。

去看几本自己想看的书，

到几个你想去的地方，

去见那个走进你心底的人，

趁我们还年轻，

还有着没有完全麻木的心，

还可以被激励，还可以被感动。

时间不等人，

昨天就是昨天，时间不会因为你的扼腕叹息，

就将它的指针往后拨慢几圈。

它仍会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向更远的地方，

只留下孤单的你渐行渐远。

即使现在的我还是一事无成，

默默耕耘着，

可我就还是选择相信自己当初的选择。

选择相信自己可以穿过重重迷雾，

选择相信自己可以在，

被世俗驯服之前，

抢先到达我梦想的栖息地。

因为我相信，

梦是自己创造的，

我们就是这么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

喜欢追风筝的人。（作者系经管学院学生）

西西里的美丽传说 追风筝的我们
阴 汪下弟

难忘井冈情
阴 陈艾琳

阴 董国文
端午三章

闲话寝室
阴 顾瑾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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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袁翔 李建民）应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简称“云投集团”）的邀请，校长卢冠忠、副校长刘宇陆于 5 月

20 日至 22 日率团赴云南考察，云投集团领导保明虎、刘一农、杨

槐璋及云投集团下属云南省林业投资有限公司（简称“云南林投”）

领导何胜峰、陆伟热情接待了我校代表团，双方就战略合作事宜进

行交流座谈，并举行了上海香料研究所与云南林投公司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签字仪式。

卢冠忠介绍了我校概况，表示学校全力支持香料研究所与云

南林投的深入合作，并积极推进学校与云投集团的全面合作。

考察团参观考察了云南林投印奇果种植基地和加工厂，并就共同

组建印奇果产品项目研发中心和天然香料项目研发部、共同构建印奇

果原材料种植优化保障体系与云南林投负责人进行了深入研讨。

云投集团是云南最大的投融资平台，总资产过千亿，涉及能源、

旅游、铁路、石化燃气、林业、文化、医疗和金融证券等经营领域。

（记者 郭东波）人们可能会听说过调香师这一职

业，但一般人都把他们和 Chanel No5、Dior Issimo、Ck

one 等世界名牌香水联系在一起。对于这些顶级香水

而言，调香师的“魔法”无异于它的灵魂。但事实上，调

香师远不只是“香水魔法师”，而是与人们日常生活密

切相关的一群人。从食品、饮料、酒类到化妆品、洗涤

用品，再到医药、饲料、环保、涂料等，只要是加香产

品，都可能渗透着调香师的贡献。

目前，全国香料香精企业有 600 多家，但调香人

员却只有区区几万人。而其中真正算得上专业调香师

的则是少之又少。我校香料学院拥有全国唯一的特色

专业，一直在业界享有声望，常常被业内人视为调香

师的摇篮。

孙宗宇就是从学校这个摇篮走出来的调香师，他

的本科及研究生阶段均在我校香料学院学习，现供职

于吉林春润香料公司，任技术总监，继续从事他喜爱的

调香职业。他说，在校学习闻香、辨香的过程中，不仅大

脑中的香味“记忆库”的内容越来越丰富，鼻子也会越

来越灵敏，在大二时他不仅掌握了

数百种香原料的香气特征，还进一

步学习了各种香原料的挥发性特征，这在调香实践中

作用非常重要。比方说在一种包含了上百种香原料的

香精中，有的香原料挥发快，有的挥发慢，那么该香精

闻起来就会先有茉莉香（即头香），中间有甜橙香（即体

香），最后有玫瑰香（即尾香）。这一切全赖于各种香原

料的先后挥发状况，因此在调制有丰富的香结构、头香

体香尾香各不同的高端香精制品的时候特别适用。

学院一位实验员介绍说，由于闻香、辨香、调香取

决于经验积累，所以相关实验室除周末外几乎从不关

门，学生随时可以去实验室进行各种实验，专任教师

或实验员也随时给学生提供指导。走进香料学院的实

验室，到处可看到各式各样的液体瓶和仪器，穿着白

大褂的学生们全神贯注地在试管与试管间不断调配

着，一个正在做实验的学生说，“要调制一种香精，先

要分辨出上百种甚至几百种原料的香味，再将需要的

原料配合在一起，最后调配出适当比例的香精。”

香料学院易封萍教授说，调香是技术和艺术的结

合，如果说画家的作品是视觉美，那么调香师的作品

则是味觉美。调香师的培养先从基本的“闻香”、“辨

香”开始，再经过“调香”环节，最后进入技术和艺术完

美结合的“创香”阶段，一个好的调香师才算炼成。

郭佳琳、钟雨巧是香料学院大三学生。她们回忆

刚入校时，学院就给新生安排闻香面试。在她们面前

放几个不同香味的液体瓶，让她们说出哪个瓶子里是

苹果香、哪个是香蕉香、哪个是奶甜香等，这是考察新

生的天赋嗅觉和辨香能力，因为一个好的鼻子既是识

香调香的首要基础，也是从事香精香料行业的起点。

郭佳琳、钟雨巧说，学生在大一的实验主要进行

闻香、辨香。常用的香原料有数百种之多，基本上可分

为天然类和合成类，前者如玫瑰精油、甜橙油、茉莉浸

膏等，后者如苯乙醇、芳樟醇、香兰素等。在闻香、辨香

中会逐渐熟悉各种香原料的特征，还会赋予它们一些

特别的词汇，如香兰素的气味类似香草冰淇淋，柔和、

醇厚、奶甜；而薄荷醇则是清凉、透发、清新醒神等。

据了解，在培养调香师的过程中，学院还借助各

种平台，如调香竞赛、企业实践基地、科 技创新项目

等，强化锻炼学生的专业知识技能。调香竞赛有“乐尔

福”杯（和法国乐尔福公司合作）、“利达”杯、“百润”杯

等。一般这类竞赛都会先给参赛学生一个样品标样，

让选手根据标样进行调配。闻到标样是（下转第 3 版）

本报讯（通讯员 杨明）5 月 15 日上午，奉贤区委书记周平在

区委副书记袁晓林、副区长钱雨晴等陪同下，率区委区政府有关部

门负责同志前来我校走访调研。校党委书记吴松，校长卢冠忠，党

委副书记宋敏娟，副校长刘宇陆、叶银忠与周平一行围绕推进校区

合作、促进共赢发展举行了交流座谈会。

吴松代表学校感谢奉贤区长期以来对我校建设发展的积极支

持。他表示，在我校致力于建设高水平应用技术大学的进程中，将

始终坚持把服务奉贤区域经济社会摆在重要位置，努力为奉贤各

项事业发展提供更多的人才和智力支持。他就加快推进校区产学

研合作、改善出行交通条件、青年教师子女入托入学等问题与周平

一行交换了意见与建议。

卢冠忠介绍了我校建设发展的基本情况及学科专业发展对接

区域经济需求状况。他表示，学校坚持积极融入和服务奉贤，发挥

自身优势不断深化与奉贤区的合作领域，努力实现双方共赢发展

的新目标。

周平在座谈会上感谢学校长期以来对奉贤经济社会发展作出

的贡献。他表示，奉贤区要实现深层次、快速、全面的转型发展，就

迫切需要借助奉贤高校的优势，巩固已有的合作基础，深度推进项

目和人才对接，努力谋求区校双方合作共赢新成效。他围绕校区双

方联合培育技术人才、推动技术转型升级、拓展学生实习实训基

地、加强文化交流互动、改善校区出行条件等问题谈了相关情况。

吴松、卢冠忠、宋敏娟陪同周平一行参观了我校校园，考察了

香料学院和生态学院。

奉贤区委书记率队来校调研

卢冠忠率团赴云南考察
上海香料所与云南林投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现代职业教育之路：调香师是如何“炼”成的？

上应故事

（记者 董国文） 在学校奉贤校区图书馆 B

区 101 报告厅的讲台上，一位戴眼镜的学者正

在侃侃而谈：“哲学，就是爱智慧。”“哲学是智

慧之学与思想之事。”“哲学是思想的事情，哲

学修养是开启思想的路径。”台下的听众则不时

报以会意的笑声，一顿蕴含哲思的智慧大餐正

在烹制。这是 5 月 28 日下午，学校党委中心组

（扩大）学习会议上的生动场景。校党委书记吴

松主持学习会，校长卢冠忠，校党委副书记宋敏

娟，副校长陈东辉、叶银忠、张艳萍出席，教育部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上海市哲学学会会长，复

旦大学复旦学院院长吴晓明应邀到我校东方讲

坛举办点，作题为“哲学智慧与哲学修养”的专

题报告。学校党委中心组成员、学校中层干部、

机关党员、马克思主义教育部教师、辅导员及部

分学生干部参加学习，聆听报告。

只有学思结合，才能解决重大问题

吴晓明的讲座分为“什么是哲学”、“不同的文

化与不同的哲学”、“哲学修养的基本任务是开启

思想”三个部分，他从苏格拉底、笛卡尔、马克思讲

到西方的原子个人，从孔子、老子、孟子讲到中国

哲学的特质，解读了“我思故我在”、外部反思、批

判方法等诸多哲学问题。吴晓明认为，哲学存在于

时代与大众生活中，每个时代的哲学，都关注其时

代的发展与变化，思考其时代的问题与挑战；哲学

存在于每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之中，存

在于大众生活中。他说，哲学是一种思想，理性的

思维已经成为新时代真正的出发点。在改革开放

进入深水区的今天，光有学不够，还要思，博学不

等于智慧，思考才通向智慧和哲学，孔子的“学而

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也说明只有把学和思

两者结合起来，才能解决重大问题。

不同的哲学造就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文化

简单 的租 房 子 行 为 也能牵涉到 不同的文

化、不同的哲学。吴晓明用租房子、用兵打仗等

事例生动阐述了哲学对于工作和生活的影响。

他认为，哲学史时代的精华，对于不同文化和文

明的把握，重在理解其核心，即哲学。哲学是生

活的基本定向，生活的基本态度。作为人类历史

上最古老的三大文明体：中国、希腊和印度，由

其各自文明的基本哲学路向，为各自不同的文

化发展奠定了哲学根基。他说，西方社会的建设

和发展立足于规范神圣和人格神圣，服膺实用

理性的中国人虽然也讲规范，但中国人认为要

合于大道，即孟子的“有经有权”，古印度哲学的

特点是无节制的想象力，不擅长理性和实用理

性的特点，其现代化进程由此受阻。因而，不同

的哲学意味着不同的文明和文化发展，这对于

我们了解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明，以及了解中

国未来发展非常重要。

开启思想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吴晓明认为，中国发展到今天，在理论观点

和学说方面更多的是学习和模仿，这固然很有

必要，但更需要开启思想。当今阻碍人们思想的

最大问题是“外部反思”。许多人习惯“外部反

思”，即只知道一般原则，并习惯于将一般原则

运用到任何事情上。“外部反思”的直接后果就

是导致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要克服“外部反

思”的错误，就必须学会哲学的批判方法。“批

判”一词的真正内涵是澄清前提，划清界限。任

何理论都是有前提的，其运用也都是有限度的。

他说，必须要以批判的方法来消化和反思各种

外来的模式、路径和知识，把学来的东西变成自

己的东西。每个人只有掌握批判的方法，才能有

效地改造世界，实现目标。

陌生却又熟悉而实用的哲学

讲座在学校徐汇校区同步实况转播，方便

了市民就近聆听。吴晓明还在报告会上与现场

提问师生进行了精彩互动。讲座结束后，师生们

表示，报告既凸显理论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张力，

又引发大家对社会、中国前途乃至人类命运的

深刻关注，看似陌生却又熟悉而实用。大家认

为，哲学智慧与哲学修养，在我们的工作、学习

和生活中不可或缺。哲学能为我们指点迷津。

东方讲坛创办理念是“以人为本、服务大

众、传播知识、提升文明”，我校为上海应用技术

学院举办点。本场讲座是学校主体搬迁奉贤校

区后的首场东方讲坛讲座，此后将不定期举办，

以丰富广大师生的校园生活，助力我校的大学

文化建设。

学哲学用哲学: 学校举行党委中心组学习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