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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发现自己一个弱点，缺乏逻辑。在交流中，尤其是在回答英文问题的时

候老师都会说我语言缺乏逻辑，答完题后没有主旨没有很好的安排，终于明白之

前的雅思口语为什么只有 5.5 分了。于是决定以后勤动笔，因为写作也许是一种

很好的锻炼逻辑思维，组织语言的方式。还有就是，特别惊讶我的文章会出现在

您的个人主页上。倍感荣幸~~ 
 
刚刚读了您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理想》，除了立即反应出了那部我特

爱的台湾电影之外，下一秒中就想到了那句北岛的话“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

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

碎的声音。” 
 
身边有太多这样的例子，曾经年少轻狂，胸怀大志，积极上进的青年，如今

都放弃了自己的梦想，感叹自己的无能，感叹社会的不公，感叹上天的旨意。周

围有很多老员工，现在都属于“没想法”的状态，得过且过，能混一天是一天，

工作没有任何积极性，也从来不去争名夺利。令人惊讶的是曾经的他们都是业务

骨干，上新业务他们会是第一个学会的人。曾经他们也想要谋个一官半职，曾经

他们也希望为这个企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曾经他们也有梦想。可是在社会的打

磨下，在一次次的失望中，在无数的失败面前，他们没有能够坚持，甚至习惯了

抱怨。我们到底如何才能守住我们的梦想呢？ 
 
我想应该是坚持吧。是一种信念，相信坚持一定会胜利，相信“只要相信期

待就会成真。”一直记得一个小故事：一个渔民，打渔技艺精湛，但他每天只打

两三条鱼就收工。一天，他遇上了哈佛的 MBA 学生。那个学生问他为什么不多

打几条。他说“这些鱼够我们一家吃了，其他的时间我可以陪我的孩子玩耍，和

我的朋友打牌，陪我老婆聊天。”“你可以多打几条鱼，然后拿去卖啊。这样赚了

钱可以买更好的设备，雇人打更多的鱼，做鱼产品加工，办个厂啊。”学生说。

“然后呢?”“然后你就可以在纽约买房子，在那开个大公司，赚更多的钱，享受

更多彩的生活啊。”“然后呢？”“等你老了，就可以在海边买个别墅，每天陪老

婆孩子，和朋友打牌啊。”“我现在正在过这样的生活啊？”这个故事似乎绕回了

原点。 
 
故事不是想告诉人们说可以像渔民一样安于现状，努力来努力去只是回到原

点。而是想说坚持你的选择。如果你选择安于现状，那么就快乐地生活。如果你

选择不甘平庸，那就去努力。成功，也许就是按照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生活。最

糟糕的状态就是当你选择不甘平庸的道路，却以一种安于现状的方式生活。最后

抱怨自己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人生。 
 
我们的理想没有那么伟大，我们这一代人也没有忧国忧民，可能是生长环境

的问题，我们更多的是去实现自我的价值，很少会将自我价值的体现去和国家的

繁荣富强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也显得更加的脆弱，不堪一击。坚持是一种伟大

的信念，更是一种很难做到的境界。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