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ANGZHOU ERZHONG
王唐燕
裘 微
郑 颖

责任编辑4学生园地

主编院尚可 副主编院王华琪 李晓云 执行主编院徐彩芳 编委院何佳 裘薇 丁佳妮 芮垚渊 陈枭窈 朱阿海 吴鹤兵 沈一频 摄影院蔡光辉

4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一年的时光虽不至
于“箭一般”地飞逝，但也是匆匆地流去了。转眼，
2020已准备轮转到台前。

2019年，我们过得很充实，笑得很阳光。
这一年，我们不断向上、成长。曾经的初中

生终于迈入了杭二的校园，在为学校注入新鲜
血液的同时，也慢慢褪去了自己的稚气与青涩。
原本刚入学半年的我们，逐渐融入了二中的氛
围，开始尽情舒展自己，不知不觉竟也成了别人
口中的“学长”“学姐”。过去的中流砥柱们，跨入
了高三。他们铆足精神、埋首书堆，坚毅地踏上
了通向高考的征途。2019年，我们每一个人都极
力汲取着周边的一切美好，我们每一个人也都
在积极释放着光热。成长，是我们不变的关键
词。如习近平主席所言，“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
们都是追梦人”。

这一年，二中团委学生会也在不断向前。6
月的增补选，一批新的团学骨干登上舞台，我就
是其中一员。当时的“拿云之志”，在之后的深入
工作中被渐渐打磨，变成了坚实的地基，也变成

了最有效的发动机。9月，新一批的干事像一年
前的我一样，意气扬扬，加入了团学这个大家庭，
带来了新思考、新能量。我第一次感到身为“领导
者”与“管理者”的压力与责任，却也常为“有人可
用”而窃喜。我们熟悉着工作内容，创新着工作方
法，精进着工作能力。在新与旧的更替中，杭二团
学稳步提升着自己的水平。

这一年，学生活动如火如荼，社团俱乐部灿
若繁星。不管是打卡机上的活动通知，还是公众
号上的精彩推文；亦或是箴华舞台上的全力绽
放，以及校外赛事的字字铿锵……满溢着活力的
各个学生组织，在课余时间里，探寻着自己的内
心，挖掘出灵魂的点点星光，点亮二中的校园。那
一个个动人与骄傲的时刻早已印在了记忆的胶
片里，无法抹去。

2019年 5月 6日正午，天朗气清，二中校团
委组织的“五四团日”活动如期而至。这是一个意
义深刻的活动。100年前的五月四日，中国的青
年在长夜里擎起了希望的炬火；“青年是国家的
未来，也是世界的未来”。这是一个形式创新的活

动。每一个团支部都参与了活动的每一个时刻，
贡献了创意，体会了乐趣，新时代的青年精神于
是也寓于内心。这是我第一个参与筹备的大型活
动。活动成功的喜悦，连同裁剪贴纸的劳累刻在
心底。
五月下旬，伴随着社团文化节的一声鼓点，

二中社团的身影像阳光一样充满了校园的每个
角落。以“社彩缤纷，俱收并蓄，春华百廿，礼献二
中”为主题，囊括社团游园、二中好声音、微电影
公映、模政校内赛、辩论赛决赛等活动，一场二中
社团文化的饕餮盛宴正被奉上。放眼校前广场，
各社团的摊位上人潮涌动，而这一切的一切，化
为同学们手中的一张张贴纸，被小心收集，汇成
最美好的午后记忆。

十一月，体育文化节，“运动不止，青春无畏”
的口号在二中上空回响。从健美操比赛到运动
会，“青春”“志气”“拼搏”伴着艳阳铺满了运动
场。一声声发令枪响。那突破极限的刺激，那神经
与肉体的双重压力，那向外喷涌的愉悦，陈列在
灿烂阳光下，兀自闪光。

十二月，新年表演艺术季正缓缓铺陈开来，
一场一场的社团专场已排上了日程。29日下午，
元旦文艺汇演在箴华音乐厅举行。

这一年，我们隆重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杭二中建校 120周年。“国校同庆，甲子双逢”成
为贯穿全年的主题。4月的献礼快闪，我作为合
唱团成员参与了全程，在晒红了的皮肤下，留下
了一颗激情洋溢的心。从 2018年 11月到 2019
年 10月，近一年的时日，“给二中的一百二十封
情书”栏目在社交平台上留下了三十四个诗篇。
拳拳赤子之心，亦动人也。

2019年 10月 6日，一切的热闹攀到了巅峰。
这一天，一百二十岁的二中迎来了她的生日。上
午东河校区的庆典，一百二十位学生和校友们共
上三堂大课；下午滨江校区的论坛，同学们聆听
十二位校友的成长历程，感受成功者的赤子情
怀；还有后来每位同学都领到了一份精致纪念
品。这确乎是盛况空前、举校共庆。一百二十年
来，二中的成就累然可见；下一个百廿，二中前进
的步伐也将永不停滞。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2019

年取得的一切，已铸成下一级阶梯，继续向上登
攀才是关键。高一的学弟学妹们，二中的魅力还
未在你们面前全部展现，去积极地感受吧，然后
全力绽放。高二的同学们，我们是学校的中坚，努
力地进取吧，然后去承担。高三的学长学姐们，耀
眼光亮的前方已在眼前，奋力地拼搏吧，然后收
获。
让我们满怀信心与期待，迎接 2020的到来。

姻 团委宣传委员 张哲祯

我们过得很充实，笑得很阳光
团委宣传委员张哲祯的 2019

阅读下面文字袁根据要求作文遥
有着 野东方设计界奥斯卡冶 之称的

Good Design Award 2018设计大奖爆出
了一个冷门袁一个野偷冶供品的和尚要要要日

本奈良安养寺住持松岛靖朗夺得了亚洲

最高荣誉遥 在众多的参赛作品中袁松岛的
项目缺乏技术含量袁却最终胜出遥
松岛发现日本单亲儿童的 野隐形贫

困冶十分严重袁孩子买不起零食袁社会认同
感很低遥 于是他创建了一个叫野寺庙零食
俱乐部冶的组织袁把庙里供奉神灵的供品
转赠给贫困家庭遥从 2014年以来袁成员大
大增加袁赠品逐渐丰富袁捐赠的方式和途
径也变得多样化袁10万贫困儿童和单亲
家庭从中受益遥松岛们的善举没有让收到
零食的小朋友感到被施舍的尴尬袁而是平
等感恩地接受帮助遥有孩子写信给他院野和
尚大师袁我的和果子已经够多了袁下次我
可以拥有一些薯片吗钥 冶和尚大师收信后
开怀大笑遥
松岛靖朗设计的项目虽然技术含量

不高袁却被称为野最好的设计冶遥对此袁你有
怎样的思考和认识袁写一篇文章遥

揖注意铱淤角度自选袁立意自定袁标题
自拟遥于明确文体袁不得写成诗歌遥盂不少
于 800字遥 榆不得抄袭尧套作遥

作文专题 智性与德性
“东方设计界的奥斯卡”为“最没有技术含量”

的项目所夺，相信必有人欣赏点头，也有人不解指
责。爱者以其对“单亲儿童”这一热点人群的关爱
而赞许，恶者以其“缺乏技术”而斥之，以之为博人
眼球的炒作之举。殊不知，这一切背后的一场设计
的历史性变革，已悄悄来到。
“设计”这一概念，发轫于工业革命，在此之

前，本无为大众所准备的定型产品，只有贵族老爷
们把玩的工艺品。而工业时代来临后，“工业设计”
以及今日“后工业设计”成为了世界的主流，赞者
不吝溢美之词，称其造福于大众；贬者在时代大潮
下也无力应对。只能发发牢骚。福特 T型车之类的
商品走进千家万户；品种齐全，花样百出实则千篇
一律的玩偶赢得了无数孩子的笑声；从美国的独
栋别墅到苏联的赫鲁晓夫楼，本都只是建筑商图
纸的房屋成为千万人的精神归宿。然而生活极大
丰富的今天，人们反而在技术的跑步前进中感觉
到自己已然喘不过气，有必要停下回望走过的道
路。

我们究竟失去了什么？
人们对于“充满技术含量”的产品们逐渐失去

信心，总想要些更为新奇的玩意儿，却又从来不满
足。在当今消费者，产品与设计者共谋的消费主义
体制下，众人不断进行着以技术求欲望，正如阿伦
特所述“以‘自我依据’的方式，确立权威，奠定自
己的正当性”的现代困境。这也正是批判缺失的的
根源。

吴宓早在上世纪初便已分析到：西方文明的
根源是希伯来 -希腊思想，而现代社会独倚重其

希腊根源。希腊的思想范式，是冷峻且理性的智性，
所谓智性，即对万物的形而上的分析，重于“物”的
考察。其对自然科学的培育诞生了现代的种子，却
也使得许多同样重要的东西丧失了。这种丧失，犹
如黑塞笔下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的争辩，让人“疲
惫”，只求回溯到古典之中。

我们如今谈论着“中国制造”时，眼里绝不是北
京胡同里的聚元号弓箭作坊，苏州美轮美奂的织物，
或者江南丘陵里的茶叶，而是与世界其它地方无异
的的流水线。传统东方的制造绝不注重“技术含量”
究竟有多少，而是对“人”上下求索，对人性的探寻培
养出了德性充沛的工匠们。所谓德性，正是对人间关
系的一种隐秘把握，一种追求。
今天的物质生活已经极大地丰富了，然而如何

求心灵之安宁，还需深思。面对追求人与天合一的古
典哲思，我们重新审视充满“智性”的设计学，可以
说。设计一样要以“人”为本，不是粗暴的把人以数字
模拟，把人等同为物。而是考虑人们的内心需要，满
足功用的同时戳中心灵“痛点”。
日本设计师的设计看似平凡，可在此之前又有

什么人想到把贡品光明正大地拿给孩子们呢？这
样的设计绝非是一种产品，一款软件，而是全社会
的一次心灵拷问。
今日中国正崛起在东方大道上，求索往日经

验，上世纪下半叶东方哲学如禅宗席卷西方年轻一
代，如乔布斯等人深受其启发，方能以独特的理念
使苹果走向成功。我们今日担复兴民族之大任，不
可不求诸原道，融东方之德性于智性之中，交出一
份满意的答卷。 姻 613班 沈致远

以人为本，润物无形
松岛和尚的“寺庙零食俱乐部”摘得设计大

奖引起人们的关注。这样一个简单朴素的设计夺
冠之所以被称为“爆冷门”，是因为人们总是自觉
不自觉地将设计与炫酷、黑科技、奇思妙想这些
标签挂钩。殊不知，设计提供的是服务，是以人为
本的。松岛获奖无疑是在向世人宣告“人”的回
归。以人为本，润物无形，亦应成为这个时代的追
求。

最好的设计应是以人为本的，是渗透爱与真
诚的。贝聿铭曾说，设计是人的情怀。松岛和尚用
如菩提树般博大而深厚的人文情怀，赋予冷冰冰
的供品人情的温度。北京大兴机场出发区，将无
情的墙改换为透过阳光的玻璃，供旅人与送行者
的依依话别永续流淌。在科技和时尚引领一切的
设计大潮裹挟之下，许多人偏离了设计的初心，
舍本逐末。外形怪异而亮眼的鞋子，真的合脚吗？
复杂而高端的手机系统，真的如广告所言方便快
捷吗？人们沦为流量和眼球的奴隶，这不能不说
是悲哀。在这个浮华躁动的年代，我们缺少的不
是技术与金钱，而是人文关怀，是一方真诚的归
宿。

说到底，不仅仅是设计，整个社会似乎在某
种程度上把人放在了后面。一切事物都被冠以宏
大的标题，放在聚光灯下供人吹捧。人文关怀被
弃之如敝履。我们要呼唤新的文艺复兴，将人文
关怀重新注入空洞的躯壳，用爱和真诚重塑冷漠
而扭曲的灵魂。
人文关怀并不是口号，而是实在的、朴素的，

是滋润万物而悄无声，细无形的。它可以如西安
地铁延时一分钟关门般简单，亦可以如扶贫计划
般复杂宏大；它可以如书店免费提供书桌和咖啡
供人在半夜疾书般温柔，亦可以如高铁的充电插
头般灵动。人文关怀存在于人的举动中，公共场
所的设计与管理中，商业和旅行中……在任何场
所或环境下，有了人文关怀，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被拉近，面具被抛弃，人们盯着的不是脚下六便
士，而是温暖与真诚的另一张脸。人文关怀是对
人的尊重，应在现今发挥其独有的魔力，将卡夫
卡所谓异化的人们由孤岛连成大陆。

你我都是普通人，如何“人文关怀，以人为
本”？假如你是设计师，自然需将人本思想奉为圭
臬；假如你是教师，就用心备课，因材施教，关心学

生的个人发展；假如你是领导，就关怀下属，体谅
困难；假如你是服务人员，就面带微笑，迎接八方
来客。我们有为孩子送书，为藏族同胞送信的其
美多吉，有许多人，都是践行人文关怀的使者。如
果社会以人文关怀为主流，必将富强民主，文明和
谐。

以人为本，润物无形，传递爱与真诚；人人实
践，关怀热心，社会终将大同。

姻 613班 郑怿

以出彩的设计闻名
于世的项目数不胜
数———故宫磅礴的排列
与精巧的细节，蒙娜丽莎
耐人寻味的微笑，苏州园
林神通自然的美丽……
人们千百年来不停地在
艺术作品里、建筑工程中
寻找设计的美。但在
2018年的GDA大赛中，
却出现了非比寻常的设
计作品———松岛和尚的
“寺庙零食俱乐部”。

他将庙中供奉的
零食转赠给贫困家庭
并以此获得该大赛。有
人不屑道：“不就是几
包小小的零食嘛，你看
扎克伯格，捐赠自己
99%的财产创立慈善事业，为什么他
得不到这份奖呢？”或许在成人世界
里，沉甸甸的金子是更高层次的基
准，但若细细品味，也许你能发现，这
是一位走在人性之河上的和尚大师。

松岛着眼的贫困不比一般的物质
贫困，他发现孩子们最缺乏的是来自
社会的认同，来自家庭的关爱，来自内
心的自我认可。他送出的不是一份份
书写着物欲文化和标签着贫困家庭的
大红包，而且一个发自内心的微
笑———我们有好吃的，我们一起来分
享吧。他牵系的是一份心情，解开的是
一抹灰色，送出的是一份认同的关爱。

在欧洲有一份被誉为“人性之林
荫道”的设计作品———来自法国的迪
尼乐园的道路设计。设计师在试运营
期间把整片乐园种上草皮，让游客在
这三个月中自由踩踏。渐渐地，园中
出现了或宽或窄，或深或浅的林荫
道，设计将这些道路重新修整完成了
这份设计作品。

再次着眼于松岛大师的设计作
品，我们也可以发现，他之所以能够脱
颖而出，是因为他走进了那些孩子的
心中，轻轻地踮着脚，在孩子们心灵的
堤岸边小心翼翼地走着，不沾湿袜子，
也不沾染清澈的河流。这是一个微妙
而精巧的设计，依靠人性最美丽的张
力，把自己置身于这条人性之河上，以
爱作为支撑，把这份恰好的心意带给
每一个需要帮助的孩子。我想评委们
也一定是折服于这一份人性化的精美
设计，才会给松岛大师颁发这个奖吧！

或许世间最温柔的事，根本不需
高超的技术，尖端的科技，只是在踏
足于你心灵的一瞬间，悄悄地把那一
朵涟漪漾成你最需要的模样。

姻 609班 洪雨锋

走
在
人
性
的
河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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