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点连成线 情牵师生缘 

——在 2022 年文学院学位授予仪式上的讲话 

汕头大学文学院院长 毛思慧教授 

（2022 年 6 月 24 日） 

 

尊敬的周书记、各位同学、各位家长、各位老师： 

大家下午好！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文学院的党政领导班子和全体教职员工，

向文学院叶蕾等 27 位即将获得文学硕士学位、王漪等 19 位即将获得教育硕士专

业学位、蔡文慧等 140 位即将获得文学学士学位的同学致以最热烈的祝贺！今年

我们还有史择翰等 36 位来自汉语言文学、英语、新闻学、广播电视学、食品安

全与检测、海洋科学、法学等专业的同学完成或超学分完成了文学院“全球研究

与境外实践创新班”的学业并获得结业证书。 

此时此刻，同学们都开心地、自豪地穿上了硕士袍、学士袍，同学们，让我

们以热烈的掌声感谢汕头大学和李嘉诚基金会对每一位同学的鼎力支持和栽培！

感谢文学院每一位教职员工这几年来给同学们的教导、爱护与辛勤付出！感谢你

们的家人和亲友！感谢你们自己！ 

四年前，在文学院的开学礼上，我曾代表文学院要大家牢记李嘉诚先生的嘱

托——“汕头大学培养的学生既能参与全世界的竞争,又能够找到回家的路”，望

同学们抓紧时间积累学科知识，不断增强个人的综合素养，拓宽自己的国际视野，

培育自己的文化认同，提升自己的家国情怀。今天之后，各位即将陆续离开校园，

离开文学院，告别老师和同学，告别日月潭、图书馆、大礼堂、科报厅、真理钟、

大小人、涂鸦墙、荷花池，还有池里的黑天鹅以及它们羽翼渐渐丰满的天鹅宝宝，

你们应该有些不舍，甚至有无言的惆怅。有人说，老师是“春蚕”是“蜡烛”是

“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个人觉得老师也很像是“摆渡人”，一年又一年，他们

将一批批先是青涩、有些迷茫渐渐变成意气风发、豪情满怀的学子由此岸摆渡到

彼岸，目送他们开启人生的下一段征程，然后又回来迎送下一批。感慨万千的此

时此刻，我想与各位分享三个点：“亮点”、“难点”和“看点”。 

第一：亮点 

四年来，在汕头大学及李嘉诚基金会的支持和文学院全体同仁的努力下，学

院有了长足的进步：我们成功申报建立了西班牙语专业；设立了语文和英语两个



学科教学硕士点；汉语言文学专业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外语系设立

翻译专业硕士点；成功申请复办历史学专业、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开办泰语专业

（今年开始招生），外语学科四次进入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前 50%（进入 B+方

阵）；英语专业先后获批广东省一流本科专业和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文

学院出版了学术专著/译著 40 余部；承担各级别研究项目 120 余个（其中国家级

10 余项和省部级 50 余项）；发表学术论文 300 余篇（其中 SSCI/A&HCI/SCOPUS

论文共 70 篇、CSSCI 论文 80 余篇）。 

四年来，文学院的师生获奖众多。如：顾彬教授获“第六届会林文化奖”；彭

剑娥教授获“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入

选斯坦福大学 2020 全球前 2%顶尖科学家"年度影响力"榜单；杨炼特聘教授荣获

获“英国笔会奖”、 “雅努斯·潘诺尼乌斯国际诗歌大奖”、“拉奎来国际文学奖”

和“意大利苏尔摩纳国家文化奖”；文兵副教授在“全国高等院校英语教学学术

年会暨全国高等院校英语教师教学基本功大赛”上荣获英语专业组一等奖；王宪

生教授被中国翻译协会授予“资深翻译家”称号；彭剑娥教授、方帆副教授入选

爱思唯尔 2021 年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ELC 的 Collin Tham 和柏娴老师分别荣获

“外研社-国才杯”英语辩论和写作全国总决赛“一等奖指导教师奖”；Thomas 

Gault 副教授在 2021 年“首届全国大学生英语戏剧节”荣获最佳编剧奖等等。汉

语言文学专业史择翰同学获得第 22 届“外研社·国才杯”全国大学生英语辩论

赛一等奖；汉语言文学专业谢婉珊同学获全国第三届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一等奖；

英语专业黄绰彤同学获 2021“外研社·国才杯”全国英语写作大赛一等奖；英语

专业陈姿因/陈小娟与方帆老师合作在 SSCI 二区发表论文 Global Englishes and 

teacher education: Present cases and future directions (RELC Journal)； 

英语专业和汉语言文学两个专业目前共有 32 位同学成功保研/考研/申研，

院校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湖南师大、南京师大、

华中师大、西南大学、北京语言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大、澳洲国立大学，英

国曼彻斯特大学、兰卡斯特大学、纽卡斯尔大学、布里斯托大学、伦敦大学学院、

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等国内外知名大学。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我们 2019 级的硕士研究生也获得多项赛事的奖项。张菁、

叶蕾等同学在校期间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两位中文系研究生被录取为博士研究

生，分别是中国古代文学方向的叶蕾，被华南师范大学录取；中国现当代文学的

林苗同学，被西南大学录取。 



这些成绩令人骄傲，可喜可贺！这是第一点“亮点”。 

第二：难点 

我讲三个方面。 

“难点”之一：“人文学科”大环境的变化 

各位老师、各位毕业生，我们文学院的博雅全人教育的使命是：“在传授专业

知识的同时，注重全人教育，提升每位同学的人文素质和专业技能，培养一种身

心全面发展、有全球眼光、家国情怀和终身进取的理想人格。”通过几年的追求

和历练，我们的同学都建立起了足够的自信和勇气，期望自己成为新时代有家国

情怀的双语/多语、跨文化交流人才和建设祖国的栋梁。然而，纵观当今全球性

的极端“实用主义”泛滥、教育资源的不公平分配与投入和学科、成果及评奖标

准的过渡量化，使得“破五唯”（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

的改革收效甚微，甚至越破越“唯”。这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干预、破坏了人文学

科的健康发展，对“双非”院校尤其如此。因此，我们的老师就像推石头上山的

“西西弗斯”。我们能取得现在的成绩实属不易，后面难度还会更大，我们对此

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难点”之二：新冠疫情对国际交流的严重阻隔 

我们当然得承认，这种严重阻隔是全国性的和全球性的。但对我们 18 级的

本科同学和 19 级的研究生同学来说，它是无可挽回的巨大的遗憾，因为大家不

会再来这里重读本科或研究生。虽然我们的“全球研究与境外实践创新班”和加

拿大麦吉尔大学的项目也做了线上交流，而且同学们也很满意，但同学们不能跨

越边境，亲自参与我们多年建立起来的十分有效的国际交流项目：美国的、加拿

大的、英国的、爱尔兰的、澳大利亚的，等等。疫情的尽头在哪里，目前还难以

预料。不过我很高兴看到，我们部分同学已拿到了国外/境外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准备外出深造。也希望其他的同学毕业后也有机会走出国门，认真看看并独立认

知外面的世界，继续提升我们的“国际视野与家国情怀”。 

“难点”之三：学校高速发展和新举措对学院的影响 

“十四五”时期是党和国家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决策部署的关键时期，

更是汕头大学在新的起点上落实学校“三步走”发展战略，实现发展腾飞的重要

转折期。近两年来，文学院主动对接学校战略部署，深入学习贯彻汕头大学“深

化教育改革，加快高水平大学建设战略研讨会”会议精神，以“突出特色、跨越

发展”为指导，在“新文科建设”的大背景下，理清发展思路，明确改革方向，



优化资源配置，加强队伍建设，强化人才培养特色，推动学科交叉融合，探索学

院的未来发展路径。我们的发展目标是，1）成功申报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

士点；2）成功申报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硕士点；3）整合外语系、ELC、CGS

等资源成立汕头大学外国语学院，为汕大的学科发展贡献力量。然而，我们目前

又面临诸多瓶颈和挑战：学科体量偏小（尤其师资离学科要求仍有很大距离）、

学科和育人特色仍然不夠鲜明、标志性成果不多，2020 年底以来学校师生比新政

策对我们的制约非常严重，急需破解。 

第三：看点 

分三个方面。 

“看点”之一：土豆与番茄 

刚才我们的校友 Daniel 希望大家“要做一道光”，方帆老师也要大家“相信

光”、“做会发光的土豆”。我在这里也与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话说 20 年前，

我在香港岭南大学翻译系教授《翻译与文化》和《大众媒体翻译》课程。我班上

的一位比较优秀的学生大学毕业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和她的一位师妹回校探访

我。作为职场新人的她一见面就诉苦说：“Dr. Mao，I'm only a small potato.”我摇

摇头连说：“No! No! No!”她以为我会安慰她几句，但我说：“You are not even a 

potato.”她有点不解又些难过。我后面还有一句很关键话：“You're a tomato, small 

and green now but will be beautifully big & red in time.”上周她用微信告诉我一个好

消息：经过近二十年的奋斗，她刚刚升职做了一家相当不错的公司的“HR & 

Admin Manager”。她没有做成“Big Potato”，但做了一枚又大又红的美丽的“番

茄”。所以，请精耕细作，看好你的菜园。 

“看点”之二：发光和留灯 

孔夫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文学院提倡有温度的教育、有人文情

怀的管理。希望同学们把从汕大毕业看做新的起点，忘记任何节点或终点。我们

说终身学习的能力就是你要不断学习、不断更新、不断成就自己，还要包容和成

全他人，提高自己的人生境界，让我们的社会进步。同学们一定要记住：不仅仅

要练内功、发自己的光，还要尽可能为他人照明，永远不要吹灭别人的灯。请一

辈子坚守看好这个点。 

“看点”之三：气节和尊严 

我们的现实社会复杂多变，职场犹如战场，精彩与无奈相伴，阳光与风雨相

随。望你们在未来岁月里，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曲折，都要尽自己最大努力，



坚持冷静地观察世界，客观地评判是非。我始终坚信，文学艺术和我们博雅全人

教育富含的人文精神，可以培育、保留和发展我们内心柔软而美丽的东西。让我

们一辈子在内心留一块干净而圣神的地方，不管顺境还是逆境，拒绝一切形式的

贪欲和堕落，保持一个大写的“人”的气节和尊严。这一点超难，但必须看好。

不为别的，只为你毕业于“College of Liberal Arts”。 

同学们、老师们：我今天与各位分享了三个点：“亮点”“难点”和“看点”。

三点连成线，情牵师生缘。离别之际，容我借用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两句话：

“纵有千古，横有八方；前途似海，来日方长。” 老师们，让我们再次祝贺各位

同学！同学们，让我们一起感恩汕大、感恩李嘉诚基金会、感恩父母、感恩师长、

感恩桑浦山下的相逢与陪伴！道一声珍重，让追求卓越成为我们共同的习惯。知

行合一，宁静致远；专业进取，善良温暖。 

谢谢大家！ 

  



做会发光的土豆 

——在 2022 年文学院学位授予仪式上的讲话 

汕头大学文学院 方帆 副教授 

（2022 年 6 月 24 日）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事，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今天我很荣幸作为文学院教师代表，在学院学位授予仪式上跟大家

分享一下我的一点心得体会。我算不上大家的长辈，就以兄长的角度，跟大家聊

聊天，仅此作为我个人代表学院对大家顺利毕业的祝贺和对大家未来学习生活的

期许。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四年前刚刚踏入大学校园时自己的模样，也许是青涩

的，也许是懵懂的，也许是盼望的，或者也许是失望的。但是，对于家长们来说，

相信他们是欣慰的。四年间，相信大家经历了泪水、汗水，有“蓝瘦香菇”，但

正是辛勤的劳动才浇灌出“打工人”今天的收获和成熟的喜悦。如果大家最近看

直播，关注新东方董宇辉老师（主播）讲土豆的故事，我们知道一样的土豆，赋

予其价值的，是种土豆的人。 

谈谈土豆的现在。家里人把你们送到汕头大学，希望满满，你们也满怀憧憬

地度过了四年。在这四年里，你们也许经历了教室里面汲取知识的渴望，图书馆

门前排的长队，荷花池旁的读书与恋爱，“凌晨四点的思源”。无论你们是在“三

点一线”：宿舍、课室、饭堂，是刚刚开学想喝“秋天的第一杯奶茶”、还是写期

末论文同伴互相鼓励的“奥利给”，还是拉着另一半的手在看星星等日出的“立

刻有”。你们的朋友圈记录了大学四年的生活，也许是一个月可见，也许是三天

可见；也许你们屏蔽了老师，但是相信老师们都在默默关注着小土豆大学四年的

学习生活，不断给你们养分，让你们成长。老师希望你们毕业以后，不用说自己：

“就是个土豆，能有什么不一样”；而是希望你们看到自己可以回答：“在汕大的

四年，我已经成为不一样的土豆了”。 

谈谈土豆的未来。你们正享受着最美好的时光，在未来你们要学会找到自己

的“快乐星球”。什么是快乐星球？什么是快乐星球？你们想知道的快乐星球，



只有你们自己去追寻，去开拓。要记得：你们是真正寻找属于自己快乐星球的人。

每一颗土豆都是独一无二的，也希望你们可以保留自己身上的独特之处，不要淹

没在茫茫人海，随波逐流。无论你们是否继续读研深造，还是踏上工作的道路，

要记得你们曾经在汕头大学成长过，至少在凤凰树下、真理钟前拍过毕业照。人

生的选择会有很多，但走的路只有一条。希望你们今天毕业以后，也许在未来“风

起的日子笑看落花，雪舞的时节举杯向月”，你们会说“就算一切重来，我也不

会改变决定”。也许汕头大学没办法陪你走到地久天长、海枯石烂，但是你们不

要忘了这段珍贵的曾经拥有。 

做会发光的土豆。土豆自己不会发光，但土豆可以通过化学反应转变成电能

让灯泡发光。希望未来的你们，可以做会发光的土豆，点亮自己，也可以成为让

别人发光的土豆。我们每个人的起点可能不一样，未来从事的职业也有所不同，

但是你们一定要不忘初心，像奥特曼说的：“你要永远相信光”。学会自己发光，

照亮别人。即使你只是一颗平凡的土豆，相信光的人生永远充满希望。董宇辉老

师（主播）跟他妈妈说：“真正花了时间的土豆，对我来说才是珍贵的”。正如他

引用《小王子》原话，“正是你花费在玫瑰上的时间，才使得你的玫瑰花珍贵无

比”（It is the time you have wasted for your rose that makes your rose so important）。

不一定所有的人都可以成为玫瑰，但是每一个人都是珍贵的。你们在不要忘记自

己是汕头大学栽培的土豆，你们未来可以去很多地方，可以见很多人，希望你们

未来和汕头大学之间有一些连接，不要忘记汕头大学和汕头大学文学院对你们的

栽培和对你们的爱。希望毕业后你们可以尽情唱道：“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汕

头大学），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 

最后，我想用黄灯老师在她书里的序言，作为这个讲话的结尾。她说：“尽

管年轻人的奋斗夹杂了无数心酸，但他们蓬勃的生命力，依然呈现出了生命本身

蕴含的创造本质。他们努力、认真、淡定，有着无法想象的韧劲；他们蕴含的巨

大力量，足以迸发出各种可能”。希望这么多的小土豆，可以在未来迸发出自己

的能量，不是“瞬间的烟火”，而学会懂得“智慧用思考照明宇宙”。“Believe You 

Can Fly; You Can Sing in the Sky”。亲爱的同学们，我们有幸参与到你们现在的青

春。也许未来会重逢，也许难以再相见。你们会遇到更多的人，会经历更多的事

情，希望你们在未来可以多跟老师们分享你们的成就，也分享身边的事情。老师



们想看到今天的小土豆在未来发光，照亮别人。最后，祝大家毕业愉快，身体健

康，未来可期！谢谢。 

  



在 2022 年文学院学位授予仪式上的讲话 

2003级校友代表  禤恒坤 

（2022 年 6 月 24 日） 

 

 

尊敬的周镇松副书记、毛思慧院长、李浩涛书记、杨庆杰副院长、李杰副院长，

在座的各位嘉宾，以及今天的主角，我们文学院，2022届的师弟师妹毕业生们： 

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 03 英语的禤（xuān）恒坤，因为姓氏比较奇特，所

以大家都叫我 Daniel。 

在收到学院的邀请，让我给即将毕业的师弟师妹，讲一段 5分钟的毕业寄语。

我的第一反应是：老师，你真坏，又来扒我的黑历史了。虽然说，我跟在座的师

弟师妹，有过很多相同的经历，譬如，我们在同样的课室上过课，我们上过同样

老师的课，像谌华玉老师和李杰老师的课。我们住过同样的宿舍，我们参加过同

名的社团。还有，我们都要交学费上大学。但是，追溯起来，当年我在汕大，确

实是有好多段，不堪回首的“黑历史”的：譬如，在大二，我沉迷于社团工作，

无法自拔，第一次考英语专业四级，笔试 failed 了。而且在后来的学生社团联

合会的，主席竞选当中，我也落选了；在入党推优竞选当中，我也被淘汰了。再

譬如，从大一到大三我都没有女朋友，到了大四向一位女生表白，也被拒绝了。

所以，一个“文不成，武不就”，大学三年连女朋友也找不到，现在过来还拉低

了会场平均颜值的校友，怎么就有资格上台，给大家做毕业建议呢？我辗转反侧，

久久不能入眠。我摸了一下头，一瞬间，突然领悟到了，老师们的用心良苦：我

变秃了，也变强了。所以，回顾过去毕业 15 年所走过的路，我今天就斗胆给大

家提出 3个建议： 

第一： Be the light 要做一道光 

毕业之后，我们要么继续学习深造，要么直接走上工作岗位，但是无论身处

何地，我们都要做一道光。这一点我感受颇深。在过去的 14 年，在平凡的教学

和教育规划工作岗位上，我和我的同事力求照亮每一位学生的梦想：帮助他们提

升英语水平，考过雅思托福，帮助他们提升思辨能力，帮助他们实现出境或出国

留学的理想。另外，时不时我也做一下媒人，牵个红线，撮合一对对大龄学生和

女老师走入婚姻的殿堂。鲁迅先生说过：不必等待炬火，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我朴素地解读为：“成人达己”，就是先帮助别人，继而实现自己的理想。这不仅

仅只是金钱上的回馈，还有精神上的愉悦，职业上的成就感，以及自我价值的实

现。 

第二： Embrace the change 拥抱变化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22年有 1076 万大学生毕业，创历史之新高；加

上受疫情影响，不少企业缩减招聘岗位，以致今年又被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季”。

这让我想起了在 2010 年，我入职向洲教育的第 2 年，有好长一段时间没学生上

课了，老板正着手遣散员工，这时我主动请缨，借助当时的新事物：微博，去开

展线上招生，结果把公司抢救回来了，从而也成为了公司的合伙人。 

如今，由于遭受国外疫情和双减政策的影响，我们教培行业和我们出国留学

服务行业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合伙人觉得前景惨淡、想要放弃，但我没有同意。

只要国家坚持对外开放，依然支持出国留学；只要我们坚持做正确的事情，然后

反复去做，谁不曾想，我们不会迎来下一个春天？ 

在过去 7 年，我一共接收了 78 位汕大实习生，其中绝大部分是英语专业的

实习生。在我的多年的观察，和上课学生的反馈中，我们汕大英语专业的同学，

以扎实的专业知识，负责任的工作态度，良好的职业素养，受到了很多学生、家

长和同事的好评。像你们后来转正的嘉能师兄、海燕师姐、静吟师姐等，在实际

的工作当中，都能独当一面。所以我们汕大的英专毕业生还是很能打的。 

所以，变是唯一的不变。但万变不离其宗，我们以不变应万变。我们只管努

力，静待花开。 

第三：Build a positive self concept 建立积极的自我 

一旦走出象牙塔，做了社会人，你就会发现：生活像个漩涡，带着你身不由

己的忙碌。即使目标一开始很清晰，走着走着就没那么自信了。你会怎么做呢？

是直接躺平吗？说努力未必会成功，但不努力一定会很轻松；生活不易，全靠演

技。还是会跟自己内心和解，默默用终生的时间，去建立一个积极的、强大的自

我？ 

我觉得，成长的过程，跟破茧的过程是一样的，必定会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

但是如果没有这个痛苦的经历，是不可能破茧而出，成为色彩斑斓的蝴蝶。就像

我，当年英语专业四级 failed 了，人家说你不行，那我就埋头苦干，把英语专

业八级考过了呗，不经意还捡了个一等奖学金。当毕业后想出国留学，家庭条件



不允许，朋友说你是在做白日梦，但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在毕业 13 年后我凭

借自己的积累和努力，重新入读硕士课程，成为曼彻斯特大学的大龄学长。当大

家说“毕业季就是分手季”，从大学谈恋爱，到最后结婚的成功率只有 1%，那我

就做那 1%，从此汕大少了一只单身狗，多了一对伉俪。建立自我，意味着我们不

应该被定义，也不应该被设限。 

To sum up, here are the words I would like to give you. First,be 

the light; second, embrace the change; third, build a positive self 

concept.要做一道光, 要拥抱变化,建立积极的自我，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的寄

语。 

汕大的学习经历就像一颗火种，点亮我们今后的路。汕大文学院的标签，将

伴随我们的一生，往后余生，请多给学院，做力所能及的贡献。 

我的故事还没有结束，你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希望今天的我，头闪着光，

可以点燃大家对未来更多一些的希望。 

Wish you all a bright future and a great expectation! 

Thank you. 

 

在 2022 年文学院学位授予仪式上的讲话 

2022 届文学院优秀毕业生代表 叶锶燕 

（2022 年 6 月 24 日） 

 

尊敬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下午好！我是 2018 级汉语言文学的叶锶燕。四年的大学时光如白驹过

隙，转瞬即逝，非常荣幸今天能够代表 2022 届文学院毕业生在此发言。 

2018 年的秋天，我们带着满脸的稚气，怀着对大学生活的美好憧憬，来到了

这座美丽的滨海城市——汕头，在汕大度过了丰富精彩的四年。再过几天，我们

即将离开汕大，告别可爱可亲的同学们，告别循循善诱的老师们，告别多姿多彩

的校园，开启人生新的旅程。 

回想这四年来的点点滴滴，心中有无限的感概。 

首先，非常感谢老师们这四年来的辛勤教导，他们指引着我夯实专业基础，



学会自我思考，满怀希望和理想。正如文院的院训“观乎人文，化成天下”所言，

我们学习观察人类社会的各种规范、美好情操、美好品德，可以教化天下人民，

可以提升人的境界，还可以让社会发生变化。老师们的言传身教和学院严谨的治

学之道将永远指引着我前进，不断地提升自己。位卑未敢忘忧国，我也将以天下

为己任，在伟大的历史机遇中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 

其次，非常感谢学院给我们提供了不同的机会，在大二的时候我加入了全球

研究与境外实践创新班。CGS 的课程全面拓宽了我的视野，在实践中突破单门学

科的限制，更好地融汇不同学科的经验和方法，指引着我用多元、全面的眼光去

认识和解决问题。由于疫情的影响，非常遗憾的是我还没有参加过创新班的境外

实践学习，但创新班教给我的创新、跨学科、全球化思维将永远影响着我。 

然后，还要非常感谢文学院的思凡戏剧社。在思凡，我度过了忙碌而又充满

意义的四年，体验了灯光设计、舞台监督、编剧等身份，非常荣幸地参与到多部

原创戏剧的制作中，逐渐去感受戏剧的魅力。文学院给予我们拓展舞台去展现自

我，给予我们机会去增长才干，历练青春。 

最后，还要感谢 2018 级文学院全体毕业生，很感激和大家做了四年的同学。

还记得大家一起在图书馆奋战、在饭堂干饭、在水库看烟花、在桑浦山看日出、

在操场做“刘畊宏女孩”的日子吗？还有牛肉火锅、“潮汕毒药”、潮汕肠粉、各

式各样的粿，这些都是我们最美好的记忆。 

仍记得入学时，大家排队敲响真理钟的样子，钟声激励着我们追求真理，确

立志向。临近毕业，我们再一次敲响了真理钟，钟声警醒着我们不忘真理和志向，

努力成为有志、有识、有恒、有为的人，带着“建立自我、追求无我”的汕大精

神继续前行。很庆幸今生把最好的青春托付给了汕大，挥洒在了文学院，这将是

我们永远的精神家园。最后，再次向在座的各位老师、同学们表示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