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沉潜兴趣之海 

——写在高考之后 

行走在夏天暴雨前的夜晚，浸泡于闷热的潮气中，一片漆黑里，踱步。 

三年前我满怀憧憬地步入这方天地，为所及所见而惊叹期待——气派而独具特色的教

学楼宇、丰富美味的食堂菜品，再到老校长室的古朴庄严与漱石亭潺潺流水的灵

动……心怀无比的迫切，我迎来了属于我的四中生活。这份热爱一直延续并贯穿着我

的整个高中时代，其内涵也从最初对校园设施与新环境的惊喜深化至对学校及在校生

活本身的喜爱。 

我的班主任王晴飞老师曾在一次班会中祝福我们“在四中找到毕生所爱”。如今站在

三年的终点与无尽未来的起点，我虽不敢判断现在所热切追求的是否能够成为一生的

坚持，但我可以很确定地断言：这段时间中我被丰富的见识与认知，一定已经或将为

我触及毕生所爱创造机遇。我曾经向学弟学妹们介绍四中是“自我完善与自我实现的

宝地”，便是相同道理。 

初入高一时，我第一次接触到了高考象牙塔之外广阔天地的一隅。从五大学科竞赛到

科研进所，再从学生代表大会到灯火晚会，各种不曾尝试过的活动丰富了我的世界；

或是课堂内外集合论与拓扑学的交织、化学反应与机理的相互印证，无数不曾见识过

的知识延伸了我的眼界。在探索欲的诱惑下，我几乎将自己所有的时间都用各种任务

填满了。我参加了物理与信息竞赛的一队，同时还自学着化学竞赛，报名参加了科研

进所并完成科创比赛项目，加入了校短跑队备战区运会……我从忙碌中体悟高中应有

的样子，也从中汲取无尽的快乐。繁乱之中，我也第一次体会到抉择的重要。 

我曾设想如果总结四中带给我的人生课堂，那么第一课一定是关于自我认知与评价的，

而第二节课，便是关于选择。选择，意味着放弃。最初我天真地认为，只要利用好每

分每秒，时间总能从缝隙中榨出，光阴总能在角落里被捕捉。直到高一快结束的时候，

任务与精力的矛盾已到达了不可调和的地步，我才开始真正思考究竟要选择走哪条道

路。 

兴趣之海无涯，而我们往往只能从中择一小支作为全情投入的对象。选择需要标准，

在功利与兴趣之间，我纠结许久还是选择了后者。相较于不断设计算法解决或抽象或

实际的问题，我更喜欢概括建模并用理论预测现实的过程。于是我放弃了信息学竞赛，

选择将物理竞赛道路走到底。但这种放弃并不决绝，从做出选择到往后很长时间，我

一直没有放下化学竞赛和田径队的训练。因此，每周二物理竞赛课休息停课我都会去

地下室锻炼体能，周三竞赛考试也会抓紧做完提前交卷争取能多去练几次跳远动作；

假期物理集训的间隙我会拿出无机化学翻看，每晚回到家中也会从网上找找实验视频

以填饱兴趣。 



我一直安慰自己，这些细枝末节里的“偏航”并不会影响我大体上的走向，只要把该

干的事情做完做好，那么一个还算说得过去的结果大概还是能拿到的。事实上，我猜

对了一半。我后来的确是错失了方向，但是却不是因为此时设想的原因——这件事我

想留到后文说。 

兴趣自认知而生，又不断通过影响人的行为改变认知。说实在的，选择物理竞赛，与

其说是深思熟虑，更像是满腔热血造成的冲动。最初我只是觉得物理很好玩，学会新

知识、新技巧以后很爽，而且学习的过程感觉并不是那样艰难。竞赛的学习不只是无

休止的计算与数不尽的查错，更是两个小时细究一道题的深挖与苦尽甘来的欢喜。而

随着学习的深入，我对于物理学基本思想以及研究内容的了解愈发清晰。这份思维上

的共振为兴趣的强化提供的动力，促使我在这条道路上愈行愈快，也越来越难以停下。

从最初为了得到老师的表扬与同学们赞赏，到后来为满足自己内心求知欲而鏖战，我

越来越认同学习是自己的事情，也的确越来越为了自己的兴趣而学。我曾将“得趣”

二字释义为“相得甚欢，妙趣横生”。没有兴趣，灵感便难以迸现，不通曼妙，坚持

便乏于动力。 

乐趣是内驱力的重要泉源。人一旦真心想做一件事情，便会生发破釜沉舟的勇气与超

越平常的智慧。与此共同产生的，是朝思暮想的渴望与期待。在还稚嫩的少年时能够

体会这样一种得趣的状态，我想是一种幸运，是命运对成长的馈赠。以至后来再遇到

相似的图景，我们可以或多或少回忆起这份全情投入带来的力量，与这种纯粹所蕴藏

的巨大潜能。 

刚上高二时，由于疫情防控，我们经常被要求在家上课。这段时间里，我总是草草了

结课内作业任务，然后将大把的时间投入到物理的学习中。一方面，通过学习机构的

视频课，我快速地完成了一轮课程的学习；另一方面，我开始刷“黑白书”，意图用

题目来巩固自己对知识的理解。现在回想起当时每天做题做到两三点睡，再在早上七

点起来上早读，感觉是多么的辛苦。但当时的我已经被继续深入的兴趣占满了，从而

疲惫感再难挤入，只留下了充实的幸福。 

但很显然这种模式并不是可持续的，没过两三周我的精力就已经跟不上了。当时的我

认为，对于课内课而言，高三加把劲，虽效果一定不是最好，但总还是能补上；但在

竞赛的赛道上，我已经较早培的学生远远落后，若再不全力投入，进队便机会渺茫了。

于是从这时候起，我开始放弃课内全力攻竞赛。之前我虽然也有将竞赛重要性排在课

内课前面的情况，但从来没有如此笃定：一点不再做课内题，只去抱着物理的大厚书

啃。这种抉择并不值得提倡，也注定伴随着巨大的风险。手段愈发大胆，实质上是野

心不断膨胀。 

追求乐趣不仅有高山远瞰的幸福，也包括深潜海底的躬行。潜过水的读者肯定知道，

若是先深吸一口气使肚子鼓鼓再下水，那大概率人是不会沉底的。相似的道理我想可

以在此用在备考之上。若是心气已高，满心几乎只剩对未来的幻想遐思，那大概率便



会因浮躁而失去潜游深深海底的沉稳。其实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的确感受到自己的

状态多少有些问题。但由于经验欠缺，不知如何是好，只能当作无事发生，忽略掉状

态不佳，努力让自己做该做的事。 

这种心性不定而飘渺在高二暑假达到了巅峰。暑假刚开始的时候，由于带着“百日冲

刺”的信念，还算是能压得住躁动。于是一天天的，从校园的朝阳一直痴迷到竞赛教

室锁门，笔记本用了一本又一本，待完成的题册也随着时间越来越薄。每天从校门走

出是满满的收获，那种充满信念为兴趣而战的热忱，让我至今怀念。 

暑假中期来到良乡集训。那年北京的夏天天气很有意思。六七月在校集训的时候，每

天都是炽热的骄阳，向世间撒下无尽烈火，炙烤着大地，让人不想逃离空调的庇护；

而七月下旬到八月，则又降下稠密的雨水，用积水汇聚成溪流，放肆地宣言自己已占

领人间。我们从住宿的酒店到上课的教室每每要淌水走过，举着伞只能庇护好胸前装

着课本与试卷的布包，至于自己的身体与衣裳，在大风夹杂雨水的侵袭下便毫无招架

之力。到达机构后，便是上下午的高强度联考。一支支笔，一页页纸，时间从此流逝，

而技艺也由此生成。 

这样的日子真的很幸福。这份快乐是我作为学子或学徒的快乐。看着自己对知识从不

会到掌握、再从陌生到熟悉，或者对比几次考试的状态，从空白一片到每道题都能写

一些、以至后来满分八十能考到六七十分，所有的努力在当下就现效，每个上一次的

遗憾都能收结于大笑。更不必说去触摸那些曾经只在课本上见到过的仪器，将算草纸

上的忖度化为用手可以把握的实际，数不清的愿望与希冀随着日子慢慢地实现……我

无法在曾经过的生命中找到任何一段可以与之比拟的时光。这种满怀期待，这种随愿

随成，这种从想要经努力便能达到的快感，我可能不曾经历第二次。哪怕后来高考前，

我也只是小心翼翼，总是生怕激烈的情绪将大脑蒙蔽。 

另一份快乐则是作为少年的快乐。午休时与几位同学一同在屋檐下观雨，突发奇想举

着伞在雨中蹲下，装作是破土而出的蘑菇；或旋转雨伞将水滴甩出，大家嬉笑着躲避

来自别人的进攻，又试图让自己伞面上积累的“弹药”击中其他人。放学后淌水穿越

宽阔的马路，感受汽车驶过在水面上激荡出的浪花，细嗅空气，仿佛寻觅海风。这种

兴致很简单，却令人印象深刻。站在生活的巨人肩上，又怎需另立高楼。 

在我的竞赛总结随笔中有这样一句话：“这时的我是一个快乐的孩子，在无边的原野

上尽情地奔跑，不怕摔倒，也不怕迷失在无尽草垛里。”当初写下这句话的时候，其

实并没有过多的设计，不过只是将自己的想法真切记录下来。如今自己再回看这些文

字，品味从中发酵出的情绪与思考，则有新的感受。我曾见过别人这样定义兴趣：

“Fun: for people who haven't enjoyed it"，当初只觉得荒谬，不认可其将感受乐趣与

真正的享受加以矛盾，而现在看来其实也并非毫无道理。或许那种无忧无虑的肆意奔

跑，真的只是历事未深的小朋友的特权。若经历过失败、经历过痛苦、经历过大失所



望、经历过期待万分却石沉大海，又有多少人能够毫不犹豫地说：“我对此仍葆以无

比的兴趣”？ 

选择兴趣，便要承担选择的代价。 

必须接受，兴趣的道路不一定导向成功。甚至很大程度上，二者完全没有连带关系。

你可能在做很感兴趣的事情，却注定无法走向欢喜的结局；也可能在既定且坚实的道

路上步步前行，而不知梦在何处心在何方。人总喜欢用成功与否来衡量自己兴趣的好

坏。似乎得志之时，自己所做的一切都饶有兴趣；灰心意冷，便愿对自己的过往所爱

全盘否定。我想其实这是一种自我保护，是意识中某些部分在阻止我们真正剖析自己

的所爱究竟何如。 

结果是一种诊断。往往我们需要开膛破肚，将血淋淋的过往与泪涔涔的记忆一次次重

温，才能忍耐着令人窒息的悲哀，为结果如何做出个相对公正的评判。而相比如此，

简简单单依据他人乃至大众的闲言碎语为自己定性便是简单且轻松的多的路数。毕竟

这种不负责任的判断不需要任何理智的分析，不过是掩盖掉可能的伤痕，忌疾晦医罢

了。 

然而在经历过高中种种变故后，我也大概是找到了一种将兴趣剥离大欢大悲的途径。

必须从认识上明确，兴趣和成功是完全出自于不同主体的对同一件事物的两种判断。

兴趣是独属自己的，而成功则需要嵌入至更大的社会或时代底色下进行判断。二者的

相互耦合实质上是人对社会的依赖，而保护自己兴趣不被唯结果论打败的关键，便在

于要在这种依存之外构建隔离的精神世界。兴趣需要在人的精神世界中有基本的生存

空间，才不会被外来的压力挤兑消失。若干长时间后，某一次失败的经历逐渐淡漠，

或是在不幸的常态中闪现的运气到来时，那方被保留珍藏的兴趣便会重新发芽，重新

欣欣向荣而勾绘出繁茂的生机。 

兴趣是上天的，也是自己的，至少我是兴趣的。追寻兴趣不需要得到其他人的认证，

不必要排名的激励，更不必要与别人对比，兴趣是对事物本身的爱好，是我们作为独

立个体所几乎能完全掌控的。天赋或许为每个人创造了一条更容易走的路，但其是否

能成为我们的兴趣则是完全另外的问题。 

以兴趣为矢，便不会为竞争而焦虑，更不会为结果而内耗。竞赛的失利不会改变我如

今再拿起笔推导出场方程所带来的欢喜，也不会影响我回望去年夏天那种天真纯粹时

产生的留恋。有趣的故事总会有趣，甜蜜的岁月总是甜蜜。有时落尘其上遮掩了色彩，

也会在追随兴趣的步伐所卷起的清风吹拂下重现光芒。每当为了过往做出的行径郁郁

寡欢，因悔恨与不得意泪眼朦胧，不妨放松心情，暂时忘掉所肩负的与所面临的种种，

将自己的内心交给曾经的春风得意，聆听过去的你我对如今遥远的呼唤：是否仍记得

曾经稚嫩时肆意奔跑在麦田间欢笑的自己？ 



竞赛刚退役时，我的整个世界仿佛都停摆了。在此我不想再说深夜泪沾枕巾的愁闷，

也不愿再细讲自我怀疑与否定的痛苦。这些表象背后所指向的，是兴趣被掩埋所带来

的灵魂的窒息。绮丽的梦碎，化归尘土。倾洒心田，狼藉万亩。 

我急迫地寻求能够说服自己再次潜心的借口。 

于是我忍痛对刚刚过去的失败进行剖析。自良乡集训后，我们又转战去了南苑。在南

苑我们一共呆了十天。我想这短短十天便暗含了我们竞赛大失败的可能是最重要的诱

因之一。这十天的课里包含了十二场考试，考试的内容大多很难，现在看来可以说是

远超竞赛复赛的范畴。从成绩来讲，这十天其实是喜人的。我多半考试都能达到 150

分以上，甚至还有一次超过了 200 分。排名上来看，我也多次进入北京市前十名，甚

至有一次进入了全营前十。但从学习状态来讲，或者说从心态来讲，我可以说是一天

不如一天。我甚至有一天因为没起来床而耽误了考试；此外，每天飘高的成绩让我心

生自负，感觉一切不过尔尔。我还错误估计了正式竞赛考试的考察方向，落入了“押

题”的外门邪路。浮躁的心态，错误的方向，让我一步步走向失败的深渊。到距离考

试还有一两周的时候，我甚至已经有些做不下去题，每天凭借着莫名的自信对着一小

部分偏难怪纠缠。现在看来，这种备考绝对是大有问题，而那时的我也已然偏离了最

初将兴趣安置于此的初心。 

最终，秋雨淋漓浇灭了夏日嚣张的焰火。 

但我已来不及再做过多的兴叹。转战高考，我或许一样会走上某些不曾探明的岔路，

面临数不清的困难与挑战，但我必须要先把改变现状第一步走出去，必须要脱离“祥

林嫂”的怨念，否则，到高考前的这两百天，我必然会从一次失败走向另一次失败。

此刻，“往哪走，都是往前走”。对往昔的追寻，对未来的遐想，交锋于当下对祈愿

的设计与对“走出下一步”的尝试。我必须真正做些什么，让自己爬出失败的循环。

在这样的信念的加持下，我踏上了备战高考的新征程。 

新的征程需要新的兴趣支撑。之前提到四中给我第一重要的人生之课是关于自我认知

评价的。我的中考成绩在同学里并不算优异，甚至可以说几乎是插线而过。因此面对

高手如云强者荟萃的四中，我最初内心是极度忐忑的。尤其是刚入学的一个月，感觉

身边所有人都如同传奇般令我震撼：有的同学在初中就已经学完了相当深入的大学数

学内容，也有的同学早早就开始阅读原版英文专著……似乎自己在几乎所有领域都会

被不同的同学压过一头。现在看来其实非常正常，但对当时心智还不成熟的我着实是

不小的负担。不过逐渐的，我发现我也有很多特质不是其他所有人都能达到，有些别

人曾经看起来很闪亮的成就经过努力也能被我一一拿下。虽然说还没有做到顶尖，但

我慢慢地从中建立起了新的自信，相信自己有能力、有水平，也真切体会到并接受了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慢慢做到了不吝啬对他人的赞美，也能承《师说》之道

而敢于求问。 



初中我曾形成了生活是为创造美好的认知，而在四中的经历则将其细化升格成为了贯

穿我高中三年的信念：生活的目的是对自我的完善与实现。这种思维的根基帮助我在

回归课内手足无措的彷徨中得以安定，让我能够专注于问题的解决并保持向上的姿态。 

后来我逐渐意识到，这份信念与我的兴趣在本源上是相同的。我对物理的热爱可以被

分解成对解决问题与获取新知的兴趣。而解决问题最本质的指向便是为自己乃至人类

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从而实现人生的价值；而获取新知则是拓宽视野、矫正认知，从

而完善自我的一种体现。从某种角度上讲，我获得对物理的兴趣是一种由信念导向的

必然。 

热爱具有层次，高层次的热爱包容多样的生活。而信念是生活的支柱，是对生活本身

的兴致。人们往往从简单的兴趣中抽象出属于灵魂的信念。这在我高中生活的例子里

尤为凸显。当我对物理这个学科的兴趣被失意的悲情掩埋，其上位的，对自我实现与

生活本身的兴趣却丝毫不受影响。我相信其实我们所有浅层的对客观事物的兴趣都有

来自底层信念的支撑。类似的，一切的一时起意都不是空穴来风。摩天大楼搭建前需

要先勘查地下岩层的构造，若我们想对自己的内心有所建设，则亦需先了解自己的思

维逻辑。那些深埋于我们心海的基石，需要也值得我们用长久的生活去慢慢勘探。 

坚持自己的信念，做对的事。信念一旦确认，我想便最好不要频繁去动它。惟有一以

贯之的信念才能铸造平稳安定的生活。高考备考过程中，我确立了“解决问题，完善

程序”的基本理念，吸取竞赛的经验，细究真题，仔细研究考试方向，动态调整，确

保心态稳定平稳，终最大程度上避开了高二时自己曾犯下的那些错误。 

 

在完善自我的信念基础上，我逐渐生长出了新的兴趣。我喜欢上了从各种千奇百怪的

试题中概括出高度凝练的答题方法与技巧。于是，我便开始能从归纳总结中产生乐趣。

从《高考语文备考指南：议论文写作专题》到《高考化学总复习新讲》，从《高中人

文地理知识提纲》到《高中地理备考指南：简答题规律答案》，一行行字记录下的不

只是我向“考试专家”的行当行进，更是其所蕴含的针对各种现象的思考与从中获得

的快乐。我逐渐明白了怎样调整控制我的心情，明白了怎样在表象之下挖掘本源，明

白了怎样在信念之上构建意趣。 

高考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这一年备考的科学有效，也为我的信念增添了养料。

我想我会继续沿着这样的逻辑，找到从此无数领域里最适配于我的道路。 

张商英对“高高山上立，深深海底行”批以“溪花不耐风霜苦，说甚深深海底行。”

诚然，沉潜兴趣之海并不轻松容易，也并非一朝一夕的热情所能支撑的。但我想这并

不意味着笃行汪洋之底只是幻梦中的臆念。相信自己的兴趣，相信自己的能力，我们

每个人都有深潜兴趣之海底的天赋。一旦你真切到达了如此境况，便会知晓我对其所

有美好的描述都不为过。竞赛的失利固然令人低靡，但我想也必须感谢这段经历加深



了我对兴趣与信念的思考。没有如此伤痛，我或许便不会如此推敲，也不会产生自我

救赎的动力。真要如此，便不会有高考屏蔽的成绩与如今算是更成熟些的我了吧。 

一切都会是命运最好的安排。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如果没有，那便还不是最后。 

造物主为每个人都灌注了一片兴趣之海，漫游其中是一种运气，沉潜海底则是一种幸福。 

雨过，问何处，彷徨四顾。 

仰望，便又在，汪洋深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