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只要路是对的，就不怕路远

作者简介：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学专业 2017 届本科毕业生，

大学期间主要担任校官方微信微尚工作室负责人、校报记者团记者、

班级副班长，现跨专业考取华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研究生。

作者寄语：只要路是对的，就不怕路远。

我想我大学四年，干得最“大”的一件事，莫过于发现了自己感

兴趣并擅长的方向和专业，并最终下定决心跨考了新闻传播方向的研

究生。跨考并不容易，将四年的本科学习全部推翻重来需要勇气，但

我总相信：“只要路是对的，就不怕路远”。

从一个埋头苦读的高中生到独立自主的大学生的转变是巨大的。

从填报志愿的那一刻起，对于大学专业的一知半解，还不能体会专业

的具体内涵，专业背后究竟意味着什么。懵懂的我们还不能理解专业

的重要性，不论是一个随便的选择，亦或是被调剂的无奈。大部分时

候你都会随着学习的深入而更加了解和热爱自己的专业，我也一样。

本科专业社会学非常的有趣迷人，我们探访养老院，我们进行田野调

查，我们走进各式社区，我们分析各类数据……

然而，考研相当于重新洗牌，给你一次站在最佳跑道冲刺的机会，

对我而言跨考也许就是我对的那条路。

报考并成为一名研究生一直是我的梦想，最终选择新闻传播专业，

我有着我自己的坚持。大一入校，我便加入了学校校报的记者团，作

为学生记者参与采访撰稿。同时，我也加入了校学生会，负责其微信

公众平台的推送任务。初识新闻传播，我便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本科专业社会学的学习过程和课外阅读中，我发现作为交叉学科的

新闻传播与社会学有着不解的渊源。从波茨曼对电视媒体娱乐至死的

警告，到詹姆斯柯兰重新审视互联网的“误读”，都与社会学分不开



干系，由此更加引发了我对新闻传播这一学科的兴趣。

真正使我选择新闻传播硕士的还有我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大二上

学期，我加入了学校党委宣传部下设的微尚新媒体工作室，负责学校

官方微博、微信的运营。同时，我还兼任《陕西师大报》雁塔校区的

学生负责人。面对新旧媒体的两份工作，我在其中常常有着自己的思

考。由于校报的定位受众是在校学生，报道的大多都是校内的身边事，

头版和大多数官方报纸一样，以各种学校领导层面的报道为主，较难

引起学生兴趣。因此校报老师要求我们在新媒体上有所拓展，开办微

信公众号。新媒体需要的内容与校报并不相同，在为校报创办公众号

并构思内容时，我常有这样的疑问：纸媒以严谨、深度著称，需要有

审慎的态度，而许多报纸转向新媒体之后，却以标题博人眼球，失去

了纸媒赖以生存、引以为傲的优势。喻国明教授曾说过，媒体的职责

在于，当社会哭时，不让大家哭的更伤心，当社会笑时，不让大家笑

得太狂妄。而由于生存的需要，纸媒转型不得不放弃部分原则，甚至

有时违背了新闻伦理，纸媒生存究竟何去何从，是我在面对新旧媒体

的工作时经常思考的问题。然而自身的知识能力并不足够应付认知上

的“疑难杂症”，对许多理论和现象心存的疑惑也更难以释怀，也不

能形成足够撑起自我表达的逻辑与条理。为了进一步加强自己理论和

解决实际上的能力，我终于下定决心报考新闻传播方向的研究生，以

提升、完善自己。

同时，为了培育自己的科研及学术能力，我积极参加科研活动，

主持一项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并参与导师科研子项目，以为

我未来研究生期间的学习研究打下基础。

考研和高考相比，如何？我觉得，考研更难。没有人带着你，没

有人逼着你，甚至可能没有人陪伴你，就是这么一条路，看不见终点，

要不要走，你自己决定；走到哪里，也是你自己决定。考研就像蒙着

眼睛的长跑，彼此看不见跑得有多快，你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快的跑下



去。考研是一个人单枪匹马的战斗，你看不到你的竞争对手在哪里，

不知道他们付出着怎样的幸苦，而我能做的就只要让自己更用力。目

标明确，动力充足，所以即使辛苦，也都是心甘情愿，是不同于高考

的一种心怀目标的努力。

在备考初期我其实也很迷茫，作为一个“三跨”考生，经常会不

自信，怕自己根本入不了门，怕自己根本学不会那些新闻传播的知识，

怕自己备考初期就被绊倒却怎么也爬不起来。可是每当我看到目标学

校的时候，就觉得自己还有力气，还可以更努力一些。一遍学不会就

学两遍，两遍学不会就学三遍，总之，不放弃。

“人是怀着几个熟悉的观念活着的，两到三个。”加缪曾经写道。

考研仿佛武陵人在极狭的山洞中穿行，一路没有光亮，坎坷不绝。而

一旦豁然开朗，又自有千家红树的震撼。祝愿未来的学弟学妹们能从

将近一年的考研生活中，懂得如何面对原典，如何理顺逻辑，能够将

读书写作内化为一种人生的自觉，甚至生命的依据。窗外校园蓬勃，

屋内故纸文章，读书的形式虽然很枯燥，但书中的兴味却引人入胜。

真正的桃花源，也便是在这字里行间，不管身处何时何地，心中自有

茂盛清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