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曦!复旦大学"

! ! ! !透过陈果位于五楼的办公室落地
窗，看得见大半个复旦校园。远处是森绿
色水杉，近处是新绿色梧桐，树荫间是高
矮不一的教学楼。天很蓝，裱在窗框里就
成了一幅画。

在思考时，陈果会望向窗外，双眼微
眯，表情如同站在展览馆里，面对一幅家

乡的画作。长于复旦，再归于复旦，她对母
校的感情很深：“我这株植物，只有在这片
土壤，才能长成。”她习惯性地拨起垂落额
前的精心打理过的鬈发，一笑，顾盼生姿。

去年录制《开讲啦》，有学生问：“你
像哲学家，又是老师，还有这么好的模特
身材……你的身份是？”她不假思索地

答：“把我当成一个人吧。”现场一阵笑
声，而后是自发的掌声。
她一直努力做一个鲜活的“人”———

多面而坚持，“像一棵大树不同的部分，
叶子是它，树干是它，树根也是它”；随性
而洒脱，只希望自己“存在”比“不存在”
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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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人秀 ! 社区版

把学问当兴趣 和生活谈恋爱
!!!复旦大学哲学博士" 人气教师陈果的七彩人生

! ! ! !陈果!!! 岁#生于上海$ 复旦大学哲

学系博士# 现任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

部教师$

!年前#她一头短发#有学生将她上课

的视频传到网上#关于爱情%朋友与孤独的

理解#被网友整理成&陈果语录'#她因此迅

速蹿红网络("年前#她留了长发#高高扎

起马尾#登上央视一套)开讲啦*$

! ! ! !不少学生称呼陈果老师“女神”，她
不接受，也不抗拒。
“这是一种肯定吧，但要看在什么领

域。如果是演艺圈‘女神’，那么首先想到
的肯定是外貌；如果是学术圈，也许大家
觉得在思想方面实力很强，”她顿了顿，
又补充说，“不过我不认为自己实力强。”
她觉得“同事们比我的学术造诣强

多了”；再讲起大学同学，“我成绩从来不
是最好的”；她说，“我的女神，就是我自
己。”
“身边没有一些很厉害的人，值得你

学习？”
“人人身上都有闪光点，都有值得我

学习的地方。但无需模仿，或花精力成为
另一个人。我更愿意挖掘自身潜力，变得
更完善、更美好。”
陈果时不时蹦出一些隽语。有网友

奉之为“心灵鸡汤”，直呼“女神一语惊醒

梦中人”。她淡然一笑：“这只是我生活的
一些反思。或源于书本，或源于经历。”她
把“不阅读”视作“辜负前人留下的经验
与资源”。

!"后的陈果，生活阅历很广。她说
那是因为自己“喜欢追问”。追问挫败，追
问痛苦，追问生活中的小事———“会得到
很多从内心生发出来的营养”。
这些小事，细至一个孩子的眼神。
说起那个素不相识的孩子，陈果还

有些一言难尽的愧疚。她是在公交车上
留意到他的，五六岁，常独自乘车。“很可
爱，我一直想去搭讪。”有一天在小区门
口再次巧遇，“搭讪的机会来了”。
“我问他跟谁一起住，他说爷爷奶

奶；我又问妈妈呢，他说在国外；我顺着
问，爸爸呢，但在那一瞬间，他愣住了。”
陈果努力想选择一些词语，描述那种神
情。“他就，他就那样看着我，眼神像小动

物，很无辜，很可怜。他看着我的那几秒，
感觉特别漫长。”她于是明白，自己问错
了，伤害了他。

那之后，她陷入沉思。想到了孩子
们纯真的世界和脆弱的心灵，反思自己
说话的方式。“有时不加思考的友善，也
可能造成伤害，尤其是对小孩子。”她把
这些都写进了日记本。坚持多年的日记
里，“不是什么具体的事情”，有的是看
书时不愿让之轻易溜走的灵感，有的是
疑虑许久突然豁然开朗的谜团———这
些，到最后，成了学生们笔记本上誊抄
得端端正正、或是流传于网络的“陈果
语录”：
“朋友是奢侈品，拥有就很满足。”

“孤独是从人群中偷来的享受，不需要戴
着帽子抽根烟来装深沉。”“当我看不见
所有人的时候，我对他们产生了一种精
神的凝望，这种凝望叫做思念”……

! ! ! !谈到“哲学”时，话题从“女神”转向
“女人”。

陈果本科修读哲学与宗教学———很
多人觉得“高深晦涩”，她却“真正喜欢”，
部分得益于家庭熏陶。她一直记得祖辈
的期望：“漂亮女人到处都是，美丽的却
寥寥无几，希望你能成长为拥有大智慧
的美丽女人。”

父母希望她“读艺术、哲学或宗教，
因为这些不仅仅是知识，更蕴含了生
命”。在大学，她开始思考一些“奇怪”问
题，比如“生命的本质是什么”“人生最重
要的是什么”。
那时她没有答案，也没意识到这是

哲学的起点。在逐步找寻答案的过程中，
兴趣渐浓。“人们之所以觉得哲学高深，
是因为不了解，把哲学当成了神。”她话
锋一转，“把女人当神，也是因为不了
解。”
“所以我不喜欢当女神，喜欢当女

人。不想被供奉，想要被爱护。”

她发现，名利不重要，“我对事业没
什么野心。”初中毕业时，爱孩子的她想
过考幼师，“跟小朋友呆一块儿多有意思
啊。”
生命中更重要的是“真诚地对待自

己与别人”。陈果俏皮地耸肩，“一定要先
对自己真诚，才可能对别人真诚。要听自
己的内心，听过之后可以否定或拒绝选
择，但不要只跟着大脑。”

学哲学的她，#""! 年博士毕业后，
走上了思想道德修养课的讲台。“那时刚
好社科基础部招聘，我就来了。”她觉得，
这份意料外的工作挺好。“如果留在原专
业，我可能会离生活越来越远，一直望着
彼岸世界，在理想国的空中楼阁里打
转。”
“很多人研究到后来，忘了哲学的

‘根’在生活，自觉哲学高雅，而生活世
俗。但对我而言，错过了生活就错过了一
切。”她有一种“幸好当初”的知足，有意
识地把女性的细腻与哲学的冷静相结

合。有学生懂她：“当陈果老师将生活中
的爱情、友情、亲情上升到哲学高度思
考，就给了我们不一样的东西。”
“其实任何学习，都应该为了更爱生

活、爱自己、爱身边的人。”生命中最重要
的东西，对陈果来说，就是她常提起的
“爱”。
“没有爱，我不能活。”有学生问她情

感问题，她粲然一笑：“我一直在恋爱
啊。”这个回答迅速在网上疯转，她却别
有意味地说：“恋爱，不一定是跟某个人，
我可不可以跟生活谈恋爱？跟一本书谈
恋爱？”
追问，回答依旧委婉：“谈恋爱像种

庄稼，需要精心耕耘，而现在的我，只想
让土地荒一荒，让它吹吹风、晒晒太阳。”
说话间，细眉挑起，眼里有无限柔意———
眉路被精心修过，嘴唇也抹着淡彩。“你
平素爱打扮爱漂亮吗？”
她再度耸肩微笑，“有条件活得更明

媚些，$%& '()（为什么不）？”

! ! ! !“女儿”的角色，在陈果心中很重要，
“尤其是随着父母的年纪渐长”。

她是 !"后独生女，自幼被家长捧在
手心，压力不小。“父母对我的期望值很
高，因为我是他们唯一可以期望的对象，
我乐于承担压力。”
她感激这些“期望值”相对宽容。大

事，她大多自己拿主意。父母会给出建
议，她听，但有时不接受，包括工作。“如
果别人觉得我功成名就，当然好；如果他
们不以为然，也无所谓。事业越往上走，
竞争对手就越强，你不可能一直最强，这
是没底的事儿。”
“没底”的事包括突然成名。“成名是

一种强刺激，很可能是好的，好的刺激也
是刺激，我让父母幸福的方式，是尽量不

刺激他们，让他们安心。”于是她在独居
时也能照顾好自己，从不缺乏热情或丧
失对生命的兴趣，不做让父母操心的事
情。
唯一让她微微皱眉的，是父母的“催

婚”。但她很快也释然：“催促只是关心的
方式嘛，如果我真的像完成任务一样迅
速找人结婚，估计他们更担心。”
“女儿”面对的不止是父母，还有家

乡。她多次把复旦称为“家乡”，称为培育
她这株植物的“土壤”。“复旦让我长成了
我原本应该长成的样子，而不是高低品
种一模一样的标本。”
读博士时，她曾到加拿大温哥华当

访问学者。大洋彼岸地广人稀的城市，充
分满足了她“发呆”和“闲逛”的需求。“我

觉得时间的分配是不公平的。在上海，一
天特别短，好像什么都没干，天就暗了；
在温哥华，一天却像有 *!个小时，发呆
很久，不过才半个小时。”她还在“闲逛”
里感受到西方人生活的气质，是一种“骨
子里对生活的热爱和留心、对细微生活
细节的醉心享受和浪漫呈现、对他人的
根本上的尊重”———所有一切，她都“非
常喜欢”。
“那为什么不留在温哥华工作呢？”
“我更喜欢上海。”她迅速回答。她曾

在博文里写道“还是喜欢说普通话或上
海方言，还是喜欢泡饭榨菜臭豆腐干，还
是怀念那种‘天人合一’‘低调而内敛’的
风骨”。她是上海的女儿，是复旦的女儿，
别处再好，终究只是别处。

! ! ! !复旦，承载过陈果的九年青春。
讲起大学时光，她的神采都不一

样了。“那时候 ++,（电子公告板）可
火了！同学见面都不叫名字，叫 ++,

上的昵称。”她的昵称是“酋长”。
“到今天还有人这么叫我。”但

++,早已“没落”，新的社交媒体势不
可挡，陈果却从不玩微博与微信。“大
学里已经‘喝’饱，现在不‘渴’了。”
“当年一下课就抢着排队上网，

在一教门口排两三个小时。”世纪之
交的网络不普及，复旦第一教学楼有
唯一的计算机房，远远供不应求。“上
网要充钱，我们平时老老实实攒钱，
上网发帖时争取在最短时间内，把观
点表达得最精彩、最吸引人。”

大家乐此不疲，“都很珍惜 ++,

的。”陈果瞬间好像变回了当年的小
姑娘。“有时在 ++,上聊得畅快，一

看身边，线上小伙伴就坐在旁边嘛。”
“下雨天，一教大厅地板上全是

花花绿绿的伞，像花儿一样。”她手在
眼前一挥，仿佛办公桌上真的盛开了
一丛花。

通过 ++,，她结识了一群爱跳舞
的同学。那时流行迪斯科，学校超市
楼上有舞厅。“跳腻了，四处去‘砸场
子’。财大、同济都去过，还有什么来
着？”她微微一眯眼，一拍手掌，“对，
东华大学！”周末，还去校外酒吧跳，
“有男有女，才玩得带劲，男生还可以
保护安全”。

她当时是哲学系学生会主席，常
组织活动。“酋长”的昵称源于一场篝
火晚会。那晚，她头插三根羽毛，脸涂
五色油彩，“活脱脱一个原始部落的
酋长”，她为当时的自己忍俊不禁。

聊大学生活，她很少提“学习”。

“我们那时对成绩看得不重，乐于当
‘游手好闲的好汉’。我就很‘游手好
闲’，喜欢到图书馆借杂书，或四处去
玩；但我们都是‘好汉’啊。”她略有点
迟疑，“我们喜欢扎堆讨论一些不着
边际的话题，但在大学里不就应该这
样吗？这才能悟出人生真谛啊。现在
的一些同学，为啥这么目标明确呢？”

考试前夜，“该熬的还是要熬”，
她通宵看书———这也是她大学里唯
一通宵干过的事。“豆浆店里，一块六
毛的豆浆，能喝七个小时。”但她说，
如果考试不及格，会自责。“不及格就
是能力不强，还有什么资格玩别的？”

许多人列出过“大学生必须做的
若干事”。“为什么会有必须干的事
情？”陈果觉得不可思议，“只有喜欢，
才去干啊。所以我的大学没遗憾，因
为我干的事都是自己的选择。”

! ! !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教授
肖巍，是陈果当年的面试官，用“潮”
字形容对她的第一印象，“形象、穿
着、仪态都‘新潮另类’。”他当时犹豫
过，吃不准，如此形象是否适合思想
道德课，这毕竟是一门“主旋律”的公
共课。
最后，面试官们决定试一试。“毕

竟现在的大学生不比以前，挑选教师
的眼光或许也该变变了。”任教 -年，
深受学生喜爱的，恰是陈果的“另
类”。

她曾在课堂上说：“现在大家评
价一个‘好老师’，无非两个标准———
猜题准，给分高……我当然是第三种
啦。”她很自信地说，“我是一个努力
的、用心的老师。”

上课前，她会看大量哲学书，还

会去其他课堂当“旁听生”。学生小曲
曾在其他老师的课上发微博，身旁
“惊现陈果女神捧场！”配图上，陈果
因为教室已经座无虚席而站在门边。

她曾坦言：“我在讲台上的游刃
有余是装的。我跟学生讲，上课像跟
男朋友约会，手心会出汗，但是仍要
装得很镇定。我觉得这种紧张挺好，
说明‘在乎’。”
她在乎每一个学生。很多学生给

她发邮件，倾诉烦恼、迷茫。她每封必
回，而且必须在“合适的时候”，像举
行一场重要的仪式。
“我一周只回一次邮件。如果每

天都回，就成了处理日常事务，没办
法完全静下心来，投入其中。”每周，
她会找一段平静的空闲时间，一般是
周末。“要是我自己都处于焦躁不安

的状态，传递给学生的，不也只能是
焦躁不安吗？”
她对学生有某种“偏爱”。在网上

走红后，很多媒体试图采访她，都被
婉拒。有记者曾在两天内与陈果通了
.次电话、/0次短信息，依然没完成
采访，因为她“不希望成名”。而来自
学生的约访，她一口应允，并愿将工
作先放一边，迁就学生的上课时间。

临近毕业，复旦人人主页上流传
一个话题：“复旦，于你而言意味着什
么？”有学生贴了一张陈果老师的照
片。她也是初次得知，笑笑：“我很荣
幸。”
“这么被学生喜欢，会觉得受宠

若惊吗？”
“我也不是坏人，喜欢我很正常

嘛。”

! ! ! !让陈果在网络上走红的一组讲
课视频，其中有一节讲“朋友”。她说，
“有些所谓的倾诉、出气筒，都是语言
暴力。不该以‘信任朋友’为借口。这
是对友情的滥用。朋友不该承担这种
宣泄。,(12 34)5（灵魂伴侣），在灵魂
上是一体的，不用承担我的琐事。”

她说，“真正的朋友之间不常联
系也没关系，隔上两三年，电话那头
的人好像从来没有离开过。需要经常
联系才能维护的‘友情’是不牢靠的，
因为一旦不联系，他们会断。”

这些，都是现实中，她与朋友们
的真实写照。

陈果有一帮“死党”，“是可以深

夜一拿起电话就抱头痛哭的那种；是
问他们借十几万元也不需要问原因
的那种；是即使有一天我进了监狱，
身败名裂，被放出来的时候，他们会
在门口排着队接我的那种好朋友。”

他们彼此很少联系，“我从不知
道朋友的成功，但当他们遇到困难，
我会站在他们身后。”联系方式只有
电话和写信。“写信是一个挑选心情
和等待回应的过程。”陈果坚持，对真
正的朋友，不应将琐事烦恼与情绪毒
素“不加节制”地倾倒；与朋友交流，
要经过“挑选”。
“就像父母从来不会将工作上的

不如意告诉孩子，越重要的人，要用

在越重要的事情上。琐碎杂事，不应
打扰。”在人生“重要关卡”，她一个电
话拨过去，能和朋友聊上七八个小
时。她很在意朋友的“敲打”。
“他们会骂我，你这些痛苦算什

么。你的自我太小，你知不知道也许
有人愿意倾其所有来换你现在拥有
的这些。”朋友们对她的“走红”也褒
贬不一：“有的说，你一直在进步呀；
也有的说，你一点儿都不上镜。”
“我享受这种插科打诨。”闲暇

时，她会把个人近照做成卡片，寄给
朋友们。“大家看看，头发长了没有
啊，面相变了没有啊，老了没有啊。”
这比常常见面，还要亲密。

! ! ! !陈果很喜欢用比喻。
她把人比喻为电器，“要找到正

确使用方法。”她深谙个人“属性”：洒
脱。“我的性格就这样，没什么事情放
不下。会努力，但不太看重结果。”她
还为自己总结了人生格言：6()%7'8
79 73:(;)4')。（没有什么是重要的）
“<岁觉得糖果重要，<=岁再回

想，一笑而过。<"岁觉得重要的事，
也许到五六十岁，也会一笑而过。”

所以她愿意示弱。“我能安于接
受失败，总还能开心起来，这不也是
一种能力吗？而且，多少人拥有这能
力？接受成功又不需要多强的能力。”

她把尝试比喻为游戏。“我当过
实习记者、外企白领，也当过女招待。
倒不是想在简历上加多少笔，我只是
想试试，能不能把这些事情做好。”她
兴趣盎然地说，“这不比网游桌游什
么的好玩多了吗？”

她把人生比喻成河上的一艘船。
“有时就想顺着水流，看命运将我漂
到哪里，我不那么有意地去掌舵。”

大学毕业前，有了直研的机会，
她便想，试试呗，于是读研；研究生毕
业前，她发现还能直升博士，觉得也
不错，再试试，于是成了女博士；读着
博士，有机会能出国，她觉得挺好，于

是出国了；博士毕业后，恰逢社科部
招老师，她感觉走这条路挺自然的，
于是坐进了现在的办公室。
“坐 /"号线，我看到某一站可以

换 !号线，就换过去坐坐；看到另一
站又能换 >号线，就再过去看看。走
在路上也一样，那儿有只鸟，那边有
片湖，就拐进那条巷子看看。要允许
自己小小地‘出个轨’。”她得意地笑。
张国荣有首歌，叫《我》。“我就是

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陈果”也
就是“陈果”吧，无论是“女神”“女人”
“女儿”，还是“学生”“老师”“朋友”，
那都是她，不过是颜色不一罢了。

我的"女神#!就是我自己女神

不想被供奉!想要被爱护女人

让父母幸福$尽量不刺激女儿

乐当%游手好闲的好汉&学生

学生喜欢我!是很正常的事老师

靠联系维护%友情&不牢靠朋友

安于接受失败也是能力陈果

! 陈果去年在'开讲啦(节目中妙语连珠

! 陈果觉得#自己是上海的女儿#复旦的女儿

! 在加拿大温哥华#与当地土著雕像合影

! #$"%年夏天在九寨沟留影

! 去年复旦毕业典礼红毯秀上#陈果光彩照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