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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就像风云莫测的天气，你永远
不知道下一秒将面临什么。高加林的人
生亦是如此。我是这本书的上一个读
者，把这本书推荐给你。”翻开路遥的《人
生》，熊静炜在扉页上写下这句话，然后
将它放在图书馆用于交流分享读书感受
的“漂流空间”，期待它“漂流”到下一个
读者手中，碰撞出不一样的思想火花。

熊静炜是国防科技大学 2018 级本
科学员，从小热爱读书的她，课余时间
喜欢“泡”在图书馆的“漂流空间”。因
为这里的书籍都经过了精挑细选，书页
间写满了不同的心得体会。在她看来，
一本书在不同人的手中会留下不同的
人生故事，每一本书都像种在心间的一
粒“种子”，在各不相同的人生里慢慢发
芽，开出各色各样的花。

“60后”博导——

“读书时不要带有功利

心，读完了却需要思考一下这

本书能带给我什么”

“《简·爱》不仅是一本爱情小说，我
看到更多的是勇气和坚持，是信念与力
量。简的前半生是漂泊的，她一直在适
应环境，却不改变自己的性情。这本书
对我影响很大。”谈起最喜欢的书，雷菁
如是说。

雷菁是国防科技大学电子科学学
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作为一名教研成
绩斐然的“60后”，她一直是学校许多年
轻人的崇拜对象。在别人看来，雷菁这
一路走得顺风顺水，但人生又怎么可能
没有波折？

雷菁小时候一直是各科老师争抢
的“尖子生”。高二那年，由于父亲工作
调动，雷菁转学到了别的城市。全新的
环境、陌生的老师、甚至连学习进度都
是不同的。在新学校，她不再是各科老
师的“宠儿”，而是一个初来乍到的陌生
人。就像是舞台上最耀眼的明星，一直
在聚光灯下，如果将聚光灯移开，那一
瞬间失落的潮水瞬间将她整个人淹没。

雷菁在这种负面的情绪里沉寂了
很久。一次偶然的机会，雷菁读到了
《简·爱》。书中女主人公简·爱的成长
阶段并不快乐，舅妈的冷落和寄宿学校
的严苛一度成为她的噩梦。她的爱情
之路也并不顺利，与罗切斯特先生的爱
情让她长时间陷入痛苦和挣扎之中。
然而简·爱却始终能够保持坚强、朴实
的性格。这种在磨难中不轻言放弃的
精神，正是当时的雷菁所缺少的东西。
“我考上国防科技大学后，面对高手如
云的环境，依然能勤奋踏实地埋头苦
学，这都是简的性格一直激励着我。”雷
菁说。

雷菁一直保持着阅读的习惯。留
校工作后，她开始对科学家的人物传记
产生兴趣。“我习惯从科学家的传记里
研究他们的工作、学习方式，反过来指
导我的工作和学习。”
《信息论与编码基础》是雷菁教的

第一门课程，这门课因为抽象枯燥的理
论，让不少学员和老师望而生畏。往往
老师在台上讲得眉飞色舞，课堂气氛却
死气沉沉。如何摆脱教学困境，让抽象
的理论更接地气，成了压在雷菁心头上
的一块石头。
“如果能简化问题，就能更容易看

到问题的本质。”在读《香农传》时，香农
“化复杂为简单”的治学理念给了她极
大启发。于是，雷菁开始试着转变授课
方式。她提出了一套“趣味教学法”，力
求将晦涩的学术知识变得通俗易懂。
学生们常感叹：“雷老师的课堂有化腐

朽为神奇的魔力。”凭着在课堂教学上
的出色表现，雷菁在 2019年获评全国优
秀教师。
“读书时不要带有功利心，读完了

却需要思考一下这本书能带给我什
么？”回顾多年阅读经历，雷菁认为，多
读书、读好书，善总结、勤思考，要能将
书中的知识“为我所用”，才能在实践的
沃土上结出硕果。

“80后”教员——

“希望我送出去的书，可

以种下读书的‘种子’，让更多

学生体会到阅读的乐趣”

“我跟书之间的关系比较戏剧性。
我真正体会到阅读的快乐是被繁重的
教学任务‘压’出来的。”国防科技大学
智能科学学院副教授白圣建打趣说。

白圣建留校任教没多久，就承担了
一门公共课《科学精神与人文素养》的
授课任务。可谁知，第一次备课就给了
白圣建一个“下马威”。“人文素养”“审
美情怀”……当一个个“只可意会不可
言传”的概念迎面砸来，白圣建承认自
己当时有点“抓狂”。作为一名控制学
科老师，白圣建一直攻读工科，很少涉
足人文社科类。面对巨大的知识空缺，
他只能买来几十本书“恶补”。
“读书就像吃家常饭，越嚼越有味

道。”白圣建说。从《荷马史诗》到《神
曲》，从《史记》到《世说新语》，从《朝花
夕拾》到《平凡的世界》……他沉浸在阅
读的世界里，无法自拔。钱学森曾说，
“科学家不是工匠，科学家的知识结构
中应该有艺术，因为科学里面有美学。”
“恶补”补出“正能量”，白圣建终于从科
学与人文的“美美与共”中体会到了阅
读的快乐。

白圣建还做了一个令人吃惊的举
动——给学生送书。每学期期末，考试
成绩 80分以上的学生都会收到白圣建
的签名赠书。这些书涵盖了文学、历
史、哲学、艺术等各方面。每一本书，白
圣建都仔细读过，他将自己的感言写
下，然后将它分享给他的学生。“这并不
是一时兴起，希望我送出去的书，可以
种下读书的‘种子’，让更多学生体会到
阅读的乐趣。”

现在，白圣建还“探索”出新的送书
模式：网络分享书籍。每当他阅读到好
书，或仅仅是一些好的片段，就将其分
享到班级群里。这样一来，有更多的人
可以分享到他推荐的书。不少学生只
上了他一个学期、甚至十几个课时的
课，却在他的感染下爱上了阅读。

在白圣建心里，读书是一件美好
的事。他愿意把这份美好分享给更多
的人。

“90后”师兄——

“在反复阅读中，你会突

然发现自己明白了许多做人

做事的道理，找到了解决问题

的思路”

“有些书虽然不能直接解答问题，
却能提供找到答案的方向。”说这番话
的人叫虎宁，是国防科技大学一名“90
后”博士研究生。

虎宁喜欢看哲学和社会科学方面
的书，他认为这类书可以培养思辨能力，
让人更加理性地看待问题。科研面对
的是很多尚未求解的问题，有时候就算
努力也不一定能找到完美答案。每当
遇到“拦路虎”，他都会去读一读《论语》，
从古人的智慧中寻找“答案”。“爱因斯坦
说，问题不能通过产生问题的思考方式
解决；孔子也告诉我们学过的知识只要

经常温习，就能常学常新。”虎宁说。
读研期间，虎宁所在团队承担了

某重大科研项目。有一次做实验时，
实验结果和设计预期存在较大偏差，
虎宁和他的团队对设计方案和试验大
纲反复分析，却始终找不到原因，几个
人愁得焦头烂额。就在实验进度停滞
不前时，“温故而知新”这句话突然给
了他启发——出现了新问题，并不意味
着已经掌握的知识解决不了。于是几
个人又重新翻看理论书，终于在一个不
起眼的章节里找到了思路，问题得以解
决。一年后，由于项目进展顺利，虎宁
申请了2项国家发明专利。

虎宁一直保持着写读书笔记和随
笔的习惯。他认为，生活在快节奏的时
代，时间被“碎片化”，人们习惯在网络
上发布零碎的文字表达自己时下的心
情。而静下心来读一本完整的书、写一
些文字，会让他心思更加沉静、保持独
立思考问题的习惯。对于喜欢的书，虎
宁会一遍遍阅读，如果有了新的想法，
就把它加到之前的笔记上，“每一次阅
读都有新收获，有时候整理读书笔记，
看着同一篇随笔上不同颜色的笔一点
一点增加内容，也挺有成就感。”
“经典的文学作品经得起时间的考

验，在一代代文人墨客手里流传光大。
在反复阅读中，你会突然发现自己明白
了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找到了解决问
题的思路。”虎宁说，“‘随风潜入夜，润
物细无声’，就是这种感觉。”

“00后”新生——

“那些蕴藏在文字后面的

人生百态和科学道理，让我找

到了努力的方向”

“我打游戏、看动漫，但更喜欢读

书。读书带来的充实感，任何娱乐消遣
都比不了。”国防科技大学“00后”新生
谭震对笔者说。

高二那年，谭震一时沉迷游戏，
学习成绩一落千丈。通过一档军事
电视节目的推荐，他接触到《最寒冷
的冬天——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
一书。书中对心怀信仰、不畏牺牲、
英勇作战的志愿军将士的刻画，深深
震撼了谭震，他开始对自我价值追求
进行重新审视和思考。也是这本书
让谭震对军人这个职业产生了强烈
向往。于是，他把“国防科技大学”定
为高考目标，很快从低谷走了出来，
开始努力追赶，最终以超过一本线
150 分的成绩圆了自己的军旅梦。

入学时，在学员队教导员的推荐
下，谭震接触到了金一南教授的《心
胜》。书中对“强军卫国”思想的阐释，
使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军人信仰。过
去的苦难与辉煌，未来的机遇与挑战，
让他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作为一名军校
大学生所背负的责任。谭震训练得更
有劲儿了。“志笃则定心，心远而可
胜。”三公里长跑的最后两圈，他都会
不停地在心中默念书中这句话，激励
自己快一些、再快一些。

军校的学习生活非常紧凑，谭震
依然“见缝插针”坚持阅读。每天早
上，他会提前 40分钟起床，站在走廊尽
头的窗台边，独自享受静谧的阅读时
光。中午午休和晚就寝前他会抽出 20
分钟时间阅读。“这样一周下来，至少
能有八九个小时的阅读时间。”谭震还
给自己的这套阅读“秘籍”起了个有趣
的名字——“插针法”。
“读书之于我，犹如长者之于少

年。那些蕴藏在文字后面的人生百态
和科学道理，让我找到了努力的方向。”
谭震说。接下来，他打算阅读更多的军
事类书籍，尽快提升军事素养，为强军
兴军贡献力量。向着这个目标，他在书
海开始了新的航行。

每一颗读书的“种子”都会发芽
■许 鑫 姚 宏

校园特别关注

世界读书日

我们通常会有这样的疑问：我读过很多书，但后来大部分都忘记了，这样的阅
读究竟还有什么意义？有人这样回答：“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吃过很多的食物，现
在已经记不起来吃过什么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我的骨
头和肉。阅读对思想的改变也是如此。”

阅读和进食一样，是一个吸收营养的过程。食物可以维持我们的生存，阅读能
使我们的精神变得丰厚。人的一生不过寥寥数十载，走向成熟需要花费将近四分

之一的时间。阅读却能将成长的时间最大程度地压缩。
什么能把辽阔的空间和漫长的时间赋予给你？什么能把生命的奥秘和自然的

规律传递给你？又有什么能把前人的智慧和世间的美好呈现给你？只有书籍。
人一生中会阅读无数本书，书也从无数人的手上匆匆掠过。但总会有那一刻，

人和书都会停下脚步凝视彼此。当你选择了一本书，就选择了未来人生的一个伴
侣，从此人生的旅途再不孤独。 ——编 者

再读《孙子兵法》，我又一次被深深

震撼。这本中国最古老的兵书将古代

战争的基本原则阐述得淋漓尽致，对战

前准备、用兵方法、策略应用、行军原理

都进行了详细地说明。我曾三次品读

《孙子兵法》，每一次都有不同的收获。

第一次是我因为对兵法战略感兴

趣。冲着《孙子兵法》“兵学圣典”的名头，

我花了两天时间一口气读完了整本书。“兵

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

察也。”孙子站在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定

义战争，事无巨细地描述出了战争的几个

要素。书中最吸引我的是“诡道”。孙子所

说的战争要“以实击虚”“正合奇胜”令我十

分着迷。我甚至觉得只要计谋用得好，就

能达到以少胜多、反败为胜的目的。

第二次读《孙子兵法》是在大学的选

修课上。教员用了15个课时来讲解《孙

子兵法》。听完他的讲解，我忽然有了一

种“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

感觉。原来《孙子兵法》说的是战争境界、

战争艺术等大道，而不仅仅是表面上写的

计谋；计篇的“计”字也不是计谋而是计

算。战争最重要的前提是“知己知彼”，通

过计算双方的优势劣势，确保不打无把握

之仗。战争的最高目标是“全胜”。对于

一支军队或一名军人来说，胜利是最高追

求。孙子所说的“全胜”，不是所谓的“大

获全胜”，也不是“百战百胜”，而是以最小

的代价，取得最大的胜利。

最近我整理书架，突然发现《孙子

兵法》上已经积了一层薄灰。我突然来

了兴趣，从书堆里把它抽出来，随手翻

了两页。不承想，一打开便一发不可收

拾。整整两个月，我每天都会认真品

读，仔细体会其中道理。我突然发现，

《孙子兵法》其实还有一层更高的境界，

它是一本讲述“不战之法”和“不败之

法”的书。为什么说它是“不战之法”？

书中多处提到战争不利的一面：国用不

足、诸侯乘其弊而起……其实，这本指

导战争的书并不建议轻易发动战争。

为什么又说它是“不败之法”？孙子说：

“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

胜。”就是说我们追求的应该是不败。

为此，我们需要努力发展自己，打牢自

身根基，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

一本好书总是经得起人推敲和琢磨。在

一遍又一遍反复研读中，我的认识在不断

加深。我想，这正是阅读的乐趣所在。

三读《孙子兵法》
■国防科技大学学员 黄河滔

做一颗读书的“种子”，让阅读成为一种力量。 卢锦青摄

博导推荐书单

一个半多世纪前，摩泽尔河畔

年轻的马克思不承想，他所献身的

“批判性思想”，会给世界带来真理

的光芒，形成改变人类命运的力

量。这本书告诉我们：人类只不过

刚刚迎来了阅读马克思的时代。作

者以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自觉和学

术自觉告诉我们：马克思的思想还

在驰骋，马克思主义从未过时。

《一篇读罢头飞雪，
重读马克思》

《史记》的诞生，是中国文化史

上的一件大事。它是中国第一部纪

传体通史，记载了从轩辕黄帝至汉

武帝太初年间，共三千多年的历

史，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读史使人明智。”站

在历史的长河上回顾过去，我们才

能更加清晰地了解当今的时代。

（许 鑫整理）

《史记》

《香农传》从“一个天才的游戏

人生”开始，以一个个故事串起一个

科学天才充满趣味的一生，讲述他

如何开创信息时代，怎么用一个人

的思维游戏改变整个人类生活。书

中也讲述了他获得如此成就的秘密

所在，以及他在科学泰斗“人设”之

外鲜活有趣的一面。香农用他的故

事告诉我们，科学其实并不枯燥，科

学也可以很有趣。

《香农传》

这是一部自传式的作品，讲述

了作者弗兰克尔在纳粹时期开创意

义治疗法的励志故事，也留下了那

段历史中最富人性光辉的见证。这

本书告诉我们，人活着是为了寻找

生命的意义，为此我们需要做有意

义的事、学会去爱和给予、勇于承担

责任和痛苦。这是一部能够给人以

鼓舞和力量的佳作。

《活出生命的意义》

4月23日“世界读书日”来临之
际，我们特别邀请国防科技大学电
子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雷菁
为我们推荐了一份阅读书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