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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一个极会学习的人，他的许

多教育思想对后世影响至深，成为中华

传统文化瑰宝。“有教无类”“因材施教”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反三”“一

以贯之”……他的语言简洁朴素又思想

深邃，出口就触及事物的本质。

《论语》中有这样一段话：“由！诲

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是知也。”这是孔子告诫弟子什么才叫

真正的知，其中蕴含着极高的智慧。我

们常说要认识自己，认识自己说到底是

认识自己的“知”，即知道自己知什么、

不 知 什 么 。“ 自 知 己 知 ”才 是 真 正 的

“知”。否则，不知道却以为知道，知道

还以为不知道，这样的“知”就没有“达

知”，有知也是无知。“达知”是“知”的高

级阶段，达到这个境界，才可以开启明

心见性之门。

学习，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达知”过

程。《孔子家语》中讲到这样一件事：孔

子向师襄子学琴。学到第 10 天，师襄

子说你已弹得不错，可以学新曲了，孔

子说我还没掌握节奏；过了几天，师襄

子说你已掌握节奏，可以学新曲了，孔

子说我还没明白曲子的意思；又过了几

天，师襄子说你已领悟曲义，可以学新

曲了，孔子说我还不知道作曲人是谁；

又过了几天，孔子恍然大悟，高喊道：

“我看到这个人了，他身材魁梧，面色黝

黑，远望四方，志在天下，这个人就是周

文王啊！”师襄子见孔子穆然深思、志远

登高的神态，立刻起身离席，两手抚胸

行礼，说道：“您真是圣人啊！”这首传世

琴曲就是《文王操》。孔子学琴深入追

究 、不达不息，先是得其曲，然后得其

技、得其心、得其人，直至人我合一。这

个过程活灵活现，内心上达，直至“蓦然

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在这个

过程中，孔子对自己的认知处于什么阶

段、下一步该往哪里走，心里始终非常

清楚。如果他没有这种内心感悟，把老

师所教都理解成一些僵尸般的概念，

就 如 同 大 街 上 停 满 抛 锚 车 ，堵 死“ 达

知”之道。

这个故事很小，揭示的却是学习的

底层逻辑。“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

人”“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吾日三

省吾身”，这些哲理名言都是对这一底

层逻辑的理性表达。当然，这里的“为

己”不是为自己谋取私利，恰恰相反，君

子不在乎浮名虚荣，不带物质功利色

彩，看重的是长学问、修道德，促进精神

成长，遇到问题也多是从自身找原因；

“为人”亦非指为他人着想，而是说学习

只图虚名、做给人看，遇到问题责怪他

人。寓目众多贤达圣人，他们之所以学

有成就、纯粹至诚，无不是“自知己知”，

通过不断反思、内审和追问，进而发现

真理、爱上智慧。

达有“上达”与“下达”之别。据《论

语》记载，有一天子张问孔子，一个人求

知到什么程度算作学有成就，算是在国

内、在家族有名气？孔子说：你说的成

就是名气上的，不是学问上的。学问上

的成就是“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

以下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知己、知

人、知礼，概括起来就是“心达”。它与

博取名声的“闻达”大相径庭。“心达”向

内，触及的是内心情感与意志，是精神

的“上达”；“闻达”向外，务虚矫饰，表里

相悖，被太多实用性迷惑性的东西所纠

缠，必将精神“下达”。孔子主张“君子

上达”，而“上达”是无止境的。如同一

场接力赛，读书的目的就是从前人手中

接过文化的接力棒，继续往前跑得更

远，而不能当旁观者，否则就是退出了

比赛。

“无用之用”才是“大用”。《论语·子

路》讲到樊迟向孔子请教如何种植五谷

和蔬菜，孔子均托词说自己不如有经验

的农人。孔子说，樊迟是小民的作为，

为政者只要学会礼乐大道，老百姓就会

从四面八方奔你而来，哪还用得着你去

动手！他这样说，是要樊迟做到“学须

择径，志求上达”。这与他在《为政篇》

中讲的“道不为物，君子不器”是一个道

理。其实，道也不是没有用处，只不过

道之用是治心的“大用”，不是治事的

“器用”。

过去常说知识就是力量，实际上读

书不仅是为了从中获取一点知识，更不

仅是为解决某个实际问题，重要的是要

理解隐藏其后的道理，感悟其中的情

怀，提升精神境界。沉下心阅读某些经

典名著，不难感到这种“大用”的力量。

书中那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和一个个动

人的故事，总是唤起我们内心的悲悯和

同情，激发我们向上向善的冲动，看到

不一样的“他者”，明白哪些事能做、哪

些事不能做，要做什么样的人、不能做

什么样的人，提醒我们成为更好的自

己。正如高尔基所说：“书籍像童话里

那些奇异的鸟儿一样，歌颂生活的丰富

多彩，歌颂人们追求善和美时的大胆和

勇敢。我愈是读得多，心里愈是充满了

健康和振奋的情绪。我变得更沉着，更

有信心，工作得更有条理，对于生活中

的屈辱就更不介意了。”这种心灵触动

和精神提升，远比学到某些具体知识意

义大得多。

像 高 尔 基 这 样 的 感 受 ，才 是 心 中

的快乐，是真正的享受。在这方面，孔

子也提到过同样的美妙。他在齐国听

韶乐，三个月不知肉味，竟然“不图为

乐之至于斯也”，通过欣赏音乐进入了

至高至大至纯的精神境界。这种超越

物欲的心性共鸣，不是孔子的有意识

表达，而是内在修养的自然流露，可谓

“ 知 音 在 心 ”。 读 书 ，就 该 像 他 那 样 ，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解惑明

理，修身致用，寻根达道，居本融通，将

人心人性与书卷翰墨共同经历 、一起

成长，当作读书人的追求。进入其境，

感悟在心，从中看到自己，才算真正读

懂了文字。

君
子
之
学
重
在
﹃
达
﹄

■
李

响

视觉阅读·山水相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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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苑随笔

启迪智慧，滋润心灵

最近，我读了作家毕淑敏的中篇小

说《冰雪花卉》（漓江出版社）。书中，作

者将自己在阿里当兵 11 年的经历和思

想沉淀汇入故事，以阿里那片遥远而神

秘的土地为背景，呈现给读者一个别样

的世界和一群高尚而伟岸的灵魂。

阿里，位于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

喀喇昆仑山交汇处，海拔 5000 米，奇寒

缺氧，是毕淑敏心中最辽阔最高远的地

方。1968 年，年仅 16 岁的毕淑敏从北京

来到阿里，一待就是 11 年。她在阿里当

兵时当过卫生员，见证过生死，目睹过离

别。但在小说中，她并没有用悲伤而沉

重的叙述来描写高原战士的牺牲和奉

献，而是聚焦“花圈”这一意象，平静地书

写一段段感人故事。

每一个花圈都代表着一个鲜活生命

的逝去。小说中，被年轻的林参谋请过

来做花圈的女兵们，连夜为烈士赶制花

圈。她们心灵手巧，做出的花圈都十分

漂亮，但那时的她们还没有切身体会到

花圈背后的沉重含义。直到身边的林参

谋意外牺牲，让女兵们陷入了悲伤。有

个名叫小宛的女兵提议：“我们给林参谋

做一个最美丽的花圈”。那是用冰雕做

成的花朵，是林参谋生前从未见过的最

独特的花圈——冰雪花卉。

文中虽然没有用太多的笔墨正面描

写高原战士，但字里行间深刻地表达出

作者对他们的崇高敬意。在这座山上，

不知有多少战士用自己的奉献装点着沉

默肃穆的阿里。平凡而伟大的战士们把

青春献给了边防，更有人把生命留在了

边防。结尾的那句“我们没有流泪，所有

的泪，都凝到花朵里去了”，意味深长，直

击心弦。

《冰雪花卉》这篇小说，既是作者高

原生活的写照，也饱含着她对生命的思

考。整篇小说没有华丽的语言，没有过

多的修饰，更多的是感情的自然流露。

读着作者笔下的高原故事，我时常被感

动得热泪盈眶，被那群正值青春、用生命

践行使命的高原战士深深打动。在高原

上，即便是一株小草，都会努力扎根、向

上生长。青春、使命、生命、热爱……当

我回想书中的那一幕幕情节时，这些平

日里再熟悉不过的词语，在我耳边久久

回荡。

生命在高原生根
■刘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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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罢《星火接力》（宁波出版社），我

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这是一部引发人

们思索生死意义的书。仅就人的生命而

言，生是美好的，不论贫穷还是富贵，而

死却总是令人悲伤。一个人的死，可能

是微不足道的，但成百上千人的死，而且

是为保家卫国而死，死亡的本义就变成

永生。正如毛泽东同志为刘胡兰写的题

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本书的主人公是一位“85 后”女性，

她叫孙嘉怿。因爷爷、外公、父亲曾经都

是军人，她对战争的话题异常敏感。曾

有一段时间，孙嘉怿在网上发现一些抹

黑、恶搞先烈的信息，这让她气愤不已。

与此同时，爷爷和外公的战争故事不断

浮现在孙嘉怿的脑海里。

孙嘉怿的妈妈经常给她讲外公在

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故事。其中一个故

事是，停战协议签订后，休战的消息一

层层传下来，外公旁边有个小战士听到

后开心极了，立马从战壕里站起来举手

欢呼。不想敌人放了冷枪，20 岁不到的

青年，就这样倒了下去。在这时，休战

的信号弹点亮夜空，各个阵地的战士都

跳起来拥抱欢呼，但倒下的这个战士看

不到这一幕了。“他死得最可惜，再晚几

秒，只要几秒，他就可以回家了。关键

是，他叫什么名字，家是哪里的，家里还

有什么亲人，我都不知道……”外公的

痛 心 和 遗 憾 ，成 为 孙 嘉 怿 心 中 隐 隐 的

痛。她常常想起那个在停战最后一刻

倒在战壕里的小战士。“他牺牲时才 20

岁不到，我 20 岁时，还是一个在母亲面

前撒娇的孩子……”

2010 年，在北京实习的孙嘉怿认识

了一位纪录片导演。导演带她采访了一

位抗战老兵。这个老人在讲到日本从哪

里进村、烧了哪个房子等故事时，孙嘉怿

气愤得无法控制情绪。在那一刻，孙嘉

怿突然觉得这个老人就是自己的爷爷。

采访结束时，孙嘉怿发自肺腑地一声接

一声叫着“爷爷”，嘱咐老人一定要保重

身体，好好活着，替那些牺牲的战友们活

着。那时，导演的一句话，深深刺痛了她

的心：“这些老兵，拍一个少一个，要先记

录下来……”

这一死一生的故事，像一声春雷在

孙嘉怿心中隆隆碾过。一番沉思过后，

她便踏上了为烈士寻亲的道路。每拜谒

一座烈士陵园，她还把陵园信息记录在

网上，希望更多的烈属能够找到烈士的

安葬地。

2017 年，一位志愿军烈士家属联系

到孙嘉怿。他说，曾去朝鲜找寻牺牲在

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亲人，但很遗憾没能

找到，不过在那里拍摄到几个志愿军烈

士陵园安葬烈士的信息，希望能帮助烈

士们“回家”。看到这位烈士家属拍摄的

照片和视频后，孙嘉怿哭了。“墙上密密

麻麻的名字，都是我们长眠在异国他乡

的先辈啊！”以此为契机，她在网上发起

了“我为烈士来寻亲”公益项目。

令人欣喜的是，她的善举引来了众

多网友关注，越来越多的年轻志愿者加

入进来。他们组建了“我为烈士来寻亲”

公益团队，不拿一分工资，不要任何报

酬。他们深知，中国人最讲究落叶归根，

哪怕多少年过去，烈士的家人依旧在等

待着他们回家。

团队成立后，他们到访了 25 个省份

和地区，还远赴朝鲜、越南、老挝等 7 个

国家收集烈士资料，足迹遍布 742 座烈

士陵园。他们建立起有着近 4 万条革命

烈士数据的信息库和遍布全国的志愿者

网络，帮助了 1400 多位客葬异乡的英烈

找到了亲属。他们坚信，“崇尚英雄才会

产生英雄”，全社会就应该有一种致敬英

雄的浓厚氛围。

长期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英雄

烈士褒扬纪念工作，全社会崇尚英雄、

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的氛围

更加浓厚。

2023 年 11 月 23 日，第 10 批 25 位在

韩志愿军烈士的遗骸，回到祖国和人民

的怀抱。这是按照中韩双方达成的共识

实施的第 10 次交接。从 2014 年至今，中

国 已 连 续 10 年 从 韩 国 迎 回 、安 葬 总 计

938 位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当孙嘉怿

看到这些新闻时，流着眼泪静默在电视

机前……

《星火接力》的作者刘笑伟和樊卓

婧，向读者深情讲述了“全国最美志愿

者”“最美拥军人物”孙嘉怿，以及王玉

茹、黄军平、康明、邓其发、王援朝等志愿

者为烈士寻亲的故事。这既是为普通而

可敬的人们立传，更是为弘扬不朽的革

命英雄主义精神作出贡献。

合上书本，仰望长空，我在心里说：

那些为国家和民族献出宝贵生命的先烈

汇成的灿烂星河，将永远照亮长夜。

延伸的英雄故事
■侯健飞

20 世纪中叶 ，现代电子计算机和

计算机网络相继诞生。在这个数字世

界里，一切信息都被转化为二进制的

“1”和“0”，并在程序代码的指挥下运

作。1971 年，世界上出现了第一个沿

着网线传播、能够自我复制的计算机

程序“爬行者”。对此，有人专门编写

了能发现并删除它的程序“清除者”。

当时，人们只是把它看作技术高手的

恶作剧，对此付之一笑。数十年后，当

人们回望时才意识到，恰恰就在那一

刻，一种以计算机和网络为战场、以程

序代码为武器的全新对抗形态——网

络对抗出现了。

《网 络 对 抗 的 前 世 今 生》（电 子 工

业出版社）一书，以时间为主轴，以计

算机网络对抗发展演变为主线，以若

干里程碑为切入点，用“章回说书”的

形式，为读者串联起网络对抗发展演

变过程中的重要人物和故事。书中讲

述了计算机网络对抗从无到有、从社

会边缘逐步走向人们视野中心的发展

历程，科普了网络攻防手段与机理等

知识。

本书通过回顾大量真实的网络安

全事件，得出一个结论：网络安全技术

的每一次进步，通常是在付出代价后才

会发生，具有“事件驱动”特征。这是由

于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发展迅速导致。

每一次重大网络安全事件发生并造成

一定影响之后，人们都会痛定思痛，开

始采取巩固计算机和网络安全的措施，

进而促进了网络安全技术和防护力量

的发展。

1988 年爆发的“莫里斯蠕虫”事件，

让当时互联网上大约 5%的主机宕机停

摆，而美国的贝尔实验室因发明了能够

“ 过 滤 特 定 流 量 ”的 防 火 墙 而 安 然 无

恙。防火墙技术从此开始快速发展。

20 世纪 90 年代，多个基础性网络协议

和重要操作系统中的漏洞被公开披露，

发动网络攻击的门槛降低，导致网络安

全事件频发，广大用户迫切需要新的安

全防护手段。这催生了能够远程自动

扫描计算机漏洞的工具，以及能够对可

疑行为发出警报的入侵检测系统。防

火墙、入侵检测、漏洞扫描，成为网络安

全防护产品的三块基石，奠基了网络安

全防护产业。

通过采购和配置网络安全防护产

品，固然能实现“搭建围墙、设置安检、

检修缺口、巡逻监控”的效果，但仍然

无法拒阻蓄意、低成本、高频度的持续

攻击。比如，网络攻击者用常用密码

库猜解 1 万个密码，只要有百分之一是

容易破解的弱口令，就能得到 100 个系

统的访问权；发 1 亿封“钓鱼”邮件，只

要有万分之一的收件人点开链接，就

能侵入 1 万个系统；用勒索病毒“锁住”

100 家公司的数据，有 1 家认赔就能拿

到丰厚的“赎金”……本书通过再现多

个网络安全事故，警示读者加强网络

安全意识，防范那些针对用户不当行

为的网络攻击。在网络犯罪分子洪水

般 的 攻 击 面 前 ，人 们“ 随 意 设 置 弱 口

令、不慎点击假链接、误信下载恶意文

件、没有及时打补丁”等，都有可能带

来数据被盗取、文件被锁定、系统被控

制等严重后果。

“零日漏洞”是网络对抗中的一个

关键概念，指在重要软硬件产品中发

现且未修复的逻辑漏洞，具有高度稀

缺性和潜在破坏性。本书以部分国家

情 报 部 门 对“ 零 日 漏 洞 ”的 争 夺 为 引

子，阐述了网络对抗从社会领域向国

家安全领域渗透的逻辑。个别占据信

息技术产业链优势的国家，看到了网

络攻击的巨大潜力，探索运用网络对

抗技术，获取战略利益。他们看到，网

络是情报的富矿，几乎所有数据在此

流动和保存；网络是入侵的阶梯，连接

着发电厂、钢铁厂的控制台，连接着火

车站、办公楼的监控室；网络是发声的

广场，能以极低的成本将信息推送给

全球亿万人群。因此，他们的情报部

门开始尝试：在路由器等网络设备中

安插隐蔽通道，秘密窃取他国数据；在

与他国发生冲突时，掀起洪水般的网

络流量，冲击他国的互联网服务；精心

设计网络武器，侵入他国机密网络，并

进行破坏；在网络媒体上“带节奏”，颠

倒黑白、操弄人心……

本书以“棱镜”计划、“果园”行动

等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战

例为载体，为读者介绍了网络对抗的

最高形式——网络战。书中通过真实

的战例警示着我们，必须加快建立基

于 自 主 可 控 网 络 信 息 技 术 的 产 业 生

态，必须在威胁感知、预置防护、监测

预警、应急响应、溯源反制等环节上，

全面筑牢网络安全防护能力，以此更

好地保障国家安全。

随 着 人 工 智 能、元 宇 宙、区 块 链、

量子通信等新技术的发展，衍生出了

更多的网络对抗新机理、新手段。网

络对抗的新变化，将给未来战争带来

更多的新变量，同时，对国家安全、社

会运转、个人工作生活也会带来一定

影响。

网络对抗看不见、摸不着，涉及大

量的专业知识和程序代码。《网络对抗

的前世今生》一书，以深入浅出的讲述

风格，将抽象的网络安全知识与具体

的网络对抗场景联系起来，帮助读者

构建起对网络对抗相关问题的正确认

知，更好地把握网络对抗发展演进的

趋势脉络。

（作者系国防科技大学副教授）

揭开网络对抗的“神秘面纱”
■李云凡

科普书话

科海拾贝，智胜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