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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9A_84_E8_87_AA_E8_c67_158612.htm 工作二十年，我从一

名普通的建筑工人，以高中为起点，一边工作，一边自学，

于1999年4月进入高校获得博士学位，2003年6月进入科研机构

从事专业研究。虽然过程坎坷，但在今天看来，更多的是付

出与收获。 我是在一所地区重点中学重点班读的高中。那时

梦想自己能成为一个数学家。整天看数学书，作数学练习，

觉得生活很充实。偏爱数学造成了学习偏科，最终未能跨入

大学门槛而来到一家建筑公司工作。 参加工作，当了一名建

筑工人，一名架子工。整天在脚手架上爬来爬去，活像一个

跳高运动员。搭脚手架纯粹是一种体力劳动，与自己在中学

时代付出的努力不匹配。有了这样的想法，在参加工作的第

二年底，我来到北京一所建筑学校学习。虽然已经工作，但

儿时的想法并未泯灭。于是一面学着建筑技术，一面在北京

工业大学一位副教授的指导下学习数学并开始从事组合数学

的研究。 从建筑学校完成学业后，我回到了原工作单位，成

了一名技术管理人员。编写施工技术文件，处理施工中出现

的技术问题成了我每日的主要工作。“既然做，就把它做好

”这是我的原则。查技术资料，用一些技术原理和模型解决

技术难题并用于施工实践，一度成了个人的努力方向，数学

研究也因此一度中断。这段时间先后发表过不少建筑技术论

文，也解决过不少施工难题，并在从建筑学校回到原工作单

位的第五年，被破格提升为工程师。但随后几年就发现，付

出与收益不成比例。当时的想法很幼稚，认为是文凭太低的



原因造成的，于是决定利用业余时间，参加北京市高等教育

自学考试，完成本科学业。实际上，这种现象正是国企的通

病，在国企领导人的眼里，能干并不代表你优秀，也不代表

你能拿到好的职位与薪水。 通过四年半的努力，在建筑业工

作十四年时，我拿到了北京大学和北京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委员会联合颁发的应用数学专业本科毕业文凭和学士学位。

更加深了我对国企的认识。偶然机会，在北京大学见到博士

生招考目录和条件，发觉其考试科目自己在过去都学过，有

的还发表过论文，于是产生了一种突发的奇想：去高校直接

攻读博士学位，跳出国企这种怪圈。 在随后的三年里，白天

忙于施工管理，早晚则忙于英语和专业课的复习。一次又一

次的失败，我没退缩。总结经验，不是科班出身，外语不过

关。每天早晚的时间均拿来学习外语。三年后，我终于跨入

了北方交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读博士学位对我来说是不紧

张的。但因为无基本生活来源（原来的工作单位不支持，不

给生活费），这样我一面打工，一面攻读学位，完成论文。

那时，虽然学习不紧张，但每天的生活是相当紧张的。早上

五点左右起床，看专业书和文献资料，思考课题。白天不上

课时，就去打工，以维持家庭生活开支。晚上将早上没思考

完的问题想完或将得到的结果整理成论文，打印排版，拿出

去发表。 整个博士论文无论是选题，还是其内容，均是按照

自己独创的方式完成的。论文完成后，交给了国内十位教授

评审，结论均为“优秀”。在进行博士论文的研究与写作过

程中，深感必须紧跟国际主流研究方向做工作。这样，在拿

到博士学位后，个人觉得必须进一步发展自己的特色和方向

。于是又花了很大力气去研究相关方向的专著和文献，并跨



入中国科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我是北京市高等教育自

学考试的毕业生。因为是自学成才，有较完整的学习方法和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直接为我攻读博士学位

打下了基础。我觉得人的生活必须有目标，有追求。而在目

标的实现过程中，不要过多思考别人怎样评价你和怎样看待

你。著名诗人汪国真有一句诗写得好，“既然目标是地平线

，便只顾风雨兼程”。因为这样想，并付之行动，我由一名

普通建筑工人最终成为了一位数学工作者。过程虽然曲折，

不乏辛勤与汗水，但更多的，则是人身价值的体现和收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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