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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80_83_E8_8B_B1_E9_c67_159204.htm 他们是我们的自考英

雄： 刘建业：学习是一种习惯；陶时梅：政治途中的自考生

；李一军：电台总编辑的自考之路；张思明：北京最年轻的

特级教师⋯⋯ 刘建业：学习是一种习惯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

学术委员；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馆长； 中华世纪坛管

理中心常务副主任； 世界收藏家联合会副主席； 中国近代史

料学学会常务副会长； 中国收藏家协会书画专业委员会常务

副主任； 北京收藏家协会常务理事；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

会常务委员； 建筑高级工程师兼文博研究员； ⋯⋯ 这一系列

的头衔足以证明一个人在事业上所获得的尊重和成就。除此

之外，他还有一个耀眼的殊荣中国第一代自考生中的优秀代

表。他就是刘建业。 刘建业说，他真的是感谢自考，他所从

事的研究工作、学习，完全是通过自学得来的。自考不仅锻

炼了意志，而且激发了求知欲。 学习就要不怕苦 与大部分自

考生不同的是，刘建业本身就拥有令人羡慕的大学文凭

。1980年，学建筑专业的刘建业被分配到北京市文物局任工

程师，工作中他发现只有建筑专业的学历是不够的，知识面

必须扩充，必须对中国文字、古文字有一定了解，不然没办

法更好地工作。自考制度的建立，使他心头一亮，让他找到

了一条学习的好途径。 自学考试对于刘建业这一代人来说，

显得尤为艰难、辛苦，没有考试大纲，没有指导者师，所有

的一切都要靠自己挖掘、总结，真正是“摸着石头过河”。 

刘建业报考的是中文专业，那时候中文一共还只有11门课。



但自考的艰难他是始料未及的。工作忙，到学校系统学习是

奢望。对他来说，要想通过现代汉语，必须从拼音字母开始

学起，因为他没学过，所以感到比英语还难。当时，为了学

习，他骑着自行车，穿越大半个北京城，到北京图书馆去看

书。常常是八点开门，他七点多就到了。 自考三年，从晚上

八点到十二点，这是刘建业每天雷打不动的学习时间。这个

学习习惯成了他终身的生活方式。如果哪天没学够4小时，躺

在床上也睡不着。每逢节假日，他更是自觉延长学习时间。

每天看什么书，该看多少，他都安排得井井有条。他的学习

习惯、学习规律和学习能力就是这样炼成的。 功夫不负有心

人，1985年，刘建业终于通过自学考试取得了中文大专学历

。 自考实现人生转变 刘建业说自考实现了他人生重要的三次

转变。首先是从现代建筑研究转向古代建筑研究。正当他准

备在这个基础上向建筑学的宝塔攀登的时候，组织却安排他

转向中国近现代史和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最终他依靠自己的

毅力和多年自学的经验成功的完成了这一转变。对于第三个

转变，刘建业表示要在退休依靠文学及自学的基础，潜心从

事中国文物鉴定的研究工作。 对学习的热爱，使他仍然锲而

不舍地在自学的领域里耕耘。从自考中文专业毕业后，刘建

业一天也没有放弃过自学。通过自学，刘建业不但掌握了专

业的文史知识，而且还把这种知识及时地传播给需要的人。

他曾多次应邀到国内外讲学，日本、美国的新闻媒体都给予

了很高的评价。他还到国防大学、中央党史研究室及许多国

内名牌大学做学术报告，受到普遍的好评。刘建业用自己所

学的知识教育和引导广大学生，使其学有所用，用有所长。 

刘建业体会到，自学考试的优越性，不单在于这个制度培养



和发现了一大批自学成才的毕业生，更重要的是，它能够赋

予人们一种坚忍不拔、孜孜不倦、持之以恒的求学精神这是

终身享用不尽的财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