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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5 月以来，学院党总支在全体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和群

众中开展了读书、学习活动。在学院党总支坚强领导下，在各支部

大力配合和全体党员群众积极参与下，活动开展以来取得了丰硕成

果：截止到 2022 年底，共编辑《优秀读书报告及学习体会集锦》50

余期。在此基础上，党总支联合院团委开展了 2017 年度、2018 年度、

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及 2022 年度“书香留痕、好文共

赏”优秀读书报告、优秀学习体会评选活动，分别评选三等奖以上

获得者 99 人次。 

党的二十大提出“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

国”；强调“组织实施党的创新理论学习教育计划，建设马克思主义

学习型政党。”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准

确领会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贯彻学校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等

工作，2023 年 2 月 27 日，学院党总支 2023 年第 1 次扩大会议决定，

在 2023 年开展新一轮读书及理论与形势学习活动，并根据新的形势

发展需要更新和完善了阅读书目。 

古人说“学不可以已”。在经济科技社会日新月异的今天，各种

学习成为了我们生活的必需。愿大家把学习中的点滴体会、感悟记

录下来并传播出去，共同分享学习的喜悦和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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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中国哲学简史》有感 

 

 

 

 

 

 

 

冯友兰先生所著的《中国哲学简史》，从介绍中国哲学的大背景，

到各家的起源与发展，再到现代世界中国哲学的发展，这不仅是中国

哲学史，同时也是中国文化史。读了这本书，使我对中国哲学的理解

从一知半解到豁然开朗，其中感悟最深的有以下两点。 

一、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是伦理（哲学），不是宗教。 

冯友兰先生在开篇说：“中国人不大关心宗教，是因为他们及其关

心哲学。” 

究其原因，要从中国的地理环境、经济背景说起。 

由于中国是大陆国家，中华民族自古以农业为生，因此古人对宇

宙的反应，对生活的看法，在本质上就是“农”的反应和看法。 

例如受日月运行、四时相继的启发，古人找到规律——“日盈则

昃，月盈则食”，“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从中又进一步得出理论：

教工三支部党员 教学管理办公室  

李晓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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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者道之动”（物极必反）。 

这个理论指出，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任何事物，发展到了一个

极端，就反向另一个极端。这是老子的主要论点之一，同时也为儒家

中庸之道提供了主要论据。 

这个理论对于中华民族的影响极大，由于相信这个理论，人们即

使在繁荣昌盛时也保持谨慎，即使在危险困境中也满怀希望，使中华

民族在其悠久历史中胜利地克服了所遭遇的许多困难。 

由此看出，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是建立在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

观和知识论的统一上，不仅有探求宇宙规律的知性精神，同时也为中

国人提供了西方宗教那样的信仰动力。 

二、中国哲学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是安身立命之学。 

中国哲学认为，圣人的人格是所谓“内圣外王”的人格。“内圣”，

是就其修养的成就说；“外王”是就其在社会上的功用说。 

而中国哲学的任务，是使人具有圣人的人格，提高人的精神境界。 

例如儒家提倡“存心养性”：“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

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

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 

“心”是自己独立的思想认识，是所谓“知识论”；“性”是宇宙

万物存在的普遍性质，是所谓“宇宙本体论”。这就是追求世界观与人

生观的统一，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圣人境界。 

因此中国的圣人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中国的哲学也是既入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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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孙旭老师讲《孙子兵法》有感 

 

 

 

 

 

 

3月 25日下午有幸聆听了国防大学孙旭教授讲授的《孙子兵法》，

孙老师主要从兵法产生、主要影响和理论精髓三个方面进行了讲解，

《孙子兵法》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军事著作，不仅是一部军事著作，而

且是最早的一部博弈论专著，当今社会也将其中的理念延伸到了商战。 

孙老师一开始就引出了发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孙子兵法》出

现在了中国，而没有在其他地方？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来自

于当时中国古代农战合一的孕育的制胜智慧，由于当时中国古代大陆

的地理环境，一个相对封闭的大陆性环境中，在长期战天斗地中，中

华民族逐步形成了重整体、重综合、重宏观的独特视角。第二、中华

多民族的刚柔结合特点造就了兵家性格，南方的宽容、温和的君子式，

北方是勇士式的刚强。前者是中华大地之根，后者是民族之根，这两

个根扎在中国就产生出了一只独秀《孙子兵法》。 

从《孙子兵法》的影响角度看，出了两个第一。首先，《孙子兵法》

教工二支部党员 对外合作办公室 

 

初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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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天下第一兵书，它比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希腊波斯战争》要

早 100 多年；比西方第一军事著作色诺芬的《远征记》、凯撒大帝的

《高卢战记》要早 400多年。其次，从影响上看也是世界第一。纵观

现代战争，一些经典的案例不乏有《孙子兵法》的影子存在。迄今为

止，已经有 30多种语言、数百种版本遍布全世界。 

最后一部分孙老师着重讲解了《孙子兵法》的理论精髓，主要体

现在五个方面：第一，鲜明的战争观，包括重战思想、慎战思想、备

战思想，主要阐述战争是国家头等大事，既要重视又要慎重，也不能

打无准备之战争。这里孙老师举了朝鲜战争的例子，在朝鲜战争问题

上映射出《孙子兵法》的战争观。第二，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孙老

师举了我们通俗说的“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他强调这句话有两个错

误，一是战争要优先强调知彼；二是做到知彼知己，只能做到战争不

处在危险状态。第三、运筹帷幄，庙算制胜。这句话的精髓在“庙算”

这个词，它代表两层含义，其一未战之前要算，其二是统帅的战略之

算。孙老师举了体现这句话的经典案例“围魏救赵”。第四、奇变虚实、

诡道制胜。首先要造势，混淆敌人的试听；其次，想方设法调动敌人，

在运动中寻找破绽；最后，审时度势，抓住战机。孙老师的这个讲解

让我想起了曹操和袁绍的官渡之战，当时曹操兵力少反而取胜了，其

原因在于曹操在兵力少的情况下率先主动和袁绍进行了第一场碰面站，

随后曹操袭取了袁绍的存粮之地乌巢，而后袁绍军中大乱，他抓住战

机一举击溃袁绍百万之众。第五，全争全破，不战而胜。兵法的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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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但是这是在有实力的前提下。 

孙老师的讲授条理逻辑清楚，案例鲜明，给培训班带来一场视听

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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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王选精神，认真努力工作 

——参加“ ”王选讲座有感 

 

 

 

 

 

 

 

4 月 6 日下午，我有幸参加了北京大学校史馆举办的题为“爱国

奉献的最美奋斗者——‘当代毕昇’王选”的讲座。讲座主讲人是北

京大学王选计算机研究所副研究员、王选纪念室主任丛中笑老师。 

讲座开始，丛中笑老师简要介绍了自己 1998-2006年期间任王选

院士的专职秘书的经历，8 年时间，耳濡目染了王选院士及夫人陈堃

銶院士的工作状态、行事风格和人格魅力。后来负责为王选院士写传

记，得以全面了解王选院士童年、少年成长过程，以及到北大后的学

习、工作，直到因病逝世的人生历程。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先生虽逝，风范长存。这次讲座让我对王

选精神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百折不挠的奉献精神。1958 年，在家庭遭遇重大变故的情况下，

教工四支部党员 企业培训中心 主任助理 

熊  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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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岁出头的王选坚持参加北大计算机“红旗机”研制工作，每天工作

至少 14个小时，甚至连续 40小时不休息。丛中笑老师深情地说，就

是在这样的极度疲劳，每天只能一碗粥加咸菜的艰苦条件下，王选先

生坚持忘我工作，还曾经因为听广播学英语被打入另册，却没有自我

放弃，几年时间设计了新的计算机体系结构，写了十几万字的设计方

案和科研论文。研制激光照排系统的过程中，外界怀疑之声不断、系

统难题频出、国外厂商入华等巨大压力都压在王选课题组的同事们身

上。王选本人拖着病弱之躯艰苦公关，十八年不休息，才研制成功汉

字信息处理与激光照排技术。这是一场“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

的技术革命。 

踏实仔细的工匠精神。在听这场讲座之前，我去参观过王选纪念

馆。在陈列室中，看到一份份王选先生亲笔写下的各种手稿。设计系

统和修改字模都涉及大量计算，在计算机还不普及的那个年代，王选

先生就是这样在比 A4纸还要大的草稿纸上，工工整整、密密麻麻的写

下思考和推算的过程，据说在他家里，还保留着 2200 多页这样的手

稿。正是这样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研究习惯，才能不返工不重做，

最大限度的节约宝贵的科研材料，也为后人接续研究提供了完整的资

料。 

淡泊名利的大家精神。丛中笑老师介绍说，激光照排技术得到社

会认可，广受市场欢迎之后，王选教授却倡导节约，处处简朴。出差

坐经济舱，住标准间。研究手稿用废纸的背面，纸上几乎不留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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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条领带用了很长时间，手表修了多次也不肯买新的。眼镜戴了十

多年，直到去世还是那一副修了一条腿的。但王选先生对鼓励青年人

才却很大方，多年获得的奖金，都被拿出来设立奖励基金用来提携后

辈，总共有上千万元。 

这次讲座中，丛中笑老师通过讲述一件件感人的事例、展示丰富

而典型的资料，展现出老一代科学家改变世界的科学成就和忘我奋斗

的高尚品格，让王选精神变得立体而鲜活，我和现场的听众一样深受

感动，决心要认真领悟、践行初心，在日后的培训工作中融入相关课

程，大力弘扬以王选院士为代表的科学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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