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把“钥匙”：兴趣和自学

人与人的遇见，有着各种各样的

打开方式。有一种遇见叫作心灵遇见，

能够振奋精神、鼓舞人心、提升境界。

攀枝花市与云南省华坪县山水相

连，历来情感相依、交往密切。早在清

朝道光年间，华坪县永兴等地的人口

便迁徙到盐边县居住。1965年，为支援

三线建设，华坪把新华、新生、福田、格

里坪、河门口、大水井一带划归攀枝

花。两地人民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经济、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有着

广泛的交流与合作。

3月4日，攀枝花市350余名大中

小学思政课教师、优秀班主任代表走

进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参观学习，

传承红色基因、践行初心使命，改进思

政教育方式，促进校风、教风、学风转

变。我有幸参加了此次活动，华坪之行

令人难忘。

华坪女子高中坐落在狮子山下、

鲤鱼河畔。迎着朝阳和春色，我们怀着

激动的心情，走进整洁的校园，“共产

党人顶天立地代代相传”12个鲜红大

字映入眼帘，校园里精心装饰的“听党

话、感党恩、跟党走”“做党的好女儿”

等标语格外醒目，红色文化坚定了学

生们为民族复兴而发奋学习的信念和

决心。据了解，江姐是张桂梅老师一生

的榜样，小说《红岩》和歌剧《江姐》是

她心中的经典，她最爱唱的是《红梅

赞》。所以，我们才能欣赏到特色大课

间活动，全体学生身着红色校服，表演

自编舞蹈《红梅赞》。“红岩上红梅开，

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

片丹心向阳开……”字字铿锵有力，句

句响彻云霄，给人以精神的洗礼。

当一个个朝气蓬勃的女高学子高

声齐诵誓词：“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

流，我欲于群峰之巅俯视平庸的沟壑；

我生来就是人杰而非草芥，我站在伟

人之肩藐视卑微的懦夫！”这女子高中

的口号震天响，展现了女高学生的精

气神。我们对学生追求卓越的奋进状

态赞不绝口，操场上响起一阵雷鸣般

的掌声。那一刻，我脑海里浮现出“莫

道深山边城远，自有才俊出寒门”的短

句。

大课间活动之后，我非常荣幸参

加了与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

“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道德模范、全

国妇联副主席张桂梅校长的座谈。她

和一线教师亲切交谈，话题涉及师生

情谊、办学理念、教学管理、教育扶贫、

学生走访、生源压力、就业前景等内

容，把她与学生朝夕相处的点点滴滴，

娓娓道来。她坚韧不拔的办学追求，探

索如何让学生用知识改变命运的信心

与勇气，值得我们钦佩。这些生活的片

段，不仅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人，更折射

出了教育的真谛。

教育的本质是在生命之根上浇

水，就是要用生命打动生命、用生命影

响生命、用生命鼓励生命，要实现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让每一个生命都能出

彩。这一次短暂的遇见，让我再一次深

深地被张老师的善良、赤诚、坚毅、果

敢的情怀与气质感染，她是我们教育

人学习的榜样。她用实际行动解答着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

的教育根本问题。

榜样是时代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张桂梅老师是践行“四有”好老师的典

范，坚守初心、爱岗敬业、刻苦钻研、爱

生如子，发扬教育家精神，以“教育救

人”为己任，用自己的大爱和善举，克

服种种无奈与困难，为贫困家庭的孩

子争取更多的教育机会，让大山里的

女孩子通过努力赢得人生出彩的机

会。她燃烧自己，去照亮莘莘学子的理

想之路，是名副其实的“燃灯校长”。

榜样催人奋进，使命呼唤担当。通

过本次观摩学习，我深受触动、备受鼓

舞，理想信念更加坚定。今后，我将对

标先进、见贤思齐，诚心向张桂梅老师

学习，立足本职，创先争优，双岗建功，

甘为人梯，在学生心中深埋红色的种

子，帮助他们系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做一名不负韶华的教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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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开始，张小松在电子科技大学

任教，在教育上颇有一番想法的他，开始

探索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模式。2007年，

一个叫“凝聚工作室”的学生创新团队在

学校成立。

这是一个以本科生为主、重在培养网

络安全领域创新人才的平台。有学生这么

评价在团队的生活：“研究非常艰难，但大

家都玩得很开心，每天沉迷于奇奇怪怪的

技术不能自拔。……”

一个“玩”字，概括了张小松创立这个

平台的初心。“这个学生团队面向全校招

新，只要感兴趣就可以申请，对于研究内

容，我们‘不给任务、不限主题、不催进度、

不给压力’，给予学生宽松的环境和充分

的支持，让他们凭兴趣去探索，靠自学解

决问题。”

在学生身上，张小松时常看到自己的

影子。1986年，张小松考入上海交通大学

动力机械专业，大四进行毕业设计时，他

进入了时任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翁史烈

的团队参加科研实践。一个本科生进入顶

尖的学术团队，这让他既感兴奋又倍感压

力，那种感受至今记忆犹新。

“当时研究的课题是‘燃气轮机的红外

抑制’，分配给我的任务是采集和记录数

据。”张小松感慨，虽然没有进入研究的“核

心”，但一线专家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深刻地

影响了他。身处科研前沿，也让他对自己的

定位更清楚，努力的方向更明确。

课上“吃不饱”，课余，张小松便邀约

几名同学一起设计飞机发动机，查阅资

料、推导参数、绘画图纸……全靠自学，夜

深人静时，几个同学干得热火朝天。

因此，成为老师后的张小松，特别强

调动手实践的重要性，重视工程能力的培

养。“学计算机的学生，没有过阅读、编写

并调试10000行以上代码程序的经历，是

不合格的。”他告诫学生：“与其嘴上说千

遍万遍，不如亲自动手做出来。”

自身成长过程中的点点滴滴，都被张

小松“复制”。“给予学生充分的信任和支

持，让他们在独当一面的实践中，培养独

当一面的能力。”张小松总结着自己学习、

科研的经验，化身“灯塔”，给茫茫学海中

的学子以慰藉、以指引。

冬天来的时候，整个世界好像都是灰

色的。空气里被注入了大片轻飘飘的绒雪，

当它们聚集起来鼓胀到临界点时，就一股

脑儿地喷涌而出，使人不禁哆嗦起来。

这么冷的天气，我想很多城市里的孩

子应该是穿着羽绒服，在开着空调的教室

里想象着雪花的模样吧？即使现在已经比

平时还要晚一些了，天却还是黑沉沉的，我

站在大门边，望着蜿蜒不平的石子路，轻叹

一声：“孩子们今天大概不会来了吧。”

“老师早！”清脆而洪亮的声音打断我

的轻叹，也划破沉闷的长空，似乎连空气都

鲜活起来，给这冬日里沉寂的幼儿园注入

生命的活力。

我像往常一样抱了抱孩子，并回应着

他的热情：“早上好！冷吗？”“不冷，路上结

冰了，奶奶走得慢，我们才来。”

我看着他身上只穿了一件带绒的小外

套，脚上穿着一双高筒的雨靴，整个鼻子已

经被冻得红彤彤的了，还挂着一串清亮的

小鼻涕，不过因为常年流鼻涕，已经分不清

是出于冷还是鼻炎了。

我摸了摸他的头，说道：“那么冷，都下

雪了，是奶奶带你来的吗？”

“还没放假，我要来读书的。今天跟昨

天一样冷，只是今天菜叶子上起霜了，路上

肯定有冰，我怕路滑，让奶奶慢慢走。”

我对着他竖起了大拇指。

“老师早！”

“老师，早上好！”

…………

不一会儿，全班32名孩子一个不少地

坐在了教室里。32个学生坐在里面并不多，

教室里还是冷浸浸的；但似乎也不少，刚好

把我的心填满了，整整齐齐，让我整个人都

温暖了起来。

至今，我还能回忆起那天，有个孩子认

真而严肃地对我说：“还没放假，我要来读

书的。”在他小小的心里，读书是一件神圣

的事情，没放假，就没有中断的理由。这是

一个人从小培养的好习惯，良好的习惯会

影响人的一辈子。无论多么巍峨的高楼，都

是从打地基开始，然后一砖一瓦垒砌出来

的。那么，我们塑造灵魂的教育又该从哪里

开始呢？

“今天跟昨天一样冷，只是今天菜叶子

上起霜了，路上肯定有冰，我怕路滑，让奶

奶慢慢走。”那个孩子观察得很仔细，这是

大自然给予的馈赠。乡村孩子更能感受到

气候的变化，大概因为他们更需要“看天吃

饭”，所以他们更注重观察着自然的变化，

理解自然变化的规律。气候不仅仅影响到

生物的成长，还影响着人的性格，更影响着

他们对世界细枝末节的感受。这些感受非

常细微，往往只有身临其境才能真正明白。

对世界更深入的了解，会影响一个人

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夏天躲在凉爽的空调

房里和冬天缩在暖气房里的孩子，他们的

生物温差感不会太大。他们甚至来不及感

受烈日的炙烤，就会觉得阳光刺目；来不及

感受寒冬的凛冽，身体就会感冒。他们或许

很少有时间、有机会感受着真实的天气，从

而联想到菜叶子上的霜、路上的冰和奶奶

慢慢走三者之间的关系。

相比而言，乡村的孩子更像大自然的

孩子，背着背篓满山跑，他们认识许多杂

草，知道哪种草可以止血，哪种草的根甜，

哪种可以食用；他们踏过泥坑，蹚过小溪，

捉过小鱼，抓过螃蟹；他们的玩具是自制的

玉米串、木头车、竹筒枪、碎瓦片；他们有用

不完的精力、成群的小伙伴、更适应寒暑的

身体。

在乡村任教的我，也能更真切地接触、

认识、理解大自然，在这样的环境中，人类

感受、摸索、学习，更懂得珍惜。或许这里生

活条件比较艰苦，但这里有任何物质也不

能替代的天然财富。我们教育的是祖国的

下一代，给他们更亲近自然的环境，让他们

能走到大自然中感受和学习，正是乡村教

师应该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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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时主攻动力机械，读硕时转战软件设计，读博时专注网络信息安全，在工厂开过车床，在设计所画过图纸，在三尺讲台讲过课，在不同专业

间“跨界”，在不同身份中“切换”，张小松游刃有余。

“信息技术发展到哪里，网络安全总是‘如影随形’，我们的研究永无止境。”在网络安全这个不被大众熟知的领域里，他20余年如一日，摸爬滚

打，一路奠基、一路开拓。

张小松的头衔和荣誉不少，他是电子科技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院长，也是2019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获得者，还是首届“全国科创名匠”。

但他最爱“老师”这个称呼，谈起教育，滔滔不绝、满眼是光。

“科教报国，奋斗不止！”与张小松对谈，追寻科研经历，聆听教育故事，强烈感受到一种炽热的情感在他的人生历程中奔涌，令人触动。

1983年冬日的一个清晨，天还未亮，

浓雾笼罩着川西平原上的小县城。一个身

材瘦小的高中男生，穿越层层雾气，在奔

跑中迎接第一缕阳光。

这是张小松至今难忘的求学时光。

1968年，张小松出生于四川省双流县，从

小身体瘦弱的他酷爱长跑，从小学到高

中，每天早上都会绕着县城跑上一圈。

多年以后，他仍保持长跑的习惯，感

慨“既训练了耐力，又锻炼了韧劲，更搞好

了身体”，并强烈建议自己的学生：“一定

要选择一项热爱且坚持一生的体育运

动。”

张小松的父母都是中学语文教师，他

们带给张小松良好的学习氛围和自由探

索的空间。从小，父母就带着他习字、阅

读，上学以后，父母要求他制订详细的时

间安排计划，并定期检查。父母的对话时

常透露着对国家时事的思考和探讨，张小

松听在耳里、记在心中。

“他们并没有在专业知识上给我多少

帮助，更多的是带给我求知与自律的习

惯，最重要的是世界观的塑造。”张小松的

父母或许没有想到，家庭中一幕幕不经意

的生活片段，带给儿子一生的滋养。

除了上课和运动，张小松多数时间流

连于学校图书馆，那些为数不多的科幻读

物让他如痴如醉。“《向宇宙进军》《小灵通

漫游未来》一类的书最让人着迷，我常常

幻想把书中描写的景象变成现实……”

张小松认为自己并不是天资聪颖的

孩子，兴趣和自学是他走进学术大门的两

把“钥匙”，“兴趣是向前的动力，自学是实

现的路径。”

他总结了一套提升自学能力的方法：

一要养成做笔记、批注的习惯；二要学好

语言文字；三是学会阅读，让知识相互印

证、融会贯通。强大的自学能力，让他能在

不同领域间“切换自如”，更帮助他走进学

科深处，洞察肌理。

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互联网刚刚进

入中国，正在电子科技大学软件设计专业

学习的张小松一方面感叹“获取信息变得

如此轻松”，另一方面也对计算机安全产

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出现了一种CIH

病毒，短短几行汇编代码，竟然能破坏硬

件，让计算机无法启动。”

那时，国内计算机发展方兴未艾，不

少的人把研究方向放在应用领域。但因为

好奇，张小松把目光投向互联网背后潜藏

的安全隐患，一头扎进网络安全机理成因

的研究，2006年到2007年间，他在国内率

先研发出软件漏洞自动化发掘系统。

“确保数据信息的‘保密’‘完整’‘可

用’‘可证’，可以说是我们信息安全从业

者一直的初心和追求，也是网络信息安全

的目标，但是网络安全的成因非常复杂，

总体上可以归纳为机理复杂、数据复杂、

计算复杂。”张小松介绍，随着基于网络的

新技术、新应用、新业态、新需求越来越

多，网络安全的“威胁面和风险点”也越

来越多。

如何智能及时地发现并遏制网络攻击

威胁，是网络安全领域公认的最大挑战。长

期以来，网络安全领域由于缺乏系统的理

论模型与通用技术的支撑，在工程实践中

过度依赖单一、碎片化的人工技能方法，导

致在应对外界网络攻击时被动、滞后。

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总结规律……

经过长期网络安全领域的研究和实践，张

小松原创提出以“智感”“透析”“活现”“反

制”为核心要素的主动网络安全模型。

“智感”即主动积极地提前发现网络

和计算机系统中存在的各类漏洞隐患等

威胁情报，相当于常态化的计算机“体

检”；“透析”即对“体检”发现的疑似行为

和样本，尤其是高隐蔽性的攻击行为和样

本的深度分析；“活现”即对网络攻击的过

程进行追踪还原，“类似于寻找‘作案’痕

迹与证据，还原‘作案’的过程”；“反制”即

在“智感”“透析”“活现”的基础上，建立遏

制应对手段策略，主动“出击”威慑对手。

张小松的研究成果将手段单一、碎片

的传统网络对抗上升为体系化、智能化的

对抗模式。该成果也是他获得的 2019 年

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主要理论方法贡

献。

“维护网络安全是在后台默默无闻的

工作，当网络安全没有出现问题时，人们

往往感觉不到威胁的存在，一旦发生网络

安全事件，网络安全运维就会面临极大的

压力。”张小松说，数字化浪潮中，作为基

础底座的互联网塑造了人们全新的生活

方式和社会形态，但“就像人的身体，没有

绝对健康和绝对的安全，我们要做的，就

是守护好这个‘无形的世界’。”

张小松：

“无形世界”的“守门人”
■ 本报记者 鲁磊（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守护“无形的世界”

做学生前行的“灯塔”

张小松与团队成员探讨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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