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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一颗不甘的心
郑健龙

院士忆高考
本报与湖南大学党委宣传部、湖南大学出版社联合推出

国庆假期过后，朋友圈被一部 BBC 纪录片
刷屏——— （《全球最佳饮
食》）。片子收集了全球 50 种不同国家的日常饮
食类型，结合专业营养师与医生的意见，由差到
好，列出了一份全球饮食习惯的评分。

实际上，这部纪录片首发是在 2014 年，直到
目前为止，网络播放量还不足十万。但它的突然
翻红，吸引了更多新观众观看，不失为一件好事。
大家跟着两位主持人，从非洲平原，到南太平洋
海岸，去寻找世界上最好与最差的饮食，通过观
察别人的饮食习惯，从而让自己变得更会吃。

节目一开始，纪录片交代了他们在咨询专业
医生和营养师的意见后，将评价一个地区饮食习
惯好坏的指标定位成几个方面：摄入脂肪类型、
饮酒量、超重比例、与饮食相关的癌症、寿命等。

排名最靠后的包括南太平洋的岛国，以及俄罗
斯、墨西哥、科威特、美国等。在他们的饮食习惯中，
共同的特点就是食用大量精加工的方便食品、快
餐。这些食物中的食用油和糖的含量非常高。

其中，马绍尔群岛的岛民主要依赖罐头食品，
包括蔬菜和肉类，这直接导致他们的超重和糖尿病
发病率在世界上遥遥领先；再比如墨西哥人习惯的
零食、饮料，使得三分之一的人口面临超重问题；俄
罗斯则是由于酒精的关系，导致肝病、酒精中毒、醉
斗、意外，四分之一的男性活不过 55 岁。

很多网友也意识到了这个正在全世界蔓延
的问题，就是纪录片中提到的“新世界综合征”。
速食、快餐早就成为了全球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流
行文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青少年正在受到这种
文化的严重影响。

相较而言，中国的饮食习惯在这部纪录片中
排在了前二十内的位置。尽管它提到，大量食用
大米可能会使血糖升高，但好在中国传统饮食中
包含了大量蔬菜。

此外，东南亚各国的排名也都不低。纪录片
提到了一种非常重要的香料———辣椒。科学家发
现，辣椒中的一些化合物不仅能促进身体的新陈
代谢，还能释放内啡肽。

值得一提的还有韩国。韩国是世界上肥胖率
最低的国家之一，我们可以看到，鱼、新鲜蔬菜、
腌菜在他们日常饮食中的占比特别高，他们食用
的蔬菜量甚至是英国人的两倍。在韩国最出名的

“泡菜”中，含有很多益生菌，且放置时间越长，维
生素 B12 含量越高。有意思的是，尽管韩国早已进
入了高节奏的现代生活，但他们非常忠实于他们
的传统饮食习惯。

在亚洲，还有两种食物被发现对人体的健康
有益，比如斯里兰卡人常吃的椰子，和印度人喜
爱的咖喱。多吃椰子可以有效降低不好的胆固
醇，增加好的胆固醇，而姜黄根粉的化学物质，对
预防和治疗某些癌症是有效的。

在排名前十的国家中，有一个国家的饮食曾
让科学家都觉得不解，那就是法国。法国人热爱
美食全世界都知道，香肠、肉酱、鹅肝酱、红酒、芝
士统统少不了。即便这样，他们仍能维持较低的
胆固醇，国人的心脏病发病率还是欧洲最低的。
科学家解释，虽然法国饮食中含有的高脂肪不

少，但总体营养结构很合理，碳水化合物和糖的
摄入量较少。还有研究认为，这与他们对待食物
的态度有关。法国人特别专注一日三餐，有很好
的饮食氛围，每天至少花两小时，且量少，不吃快
餐，其余时间几乎不吃零食。

需要提到的是，如今在年轻人群体中流行的
“新北欧饮食”“地中海饮食”，的确是受到肯定的。
前者主要是由浆果、燕麦、黑麦等谷物，以及鱼类、
蔬菜组成，后者习惯多吃豆类，蔬菜、水果、鱼，适量
奶类、葡萄酒，少量红肉，很多橄榄油。在意大利一
个名叫坎波迪梅莱的地区，人们的平均寿命为 95
岁，列全球第一。科学家研究发现，除了 30%的基因
因素，其余主要跟他们纯天然的饮食方式有关。

在不同的地区，人们的饮食习惯一定离不开
当地各具特色的传统文化，即便是纪录片评选出
的最健康的饮食方式也并非唯一的标准答案，不
一定适合所有人。事实上，看过纪录片的人就会
发现，遵循平衡膳食的营养金字塔才是最普适的
健康方法。 （朱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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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实物”“碑
帖精华”“西夏论著”

“敦煌遗珍”……打开
国家图书馆官网的

“中华古籍资源库”，
犹如进入了一座中华
文明的宝库。

典籍文献是记载
历史、传承文明的重
要载体，同时也是最
脆弱的文物。如何解
决古籍保护与利用之
间的矛盾？如何让束
之高阁的古籍资源更
好地为公众所用？最
近，全国多家图书馆
利用古籍数字资源给
出了答案。

9 月 28 日，国家
图书馆（国家古籍保
护中心）联合天津图
书馆、上海图书馆、中
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
究院图书馆等 14 家
单位，在线发布古籍
数字资源，为大众阅
览和学术研究提供免
费服务。

古籍资源利用
进入互联网时代

今年，15 家图书
馆发布古籍数字资源
总计 8000 余部。其
中，国家图书馆“中华
古籍资源库”发布古
籍影像资源 1100 多
部，上海图书馆发布
地方特色古籍资源
400 余部，天津图书馆在线发布馆藏明清刻
本 490 余部，其他图书馆也都发布了多部
珍贵的古籍数字资源。

“此次古籍数字资源的发布，是各图书
馆面向学术界、教育界和社会公众的一项重
要服务工作。”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
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表示，“它的意义不
仅在于发布了古籍资源，更显示出各图书馆
正在探索如何在保护古籍的同时，更好地为
社会公众提供服务，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在原生性保护之外，通过数
字化手段将古籍影像保护和发布出来，也有
助于保证国家文化资源安全。”

这并不是古籍数字资源首次亮相于公
众面前。早在 2016 年 9 月 28 日，国家图书
馆就对外发布了“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
数据库”和“中华古籍资源库”两项重磅古
籍数据库。这标志着公共图书馆系统古籍
影像和数据资源利用进入到了互联网服务
时代。

2017 年 2 月和 5 月，国家图书馆又与
上海图书馆、天津图书馆、浙江大学图书馆
等 10 家古籍收藏和保护单位合作，共同发
布古籍数字资源。

“纸是最脆弱的文物，宋版书，翻一页
就损寿 60 年，上一趟机器至少短命 100
年。保护和利用永远是一对矛盾，怎么解
决？就是尽快地将大量古籍资源数字化，把
珍稀孤罕的、不同品种不同版本的古籍发
布出来，让人用。”张志清说。

特色小馆积极参与

与前两年相比，今年的古籍数字资源
发布除了大馆间合作越来越密切之外，
张志清表示，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
多个城市图书馆积极参与并首次发布古
籍资源。

比如，洛阳市图书馆发布馆藏珍贵古
籍 60 部，苏州图书馆发布地方文献与珍贵
古籍 608 部，泰州市图书馆发布馆藏特色
古籍文献 149 部等。

在今年参与的图书馆中，还有一个图
书馆的身份显得有些特殊，那就是以科研
机构为依托的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图书馆。该馆今年发布馆藏珍贵古籍 61
部。馆长沈东婧介绍说，此次发布的是以中
医善本为主题的古籍数字化开放平台。平
台以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信息中心馆藏珍
贵古籍资源为基础，为科研人员、学生和社
会公众提供服务。“现在，读者可以在平台
上获取图文对照、电子书和纯文本阅读等
三种不同形式的古籍资源，满足不同的使
用需求。”

“虽然体量不大，但我们图书馆也有很
多珍贵的特色馆藏。”沈东婧说，“我们正在
探索更新的文本挖掘技术，让包括中医古
籍在内的珍贵资源与现代生命科学研究更
好地结合。”

“我们会在坚持公益性的基础上，不断
加大古籍数字资源建设和整合力度，更多
更快地发布古籍数字资源，努力完善古籍
品种和版本，免费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使
古籍里的文字真正‘活’起来，为保障国家
文化资源安全、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张志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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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健龙

1977 年 12 月参加高考，1978 年 9 月
进入中南矿冶学院（现为中南大学）力学师
资班学习。曾任长沙理工大学校长，现任公
路养护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中国公
路学会副理事长等职务。长期从事道路工
程领域的技术和工程实践，解决了南方湿
热地区膨胀土等不良土质公路边坡的稳定
加固、填筑路基等一系列技术难题，提出了
设计寿命分层递增的耐久性沥青路面理论
框架、结构体系与设计准则，建立了沥青路
面的状态设计法，为我国公路交通事业的
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发表学术论文 200
余篇、学术专著 5 部；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
等奖、二等奖共 2 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特
等奖 1 项、一等奖 8 项，其他
奖励十余项。2015 年当选为
中国工程院院士。

国家图书馆中华古籍资源库

银郑健龙在指导学生银青年郑健龙

BBC 纪录片盘点全球最健康饮食方式

回望 40 年前高考制度的恢复，确实是改
革开放进程中极重要的一步，不仅仅改变了
成千上万人的命运，更重要的是，迈出了教育
领域改革开放的第一步。而没有教育的开放，
就没有思想的开放，更没有之后这 40 年的巨
大成就和翻天覆地的变化。高等教育的改革
与开放是一切开放的基础与先行之举。

不甘少年失学，苦读夜校补憾

我没读过高中，因为在乡镇当税务所长的父
亲在“文革”中反对武斗，成了当时所谓的“917”分
子，还被抓过，我也因此没了读高中的资格。而我
的初中也没读什么书。

我老家在湖南邵东。1966 年 9 月我进初中的
第一个学期，正是“文革”如火如荼之时，全中国的
学生们都在到处串联。“伟大首都北京”“红色根据
地井冈山”，这些词对 12 岁的我很具诱惑力。那时
候也不知从哪来的胆子，我和几个同学迈开双腿
就出发了。一路步行，我们从邵东走到湘潭，又走
到长沙，到长沙再也走不动了，我便写信让家里寄
十块钱来。父母不同意，极力劝我回去。这次“串
联”活动终究还是无疾而终。回家后我仍然不甘
心，天天跟母亲软磨硬泡，母亲被我搞烦了，给了
我 5 块钱。可是从长沙坐火车到株洲就要 4 块 4
毛钱，买完车票我身上就只有 6 毛钱了。没办法，
我继续迈开双腿步行。幸好有沿途的“红卫兵接待
站”解决，我整整走了 6 天，才到了井冈山。

我在井冈山刚待了一个礼拜，中央下发文件
了，说是不让再搞“大串联”，要求红卫兵“打回老
家去，就地闹革命”。于是我又“混”坐火车到武汉
外公家过年。

“大串联”回家后，按照上级指示，我们初中一
年级的同学们一起又“打回老家闹革命”，重新到
小学回炉半年，并于 1967 年 9 月进行二次分配。
我们被安排到邵东县五一中学（现两市镇二中）上
初中，直到 1970 年元月毕业。

初中毕业时我 16 岁。当时只有工农兵和革命
干部子弟才能继续学习，父亲“有问题”的我理所
当然不在其中。毕业后我无所事事，也不愿回乡下
的家，便从学校直接住进了县城里的一个同学家。
当时也是初生牛犊，年轻气盛，我们 3 个男生居然

“承包”了一个挖防空洞的工作，我们白天黑夜地
挖防空洞。父母一两个月不见我人影，听说我在挖
防空洞，立马把我押回家了，工钱当然是一分钱都
没拿到。“要给他找点事做。”看到我这样不安分，
当医生的妈妈着急地对父亲说。于是 1970 年 3 月
我被送到公社的综合厂学习，竟是学裁缝！现在我
还会踩缝纫机，能左右开弓用针线，还会做衬衫。

一心想读书、更想闯世界的我当然不甘心
做裁缝，勉强待了 3 个月后，我又跳起脚来要找
别的工作。当时公社分管这块的是一个姓孙的
副社长，他到哪我到哪。他被磨得没法。有一天
他对我说：“现在要搞‘三线’建设，你跟民兵们
一起，到新化修铁路要得不？”我满口答应，认为
这才是男人们该干的活。

那时搞“三线”建设是为了“战备”急需，有
好多工程。我从娄底的新化到怀化的芷江，再到
邵东的军用机场，整整一年半的时间，转战在修
铁路、修机场的工地上，挖土打夯搞宣传，冥冥
之中开始与“交通”结缘。

1971 年底，我被招工进了邵东汽车修配厂，
当上了一名热处理工。刚一报到，厂里就派我到邵
阳第二纺织机械厂培训。“二纺机”当时是有名的
国企，辉煌时期有 5000 多名工人。“二纺机”不仅
让我学热处理，还让我搞化验，同时兼做不同工种
的两份工作。我那点可怜的还“注了水”的初中文
化肯定不够用了，于是我报名到厂里的“721 工人
大学”读夜校。记得是每周三个晚上，一次两节课。
我一口气报了代数、三角、几何、初中物理、高中物
理等好几个班，这样我几乎每个晚上都在读书。

不甘高考无望，斗胆向上写信

知道高考恢复的消息是在 1977 年 10 月，那
时我已经是湖南省交通学校的一名中专老师了。
我向学校提出要考大学，但学校不同意。

本是工人的我，怎么又当上了中专老师？这说

来又有点话长。
培训完后，我回到邵东汽车修配厂，当时厂里

的热处理设备没搞好，我又被分到了翻砂车间。那
真是个苦差事，铁水飞溅，时常会飞到我身上。我
没有叫苦，咬牙坚持着。“这小伙子不错。”师傅们
都是这样评价我的。

1973 年，湖南的一些大中专学校开始选拔
“优秀工农兵”入学。我们厂有一个上中专的名额，
但省里要求须两人参加考试，我和一个复员军人
被厂里推荐参考。其实厂里初衷是让我“陪考”，没
想到我的成绩更好。后来硬是专为我增加了一个
招生名额，才让我进了湖南交通学校，而那个复员
军人读了邮电学校。

我们那一届是学校复校后招的首批学生，我
念的是动力机械。好久没上过正规学校的我，进校
后真的是玩命地读书，每门功课都非常优秀，特别
是机械制图，图画得格外漂亮。这样，才读了两年
书，学校就让我提前半年毕业留校做了老师，同学
们还没毕业我就拿工资了。当了一个学期的老师
后，到了 1976 年元月，学校又把我送到西安公路
学院进修，插班到 74 级筑路专业学习。

学校如此重点培养我，而我进修还没完，又提
出要考大学，当时的湖南省交通学校是一所师资
严重缺乏的学校，学校领导有一万个理由不批准。

太想读书的我并没有放弃。不记得是向省
教委还是国家教委，或者是教育部，我斗胆写了
一封信，询问我这样的情况能否考大学。信寄出
一段时间后一直没有回音。到 12 月 5 日———这
个日子我一辈子记得，我在青岛接到了学校来
信：“可以高考”。这 4 个字让我欣喜若狂，我匆
匆赶回长沙，复习迎考。

1977 年湖南的高考时间是当年的 12 月 17
日、18 日两天，我赶回学校时已到了 12 月 10
日，已经没多少备考复习时间了。我只好找同事
们的复习资料匆匆看了看，可以说没什么准备
就走进了考场。

好在有夜校和中专学习时打下的基础，数学
物理我都还不错，最差的是语文。特别清楚地记
得，语文第一个题目就是汉语拼音，“我们的目的
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其实我
只认识“我”“的”“目的”几个字的拼音，但平时我
爱看书，毛主席语录也背过不少，连蒙带猜加凑，
我居然一下子做出来了，这大大增加了我的自信
心，这样可能语文考得也不会太差。

我至今不知道自己的高考分数。我报的第
一志愿是华中工学院液压传动专业，因为在中
专和进修时，我都对这些感兴趣。在西安公路学
院进修时，上这门课的是一个湖南老乡，他的全
套教学挂图还是我一笔笔画出来的，据说现在
还在学校保留着。

考完后，别人来录取通知了，但我没有。后
来我听说是因为年龄大了没录，也不知真假。其
实那时我才 24 岁。

再后来，我被中南矿冶学院（中南大学前身）
力学师资班作为走读生录取了（据说是扩招）。

那天，学校传达室师傅说有我的一封信，我拿
来一看，终于录取了，是中南矿冶学院（以下简称

“矿冶”），就在长沙。
当时学校还排了我一年的课，好在“矿冶”和

工作单位同在一个城市。所以上大学的第一年，我
既当学生又当教师———上午在长沙的河西当学
生，下午绕整个长沙转一圈过到河东来当教师，每
周有两个下午，4 节课，那时交通又没现在方便，
我跑一趟往返要四五个小时。

不甘读研中断，待机再次拼搏

说是走读生，其实我们还是住校。班上像我这
样说是扩招进去的学生有好几个，都是年纪比较
大的，都在一间宿舍里。当时我们全班 31 个同学，
年纪最大的 32 岁，最小的才 16 岁。我们宿舍的 8
个同学因为年纪大，更是特别努力。我别的功课都
没问题，最头疼的是外语，连 26 个字母都不知道，
但两年后的外语过关考试，我考进了班上前三。

大学第二个学期我就当了班长。说来也巧，同
在岳麓山下相邻的湖南大学也有个力学师资班，
这个班的班长陈政清，后来和我同一年当选了中
国工程院的院士。

大学四年我成绩一直不错，毕业时顺利考上
了本校的研究生，但因为那几年我是带薪读书，而
且原工作的学校急需老师，饮水思源，我就回到了
我的中专母校———那时已升格为长沙交通学院
了，一边教书一边读研。

可惜好景不长。1982 年年底长沙交通学院来
了个新领导，规定不得在职读研！我真的好难过，
几乎是流着眼泪把自己的读研课本收起来。那个
寒假，我闭门备课，接了一门学校的老师们都不愿
接的课———塑性力学。好像是跟谁较劲似的，我使
出了吃奶的劲来全心备课，没想到非常成功，那个
寒假写的讲义至今还作为精品，在学校流传。

一年多后，长沙交通学院又来了个新领导。
新领导一反上一任的做法，鼓励年轻人考研。我
的读研梦再燃，这次我是“吃了称砣铁了心”，一
定要考，宁愿不要工资。那是 1984 年，我考的是
湖南大学固体力学专业，导师是钟正华教授。特
别感激钟老师，正是因为他的严格要求，我只用
两年时间就研究生毕业了。

不甘路途艰难，吃得苦霸得蛮

当年我上中专时提前半年毕业，读本科时
还一边教书，研究生又提前一年，后来又读了博
士，当了十几年的大学校长，还获得了国家科技
进步奖一等奖，还有幸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学
生们也经常问我，这几十年的成长过程，你觉得
最重要的是什么？你靠什么得到了今天的这一
切？其实我个人的体会是勤奋一点、坚持不懈就
好了，很简单的。

也许是因为最想读书的年龄被迫辍学，我
这一辈子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之前有媒体也
报道过，说我“少年失学的遗憾转化为学习的兴
趣和动力”“如果两天没沾书，就像丢了魂似
的”，这是真的。

我总觉得自己笨，而且少年失学，研究生毕
业都 32 岁了。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要求自
己比别人更勤奋些，更努力些。记得研究生毕业
没多久时，我加入著名教授张起森老师的课题
组，3 个“七五”期间国家组织的重点攻关项目，
我们整整搞了 5 年。当时学校只有 20 多台计算
机，而我们课题的计算工作量又很大，我是常常
等到深夜无人用电脑了，才一个人在机房同时
操作 20 多台电脑，一干就是一个通宵。也就是
因为这份勤奋，1993 年我申请到了当时最难申
请的比利时博士后基金，基金资助力度之大创
造了当时公派留学的一个奇迹。

第二个体会是做事不要挑三拣四，干一行
爱一行，干一行投入一行。不能说我不喜欢就不
干。任何事，只要你努力做了，尽心尽责地做了，
总会有收获的。当工人时先是让我搞热处理，后
来又让学化验，最后做翻砂工，按说这几个工种
跨度不小，而且有难有易，有的特别受罪，比如
翻砂工，但我都没讲半点价钱，并且为了做好这
些工作主动报名读夜校———没有这一步，我能
考上大学？做翻砂工叫苦偷懒，厂里能推荐我读
中专？我先后学习过机械、力学、道路工程专业，
这些专业虽然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在日后的实
际应用中其实是能够融会贯通的，不同的学科
能不断地给予我新的思路和灵感。

第三个体会是要“吃得苦霸得蛮”。别人
看到我笑哈哈的样子，问我这辈子有没有难
事？当然，难事太多了。比如我们获得了国家
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的膨胀土治理，不说如何
科研攻关什么的，也不说像民工一样转战在
各个工地上，光是为了让施工方配合，我们就
费尽了口舌。还有我们的国家工程实验室，当
时交通运输部跟国家发改委谈了三年，才同
意有 10 个名额，而这 10 个里根本没我们的
份。我们找省里、找交通运输部、找国家发改
委，当然我们自己也不断地练内功，最后几乎
在所有人认为不可能的情况下，我们争取到
了这个国家级平台。

中国有句老话，叫作“世上无难事，只怕有
心人”。确实是这样，学习是这样，工作也是这
样。真心希望年轻一代在国家兴旺强盛、社会
持续进步、人们的物质条件与文化环境不断优
化的新时代，珍惜大好时光，刻苦学习钻研，
勤奋努力工作，用优异的成绩回报国家，回报
社会，回报家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李伦娥采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