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O.1  

我的勤工助学之路 

  我叫董岩超，是东南大学数学系的一名本科生。两年前的今天，我加入李文正图书馆信

息咨询部工作，成了一名图书馆学生助理。在图书馆勤工助学的两年是我生命历练中的一笔

宝贵财富，为我人生道路上留下厚重的积淀与记忆。因为我懂得了珍惜、领悟了尊重、知道

了情谊。 

  在决定成为勤工助学队伍的一员时，我了解到：勤工助学是指利用学习以外的时间参加

劳动，而以劳动所得补贴生活的一项工作。踏上勤工助学之路时，我明白我的校园生活不仅

有学习，也可以更加充实、丰富和精彩，学生助理所获得的报酬也是对自身努力工作的一种

肯定。虽然少了许多休息玩乐的时间，但却收获了许多在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体验了学习

之外的生活经历。虽然所得的报酬不足以养活自己，但依靠自身力量为家庭减轻负担，我也

为自己自豪。虽然比别人为自我人生付出了更多汗水和努力，但却比别人收获了更多的果实。 

  在这两年里，我更加热爱我的父母了，会帮他们做些力所能及的小事，尽自己最大的努

力为父母减轻生活的重担，这也是我这两年能坚持在图书馆做好学生助理工作的最大动力。

我深刻感受到，“留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情自己干，靠天靠地靠祖宗，不算是

好汉”这句话沉甸甸的分量。 

  在这两年里，我做到了换位思考，学会了负责的态度，懂得了如何沟通，领悟到了怎样

做才能让对方满意等一系列待人处事的技巧。两年里，作为期刊阅览部学生助理的小组长，

我以身作则，没有一次缺勤、迟到，工作认真负责，对专业刊、文艺刊的工作流程已然非常

熟悉，能自信地帮助其他同学更快地投入工作。我知道，也时刻提醒自己：那是我的职责，

我也很开心自己的工作得到了图书馆老师们的认可和赞扬。此刻想来我很感谢自己的踏实和

坚持，也很感谢这片让我成长的地方。 

  在这两年里，我熟悉期刊阅览室的每一个角落，也熟悉李文正图书馆的每一方布局。在

李文正图书馆，我认识了很多同学和老师，也和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作为一名即将毕业的

大四学生，这也意味着即将离开李文正图书馆、离开学生助理的岗位，有太多的不舍和留恋。

感谢我的学生助理这份经历，感谢信息咨询部各位老师对我生活和学习的指导与帮助，感谢

李文正图书馆。愿所有在图书馆做学生助理工作的同学都能在这里收获成长和幸福！ 

（编者注：董岩超因成绩优异已被保送至我校自动化学院继续深造学习） 

 

 



 

NO.2  

只为一个寂静的角落 
  很早就加入过图书馆的读书会，但在图书馆工作的时间并不是很长。没有什么原由地，

喜欢待在这里。也许是因为书，但学生生涯似乎从来不缺书，家里、宿舍、课堂，到处是形

形色色的书，生活几乎就要因为书变得令人作呕。 

  恩，也许一直以来，我图书馆的感情更多地并不源于书。记得刚刚到东南大学，有英语

老师问我判断一个大学高低的标准，我说看图书馆；再问看图书馆的什么，我一时又说不出

来了。是的图书馆吸引人的是什么呢？书？那为什么很多城市图书馆门可罗雀，一点人味儿

都没有？它们有的也藏书颇丰。更进一步地，现在电子资源如此发达，又为何好的图书馆仍

是熙熙攘攘一座难求？而且越是发达的城市越是如此。有人讨论图书馆是否有悖于发展潮流，

我想，全社会逆着他所谓“潮流”大力发展图书馆给他最好的回答。仅仅把图书馆看成书的

集合一如喝卡布奇诺只为了解渴。原来,除了书，图书馆还有更多东西的，像感情一样不可

捉摸，只存在于形而上。 

  这种感情不可避免地有一种对于信仰的皈依。唯心的、唯物的，宗教的、无神的，确定

论的、不可知论的„„从自我、本我到超我，每一种信仰，每一种精神境界，在这里都可以

找到鼻祖，都可以找到志同道合的大师，高山仰止。记得小学名人名言栏上有一句话：读一

本好书，就像在与一个高尚的人谈话。倘真如此，图书馆才是高校里真正大师云集，群星璀

璨的地方。只消一个宁静的午后，你可以感受比伫立威斯敏斯特教堂还要多的诗意；可以得

到比站在牛顿、达尔文墓之前还要多的自然科学信仰。他们或许时隔千年，粉土不存，他们

的精神却在这方寸之间百川汇海，雷霆万钧。亚里士多德、弗洛伊德、康德，划破了时空，

迷惑了感官的信赖，在那最宁静的一刻与我同在，俯仰神话之虚。 

  或许，很多人也清晰感受到了一种亲切的人文关怀。在这里，人们用最小的声音说话，

用安静传递彼此的尊重。即便脾气最火爆的学者，在图书馆也是静悄悄的。一代代图书馆工

作者也用心营造着传统的安宁。或亲近自然，或庄重典雅，或简单朴实，唯一不变的是那种

特有的亲切与人文关怀。网上盛传一张照片，说是人类世界最接近天堂的地方，拍的是大名

鼎鼎的三一学院图书馆。未必有豪宅富丽堂皇，未必有所谓大师激情讲演，亦没有社会上的

食色诱惑，就凭堪与天堂媲美的气度征服了无数网民。西班牙卡洛斯的《风之影》里描绘了

一个坟墓里的诡异图书馆，它在地理位置上可以说是“接近地狱”的，但是相比纷乱的社会，

却给人宁静恬美的感觉。这两个极端的图书馆却有给人相似感觉，也算能体现图书馆的共性

吧。 

    当然，现在融入了图书馆工作者集体，图书馆于我，又多了一些值得眷恋的意义。图书

馆开馆时间还不长，但是硬件设备的配置已经完善，所努力的地方，便是这样一种人文关怀

以及图书馆长久传承下来的“接近天堂”的氛围——但正如九龙湖的树，成长需要时间，更

需要拓荒人。不过这比拓荒要宁静恬淡地多，也有意义地多。我能做的工作不是很多，只是

帮把手，做些笔头工作，于图书馆难有什么贡献，但这样一个“接近于天堂的地方”，却给

我很多感情。旅人总是怀念家的感觉，在图书馆这样充满人文关怀的地方，总是有一些把这

里当家的冲动。即便午后在这里小憩，或者慵懒地晒晒太阳，摸摸桌角那枚熟悉的钉，也是

幸福的。 

  当然，还有更多更多莫名的感情与感动，难以名状，只待在每一个日出日落的时候慢慢

品味。 



 

  喜欢上在这里工作，也许只因为她带给我一个寂静的角落，让我倚着夕阳，等待九龙湖

莲花的开落。                                              （交通学院 戴逸清） 

   

NO.3  

勤之道 

  想了很久，不知道从何落笔，都是些琐碎的小事，编织起来，无形的，让我毫无头绪。

收获又是那么明显的存在。也许因为学数学的，条理清晰，思维辩证，才会总看到对立的两

面：青红分明。 

成就感 

  还记得我做的海报第一次挂在图书馆。感觉像孩子被奖励糖果——难以名状的甜蜜。经

常“故意”路过海报瞅几眼，看见别人关注，心里乐开了花。当然，这些都仅限于第一次的

新鲜感。后来越做越顺手，海报越来越好看，我不再像当初青涩找不到头绪。“Practice  

makes perfect.”朴实的话往往是至理。做海报如是，做学生如是，做一个有修养的人亦如

是。 

满足感 

  在这里，我有不错的报酬。虽然还是会依赖父母的人，能够承担一部分自己的生活，还

是让人觉得幸福而又成就。虽然父母不会觉得是负担，分担他们的辛劳也让我很满足。 

  越是成熟，越发觉得父母不容易。看到老师加班辛苦工作的时候，想到父母工作应该也

会有困难的时刻。我却是坚持着不懂不关心不过问的三不原则。长大可以一夜之间，懂事却

是要历遍山川。他们从不告诉我的点滴，我只能在心里更加的感激。 

幸福感 

  小小的幸福一直都在，只是你愿不愿意去寻找。 

  老师送的零食，同学开的玩笑，图书馆后门小小的野花。 

  一个人走在图书馆后的小路上是幸福，因为整整一下午的工作后我需要的不仅仅是粮食

还有精神慰藉。那路边无人欣赏的小黄花，自顾自的开着。惬意，闲适。在轻轻一嗅的瞬间

得到了全部。                                               （数学系  王爱依）   

   

NO.4  

2010 年 3 月，我开始在图书馆勤工助学。一年多的时光转瞬即逝，但初入图书馆工作

的每个细节至今历历在目，宛如昨日。 

  来自农村，家境自然不比城市的同学。父母为我和姐姐考上大学感到骄傲，但学费和生

活费，让父母操尽心。在学校，我自然能省则省。当得知图书馆的勤工俭学岗位，便兴冲冲

的去申请了。犹记当日和舍友一起到图书馆，有些唐突地向图书馆的老师申请勤工俭学工作，



 

闹了不少笑话。最终通过审核，获得这份工作，至今我一直心存感激。 

  一年多的勤工俭学，可以称得上精彩，不但在生活上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图书馆安静的

环境，让我在日益浮躁的大学生活里享有很多宁静。谈不上修身养性，总算是对性格大有裨

益。我主要在图书馆三楼的期刊阅览室工作，负责学生工作的是温柔细致的商老师。在商老

师和许多同学的帮助下，慢慢熟悉了环境，学会了上书、整理书架„„图书馆的各位老师和

同学用他们的热情与友好让我很快融入了其中，虽然父母不在身边，却切实感受到家的温馨。 

  在图书馆工作，经常会有同学向我们询问某本书的位置，请我们帮助找某本期刊，或者

咨询如何上网查询书籍，这些对我们虽为举手之劳，但每次都会得到同学诚挚的谢意。事情

虽小，却让我们饱尝帮助他人之快乐。喜欢在图书馆工作，很重要的原因是喜欢书。当然还

有图书馆的氛围，在这里工作让我感觉很轻松。因为老师给了我们很充足的时间选择，只是

让我们在我们有空闲的时间时候工作，而不会让我们觉得有压力。忘记多少个晚上，徜徉在

书页间，安静听到闭馆音乐响起。 

  每月收入虽然还不足以让我自力更生，却足以帮助我减轻父母的负担。虽然这份勤工助

学的工作很难与社会上一份正式的工作相提并论，依然让我了解到什么是工作，什么是责任，

也让我的大学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经管学院  廖超）   

               

 

NO.5  

归属与回忆 
  转眼间，我已经大三了。要说这两年来我做的最明智的选择，大约就是进图书馆工作了。 

  大学不比高中，同学们不会每天挤在一个小小的教室里，不会有固定的座位、固定的同

桌，不会有经常相见能喊出你名字的老师。我相信，每一个习惯高中生活的孩子对于这些改

变都会或多或少，有过一段感伤。我就是这样。 

  然而，来到图书馆以后，我很快就意识到，在大学里依然可以找到那种紧密的感觉。这

里有着一群充满活力和梦想的孩子，每周都会有一段固定的时间在一起，共同工作，共同学

习。来做勤工俭学的很多都是来自农村的孩子，他们虽然不太善言辞但是内心善良，很容易

相处。和他们在一起工作是件很开心的事情。 

  这里还有一群和蔼可亲的老师：平时脸上总挂着笑容、对工作一丝不苟的商老师，心地

善良、尽职尽责的王彤老师等等。从小就喜欢老师这一职业，对于老师总是有一种敬意。现

在和老师们一起工作，融洽相处的日子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温馨。 

  闲暇时，喜欢坐在自己工作的阅览室（图书馆三楼文艺刊阅览室），找一个靠窗的位置，

拿一份喜欢的报纸或者杂志，静静的阅读。一直以来就有读报的习惯，这也当初是选择三楼

的一个原因。可能因为在这里工作的缘故吧，每次过来的时候都有很强的归属感，感觉这里

就是属于自己的一个地方，待在里面时，会很安心。 

还有一年就要去四牌楼了，再有一年就要离开东大步入社会。以后再次回到母校，回到

九龙湖，我也许会在月牙湾前想起那个掉入其中的寒冬，也许会在情侣亭记起那个曾经紧紧

牵住的姑娘的手，但最令我魂牵梦绕的一定是图书馆，一个在东大给我最强归属感的地方。 

                                               （能源与环境学院  孔令拓） 

 



 

NO.6  

工作与成长 
不知不觉间，我在图书馆三楼期刊阅览室勤工助学已经三个月了。回想起来，原本只是

为了挣点生活费，这份工作却给我带来了许多愉悦与满足，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挣点生活费减轻家庭经济负担，这是最初我来图书馆勤工助学的目的，随着工作的深入，

它给予了我更多精神层面的宝贵财富！ 

这份工作锻炼了我为人处世的技巧和人际交往的能力。性格较内向的我由于少与人接触

故而交往能力相对较弱，而在担任学生助理的过程中，细致的工作交接，指导老师的循循善

诱，同学们之间的相互帮助，让我对在这里工作所需具备的工作素质有了自己的认识：工作

守时、细致，待人礼貌、态度诚恳、言行举止落落大方，善于不断学习总结„„我想在这里

所积累的对于工作生活的感悟对自己今后的成长也大有裨益。 

在期刊阅览室的这段时间，图书馆的静谧让我以往因对前途茫然而所生的烦躁心境得以

沉静，在书本间徜徉也让自己忘记了烦恼。更多时候，和伙伴们一起整理书架，帮助同学寻

找他们想要的期刊书籍也让我心情愉悦。 

    这份经历强化了我的责任意识，让我体味到了努力付出有所收获的喜悦。感谢在工作中

与我相伴的老师和同学，感谢我的这份选择，让我成长为更好的自己！ 

     （生医学院  黄建福）   

 

 

NO.7  

我与图书馆 
来到图书馆工作已有半年之久，回忆当初萌此念头竟是“无事生非”，不禁哑然。大学

图书馆这般神圣之地，于我仿佛隔世之滨，从未眺及。多亏这无心插柳的工作，使我在遗憾

之余，如发现新大陆般激动，聊以自慰。 

大学真如社会一般，关系只存在所谓的工作，于我心向往之的境界相差甚远，人性淡漠

在这一点上表现的尤其强烈，一度我曾认为在我告别家乡之时，亦是我与人性绝交之日。但

来到图书馆之后，我发现我错了，其实人性一直都在，只是我从未发现，更谈不上欣赏享受。 

我的工作基本分两块：一块是在复印室帮老师打印，在这里我真的感受到不入其境，不

知龙潭之深浅，闲暇之余的虚心求教真是受益匪浅；另一块便是做海报和排版，做海报是我

最纠结也是最开心的时候，为主题选图的问题纠结，但做出来后会有如高中数学题得解的开

心。 

来到图书馆最大的收获便是学会了读书。之前觉得图书馆就是自习的地方。但来到这里

工作后，我学会了读书。可能是因为身处其地，有所感习吧。古人尝言书中有黄、颜之宝，

今觉此诚先人习百家、识千字之后，臻化境至海阔天空之言，不得而知。 

匆匆大学，总觉得该为自己以后的回忆留下什么。思之若久，觉得能够做到的、留之有

用的，便是书籍吧。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兼为我愿，但与鱼与熊掌之理岂非有悖？短短四年，

行之将且，阅之宜早，愿伴书之左右，九死不悔。               （土木学院  乔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