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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初次接触编程以来，至今已经有将近 7 年时间了。期间断断续续，反反复复，可以说是历经坎坷
如今，终于算是正式踏上了码农之路，特做此篇，记录我的码农之路。

一见钟情
Hello,World!

这是我高一计算机课上敲出的第一个完整的程序。那一天，新世界的大门就这样向我打开了。

在此之前，我觉得最自豪的就是用所谓的 PE 工具“破解”了老妈设置的电脑密码。所谓的“破解”
无非就是在 PE 系统里新建一个用户，每次玩完之后再把它禁用掉。细细想来，这也算不得什么本事
充其量只是拿着别人造好的轮子自己用。事实上，会上百度，胆子大点的都能做到。

那堂课上，我第一次发现人与计算机交互的新的方式。这种“玩电脑”的方式与之前的“用电脑”之
有着云泥之别。之前，我只是运用已有的软件达到自己的目的，其本质在于使用。其局限就在于“已
的软件”，一旦软件不存在，那么任我再怎么折腾，也只是徒劳。而有了编程，我就有了无限可能，
本质在于创造，即根据需求自己找到实现的方法。

对于生来就有着极客精神的我来说，这绝对是最好的“玩具”。

擦肩而过
正如前面提到的，最开始，编程于我而言就只是玩具而已。作为玩具，在现实的压迫下，就有被放弃
可能。

2015 年高考，发挥不佳，分数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基于对编程的喜爱，我本意是报考周边高校的
算机专业。那时，物联网的概念刚开始流行，各大高校也首次创办物联网专业。勇于尝试的我，一下
就被万物互联的概念所吸引，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就准备大干一场。

然而，志愿的填报没能过的了父母那一关。当年轻人凭着一腔热血准备闯荡江湖时，久经世故的父母
往想得更多，想得更远。他们更多的关注专业的前途，也就是钱途。很显然，物联网太新了，新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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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接受，难以预测。于是，在七大姑八大姨的轮番轰炸下，我妥协了。

最终，我背上行囊，奔赴一千多公里外的成都，来到了西南交通大学的机械工程学院。这是我自身兴
和专业前途的折衷，我同样不后悔，只是少了点激情。

藕断丝连
尽管专业已成既定事实，但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也不可估量。感谢 MOOC 这样一个优秀平台，打破了
学的边界，让我能够在课余之外接触到系统的编程知识。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几乎废寝忘食地学习翁
老师的 C 语言基础课程，以期做一个独立的开发者。

然而，我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性格“缺陷”：在细枝末节上追求完美。其实，这已经犯了初学者的大忌
也就是在一开始就追求程序的完美。于是，我一度受挫，热情渐渐消磨，宏图也就搁浅了。

这期间，偶尔有空，我也会重新拾起，但都坚持时间不长，学习不成体系，不提也罢。

再续前缘
要说改变，还得从今年下半年说起。我幸运地搭上了保研的末班车。一方面，大量的时间空余出来，
可以“重操旧业”；另一方面，选择导师和方向成了重中之重。

诚然，机械的就业率极高，短时间内也不会没落。但是，一方面其工作将局限于大型国企，体制不适
我；另一方面，走纯机械的技术路线不适合我这样“兴趣广泛”，爱折腾的人。这时，编程再一次出
在我的面前。

兴许真的是缘分未了吧，2018 年最火的两项技术，人工智能和无人驾驶均和计算机编程息息相关。
外，我们学校的牵引动力实验室恰好又有一位老师研究的是计算机与机械的交叉学科。二者一结合，
母那边也就顺理成章地过去了。同时，我也不算辜负了大学四年所学习的机械知识，两全其美。

扬帆起航
我是一个偶尔追求形式感的人，在这样一个重要节点，我又怎能默默无闻呢？于是，这个博客诞生了
作为迟到的码农，GitHub 可能会是我将来最常浏览的网站了，在这里建站也合情合理。

致敬这样一个全新的起点。

2020，我们扬帆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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