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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改革开放使中国进入了商品经济这一承前启后的特殊历史时期。
商品经济大潮在成功地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在冲击着世人的观念和行为
准则，淡化模糊着人们的道德观、人生观、价值观，新的烦恼、困惑缠绕着
当代青少年。由此，我们想到了鼓舞一代又一代人成长、成才的中外先贤哲
人的强大思想遗存。历来凡有成就者，不论伟人、凡人，无不受到前贤思想
的影响，我们希望以此继续照耀当代青少年的人生之路。望先贤们再次与当
代青少年倾谈，于迷惘处指点迷津，廓清迷雾。

因此我们选编了《激励人生的一句话》这套系列读本。丛书分 8卷，为
理想卷、道德卷、意志卷、成长卷、交友卷、求知卷、人格卷、处世卷，涉
及了人生的几个重要方面。丛书所选言语短小精炼、言简意赅，凝炼了前贤
的人生经验，非常珍贵。

由于选编时间紧，编者又才疏学浅，丛书多有不尽如人意处，书后辟有
《名言续录》，就是希望读者不断积累人生隽言，不断完善。是愿。

   
——编者



激励人生的一句话系列读本  之四

成才卷



  

见贤思齐焉。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
已。

温故而知新。

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我平生从来没有做出过一次偶然的发明，我的一切发明都是经过深思熟
虑和严格试验的结果。

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好学而不贰。

得时无怠，时不冉来。

从时者，犹救火、追亡人也。

企者不立，跨者不行。



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

知止所以不殆。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

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

计未定于内而兵出乎境，是则战之自败，攻之自毁也。

一叶蔽目，不见泰山，两豆塞耳，不闻雷霆。

学不可以己。青，取之于蓝，而胜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

善学者尽其理，善行者究其难。

以疑决疑，决必不当。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

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

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

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不积细流，无以成江海。

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

目不能两视而明，耳不能两听而聪。

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谷，不知地之厚也。虽有天下易生之
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

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

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

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知道者必达于理。达理者必明于权。



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

自井中视星，所见不过数星。

得时者昌，失时者亡。

时之变则间不容息，先之则太过，后之则不及。

不踬于山，而踬于垤。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细。

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

一手独拍，虽疾无声。

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

学之于水，不学之于禹。

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

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

疑似之迹，不可不察。

入于泽而问牧童，入于水而问渔师。

舌之存也，岂非以其柔耶？齿之亡也，岂非以其刚耶。

闻而不审，不若无闻。

水浮万物，玉石留止。

非其地而树之，不生也。

日中则移，月满则亏。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

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

成大功者，不小苛。



患生于所忽，祸起于细微。

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足践之不如手辨之。渡水时无
游数，虽强必沉；有游数，虽赢必遂。

心不专一，不能专诚。

行不苟为，择善而后从事。

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

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

明者远见于未萌，而智者避危于无形，祸固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之所忽
者也。

强弩之极，矢不能穿鲁缟；冲风之未，力不能飘鸿毛。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

祸不妄至，福不徒来。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时乎时乎不再来。

时异则事异。

顾小而忘大，后必有害；狐疑犹豫，后必有悔。

修学好古，实事求是。

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

百闻不如一见。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慎于言者不哗，慎于行者不伐。

言轻则招忧，行轻则招辜，貌轻则招辱，好轻则招淫。

良玉不雕，美言不文。人而不学，虽无忧，如禽何？



言之非难，行之为难。

燕雀不知天地之高，坎井之蛙不知江海之大。

偏听生奸，独任成乱。

言行相应，则谓之贤。

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

不目见口问，不能尽知也。

尺璧非宝，重此寸阴。

博学切问，所以广知。

深计远虑，所以不穷。

大名垂于万世者，必先行之于纤微之事。

智者之所短，不如愚者之所长。

因地制宜，因时制宜。

时过不可还。

勇而好问必胜，智而好谋必成。

学犹饰也，器不饰则无以为美观，人不学则无以为有懿德。

人生在勤，不索何获？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不宜妄自菲薄。

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

读书百遍，其义自见。

夫不学而求知，犹愿鱼而无网焉，心虽勤而无获矣。

不琢不错，不离砾石。



人好学，虽死若存；不学者，虽存，谓之行尸走肉耳。

往复推移，新故相换，今日之迹，明复陈矣。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譬如养鹰，饥即为用，饱则扬去。

传闻不如亲见，视累不如察形。变则通久，通则不乏。

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

曲恩于细者心忘其大，锐精于近者必略于远。

智不早决，败而方悔，其智可谓与无智者同矣。

多言不可与远谋，多功不可与久处。

古之从仕者养人，今之从仕者养己。

以计代战，一当万。

改前辙者则车不倾，革往弊者则政不爽。

告我以吾过者，吾之师也。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己分将身著地飞，那丑践踏损光辉。

行，发于身加于人；言，发乎迩见乎远。

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

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

物壮诚有衰，势雄良易极。

言同百舌，胆苦鼷鼠。

欲知事之得失，不可不听于言；欲辨之真伪，不可不考之于实。

言非法度不出于口，行非公道不萌于心。



有以用药而死者，而禁天下之医，非也。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物情无巨细，自适因其常。

少年辛苦终身事，莫向光阴惰寸功。

昨日之日不可追，今日之日须臾期。

不勤于始，将悔于终。

孜孜日求益，犹恐业未博。

尧舜之智，桀纣以为不智。

青春须早为，岂能长少年？

人学始知道，不学非自然。

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

物必核其真，然后用之；事必核其真，然后修之。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

兼取众长，以为己善。

才性过人者不足畏，惟读书寻思推究者可畏者。

书不必多看，要知其约。为学固不可迫切，亦当有穷究处，乃有长进。

自立自重，不可随人脚跟，学人言语。

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说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

久卧者思起，久蛰者思启，久懑者思嚏。

蓄极则泄，闷极则达，热极则风，壅极则通。



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

上合天心，下合地理，中合人和。

讲得一事，即行一事；行得一事，即知一事。

物理不见不闻，虽圣哲亦不能索而知之。

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读有字书，却要识没字理。

委身当任，始知时事之难；袖手旁观，何怪人言之易。

蓄疑者乱真知，过思者迷正应。

能辨真假，是一种大学问。

有过，是一过，不肯认过，又是一过。一认则两过都无，一不认则两过
不免。

一语不能践，万卷徒空虚。

人生百年几今日，今日不为真可惜。

披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

志士惜年，贤人惜日，圣人惜时。

力行而后知之真。

庶物之理，非学不知，非博不辨，学愈博而思愈远。

道以多歧亡羊，学以多方丧生。

人之为学，不可自小，又不可自大。

虚受益，满招损，心虚而后学进。

缓事宜急干，敏则有功；急事宜缓办，忙则多错。



明察果决，含养包罗。

艺不少习过时悔。

以言感人，不若以行感人，言虚而行实也。

无成乃无毁，有成必有毁。

读书虽可喜，何如躬践履。

事禁太甚，过于迫切，更生他变。

心中醒，口中说，纸上作，不从身上习过，皆无用也。

熟读王叔和，不如临症多。

学必求其心得，业必务于专精。

人不可以自弃，荒田尚有一熟稻也。

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

人闲居时，不可一刻无古人；落笔时，不可一刻有古人。平居有古人，
而学力方深；落笔无古人，而精神始出。

当变不变，鲜不为害。

欲信人必先自信，欲知人必先自知。原浊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耗。

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

务言而绥行，虽辨必不听。

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

有其言，无其行，君子耻之。

言诺而不与，其怨大于不许。

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

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

虽有佳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



毋以小谋败大作。

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

口惠而实不至，怨灾及其身。

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

居其位，无其言，君子之耻；有其言，其行，君子耻之。

忠言逆耳而利于行。

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视者不明，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
长。

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

将欲夺之，必固予之。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学而不能行，谓之病。

善战者，见利不失，遇时不疑，以迅雷不及掩耳，迅电不及瞑目赴之。

听其言而观其行。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

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网在纲，有条而不紊。



有备无患。

年少当及时，蹉跎岁月老。

千虚不搏一实。

土处下，不争高，故安而不危；水流下，不争疾，故去而不迟。

海与山争水，海必得之。

尚行，则笃实之风行焉；尚言，则诡谲之风行焉。

凡诸艺业未有学而不得者，病在心力懈怠，不能专精耳。

时有否泰，道有屈伸。

但立直标，终无曲影。

生材会有用，天地岂无心。

一家之计在于和，一生之计在于勤。

天道酬勤。

我一生的嗜好，除了革命之外，就是读书。我一天不读书，则不能生活。

凡百事业，收效愈速，利益愈小；收效愈迟，利益愈大。

潜心力学，切戒浮动。

以有限之精力，有限之物质，应过度之要求，肩过度之负担，鲜不气竭
声嘶，疲于奔命。

我以为世间最宝贵的就是“今”，最易丧失的也是“今”。因为它最容
易丧失，所以更觉得它可以宝贵。

一生最好是少年，一年最好是新春，一日最好是清晨。

有智无勇，能说而不能行；有勇无智，则兵弱而败，兵强亦败。

智多勇少，实力难言；勇多智少，大事难成。

必须和实际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



有百利而无一弊的事是没有的，只可权大小。

不能革新的人种，也不能保古的。

节省时间，也就使一个人的有限的生命，更加有效，而也即等于延长了
人的生命。

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

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
都阻止他不得。什么是路？就是从没有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
地方开辟出来的。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上的。

优势而无准备，不是真正的优势。

单是话不行，要紧的是做。

地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

精通一科，神须专注。行有余力，乃可他顾。

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
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

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象出来又在客观中得
到了证明的理论。

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

在一定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引出坏的结
果。

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

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
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
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

凡事应该用脑筋好好想一想。俗话说：“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就是
说多想出智慧。

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



世界上没有直路，要准备走曲折的路，不要贪便宜。

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

多少事，从来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

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

认识落后，才能去改变落后。学习先进，才有可能赶超先进。

我们每走一步都要总结经验，哪些事进度要快一点，哪些要慢一点，哪
些还要收一收，没有这条是不行的，不能蛮干。

全体和局部缺一不可。全体是由局部组成的，如果只有全体，没有局部，
则全体就不成其为全体了。

希望你们不要丧失机遇。对于中国来说，大发展的机遇并不多。

我们忙于事务。不注意学习，容易陷入庸俗的事务主义中去。

少说空话，多做工作，扎扎实实，埋头苦干。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

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

要看到大事，要有战略观念。

目标确定了，从何处着手呢？就是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

时间不同了，条件不同了，对象不同了，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同。

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
则退。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做学问要花工夫，持之以恒。



不顾事实的蛮干，是会碰到钉子以至毁灭自己的。

物到极时终必变。

志士嗟日短。

应知学问难，在乎点滴勤。

时间就是力量，就是胜利，就是军队的生命。

言语给人的影响如蜻蜓点水，行动给人的影响才能入木三分。

即使一个天才极高的人，想精通几门科学，也须先学好一门，再去学另
一门。

先作这么个专家，再作那么个专家。假若他同时抓几样，他就永远一样
不专，一事无成。

许多真有成就的人，他们的知识绝大部分是自己学来的，并不是课堂里
听来的。

人都有其优良的一面和缺陷的一面，两面相照，发展其优良的一面，同
时又要扬弃其缺陷的一面。

理论是实践的眼睛。

无所不能的人实在是一无所能，无所不专的专家实在是一无所专。

没有经过精密调查而无知妄说的人，不当权就淆乱听闻，当权就要断送
事业。

踏平艰险谁能阻，掌握机宜总占先。

七十二行皆先生。

小疑必问，大事必闻，才算学生。

行动是思想的母亲。

发明千千万，起点是一问；人力胜天工，只在每事问。

我们切不可崇拜祖先，也切不可望子孙崇拜我们。

时间就是速度，时间就是力量。



有几分勤学苦练，天资就能发挥几分。天资的充分发挥和个人的勤学苦
练是成正比例的。

不怀疑不能见真理。

知识的领域是无限的，我们的学习也是无限期的。

古今中外有学问的人，有成就的人，总是十分注意积累的。知识是积累
起来的，经验也是积累起来的。

读书不必求多，而要求精。这是历来读书人的共同经验。

智者谋之本，有智才有谋，所以智比谋重要。

处理重大事情时，亟需准确，务必三思九虑，慎重决断。

知识是实践和思想的成果，经过实践和思考才能有知识。

科学有自己的规律，不能“走捷径”一步登天。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
脚印，养成严谨的科学态度。

锲而不舍，蹊径自辟。独立思考，穷理寻真。

没广博的学识基础，是难以在任何专业里取得重大进展的。不能急功近
利，宜厚积而薄发。

要循序渐进！我走过的道路，就是一条循序渐进的道路。

科学的灵感，决不是坐待可以等来的。

遇见问题就思考的习惯，比什么都重要，愈早养成愈好！

不博不精，不广不深，相反而实相成。

学习必须踏实，不能踏空一步。

思而深则能创，创造出出类拔萃的为人类造福的新成果。

会推理的人有可能从“知”到“识”，会发明创造；而不会推理的人只
能在“知”的海洋里沉浮。放松不得，蹉跎不得，立志务宜早，发愤休迟疑。

失败是经常的事，成功是偶然的。



唯有按部就班地前进，唯有步步踏实地钻研，才可化雄心为现实。

要真正打好基础，有两个必经的过程，即“由薄到厚”和“由厚到薄”
的过程。

雄心是要有的，但更重要的是步步可行的计划和专心致志的工作。不要
一开始就抱着“一鸣惊人”的思想。

对一个问题的本质不了解，就是碰上机会也枉然，入宝山而空手回，原
因在此。

与雄心壮志相伴而来的，应是老老实实、循序渐进的学习方法。

天才在于积累，聪明在于勤奋。

我喜欢读书，喜欢认识人，了解人。多读书，多认识人，多了解人会扩
大你的眼界，会使你变得善良些，纯洁些，或者对别人有用些。

对搞科学的人说来，勤奋就是成功之母。

我知道任何改革的成功，都需要不少的牺牲作代价。善于发现你的长处，
善于利用你的长处，如此即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求知识就象爬楼梯，想一下爬四、五级，一步登天，会摔下来。

博闻强记，多思多问，取法乎上，持之以恒。

学术上的许多突破和创见，无不是从大胆的怀疑或设想开始的。

不教一日闲过。

博采众家之长，择优为我所用。

前人的经验和独立思考的成果，应当是后人所借以进行独立思考的资
本，而不是窒息独立思考的偶像。

人的实践，没有止境，因而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也没有止境。

做学问的功夫是细嚼慢咽的功夫。好比吃饭一样，要嚼得烂，才好消化，
才会对人体有益。

路是从没有路的地方走出来的，只有善于披荆斩棘、历尽艰苦的人，才
能走到幸福的天堂。



人各有所长，有所短，能忠于其事，忠于自己，才会有真正的成就。

任何人走路，都必须在前人已获得的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只有十足
的呆人，才会一切从头做起。

一个人应当知道的太多，能够知道的可太少了，不拼命总不成。

干工作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

有心人总善于从日常事物中，得出不平凡的道理来。

学习任何学问，都必须广泛涉猎，在广泛的基础上求高。

学识，离开一定的广度，也就影响它所能达到的深度。

蠢人往往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认真治学的学者，他们的学习，决不会是偏于一端的。

遇事先要沉着，能沉着才能确实去观察，观察确实才能有正确的判断，
判断正确才能有坚决的决心。

唯一正确的学习方法是理论与实际联系的方法。

我们研究学问，应当备两个镜子：一个是显微镜，一个是望远镜。

读书必须读透，浮皮潦草是不行的，要好读书而“求甚解”。

模仿是低级阶段的活动，创造才是高级阶段的产物。

攀上万仞奇峰的健儿，最先造就他的是第一个扶他学步的人；浩洁荡荡
一泻千里的长江巨流，最初养育她的是深山源头的涓涓流水。一本智慧的书
陪伴你一生，只要你不背弃它，它永不背弃你。

求专最重要的是要能“有恒”。

非博不能专，专的要求，又促使他非博不可。

浮面的懂，懂了一件，就只懂这一件；彻底懂，懂了一件可以懂十件。

如果你处在顺境中，要警惕别高兴得忘乎所以，因为顺境常常是两个逆
境之间的联接点。

天才是用劳动换来的。



学问家的成功，从没有侥幸的事；而鲁迅先生的成功，便是他刻苦努力
的结果。

思想总是伟大变革的前导。

缺乏创造精神与创造成果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

我以为，应该提倡有意识地扬长避短，并以此来选择自学目标。

古今中外，第一流的哲学社会科学名家都几乎无一不是知识极为广博，
能多方面著书立说的。

勤读方能博涉，博涉方能使知识源源输入，方能逐渐走向专精。

学习上切忌好高鹜远，急于求成。学得不扎实，你想来得快些，结果反
倒慢了。

倘若一开始学习就猛冲，只求速成，临了非但一无结果，还造成不踏实
的坏风气。

用专心一志的功夫做去，不要见异思迁，不要有始无终；不做则已，既
做必求有成效；这是学习最经济的方法。

不专心致志的人是很少有成就的。

窄化专业易于突破；窄化专业不等于窄化视野。

抓紧时机就是胜利！

有些机会可容我们改造自己的命运，但若失之交臂，则永远不能追回。

板凳要做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

做事情，一定主观和客观相符合才能有所成功。

平平稳稳干不成大事。

一个懂得处世之道的所谓有修养的人，也无非是一个懂得和谈得来的人
多谈，和谈不来的人保持一个和平淡远的距离的人；他不为对方对自己不友
好而不高兴，也不能勉强自己去迎合别人。

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不完全是以他在生活中所得到的地位为标准的，
而是由他在努力通往成功的路上越过的障碍多少作为尺度的。



衡量一个人的成功，与其说是他一生中臻至的地位，不如说是他在迈向
成功时所克服的困难。

人生成功的秘诀，在于机会来时有准备。

如果你希望成功，当以恒心为良友，以经验为参谋，以当心为兄弟，以
希望为哨兵。

我从不容许自己在任何情况下气馁⋯⋯。要成就任何有价值的事情的三
大要素是：第一，勤奋工作；第二，坚定不移；第三，知识。

我始终不愿抛弃我的奋斗生活，我极端重视由奋斗得来的经验，尤其是
战胜困难后所得的愉快；一个人要先经过困难，然后踏进顺境，才觉得受用、
舒适。

炫耀广博见识或渊博学问的人，是既没有见识也没有学问的人。

一个初学绘画的人所能得到的最有效的鼓励，莫过于警觉不懈的眼光注
意着自己所取得的进步。

想出新办法的人在他的办法没有成功以前，人家说他是异想天开。

勤勉，不浪费时间，每时每刻做些有用的事，戒掉一切不必要的行动。

人类假如不能利用机会，机会就会随着时光的波浪流向茫茫的大海里
去，而变成不会孵化的蛋了。

坚忍是成功的一大因素。只要在门上敲得够久、够大声，终必会把人唤
醒的。

客观而严格地审视自己，真正找出自己的特长与优势，这是成才者的重
要基础。

要敢于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要求老师给你证明。

最重要的是要会提出问题。思想贫困，缺乏想象力，就做不了第一流的
工作。

任何事都不要人云亦云，不要赶时髦。

聪明人制造的机会比他找到的多。

青年人长于创造而短于思考，长于猛干而短于讨论，长于革新而短于持



重。

知识就是力量。

争取时间等于节约时间。

善于在做一件事的开端识别时机，这是一种极难得的智慧。

如果一个人从肯定开始，必从疑问告终；如果他准备从疑问着手，则会
以肯定结果。

幸运的时机好比市场上的交易，只要你稍有迟疑，它就将掉价了。

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
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辩。总之，知识能塑造人的性格。

实验是科学的皇后。

过于求速是作事上最大的危险之一。

善于识别与把握时机是极为重要的。在一切大事业上，人在开始做事前
要象千眼神那样察视时机，而在进行时要象千手神那样抓住时机。

行动要看时机，就像开船要趁涨潮。

本来无望的事，大胆尝试，往往能成功。

对任何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都要一步一步地进行顽强的思考和深思。

凡是我思考过的阅读到的一切，都同我已经看到的或者有可能看到的事
物有直接的关系。

完成工作的方法是爱惜每一分钟。

我有一点发明本领和合理见解，这就是推理能力。

天才就是长期劳动的结果。

如果我比笛卡尔看得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们肩上的缘故。

在研究工作中养成良好的观察分析习惯比拥有大量学术知识，更为重
要。

推理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与其说是开拓知识的新疆界，不如说是发展



开拓者发现的成果。

在无需细读的时候，学会略读的技巧是很有帮助的。

虽然我们无法有意制造这种捉摸不定的机遇，但我们可以对之加以警
觉，作好准备，一旦机遇出现，就认出它，从中得益。

最好是把老年人的生活经验和青年人的毅力结合起来。

行动是通往知识的唯一道路。

世界上的人老爱抱怨自己境遇不好。我不信什么境遇不境遇。世界上有
成就的人都是能放开眼光找他们所需要的境遇的人，要是找不着，就自己创
造。

前进，需要时不妨狂驰，过得去时不妨缓步，总之要前进！越过一切障
碍前进，在比赛获胜！

世界上的事物没有绝对成功，只有不断的进步。

伟大工作的完成，不靠气力，而靠坚忍。如有人每天生龙活虎地走上三
小时，七年后，他走过的地方可与地球的圆周相等。

遵循科学的规律，逐渐向未知的领域迈进。

利用良机对庸才来说从来都是一个秘密。而这正是比一般水平高出一等
之人的主要力量所在。

人生的光荣不在永不失败，而在于能屡仆屡起。

在战争中只有一个有利时机，能抓住这个良机，就是天才。

从伟大到可笑，相差只有一步。

评价一个人不应当根据他的才能，而应当根据他怎样善于发挥才能。

青春所以幸福，就因为它有前途。

急躁、草率，是学习的大忌，也是研究工作中应尽力避免的。

一个有学问的人并非在所有事情上都有学问。

我们把别人的学问和见解保存下来，便算完事了吗？我们必须把它们变
为自己的。渊博而深厚的知识，使你视野开阔，头脑灵活。



浪费时间是一大罪过。

凡是那些需要当机立断，果敢执行的计划，我们对于自身的过分顾虑，
几乎是成功的惟一阻碍。

青年是掌握智慧的时期，老年是运用智慧的时期。

应当深化而不是扩大自己的才智，就像取火镜的焦点一样，要把全部的
光和热都聚焦于一点上。

才气就是长期的坚持不懈。

发表自己的不正确的意见——要比叙述别人的一个真理更有意义：在第
一种情况下，你才是一个人；而第二种情况下，你不过是只鹦鹉！

如果有人错过机会，多半不是机会没有到来，而是因为等待机会者没有
看见机会到来，而且机会过来时，没有一伸手就抓住它。

生命很快就过去了，一个时机从不会出现两次。必须当机立断，不然就
永远别要。

你失掉的东西越多，你就越富有：因为心灵创造你所缺少的东西。

字典里最重要的三个词，就是意志、工作、等待。我要在这三块基础上
建立我成功的金字塔。

在现实的领域，机遇只偏爱那种有准备的头脑。

只有天才才会象蛇一样自我更新。

弱者坐待良机，强者制造良机。

机遇只垂青那些懂得怎样追求她的人。

创造者居高临下，驾驭一切；模仿者就近观察，事事循规蹈矩，前者按
照他本性的法律创造，后者遵循他流派的规则行事。

良好的方法能使我们更好地发挥运用天赋的才能，而拙劣的方法则可能
阻挡才能的发挥。

要达到预期目的，求实精神比丰富知识更需要。

要学会游泳，必须下水。



要成就一件大事业，必须从小事做起。

贻误时机或张惶失措，就等于丧失一切。

你怕狼，就别到树林里去！

没有不可认识的东西，我们只能说还有尚未被认识的东西。

人的知识愈广，人的本身愈臻完善。

一个人知道的越多，他就越有力量。

读书，这个我们习以为常的平凡过程，实际上是人的心灵和上下古今一
切民族的伟大智慧相结合的过程。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如果人仅仅是动物，而不是奇迹的创造者，那么他也就不可能是自己内
心深处和谐的创造者。

青年的特点总是怀抱着各种理想和幻想。这并不是什么毛病，而是一种
宝贵品质。

只有毅力才会使我们成功，⋯⋯而毅力的来源又在于毫不动摇、坚决采
取为达到成功所需要的手段。

正确的道路是这样，吸取你前辈所做的一切，然后再往前走。

不要把学问看作是用来装饰的王冠，也不要把学问看作是用来挤奶的奶
牛。

科学决不能不劳而获，除了汗流满面以外，没有其它获得的方法。

一个好学生能够发现自己老师的错误，但是恭恭敬敬的保持沉默，因为
正是这些错误对他有所裨益，使他走上大道。

没有一种不幸可与失掉时间相比。

有了好的方法，天资不高的人也能做出许多成绩。缺乏好的方法，天才
也会事倍功半，劳而无获。

要循序渐进，循序渐进，再循序渐进。



一切学科你都要知道一些，但是有些学科你要知道其中的一切。

在创作家的事业中，每一步都要深思而后行，而不是盲目地瞎撞。

不会做小事的人，也做不出大事来。

要想获得一种见解，首先就需要劳动，自己的劳动，自己的首创精神，
自己的实践。

每个人天生就是创造者，每个人在自己那一行，各尽其力，各尽其能，
都应当进行创作，把自己最美好的东西留给后人。

虚伪不可能创造任何东西，因为虚伪本身什么也不是。

书籍不仅是人们交往的工具，不仅是信息的传播者，而最主要的——是
侗察周围现实生活的工具，是自然界中有理智的一分子——人的自我见解。

几乎在每一个人的命运中，书上的语言都起过无可比拟的作用，谁要是
没有被一本好书俘虏过，那将是最大的遗憾。

所有的天才人物都是真理的创造者、斗士、传播者和殉难者。

任何人的成熟，都是从戳破童稚的梦幻开始的。

人的价值蕴藏在人的才能之中。

一切事物的开头总是困难这句话，在任何一种科学上都是适用的。

一个实际行动胜过一打纲领。

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最后的胜利依然是确定无疑的，但是迂回曲折的道路，暂时的和局部的
误入迷途（虽然这也是难免的），将会比以前多得多了。而我们一定要克服
这些障碍，否则，要我们活着干什么呢？

才能不是天生的，可以任其自便的，而是要钻研艺术，请教良师，才会
成才。

大胆的见解就好比下棋时移动一个棋子：它可能被吃掉，但它却是胜局
的起点。

感观并不欺骗人，欺骗人的是判断力。



只有具备真才实学，既了解自己的力量又善于适当而谨慎地使用自己力
量的人，才能在世俗事物中获得成功。

人不光是靠他生来就拥有的一切，而是靠他从学习中所得到的一切来造
就自己。

真正的学者知道怎样从已知引出未知，并且逐步接近于大师。

我们的忠言是：每个人都应该坚持走他为自己开辟的道路，不被权威所
吓倒，不受行时的观点所牵制，也不被时局所迷惑。

光有知识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应用知识；光有意志是不够的，我们还
必须见诸行动。

一个人怎样才能认识自己呢？绝不是通过思考，而是通过实践。尽力去
履行你的职责，那你就会知道你的价值。

学习知识，要善于思考、思考、再思考，我就是靠这个学习方法成为科
学家的。

成功的公式是：w＝X＋Y＋Z，即成功=刻苦努力+正确方法+不说废话。

最值得珍惜的莫过于每一天的价值。

没有侥幸这一回事，似乎最偶然的意外都是事有必至的。

我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能，不过喜欢寻根刨底地追究问题罢了。

在天才和勤奋之间，我毫不迟疑地选择勤奋，她几乎是世界上一切成就
的催产婆。

一个志在有大成就的人，他必须如歌德所说，知道限制自己，反之，那
些什么事都想做的人，其实什么事都做不成，而终归于失败。

方法本身就是对象的内在原则和灵魂。

不要完全相信你们的教科书！⋯⋯这些书是从旧的教科书里抄来的，旧
的教科书又是从老的教科书抄来的，老的教科书又从更老的教科书抄来的。
人说这是传统。传统可是另外一回事。

善于从大师们和先哲们的思想中汲取养分的人，是聪明有为的学生。

才智作为一种可能性，只有通过知识和学问，才能付诸实现；这就是说，
人的理性有能力做到一切事情，但若没有勤奋不懈的实践，就一事无成。这



种知识或者实践是心灵的完美，这种完美绝非天生固有。

你不应成为第二个莫扎特，你应该成为一个贝多芬！重复是学习的母亲。

平庸的人关心怎样耗费时间，有才能的人竭力利用时间。

一天到晚沉浸于书中的人，他的精神弹力便要消失殆尽了，这就和长时
期被重物所压的弹簧一般，它的弹力必定会消失的⋯⋯大概说来，一般博闻
多识的人，大半都无较佳的才慧。

学问无须太多，还是以少而精做为大发明、大发现的种子为好。

“慎谋”，是充足的参谋作业，“能断”是领导者果毅的决心。

青年时种下什么，老年时就收获什么。

人之可贵在于跌倒一次就能有所领悟、而不在莫名其妙地跌跌起起。

人世间的失败，大都是由于努力不够或者计划不善，两者必居其一。

最有希望的成功者，并不是才干出众的人，而是那些最善于利用每一个
时机去发掘开拓的人。

犯错误总是难以避免的，但要人家原谅自己的错误可不容易。

尊重人不应该胜于尊重真理。

语言是行动的影子。

除非你亲自尝试一下，否则，你永远不知道你能够做甚么。

我从多话的人学到了静默，从偏狭的人学到了宽容，从残忍的人学到了
仁爱，但奇怪的是我对于这些老师并不感激。没有行动的言论是渺小的和空
洞的言论。

一切都靠一张嘴来做而丝毫不实干的人，是虚伪和假仁假义的。

胆大心细——这两者是一切危险但又是伟大的事业所不可或缺的伴侣。

一千个假设抵不上一个事实。

人的观念跟着时间在改变，把它创造起来的人，一定会创造出跟现在的
神性事物完全不同的新的神性事物来。



无论你腹中有多少知识，假如不用便是一无所知。

有总是从无开始；是靠两只手和一个聪明的脑袋变出来的。

最简单的音调，需要最艰苦的练习。

心灵中的黑暗必须用知识来驱除。

谨慎的行动要比合理的言论更重要。

细心的谋划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是多余的。

一步也不要后退！不是胜利就是死亡！

最聪明的人是最不愿浪费时间的人。

高贵的出生是一种凑巧的事情，并不是一种德行！白手成家才算是真本
领！

成功只有一种——按自己的意思过一生。

通往成功的路，即：把你失败的次数增加一倍。

机会似乎是很诱人的，事实上有很多遥不可及和美好的事物都是骗人的
幌子。最好的机会，就在你的身旁。

机会不仅成全小偷，而且也会成全伟大的人。

许多人对待机会一如孩童在海滨那样；他们让小手握满了沙子，然后让
沙粒落下，一粒接一粒，直至全部落光。

成功是绝妙的颜料，它使一切丑恶得到掩盖。

我一生中所有的成功，都归功于总是提早十五分。

信心是成功的第一秘诀。

只有具备真才实学，既了解自己的力量又善于适当而谨慎地使用自己力
量的人，才能在世俗事物中获得成功。

我敬佩那清晰地了解自己愿望的人，这世界大部分的灾祸是由于人们不
够了解他们自己的目标，他们要建一座高塔，但却只做一间陋室所需的奠基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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