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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我要做总统

奥巴马１９６１年８月４日出生在美国夏威夷檀香山。父亲是一名来自
肯尼亚的留学生，母亲是堪萨斯州一名白人女子，两人就读夏威夷大学
期间相识，相互爱慕走到了一起。由于父亲还要在哈佛大学继续读书，
奥巴马从小由母亲抚养，因而对母亲的感情很深，也很崇拜母亲。在奥
巴马两岁多的时候，其父母因感情破裂而离婚，母亲邓纳姆随后嫁给了
印尼人苏托洛。

１９６７年，只有６岁的奥巴马随着母亲搬到雅加达，在当地一所天主
教学校读书，之后就读于国立蒙腾第一小学 （Ｍｅｎｔｅｎｇ０１）。

８岁的奥巴马上３年级时，老师布置了一篇作文——— 《我的梦想》。
同学们的梦想五花八门：有的想当将军；有的想当作家；有的想当

警察；还有的想当飞行员……
老师在作文课上一一评价了同学们的作文，并特别展示了奥巴马的

作文。
奥巴马写道：“……我的偶像是我妈妈。我和妈妈住在学校附近，我

每天步行上学。有一天，我要做总统。我想游遍印度尼西亚的每一个地
方……”

同学们一听都哈哈大笑起来。当然，同学们的笑声各有各的意思：
有的是嘲笑，认为奥巴马是一个黑人，怎么可能当总统？有的认为奥巴
马异想天开，很搞笑；还有的认为奥巴马成为一名医生或工程师是可能
的，但他想成为总统，那简直是白日做梦。

小学时的奥巴马确实是一个很平常的人，没有与众不同的地方。他
最喜欢画卡通画而且画得很好，尤其是他画的卡通英雄人物很棒。这应
该是奥巴马在小学时的突出表现吧。

话说起来很容易，可是怎样实现当总统的梦想呢？



２　　　　

对此，小奥巴马一无所知。他还不知道，选择了梦想意味着什么。
因此很快由随便想想变成了根本不想。中学时代，奥巴马抽烟、酗酒、
吸大麻，一直混到高中。多亏他那个伟大的母亲邓纳姆及时将他唤醒：
“没有实际行动，梦想就是空想。”于是他转变了，把梦想挂在天上、把
目标写在地上，并开始以一个个切实的目标为跳板，一步步实现梦想。
上大学期间，他拼命学习，过着苦行僧一样的生活；毕业时，他终于得
到了 “刻苦求学优等生”的评语。１９８３年大学毕业后，他第一个目标就
是做出色的社区组织者。实现这个目标后，他再跳向下一个目标：伊利
诺伊州参议员。接着，他继续追逐新的梦想。

北京时间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５日１２点过后，美国媒体公布了投票站的最
新调查情况，民主党候选人巴拉克·奥巴马的选举人票数为２９７票，已
经当选美国总统。黑人成为美国总统，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那个当年作文里写着要当总统的黑人孩子梦想成真，奥巴马成了美
国历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

人人都有理想，尤其是儿童的梦想更是绚丽多彩。
梦想是生命的光芒。有人曾这样告诉我们：世上无难事，只要有梦

想。有了梦想，被父亲遗弃的黑人孩子奥巴马可以成为美国总统；有了
梦想，跑龙套的小角色，可以成为喜剧天王周星驰；有了梦想，唱东北
二人传不起眼角色的赵本山，可以成为喜剧明星。所以我们应当坚信：
“有梦想谁都会了不起。”

拥有梦想只是起点，追逐梦想、实现梦想才是最终目的。梦想不是
口头上的承诺，心中要抱有目标，自己应该始终朝着这一目标前进。克
服困难，敢于失败，不气馁，不骄傲，贵在坚持，这是实现人生梦想的
基石。

照亮目标的，当然是梦想；实现目标的，一定是努力，而且是不一
般的努力，是疯狂的努力。

有人认为，实现梦想也有一个公式：成功＝伟大的梦想＋切实的目
标＋疯狂的努力。

由此可见，有了梦想，疯狂的努力是非常必要的。否则只能是空
想，终将一事无成。

小朋友的梦想很多：有的想当科学家，有的想当工程师，有的想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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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唱家，有的想当舞蹈家。当然，理想因人而异。不同的社会氛围、不
同的环境熏陶、不同的家庭教育会促使人们产生不同的理想，有的想当
一个好的理发师，有的想当一个好的运动员，有的想当一个好木匠，有
的想当一个好园丁，等等。

“童话大王”郑渊洁在小学三年级时，语文老师布置写一篇 《我长
大干什么》的作文。大家的想法各不相同：“我长大要当科学家”、“我长
大要当工程师”或 “我长大要当解放军战士”等等，唯独郑渊洁写了
“我长大要当一个掏粪工”。因为当时社会上宣传全国著名劳动模范、掏
粪工人时传祥的事迹，这件事对郑渊洁的影响很大，郑渊洁也想通过当
一个掏粪工来当劳动模范。因作文写得好，受到语文教师的表扬，作文
刊发在校刊上，并免费发给他一本校刊。在校刊上发表文章很受同学们
的羡慕，从此，郑渊洁改变了对自己的评价，认为自己写作文是最棒
的。后来，郑渊洁通过刻苦的努力，最终成为深受小朋友喜欢的 “童话
大王”。

这也可以说，理想也是会改变的，会受环境、社会、家长以及教师
的影响等等。

理想虽然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有一点是应该肯定的，即不管梦想如
何改变，实现梦想的途径始终是：抱定目标，不断努力。

只追前一名

一个女孩名叫朱成，小的时候由于身体纤弱，每次体育课跑步都落
在最后，这让好胜心极强的她感到非常沮丧，甚至害怕上体育课。这
时，女孩的妈妈成佩华安慰她说： “没关系的，你年龄最小，可以跑在
最后，不过孩子你记住，下一次你的目标就是：只追前一名。”

小朱成点了点头，记住了妈妈的话。再跑步时，她就奋力追赶她前
面的同学。结果从倒数第一名，到倒数第二、倒数第三、倒数第四……
一个学期还没结束，她的跑步成绩已 “跑到”中游水平，而且她也慢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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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喜欢上了体育课。
后来，小朱成的妈妈把 “只追前一名”的理念引申到她的学习中。

妈妈告诉她：“如果每次考试都超过一个同学的话，那你就非常了不起
啦！”就这样，朱成的妈妈始终以 “只追前一名”的理念引导教育孩子，
朱成２００１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同年４月被哈佛大学教育学院以全额奖
学金录取，成为当年哈佛教育学院录取的唯一一位中国应届本科毕业
生。２００２年６月，朱成获得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同年９月被哈佛大学文
理学院聘为全职教师；２００３年９月，攻读博士学位；２００６年４月，她
当选为有１１个研究生院、１．３万名研究生的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学生会总
会主席。这是哈佛３７０年历史上第一位中国籍学生出任该职位，引起了
巨大轰动。

没有目标便失去了方向，没有期望便失去了动力。但是，目标太
高，好高骛远，便高不可攀：期望太大，不着边际，便望而生畏。这
样，最后的结果不是力不从心便是半途而废。“只追前一名”明确而又可
行的目标，真实而又适度的期望，让孩子看得见、摸得着，引领孩子脚
踏实地、胸有成竹地朝前走。

分时限、分阶段去实现人生的抱负，让孩子放下包袱、轻装上阵，集中
精力做好今天，做好当前，继而稳扎稳打，满怀信心走向明天、走向未来。

“只追前一名”，是人生的一种跨越，不仅需要智慧也需要胆识。

人生是由目标组成的，目标是行动的方向，也是发奋努力不断前进
的动力。目标可大可小，小目标可以成就大未来。“只追前一名”的理
念，不像其他的大道理空泛而又难懂，相反，它难度不大，简单可行，
很容易激起孩子的自信心和追赶的动力。

只追前一名，这个目标虽小却实实在在，孩子们很容易找准行动的
方向，并认真扎实地为之努力。孩子在一次次小成功的尝试中，得到了
人们的认可和赏识，就会逐步树立信心，就会逐步走向新的成功。

少年朋友都想进步，大家的上进心都很强，这是好事，家长和老师
都应该支持，但是，起初要求进步的幅度不要很大。我们应该根据自己
的能力，从小做起，“只追前一名”。意思是说，只追自己前面的那一名，
这并不很难，稍加努力就会成功。这也启示我们，只要我们能够进步，
哪怕是一点点的进步，都是收获。追上前一名不是终止，我们会面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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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一名，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再接再厉，一步一个脚印，为自己取得更
大的进步奠定基础。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而梦想也是由一
个个 “只追前一名”的目标组成的。

在 “只追前一名”的同学面前，我们还要注意，给予对方的是鼓
励，而不是讽刺打击。一句话可以毁掉一个人的信心，甚至毁灭他对生
存的希望；一句话也可以鼓励一个人从失落中走出来，让人从新的角度
认识自己，从此改变他的人生。所以在任何时候，我们不要吝啬说一句
鼓励的话，给一个信任的眼神，做一件力所能及的小事。一个人的力量
也许是很有限的，但可以激发另一个人的无穷潜能。

不同的人生阶段，应该说有不同的追求目标。有时候在短时间内，
我们不需要太大的目标，要以只要我们去努力就可以实现的小目标来激
励自己。这样，在个人成长的历程中就可以不断地积累人生的财富。

“只追前一名”目标明确，在不断追求的积累中，会逐步实现人生
的最大超越，走向更加灿烂的明天。

人生有了目标，就有了动力，不论遇到什么坎坷，遇到什么失败，
只要有坚定的信念，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人生就没有不可能。

专心干自己想干的事

约翰·格登少年时对虫子很感兴趣，很想成为研究虫子的科学家，
可是他实在太 “笨”了。

那天，从伊顿公学加德姆老师手中，格登接过自己的成绩单，看了
看，顿时满脸通红、羞愧不已。是的，这的确是一份令人尴尬的成绩
单，分数惨不忍睹，各科成绩的总和不及别的同学一科，尤其是理科，
门门功课倒数，而生物学在全年级排名倒数第一。加德姆老师给的评语
更加令他难堪：“我相信你想成为科学家，但以你目前的学业表现，这个
想法非常荒谬。你连简单的生物知识都学不会，根本不可能成为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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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你个人以及想教导你的人来说，这根本就是浪费时间。”———这等
于是宣判：格登在理科方面根本没有任何希望，更谈不上会有什么
建树。

拿着成绩单，格登郁闷极了，含着眼泪跑到了自己的 “实验
室”———那是学校一间闲置的小仓库，他课余时在那里饲养了很多毛毛
虫。他再次摊开成绩单，恨不得将它揉皱、撕碎。他一直有个梦想，将
来做一名生物学家，然而，现在老师给出了这样完全否定的评语，实在
令人沮丧。对他来说，这一打击确实太大了。

忽然，一只蝴蝶在他眼前飞舞了几圈，落在成绩单上。格登不禁眼
前一亮，这才注意到，原来他所饲养的毛毛虫好多已经化成蝴蝶，在库
房里蹁跹起舞。他甚至注意到，一只蝴蝶正在从蛹壳中挣脱出来，那柔
软皱缩的翅片，在空中尽力地伸展着，虽然艰难，却很执着。格登深受
感染，满心的郁闷随之烟消云散。他想，我这只笨笨的毛毛虫，难道真
如加德姆所说，不能羽化成蝶吗？再说，加德姆又不是上帝，他怎么可
能确定我的未来呢？

这样一想，他那种想把成绩单揉皱、撕碎的冲动完全没有了，他觉
得如果那样做，只是宣泄一下而已，并不能从根本上推翻老师的评定。
而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保留它，时常与它对话，告诉它：“你所说的不是事
实！”就这样，心情敞亮很多的格登回到家中，把差评成绩单放在自己
房间的书桌上，用玻璃板压着。此后，每隔一段时间，他都会盯着它看
上一会儿，明显是在与之较劲。

这样的举动，不止一两次，而是无数次；坚持了不止一两年，而是

６４年……在岁月的流逝中，凭着一股倔强劲儿，格登笨鸟先飞，发奋学
习，刻苦钻研，一次又一次用实际成就向那份差评成绩单宣告：“你所说
的不是事实！”高中毕业后，他考入牛津大学，攻读动物学；２５岁那年，
他成功克隆出一只青蛙，一举成名，被称为 “克隆之父”；２９岁那年，
他提出细胞的特化机能可以逆转理论，这项理论震惊生物界，因为此前
的理论认为特化细胞发育过程不可逆；３８岁时，他开始在剑桥大学任
职，先后担任多个生物学、遗传学研究机构的负责人；７９岁时，因为巨
大的专业成就，他荣获２０１２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一条曾经笨笨
的 “毛毛虫”，最终化蛹成美丽的 “蝴蝶”。

他就是约翰·格登，一个与差评成绩单较劲６４年的 “笨”小孩。
至今，在剑桥大学格登研究所中，当年那张成绩单仍然摆在格登的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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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上。当人们问格登为何对一份令人难堪的成绩单情有独钟时，他这样
说：“每当遇到什么麻烦，比如实验无法进行下去等情况时，我都会看看
这份评价，来提醒自己要努力坚持，不然真的就被以前的老师说中了。”
是的，能够把骂声听成鼓声，把拍砖视为垫砖，把对手看作推手，这也
许不算人生大智慧，然而，却是羽化成蝶、成就未来的真功夫。

诺贝尔奖是世界上最崇高的荣誉。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一度被老
师认定为差生。当时的格登在别人的眼里，是低能者，事业上是不可能
取得成功的，更不可能成为领军人物。然而，格登凭着强大的自信与刻
苦钻研的精神，通过６４年的努力，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６４年，不
忌流言蜚语，不忌世事艰难，格登坚定不移地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学习、
去工作、去拼搏，活出了自己的精彩。

不要在意别人说什么，只要自己认为是对的，那就执着地做下去。
其实，每个人都是生活的主角，都有施展才华的机会，不要因为别人的
一句话就改变人生的态度。反过来想一想，任何事情都是靠自己去做
的，别人又不能代替自己，干吗听人家的只言半语而影响自己的前程及
理想呢？只要自己爱好，就要坚定不移地坚持下去，不要被他人所左
右。我们应该相信一点：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不少少年儿童朋友面对教师负面的评语，心灰意冷，丧失信心，失
去进取的勇气，而格登就是大家学习的榜样。可以把差评放到显眼的地
方，有时间就瞧上一眼，知耻而后勇，作为自己前进的动力。我们要知
道别人的评价不一定是正确的、全面的。

再说，即便人家的评价是正确的，也只是暂时的。人的思想、学
习、活动、行为都处在变化之中，只要自己努力，一切都是会改变的，
任何事情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我们不要管别人的评价，埋头干自
己喜欢的事情就可以了。

有这样一个例子，一个从小练习芭蕾舞的女孩决定报考正规院校，
并将跳舞发展为职业，但她很想搞清楚自己是否有这个天分。带着这个
问题，她去请教芭蕾舞团的团长。

“你跳一段舞给我看看。”团长说。５分钟后，团长打断了跳舞的女
孩并摇了摇头说：“不，你没这个条件。”

女孩伤心地把舞鞋扔到箱底，再也没有穿上。后来，她结婚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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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了超市的服务员。多年后，她在一次观看芭蕾舞演出时又遇到了当年
她咨询的那个团长，她问团长当初为什么那么快就知道自己没有当舞蹈
家的天分。团长告诉她，当年她跳舞时自己几乎没怎么看，就说了对其
他所有人都会说的话。

“这真是不可饶恕！”她叫道，“您的这句话毁掉了我的生活，我原本
可能成为最出色的芭蕾舞演员的！”

“我不这么认为。”老团长反驳说，“如果你真的渴望成为一名舞蹈
家，你是不会在意我对你说了些什么的。”

一个人成功与否，取决于自己，取决于对事业的热爱程度，而不是
别人的一言半语。只要自己认为是对的，又不影响他人，那就只管做，
坚持到底，勇敢地实现自己的理想。你要相信：只有坚持才能成功。

只要活出自信，活出自己的风格，就让别人去说好了。正像但丁说
的那样：“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从打杂开始

能不能吃苦、经不经得起折磨，是衡量一个人能否真正成才所必需
的条件。福耀公司现在的副总裁陈居里，１９９０年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信息管理专业，当时收到国内外许多顶尖公司的邀约，但是他想回福
建工作。一天，他途经福耀时，看到写在人行天桥上的标语——— “我们
要成为汽车玻璃供应商的典范”，临时决定下车，走进了这家工厂。

他到了公司人事部门，自我介绍后，人事经理带他来见我———曹德
旺。那时，只要是大学生，我都想要。在见到陈居里并大致了解了他的
学校、专业、家庭情况后，我说：“留下来干吧。”他同意了。我们的交
谈，前后不到５分钟。

开始他被安排到垂直炉上三班倒的班，每天得用一辆平板车把废弃
玻璃从车间拉到外面的玻璃堆去倒掉。一车玻璃有一两吨重，最多也就
安排两个人去拉。陈居里长得文文弱弱的，但是他顺利度过了工厂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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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磨炼期。
因为文弱，又不太爱说话，陈居里经常替人家背黑锅。别人做错的

事，都往他身上推，他从不辩解，默默地承担下来。有好几次，我有些
生气，调换他的工作岗位，贬他到车间上班，每一次他都坚强地挺了
过来。

有一次，我问他受了那么多的气，为什么没有选择离开，他回答
说：“只要福耀还有一张我的办公桌，我就不会离开。”

“为什么？”我再问。
“因为您。”陈居里的回答很干脆，“您是一个正直的人。有几个公司

能像我们公司这样，公司的利益和老板的利益完全一致？这么好的公
司，并不容易碰到，我有幸进来，怎么会轻易地离开？”

“你为什么不申辩呢？”我问。
他淡淡地说：“申辩会让您觉得我在推卸责任，很难细究，我就索性

不申辩了。”
他告诉我，他看过一本关于成功人士的书——— 《艾科卡自传》，艾

科卡说：“我用２５年时间为福特工作，就是为了最后５年大干一番。”
他认为，每个人的一生可能多半时间都在打杂，有了机会，你才能

做一些重要的事情。前面十几年二十几年的杂事，你是一定要做的。不
打杂，人家怎么了解你呢？他说：“我记得毕业那天，老师说过一句话：
一个人如果现在不打杂，以后终究要打杂；一个人现在打杂，以后终会
不打杂。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 ‘打杂’可以理解为，为学武功而为师
父扫地倒罐子；也可以理解为，初生牛犊为自己的无知付出的代价；也
可以理解为，和企业建立亲和力的一个过程。只有经历这样的 ‘打杂’，
企业才可能最终认可你的才干，愿意给你所期望的待遇。找工作就好比
卖东西，只有先展示性能、展现你的本事，才有可能卖到一个好价钱。
本事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人家怎么知道你有本事？所以你得做。”

他的英文底子比较好，后来就去处理香港进出口业务，一直干到香
港公司的总经理。１９９９年１２月，我任命陈居里为集团副总裁，主管海
外维修市场销售系统工作，一直到现在。

福耀玻璃集团的总裁曹德旺说过：“能不能吃苦、经不经得起折磨，
是衡量一个人能否真正成才所必需的条件。”这句话应该是对陈居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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