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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刚出生时，每个人都拥有一定的天赋秉性，而后天的教育与培

养，决定着我们能否将生来具有的天赋发挥到最大程度，从而取得

成功。鲁迅先生就说过: “即使天才，在生下来的时候的第一声啼

哭，也和平常的儿童一样，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诗。”可见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天赋秉性，只是这天赋能力在后天的诸多因素中有了大小之

分。

那些将天赋发挥到极致的人在我们眼里就成了天才，然而，殊

不知天才的背后是十倍的努力和汗水。高尔基总结得很棒，他说:

“天才就是劳动，人的天赋就像火花，它可以熄灭，也可以燃烧起

来，而逼它燃烧成熊熊大火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劳动，再劳动。”

很多科学家、发明家、艺术家、学者之所以能成功，就在于他们通

过不懈的努力与奋斗将自身的天赋发挥到了极致。伟人们不是生而

知之的，他们的智慧也都是在勤奋的努力学习和工作中锻炼出来的。

因为勤奋，爱因斯坦创立了相对论; 因为勤奋，维纳成为了信息论

的前驱和控制论的奠基人; 因为勤奋，莫扎特创作了许多著名歌剧;

因为勤奋，董仲舒成为了令人景仰的儒学大师; 因为勤奋，爱迪生

有了一千多项伟大发明; 因为勤奋，巴尔扎克写下了不朽巨著 《人

间喜剧》; 更是因为勤奋，达·芬奇留下了让世人惊叹的伟大艺术作

品 《蒙娜丽莎》……伟人们的事迹无一不向我们昭示着一个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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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赋加勤奋才最终成就了天才。

不仅如此，即使那些资历平庸的人，因为刻苦努力和不懈追求

的精神，也最终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少年牛顿并不早慧，相

反特别贪玩，学习成绩也平平，却在后来的勤奋学习中登上了数学

的高峰，发明了二项式定理; 高尔基一生不幸，困境却造就了他创

作的灵感，写下了自传体三部曲 《童年》、《我的大学》、《在人间》;

明末清初文学家叶奕绳小时候生性迟钝，记忆力非常差，发奋苦读

却让他成了一名学识渊博、文采横溢、擅长戏曲的著名文学家; 宋

代著名学者陈正之先天智力发育不良，却博览群书，最终以勤补拙，

成为了学识渊博的大学者……平凡的人也为我们证明着一条真理:

勤能补拙，天才出自勤奋。

天赋只是一个基础，要想建起成功的大厦，必然少不了勤奋的

添砖加瓦。本书收集了许多不平凡的人和平凡的人成功的故事，他

们的事例无一不证明着一点: 无论你智力超常还是资质平平，勤奋

是唯一通往成功的捷径。但愿我们的青少年朋友们能从中受到启发，

从此开启一条通往成功的路。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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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辑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说: “有时
候人们觉得我的成功是因为天赋，
但据我所知，所谓的天赋不过就是
努力工作而已。”

天才的“基因”是什么

天才必然有着与众不同的特殊基因。这个观点，是为世界上绝

大多数专门研究天才的科学家所认可的。美国佛罗里达州州立大学

的心理学教授阿里克森博士却根据某个实验推翻了这一观点。

实验是法国凯恩大学的佐瑞欧·马佐尔博士和其同事共同进行

的，实验对象是一位名叫瑞格·盖姆的数学天才。瑞格·盖姆有着

超常的计算能力，他能够在数秒内计算出一个 10 位数的 5 次根; 在

同样短的时间里，他还能够计算出一个 2 位数的 9 次方; 而在被要

求将一个整数除以另一个整数时，他能毫不迟疑地讲出精确至小数

点后 6 位数的答案。

佐瑞欧·马佐尔博士的实验过程，就是在这位数学天才进行计算表

演时，对他的大脑活动情况进行精密的检测。通过运用正电子放射层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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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照相术，佐瑞欧·马佐尔发现: 与常人相比，瑞格·盖姆在计算表演

时的大脑活动部位多了 5个。由于可以使用这种额外的记忆区，所以他

可以避免发生常人易犯的计算错误。由此看来，所谓天才的“特殊基

因”似乎的确是存在的。但现年26岁的瑞格·盖姆并非生来就具备这种

超强的计算能力。20岁时，他还是一个与常人没什么两样的普通青年。

20岁之后，他接受了一位专家的训练，每天进行 4 个小时的记忆练习。

在短短的6年时间里，原本与常人无异的他便成了人人惊叹的数学天才，

这正是“天才”非“天生”的最好证明。

除了上述实验之外，佐瑞欧·马佐尔博士及同事还对瑞格·盖

姆进行了他所不熟悉领域的技能测试。结果证明，他根本没有任何

不同于常人的表现。

看来，只要经过足够的训练和努力，任何人都可能拥有这种因

为 “长期工作记忆功能”而产生的天才表现。事实是这样吗? 阿里

克森博士通过对只能记住 7 位数字的普通人训练一年，证明了这一

点: 他们都可以记住长达 80 ～ 100 位的数字。

而匈牙利的拉兹罗·波尔加及其夫人，也用试验证实了这一

点———当地的人们普遍认为女子不宜参加激烈的西洋棋比赛，而他

们，却把 3 个经过严格心理训练的女儿培训成了具有世界级水准的

西洋棋大师。

“天才的能力不是天生的，”阿里克森教授总结说， “那种貌似

天才表现的 ‘长期工作记忆’，是能够通过训练刻意培养的。”

名人箴言

天才这个字本来含意极其暧昧，它的定义，决不是所谓

“生而知之，不学而能”的。天地间生而知之的人没有。不学而

能的人也没有。天才多半由于努力养成。天才多半由于细心养

成。 ———郭沫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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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奋学习的牛顿

一谈到近代科学开创者牛顿，人们可能认为他小时候一定是个

“神童”、“天才”，有着非凡的智力。其实不然，牛顿童年时身体瘦

弱，脑袋并不聪明。在家乡读书的时候，很不用功，在班里的学习

成绩属于次等。但他的兴趣却很广泛，游戏的本领也比一般儿童高。

牛顿爱好制作机械模型一类的玩意儿，如风车、水车、日晷等

等。他曾精心制作了一只水钟，计时较准确，得到了人们的赞许。

有时，他玩的方法也很奇特。一天，他做了一盏灯笼挂在风筝尾巴

上。当夜幕降临时，点燃的灯笼借风筝上升的力升入空中。发光的

灯笼在空中飘动，人们大惊，以为是出现了彗星。尽管如此，因为

他学习成绩不好，还是经常受到歧视。

时间对人是一视同仁的，给人以同等的量，但人对时间的利用

不同，而所得的知识也大不一样。

牛顿 16 岁时数学基础还很浅薄，对高深的数学知识还不懂。

“知识在于积累，聪明来自学习”。牛顿下决心靠自己的努力攀上数

学的高峰。在基础差的情况下，牛顿能正确认识自己，知难而进。

他从基础知识、基本公式重新学起，扎扎实实、步步推进。他研究

完了欧几里得几何学后，又研究笛卡儿几何学，对比之下觉得欧几

里得几何学浅显，便悉心钻研笛氏几何学，直到掌握要领、融会贯

通。后来发明了代数二项式定理。对待学习、研究，牛顿总是身体

力行，勤勤恳恳。有一天，天刮着大风暴，风撒野似地呼号着，尘

土飞扬，迷迷漫漫，使人难以睁眼。牛顿认为这是个准确地研究和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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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风力的好机会。于是，便拿着用具，独自在暴风中来回奔走。

他踉踉跄跄、吃力地测量着。几次被沙尘迷了眼睛，几次被风吹走

了算纸，风几次使他不得不暂停工作，但都没有动摇他求知的欲望。

他一遍又一遍地测量，终于求得了正确的数据。他快乐极了，急忙

跑回家去，继续进行研究。

有志者事竟成。经过勤奋学习，牛顿为自己的数学高塔打下了

深厚的基础。不久，牛顿的数学高塔就建成了，22 岁时开创了微分

学，23 岁时又开创了积分学，为人类数学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牛顿还是个十分谦虚的人，从不自高自大。曾经有人问牛顿:

“你获得成功的秘诀是什么?”牛顿回答说: “假如我有一点微小成

就的话，没有其他秘诀，唯有勤奋而已。”

名人箴言

天才不是别的，而是辛劳和勤奋 。 ———比丰

神算少年杨辉

在南宋中宗年间，古城钱塘 ( 今杭州) 有一位少年，聪明好学，

尤其喜爱数学。但由于当时数学书籍很少，这个少年只能零碎地收

集一些民间流传着的算题，并反复研究，从中增长知识。

一天，这个少年无意中听说 100 多里的郊外有位老秀才，不仅

精通算学，而且还珍藏了许多 《九章算术》、《孙子算经》等古代数

学名作，非常高兴，急忙赶去。

老秀才问明来意后，望了望这位少年，不屑地说: “小子不去读

圣贤书，要学什么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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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少年仍苦苦哀求，不肯走。老秀才无奈，于是说: “好吧，听

着! ‘直田积八百六十四步，只云阔不及长十二步，问长阔共几何?’

( 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 长方形面积等于 864 平方步，已知它的宽比

长少 12 步，问长和宽的和是多少步?) 你回去慢慢算吧，什么时候

算出来，什么时候再来。”说完便往椅子上一靠，闭目养起神来，心

里却暗暗发笑: “小子一定犯难了，这道题老朽才刚刚理出点头绪，

即使他懂得算学，一年半载也是算不出来的。”

谁料，正当老秀才闭目思量时，少年说话了: “老先生，学生算

出来了，长阔共 60 步。”“什么?”老秀才一听，惊奇地从椅子上跳

起来，一把夺过少年演算出来的草稿纸瞪大了眼睛看起来: “啊，这

小子是从哪里学来的? 居然用这么简单的方法就算出来了。妙哉!

老朽不如。”老秀才转过脸来，对少年夸奖道: “神算，神算，怠慢

了，请问高姓大名?”“学生杨辉，字谦光。”少年恭敬地回答。

在老秀才的指导下，杨辉通读了许多古典数学文献，数学知识

得到全面、系统地发展。经过不懈的努力，杨辉终于成了我国古代

杰出的数学家，并享有数学 “宋元第三杰”之誉。

名人箴言

天才就是无止境刻苦勤奋的能力。 ———卡莱尔

天才在于积累，聪明在于勤奋

华罗庚一生都在国难中挣扎。他常说他的一生中曾遭遇三大劫

难。首先是在他童年时，家贫，失学，患重病，腿残废。第二次劫

难是抗日战争期间，孤立闭塞，资料图书缺乏。第三次劫难是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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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大革命”，家被查抄，手稿散失，他被禁止去图书馆，他的助手与

学生被分配到外地等。在这等恶劣的环境下，要坚持工作，做出成

就，需付出何等努力，需怎样坚强的毅力是可想而知的。

华罗庚善于用几句形象化的语言将深刻的道理说出来。这些语

言言简意深，富于哲理，令人难忘。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他就提出

“天才在于积累，聪明在于勤奋”，以教育青年一代勤奋学习。华罗

庚虽然聪明过人，却从不提及自己的天分，而把比聪明重要得多的

“勤奋”与 “积累”作为成功的钥匙，反复教育年青人，要他们学

数学做到 “拳不离手，曲不离口”，经常锻炼自己。

华罗庚从不隐讳自己的弱点，只要能求得学问，他宁肯暴露弱

点。在他古稀之年去英国访问时，他把成语 “班门弄斧”改成 “弄

斧必到班门”来鼓励自己。实际上，前一句话是要人隐讳缺点，不

要暴露。每到一个大学，是讲别人专长的东西，从而得到帮助呢，

还是讲别人不专长的，把讲学变成形式主义走过场? 华罗庚选择前

者，也就是 “弄斧必到班门”。在 20 世纪 50 年代，华罗庚在 《数论

导引》的序言里就把研究数学比作下棋，号召大家找高手下，即与

大数学家较量。中国象棋有个规则，就是 “观棋不语真君子，落子

无悔大丈夫”。1981 年，在淮南煤矿的一次演讲中，华罗庚提出:

“观棋不语非君子，互相帮助; 落子有悔大丈夫，改正缺点。”意思

是当你见到别人研究的东西有毛病时，一定要说，另一方面，当你

发现自己研究的东西有毛病时，一定要修正。这才是真正的 “君子”

与 “大丈夫”。针对一些人遇到困难就退缩，缺乏坚持到底的精神，

华罗庚在给金坛中学写的条幅中写道: “人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我说

到了黄河心更坚”。人老了，精力会衰退，这是自然规律。华罗庚深

知年龄是不饶人的。1979 年在英国时，他说出: “村老易空，人老

易松，科学之道，戒之以空，戒之以松，我愿一辈子从实以终。”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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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说是他以最大的决心向自己的衰老作抗衡的 “决心书”，以此

鞭策自己。华罗庚第二次心肌梗塞发病时，在医院中仍坚持工作，

他说: “我的哲学不是生命尽量延长，而是多做工作。”这种顽强的

精神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总之，华罗庚的一切论述都贯穿一个精神，就是不断拼搏，不

断奋进。

名人箴言

天才在于积累，聪明在于勤奋。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辛

苦一分才。 ———华罗庚

天赋 +勤奋 =天才

高斯很早就展现出过人的才华，3 岁时他就能指出父亲账册上

的错误。但是，他父亲是个 “大老粗”，认为只有力气才能挣钱，学

问这种劳什子对穷人是没有用的。所以，高斯一边读书，还得一边

帮父亲干活。

高斯的老师去拜访高斯的父亲，要他让高斯接受更高的教育。

但高斯的父亲很固执，认为儿子应该像他一样，做个泥水匠，而且

他也没有钱让高斯继续读书。最后的结论是———去找有钱有势的人

当高斯的赞助人，尽管他们不知道要上哪里找。经过这次的拜访，

高斯被免去了每天晚上织布的工作，每晚和老师讨论数学。但不久

之后，老师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教高斯了。

1788 年高斯不顾父亲的反对进了高等学校。数学老师看了高斯

的作业后就允许他不必再上数学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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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斯虽然有天赋，但他并没有因此骄傲，反而更加勤奋努力地

工作。他对工作的痴迷，到了一种不可思议的程度。当他的妻子病

危的时候，他还在书房里埋头工作。女仆突然急急忙忙地跑来找他:

“先生，如果您不马上过去，就不能见她最后一面了。”高斯回答说:

“我马上就要结束工作了，叫她等一会，等到我过去。”让人看了既

好笑又心酸。其实，高斯不是不爱妻子，不过他最爱自己的工作，

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人们一直把高斯的成功归功于他的 “天才”，他自己却说: “假

如别人和我一样深刻、持续地思考数学真理，他们会作出同样的发

现。”

名人箴言

形成天才的决定因素应该是勤奋。有几分勤学苦练，天资

就能发挥几分。 ———郭沫若

爱迪生蓄电池

一旦确定了目标，爱迪生便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在

他的头脑里，其他事情，包括衣、食、住、行似乎都淡化了，只清

晰地留下研究工作。

一天，爱迪生在家里吃饭时，举着刀叉的手突然停在空中，面

部表情呆板。他的夫人看惯了他的这种表现，知道他正思考蓄电池

的问题，便关切地问: “蓄电池 ‘短命’的原因在哪里?”

“毛病出在内脏。要治好它的根，看来要给他开个刀，换器官。”

“不是大家都认为，只能用铅和硫酸吗?”夫人脱口而出。她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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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想，对她的丈夫———爱迪生说这种话毫无意义。他不是在许多

“不可能”之中创造了奇迹吗? 于是，夫人连忙纠正道: “世上没有

不可能的事，对吗?”

爱迪生被夫人的这番话逗乐了。“是啊，世界上没有什么不可能

的事，我一定要攻下这个难关。”爱迪生暗暗地下着决心。

经过反反复复的试验、比较、分析，爱迪生确认病根出在硫酸

上。因此治好病根的方案与原来设想的一样: 用一种碱性溶液代替

酸性溶液──硫酸，然后找一种金属代替铅。当然这种金属应该会

与选用的碱性溶液发生化学反应，并能产生电流。

问题看起来很简单，只要选定一种碱性溶液，再找一种合适的

金属就行了。然而，做起来却非常困难。

爱迪生和他的助手们夜以继日地做实验。一个春天过去了，又

一个春天过去了，苦战了 3 年，爱迪生试用了几千种材料，做了 4

万多次的实验，却依然没有什么收获。这时，一些冷言冷语也向他

袭来，可爱迪生并不理会，他对自己的研究充满信心。

有一次，一位不怀好意的记者向他问道:

“请问尊敬的发明家，您花了 3 年时间，做了 4 万多次实验，有

些什么收获?”

爱迪生笑了笑说: “收获嘛，比较大，我们已经知道有好几千种

材料不能用来做蓄电池。”

爱迪生的回答，博得在场的人一片喝彩声。那位记者也被爱迪

生坚韧不拔的精神所感动，红着脸为他鼓掌。

正是凭着这种精神，爱迪生将他的试验继续下去。

1904 年，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爱迪生终于用氢氧化钠 ( 烧

碱) 溶液代替硫酸，用镍、铁代替铅，制成世界上第一块镍铁碱电

池。它的供电时间相当长，在当时可以算是 “老寿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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