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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 奋 好 学 的 故 事
QIN FEN HAO XUE DE GU SHI

1● 造父学御

造父，嬴姓。其祖先伯益为颛顼裔孙，被舜赐姓

嬴，造父为伯益的九世孙。是西周善御者。

造父拜泰豆氏为师，跟随泰豆学习驾车，从一开

始就谨守礼节，十分谦卑，可泰豆三年没传授给他一

点技术。造父毫不气馁，仍然更加恭敬小心地服侍师

傅。泰豆终于过意不去，于是告诉他说：“古诗有言：

‘擅长制造良弓的人，必须先做簸箕；擅长冶炼的人，

必须先做皮革。’三年了，你可以跟我学技术了。先注

意观看我快走的姿势。什么时候姿势像我一样了，就

可以驾驭好有六匹马的马车了。”造父恭敬答应。

泰豆便竖起一根根木桩子，大小仅够脚踩住，按

照脚步的间隔安放在路上，踩在上面行走。一直练到

快步来回跑，也不会失足跌倒。造父只用三天，就全

部掌握了这门技巧。

泰豆惊叹于造父的聪明，感叹说：“你多么机敏

啊！掌握得这样快，驾车这件事，也是这样的。比如

你走路，得之于脚，应之于心，推广到驾车，步法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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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由辔衔约束，速度快慢用嘞口调度，御车的度数，

掌握在心中，控制在手上。内得于心，而外得于马的

脾性，因之能做到进退合乎绳墨，旋转拐弯合乎规

矩，跑到远方而还有余力。真正掌握驾车的技术，应

当是：马嘞控制是顺应着缰绳，缰绳掌握得好，是顺

应手的操纵，手的熟练动作，是服从于心的指挥。那

就可以不用眼看，不用马鞭驱赶；理得心安，体态端

正，缰绳不乱，马蹄跨出去不会有差错；旋转进退，

没有不合乎节度的。这样，车道的大小能容纳车轮就

足够了，道路宽窄能容纳马蹄也就可以了，不会觉得

山谷的危险，原野的平坦，把他们看成一个样。我要

传授给你的，就是这些，你记住它吧！”

造父按照泰豆讲的办法刻苦练习，很快就学会了

驾御技术。

◆这个故事强调了苦练基本功的重要性。要学会

一门高超的技术，就必须掌握过硬的基本功，然后才

能得心应手，运用自如。做任何事情都应当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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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弈秋学弈

弈秋是第一个史上有记载的的围棋专业棋手，也

是史上第一个有记载的从事教育的围棋名人。

在我国很久很久以前的古代，有一种围棋，叫

“弈”。弈的技法照比现在的围棋要简单得多。传说有

个叫弈秋的人，是当时全国的一流棋手，棋艺很高，

因此，有很多人慕名而来，到他门下学弈。

在弈秋的学生中，有这样两个人：一个人在学习

时，专心致志，精力十分集中，把弈秋讲的棋法全部

记下，不懂的地方就及时提出问题，请老师反复讲

解，不厌其详，结果，进步很快，时间不长就精通了

棋艺。而另外一个虽然每天也来听弈秋讲课，可是每

当上课时，心里想的却是天鹅快飞过来了，眼睛还不

时向窗外张望，准备随时拿起弹弓去射它，心思总是

不能完全用在学棋上。虽然两个人一起听弈秋讲课，

智力都不差，但结果大相径庭，后一个人的棋艺远远

不如前一个。

◆学习要专心致志，不可三心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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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纪昌学射

纪昌，古代传说中的善射人物。

纪昌生活在骑马、射箭盛行一时的中国古代。所

谓盛行，就是说，不管是否上前线打仗，所有的男

子，都要学会射箭的本领。

甘蝇是古代一个善于射箭的人，拉开弓，兽就倒

下，鸟就落下，百发百中。他的一个弟子名叫飞卫，

向甘蝇学习射箭，但他射箭的本领却超过了甘蝇。

纪昌是一个做事认真，上进心很强的少年。他一

心想成为一名神箭手。终于有一天，他来到了射箭大

师飞卫的门下，说明了自己的来意和决心。飞卫见他

诚心求教，便收下了他。

纪昌求学心切，没过几天，他就恳求飞卫说：“老

师，您赶快把您拿手的绝招教给我吧！”飞卫说：“你

先学会看东西不眨眼睛，然后我们再谈射箭。”

为了先练好眼力，纪昌回到家里之后，便整天趴

在妻子的织布机旁，专心致志地看着织布的梭子，梭

子一来一往，他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有时看得双眼

流泪，还照样坚持。两年之后，当他注视一物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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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既使有锥子刺到眼眶上，他都不会眨一眨眼了。

就这样苦练了两年，他觉得看物不眨眼的功夫已

经学到手了，于是赶忙去找老师，要求快点教他射箭。

飞卫说：“这还不够啊，还要学会视物才行。要练

到看小物体像看大东西一样清晰，看细微的东西像显

著的物体一样容易，然后再来告诉我。”

纪昌虽然心里有些不耐烦，可是老师的话又不能

不听。于是他抓了一只虱子，又用一根牛尾巴上的毛

把虱子缚住，吊在阳光充足的窗口，自己站得远远的

双眼注视着虱子，练习瞄准。十天之后，看虱子渐渐

大了；三年之后，虱子在他眼里有车轮那么大。转过

头来看其他东西，都像山丘一样大。就这样又练了整

整三年之后，他不仅能分辨出虱子的头、尾，还能看

清其他任何细小的东西。”

纪昌又去见老师，老师叫他用特别的小弓箭去射

那挂着的虱子。

纪昌沉着冷静，张弓搭箭一射，不偏不倚，箭头

直穿虱子正中，而悬虱之绳还没有断。

这时老师笑了：“现在，你的眼力练到家了，你的

功夫也学到了，可以去射箭了。”

从此，纪昌认真学习其他射箭技术，终于成了一

名举世皆知的神射手。

◆做学问，练本领，不能急于求成。在良师的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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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下，自己也要刻苦学习，有恒心，有毅力，最终一

定会实现自己的梦想。

4● 师旷论学

师旷，字子野，春秋晋国杨邑 （今山西洪洞师

村） 人，著名乐师。他生而无目，故自称盲臣、瞑

臣。为晋大夫，博学多才，尤精音乐，善弹琴，辨音

力极强。以“师旷之聪”闻名于后世。

春秋时，晋国有个双目失明的乐师叫师旷，知识很

渊博，尤其在音乐方面造诣很深，在当时很有名气。

有一天，已经七十多岁的晋平公问师旷：“我七十

岁了，很想学习，恐怕已经太晚了吧？”师旷却反问

道：“既然晚了，为什么不点起蜡烛呢？”

晋平公听了师旷的反问，没有弄懂他的用意，认

为他所答非所问，非常气愤，脸一沉，对师旷说：“我

和你讲的是正经事，你却跟我开起玩笑来了，哪有做

臣子的跟君王开玩笑的道理？”师旷一看晋平公没有听

懂他的用意，就耐心地向他阐述了一个学习的道理。

师旷说：“我这个瞎了眼的臣子，怎么敢跟君王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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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我过去听人们说过：‘少年的时候热爱学习，就好

像早晨东升的旭日，光芒万丈，充满朝气；壮年时代

热爱学习，就好像烈日当空，光焰夺目；到了晚年才

下决心学习，就好像晚上点起了蜡烛。’蜡烛的光亮虽

然远远比不上早晨的朝阳那样勃勃有生气，也比不上

中午的太阳那样炎炎赤热，但有了这点光亮，岂不是

比在黑暗中摸索强得多吗？”

晋平公听了以后，点头称赞道：“你说得真好！”

◆如果想立志学习就应该从当下开始，这样才能

成就一番事业。有志不在年高，活到老学到老。年纪

性别和成功无关，只要有目标、有恒心、有决心，一

定能成功。

5● 师文学琴

师文，我国春秋时期郑国的一位杰出音乐大师，

曾从师于鲁国乐官师襄。成语“得心应手”便是由他

弹琴的故事而来。

古时候有个善于弹琴的乐师名叫师襄，据说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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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琴的时候，鸟儿能踏着节拍飞舞，鱼儿也会随着韵

律跳跃。郑国的师文听说了这件事后，十分向往，于

是离家出走，来到鲁国拜师襄为师。师襄手把手地教

他调弦定音，可是他的手指十分僵硬，学了3年，竟弹

不成一个乐章。师襄无法可想，只好说：“你太缺乏悟

性，恐怕很难学会弹琴，你可以回家了。”

师文放下琴后，叹了口气，说：“我并不是不能调

好弦、定准音，也不是不会弹奏完整的乐章。然而我

所关注的并非只是调弦，我所向往的也不仅仅是音调

节津。我的真正追求是想用琴声来宣泄我内心复杂而

难以表达的情感啊，在我尚不能准确地把握情感，并

且用琴声与之相呼应的时候，我暂时还不敢放手去拨

弄琴弦。因此，请老师再给我一些时日，看是否能有

长进！”

果然，在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师文又去拜见他的

老师师襄。师襄问：“你的琴现在弹得怎样啦？”

师文胸有成竹地说：“稍微摸到了一点门道，请让

我试弹一曲吧。”

于是，师文开始拨弄琴弦。他首先奏响了属于金

音的商弦，使之发出代表8月的南吕乐律，只觉琴声夹

着凉爽的秋风拂面，似乎草木都要成熟结果了。

面对这金黄收获的秋色，他又拨动了属于木音的

角弦，使之发出代表2月的夹钟乐律，随之又好像有温

暖的春风在耳畔回荡，顿时引来花红柳绿，好一派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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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盎然的景色。

接着，师文奏响了属于水音的羽弦，使之发出代

表十一月的黄钟乐律，不一会儿，竟使人感到霜雪交

加，江河封冻，一派肃杀景象如在眼前。

再往下，他叩响了属于火音的征弦，使之发出代

表五月的蕤宾乐律，又使人仿佛见到了骄阳似火，坚

冰消释。

在乐曲将终之际，师文又奏响了五音之首的宫

弦，使之与商、角、征、羽四弦产生和鸣，顿时在四

周便有南风轻拂，祥云缭绕，恰似甘露从天而降，清

泉于地喷涌。

这时，早已听得如痴如醉的师襄忍不住双手抚

胸，兴奋异常，当面称赞师文说：“你的琴真是演奏得

太美妙了！即使是晋国的师旷弹奏的清角之曲，齐国

的邹衍吹奏的律管之音，也无法与你这令人着迷的琴

声相媲美呀！他们如果能来此地，我想他们一定会带

上自己的琴瑟管箫，跟在你的后面当学生哩！”

◆学习任何技艺，都不能满足于表面上的简单操

作，而要像师文那样花气力，下苦功，深究其理，矢

志不渝，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达到得心应手的自由境

界，从而取得常人难及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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