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人演讲视频(精选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
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名人演讲视频篇一

大家好!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传奇写家——老舍》。

老舍，一个平凡而又不平庸的名字，在很多人听来，是震耳
欲聋的。原因很简单，只因为老舍是值得人尊敬的。试想，
一个一生致力于写作，为人们创造出800多万字作品的人，怎
会不令人肃然起敬?更何况老舍先生的贡献还远远不止这些。
老舍先生的作品，哪一部不让人深思?哪一部不流芳千古?现
在的作家分工越来越细，诗人就是诗人，小说家就是小说家，
分得特别清楚。让我们再来看看老舍：他会写长篇，写中篇，
写短篇，写话剧，写曲剧，写京剧，写歌剧，写旧诗，写新
诗，写电影剧本，写大鼓，写单弦，写相声，写河南坠子，
写太平歌调，等等等等。基本可以这样说，只要文学形式有
的，他都略知一二，很多还非常精通。就这样的一个人，被
人们如此尊敬，也就不足为奇了。

作为一个作家，老舍可以算得上是独一无二的。试问，接触
的文学形式，那个作家比他多?爱好的面积之广，又有谁能与
之相匹敌?没有，至少我找不到。

我演讲的题目叫《传奇写家——老舍》。可能很多人还不明
白，我为什么要用“传奇“二字。在我看来，老舍就是一个
传奇，一个无法被超越的传奇。他的人格，他的作品，都已



深深印在了人们的心中，是无法抹掉的。因此，老舍已不可
能再被超越，因为无论后有多少来者，也无法毁灭刻在人们
心中的老舍。

老舍永远是中国的传奇。

谢谢大家!

名人演讲视频篇二

非常感谢大家的欢迎，但我得实事求是地说，我很不情愿地
站在这，因为我很怕来到这里，又被贴上一个标签叫青年导
师，我身上标签够多的了，用得最多的叫学术超男，我真的
不想再贴上一个标签叫青年导师。我今天来只是想和我们的
青年朋友们在一起探讨、交流、分享，如果说有导师的话，
我希望你们也同时是我的导师，我们互为导师。

请问十八岁的时候，你们在想什么，干什么？高考？都在高
考！我十八岁的时候干了什么呢？我十八岁的时候做了一个
勇敢的决定，参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那么我为什么做这样
一个勇敢的决定呢？读了这本书，这本书是苏联作家维拉凯
斯特林卡亚写的，它的名字叫——《勇敢》，它描述的呢是
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一批共青团员到西伯利亚，就是苏联的
远东去建设一座共青城，我读了这本书以后热血沸腾，我说
我也去，我也写一本中国的《勇敢》，我要成为中国的维拉
凯斯特林卡亚，坚决去了。而且还非常幸运的是到了乌鲁木
齐以后分单位，就把我分到了农八师共青团农场，我马上就
想起了一首歌，而且我就是唱着这个歌去的，这首歌叫《共
青团员之歌》，有会唱的吗？我们告别了亲爱的妈妈，请你
吻别你的儿子吧，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
一路平安吧……走了，根本没有考虑妈妈的感受，后来我爸
才告诉我，我妈每天晚上哭，就是要去。

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实现自己的理想，但是去了以后，才发



现，那个被诗意地描述过的地方，证明了生活不是诗，等待
着我们的是无法形容的寂寞，单调、劳累、纠结，我就住进
了牛棚跟牛住在一块，第一天干活干什么？挤牛奶！我就上
去挤，根本挤不出来。名人励志演讲稿——易中天：这是我
的选择。老职工就跟我说，不是这样挤的，你得先让小牛吃
一口，把它奶胀出来，我说这小牛怎么弄呢？他说你把这小
牛放了让它吃吧，小牛栓在旁边，我把小牛解开了，小牛冲
过去，一口咬住了，就吃奶，我在旁边看着。老职工说，你
怎么还看着？它都吃完了，你还挤什么？我说这怎么弄呢？
你拽过来啊！好吧，我去拽那牛，根本拽不动！出生牛犊不
怕虎，它还怕我吗？好不容易拽过来，又把它拴上，它又挣
脱了。挤了大概这么多，母牛发现了，很愤怒地一脚就把奶
桶踢翻了，然后顺便也给了我一脚，这老职工说你怎么这么
笨！

后来班长过来说，要不你去放牛吧，班长给了我一根棍，这
么长，很结实的棍，我说拿棍干嘛呢？打狼啊？他说狼倒是
没有，打牛，牛不听话你就打它，我没管这个，我就带了本
书，装在口袋里，赶着牛出去了，出去以后牛在那吃草，我
就看书，看了一会，一看，牛没了！只有一头牛还在跟前，
正准备往前冲，我赶快拎着棍子过去我就，你站住！你上哪
去？牛看了我一眼，然后走了，最后我的跟前，一头牛都没
有，然后只好拎着棍子一个一个去赶牛，然后就很快把我从
畜牧班调出来，我到了大田班，然后在兵团干完了所有的，
几乎所有的脏活、累活、苦活、比方说有一种活叫脱裤腿，
就是棉花苗长到这么高的时候，要把棉花苗下面的两片叶子
把它打掉，因为它苗只有这么高，你这样是够不着的，得跪
下来，跪下来以后两只手去弄，然后膝行，一爬就是一天，
兵团的田叫条田，那个条田叫一望无际，根本看不到头，你
每天必须从这一头爬到那一头，然后把另外两行的叶子打完，
再爬回来，这一天的活就算干完了，你要是速度不够，你回
不了家，你根本回不来。那个时候我看着那一望无际的条田，
我就想，我的希望在哪里，现在很多年轻人说，我看不到希
望，看不到希望，你到条田去看看！



后悔吗？不后悔！因为那是我自己的决定，我不后悔，我到
现在都认为，当我服从自己的内心最强烈的冲动的时候，不
管它的结局是怎么样，不管将来我会吃多少苦，我无怨无悔。
选择即负责！人生能有几回“二”，何不潇洒“二”一回。
所以我到今天还很“二”，我的“二”劲一直保留下来，就
是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我想我既然是做了这个梦，虽然生
活不是诗，虽然生活没有像我想想象的那样，可以给我提供
那么多素材，让我成为一位伟大的作家，但是我的梦我得继
续做下去。所以我当时读了很多的书，而且正是由于这样一
个积累，最后让我考上了武汉大学。我毕业以后，住过办公
室，住过筒子楼，一直很艰苦很艰苦地过来，我现在很清楚
的记得1998年，厦门大学房改，学校分给我一套房子，因为
那时候我已经是教授了，112平方，七打折，八打折，折下来，
你们猜多少钱？三万！不是每平方啊，总价！我买不起！

我后来为什么要去做电视呢？我为什么要去上《百家讲坛》
呢？不是那些媒体猜测的，说什么你上了《百家讲坛》，你
就大红大紫，你就能出名，你就能挣很多钱！根本不是这样，
那时候谁上《百家讲坛》挣钱啊？做一期节目，1000块钱，
扣掉税，960，我算了一个很简单的账，一个月播四期，
是4000块钱，一年做下来48000，就这么简单的动机就去了。
我觉得我这一生好像很多事情我是没有想过的，我真的没有
想很多很多，我也没什么纠结，轻轻松松就去了，但总是有
得有失，我就想明白，我既然是有得有失，我为什么
不“二”一把，我绝不想我做成能有什么好处，那么我只考
虑一个问题，一旦做砸了，我要承担的那个代价。我是担得
起，还是担不起。如果这个代价我是负担得起，做！

x年我上《百家讲坛》，x年《品三国》，我也不想谦虚了，装
谦虚，确实出名了！两件事告诉我，我出名了！第一件事情，
我在香港遇到一对老夫妇，过来说，你是不是易中天，第二
件事情就是x年，八月份，《品三国》在北京首发，当时西单
图书大厦，被排队来签名的读者团团围住，把西单图书大厦
围了一个圈以后，还排不过来，从地下车库穿过去，一直穿



到居民区，然后居民打110报警，北京市西城区公安分局来了
一个副局长，17辆警车，100个警员维持秩序，这大概就是世
俗眼睛里的成功吧，同样按照世俗的眼光，我易中天好歹也
算是功成名就，同样按照这样的眼光，我应该含饴弄孙，安
享晚年，但是我突然有一种冲动，我决定要写一部三十六卷
史的《易中天中华史》。就是像这样的一本书，要写36本，
又是什么概念呢？两个月写一本，得6年，而两个月是写不了
一本的，因此得8年，到8年，就接近李昌钰的年龄了，我不
知道到那时候能不能像李昌钰一样，把小撒放翻了。当时消
息发布以后，就有人表态说，这事如果不是易老师疯了，就
是我疯了。可是我就是想做啊，我就是内心有一种强烈的冲
动，我就是想写这么一部东西，我现在可以告诉诸位的是，
已经出到第八本了，我还会写下去，一直到无能为力为止。

非常巧的是，前不久参加中央电视台的一档纪录片的拍摄，
纪录片叫《客从何处来》，到了湖北省图书馆，拍这个纪录
片我才知道，图书馆里放着我曾祖父的一套书，叫《太平草
木萌芽录》，而且最神奇的是，我发现这本书里面，我曾祖
父给他的子孙有一条遗训，自叙平生志愿，荣华富贵皆在所
后，惟望子孙留心正学，他年蔚为名儒，则真使吾九原含笑
矣，群孙勉乎哉！我这个时候我才神奇地知道，我居然是在
完成曾祖父的遗愿，通过这次拍摄我也才知道，我身上的这
股劲，这个力量，被《客从何处来》剧组称之为血脉遗产！

名人演讲视频篇三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句名言。

我从小就喜欢看书，我的书柜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书。有历
史的、有科普的…… ……只要我一有空，我就会钻进书房，
津津有味地看起书来。只要我一迷上哪本书，我就会一口气
把它看完。一看就是几小时，有时连饭都忘了吃。在我看书
的时候，常常会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别人叫我，我都会没有
听到。人家说我是一个书呆子，我说可以一日不睡觉不吃饭，



却不能一天不读书。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它是我的座右铭，它激励我努
力读书，我喜欢这句名言。

名人演讲视频篇四

大家好：

我是演员，演了四十年的戏，当我一上场看到各位，我马上
有种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感觉，因为各位都是头角峥嵘的年轻
人。少年不识愁滋味，欲上层楼，欲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
愁。而今尝尽愁滋味，欲语还休，欲语还休，却道天凉好个
秋。无形中就感觉到这首词，就好像我们大家共同的一个写
照。

我从小不愿意把“成功”这两个字下定义，成功只是一个让
我们永远往前奔走的一股动力。就好像前面有个鱼饵，那个
鱼饵一直一直吸引着我，这一辈子一直往前走。允许我报告
一下我小时候的状况，我在中国台湾出生，昨天晚上从台湾
就划着船赶过来，不相信，我真是划着船赶过来的。

我记得初二的时候，我的数学跟我另外一个哥们，我们经常
考零分，考二十分老师都问我李立群你看谁的，老师都太了
解我了，然后我就脸红了，很不好意思。结果我们这个老师
多可爱，老师说你们看，李立群他起码知道害羞，脸会红。

那个时候台湾的经济还没有起飞过，所以海员的待遇算是不
错的。我爸爸就鼓励我说，人要有一技之长，你就去念海专
吧。第一次没考上，第二次没考上，嘴巴讲得轻松，各位，
这就是两年，真的是两年。

最宝贵的十六、十七岁的两年。我在补习班干什么?我在补习
班发愣，然后我在补习班翘课，两年过了以后我觉得自己不



能再没有交代了，爸爸这么辛苦地养我，然后我这两年还没
有考上高中。

我就每天早上起来，九点钟台北图书馆开门，然后我们就挤
在门口，挤着抢位子，抢到位子之后，从早上九点一直念到
晚上九点关门，骑着脚踏车回家。这样搞了两个月，我把理
化，物理，英文，能够背的全部死背背下来，结果让我侥幸
地考上了中国海专航海科。

我念海专的时候功课依然不好，校外组织有一个中国青年剧
团，我就报了舞台技术组，打打灯光也许不错，蛮好玩的。
那个时候不小心对表演，对戏剧表演产生了这一生都甩不掉
的情感，毕业以后去出海实习，本来是想一心一意地做海员
的，可是在海上做二级水手，在那边敲铁锈，登高爬下，油
漆，干这些活的时候看那些我们最羡慕的船长，轮机长，大
副，就觉得这些人他们心事重重。

我就好奇，是摆酷?也不是，是觉得奖金不够?应该不是，怕
船翻了?那又不是你一个人翻是吧。他到底在愁什么我就很好
奇，一边扫地一边干活，就跟他们聊天，聊着，聊着突然间
发现原来我干错行了。

这个船长跟我这么讲，轮机长也是类似的口吻。那我还干吗，
拼命地往这个职位去奔，我那时候就觉得原来航海很浪漫，
但是它不是一个我，或者是许多人可以干到老的，所以我是
我们班上第一个改行的。

下船之后，拿到毕业证书我就不干了，不干了之后怎么办呢，
我就去干各种工作。台湾有个做月饼很大的一个公司，我给
他们送月饼。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去给二手汽车店当店员，给
人家打粗蜡，打完粗蜡打细蜡，抹得干干净净，跟客人解释
这个车子怎么样怎么样，多少钱。然后还干过盲人按摩院的，
送盲人去按摩，做了很多事情，包括在台湾中央山脉里的一
个大禹岭做了一年的长工。



但是我做了这么多行业以后，有一天我爸跟我讲说，“立群
啊，如果你再这么干一行怨一行的话，不表示别的，表示咱
们自己见识不够”，我爸这句话打住我了，打到我了。我觉
得对，是，好像青春是经不起等待的。

我不能再这样耗时间了，我从小学，初中，大学，我根本都
没好好用过功，我过去这么多年，人家说青春不留白，我是
一片空白。但是当我进入电视公司以后我的心情完全变了，
也就是我二十七岁的时候。我二十岁就接触戏剧，我二十七
岁才把它当成职业。

当了职业演员以后，尤其是在电视公司当演员，我不知道什
么叫好，我就给我自己一个小标准，就是说不要ng，不要ng
或许就是好，起码表示我用功了。别人所有人在聊天，我一
定不断地在默剧本，不断地在看剧本，被别人认为这个年轻
人是很怪的一个人。然后有一次六十集的电视剧，我录到第
五十二集了，我ng了，还不是讲错台词，是冒场了，从那个
景片里面不该出来，我早出来了，导播在楼上开大的麦克风。

“李立群ng!”哗，全场大笑鼓掌，拍大腿的都有，开心得就
差没有开香槟了，我那一刹那才发现，原来所有的人都在注
意，这个年轻人从来不ng的，他不ng的，六十集的电视剧，
我录到第五十二集了我才第一次ng，这是很难很难很难的。到
今天为止我从比我大三十岁的同公司的演员嘴巴里，他还会
跟别人提起当年我这个事，就是李立群当年演电视是这样演，
这样演。

介绍我的短片有谈到我是烂戏大王，这到底是褒还是贬我都
不知道，当然应该是褒。演电视剧的时候你会碰到各种剧本，
有的剧本你认为它很好，如果你认为它很好，它触动了你，
那我就想办法不要辜负它，把它尽量演好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剧本一般，烂剧本，演员看到烂剧本的时候
一定在看的过程当中就会血脉愤张。说你怎么写的，你怎么



那么混呢，但是既然接了，我们在演的时候就要心平静气，
把那一大堆似曾相识的故事，似曾相识的台词，似曾相识的
布景，似曾相识的各种情节，尽量地把它变成稍微不相似一
点。

电视剧在我心目里我说过很多次，它就像是自来水一样，强
迫地输入到每一个家庭，你说它重要吗，它就是自来水。你
说它不重要吗，没有自来水怎么行。所以再大腕的演员，再
小腕的演员，也不过就是努力地把那些水质搞好了服务大家，
不要把水搞浊了污染大家，我们所做的事就是这样。

我在三十岁的时候，有一天经过一个台北市的室内的射箭场，
然后我看到有人在射箭，我立刻被吸引，拿起来试试那弓就
放不下来了，接下来开始每天去练习，我射了十年箭，三十
岁到四十岁，射了十年，都射得蛮勤的。射箭最大的感受是
第一箭红心，第二箭又红心，第三箭又红心，第四箭还没有
拉弓呢，自己就把自己打垮了。

那个好强心，虚荣心，再得胜心都不请自来，把你那个平常
心早就打乱掉了，然后你到最后就发现，射箭到底是为什么，
我为什么要射箭，我为什么要搞自己这么痛苦。有一天我在
射箭场里面看到一个七十岁的老先生，很清瘦，长得很干净，
带了一把一看已用了十几二十年的那个箭袋，干净而被磨过，
有岁月的痕迹，里面放了一沓箭，箭虽然是老的，羽片是新
的。

他一个人很安闲地站在那边，拿着弓箭，没有瞄准器，没有
平衡杆，没有任何东西，他就拿着一把弓，什么都没有这样
子，架上箭，噌，嗖，三十米，三十米以外，当，十环就红
心，一点什么喜悦也没有。拿出第二根，当，一沓箭只有两
根在九环里面，我看到以后我觉得真的是蔚为奇观。

我觉得这个人太厉害了，我就过去跟他聊天，他也客客气气
地，安安静静跟我聊天。人家射了三十年了，弓三十磅，三



十磅的对各位来讲，现在可能拉起来都有一点吃力，人家七
十岁老先生，三十磅很轻松地拉开，一口气拉开，铛，咚，
他所有的抛物线都在脑子里，而不在瞄准器上。

所以当他射不准的时候，他没有理由再去怪罪我的弓哪里有
问题，你后来才会发现，射箭所有的一切只不过就是在瞄准
的那个时候，当这个箭射出去以后到了靶上，通常是大家最
重视的。

其实它已经变成最不重要的事情了，因为它已经变得很呆板，
僵化，无法改变，十分，九分，八分，七分而已了。最秘密
的最内在的活动是在拉弓的那一刹那，你到底用什么心情去
安定你自己，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平衡你自己的身体和精神，
然后安心放箭。

我的感受就是尽最大的努力把戏准备好，演出去，演员的一
生是不可能箭无虚发的，所以他一定会在涂涂抹抹当中慢慢
演，慢慢演，慢慢演。最重要的是希望各位明白环境，你要
认清楚它，你认清楚它你就不会去抱怨它。

在一个没有抱怨的心情下去工作和生活，你会比较清楚地去
追寻。不管是在事业上，感情上，生活上，你甚至于不要去
追寻一个压根就追不到的东西，咱们不要浪费这个时间，青
春经不起等待。

不要下废棋，尽量不要把时间浪费在那些没有意义而无益的
事情上，就像我的青少年。我刚才看到你们各各头角峥嵘，
我也希望在未来的岁月里面，你们都能够有三十功名尘与土，
八千里路云和月，各位，莫等闲，以免白了少年头，谢谢!

名人演讲视频篇五

实在人生的成长是倒着的，我们都是最早“知言”在与人言



和读书中了解这个社会，这能够做到知人，知道他人怎样样。
但是知人以后不能够担保你不尤人，你也会抱怨人，由于每
个人“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是非之间就会出现磕磕碰碰。

再下一个层次就是“知礼”，知礼以后，人就可以够做
到“立”了，也就是说人自我建立了，这类抱怨会少的多;更
高的一个层次是“知命”，这个知命就是孔子所说的，作为
君子建立了一个自循环的系统，他内心会有一种淡定的气力
往对抗外界，这就是知命。

所以五十才能够知天命，也就是到这个时候，基本上可以做到
“不怨天、不尤人”了，到达孔子的这类境地，这是一种内
心的定力。实在这在庄子《逍远游》中，也有这样的一个表
述，《逍远游》中说，做到“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
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
矣。”这就够了。甚么意思呢?“举世而誉之”全球都在夸你
的时候，在劝你的时候，让你往前走一步的时候，而不加劝，
这个劝是劝勉的劝，就是自己再多走一步，在他人的鼓励和
纵容下再多做一点，他说我不会。“举世而非之”就是全球
都在苛责你、都在非难你、都在说你做错了的时候，而内心
可以保持不懊丧，不加沮，这样才叫做定乎内外之分。

实在走到知天命的时候，就会让我们想起来，金庸在武侠小
说中写到独孤求败的境地。也就是说在中国的武侠小说的表
述中，经常我们会可以看到，一个少侠，初出道时，用的是
一口天下无双，锋利非常的青锋宝剑，在这个时候，所有那
种萧萧剑气，那种张扬的光彩，就是一个人的残暴之极。等
到他武艺精进，人到三十来岁，真正安身立命，成为一个门
派，一个掌门人，或江湖上一个有名的侠客的时候，这个人
可能用一口不开刃的钝剑，由于锋利现在对他来讲已不重要
了，他的内功开始变的沉浑雄厚。等到这个人四十来岁，已
成为名动江湖的一个大侠，他已超出了一个一个的流派，而
成为一种道义的化身的时候，这人可能只用一根木棍，也就
说金属那样一种锋利、跟那种质地对他来讲已不重要了，有



这样一个外在的东西就可以够了。而等到他真正走到至高的
境地，甚么是独孤求败的境地，但求一败而不得，由于这个
时候人手中是没有兵器的，这个时候十八般武艺全都内化了，
也就是说他双手一出可能就可以啸出剑气，双拳一抡可能就
可以成为铜锤，所有的武艺全都在这个人的内心里，全在他
的肢体上，所以敌人为甚么不能接这类招，不能破解呢?就是
由于你不知道他溶进了多少武艺，所以融汇贯通的境地这一
直是中国文化所崇尚的最高境地。

所谓知天命实在就是把人间百态，人间学习的道理，最后到
达了一个溶铸的提升。到了这个境地以后，孔子说，六十而
耳顺。

画外音：

于丹：

孔子说：六十而耳顺，再听甚么样的话，听人家说甚么都觉
得人家有道理，这一定是自己的天命了解了，在这个条件下，
才能够做到最大地尊重他人。甚么是“耳顺”呢?就是任何一
件事情，你都会觉得有他存在的道理;听凭何一种话，你会站
在他的动身出发点上往了解他为甚么这样说。实在这类“耳
顺”的境地，用中国文化的一个词来表述就是一种悲天悯人，
实在这就是一种悲悯之心，也就是说真正可以了解和理解所
有人的动身点与利益，这是一种包容，这是一种体会。

也就是说当你见到那末多人的时候，每个人以他的生活方式
显现的时候，我们是有理由惊奇的，但是假如你的这个体系
能够体谅到他的体系，假如你知道他带着甚么样的生活历程
走到今天，或许就会多了一番体谅。孔子为甚么面对那末多
学生都能做到因材施教呢?实在这是一种高度。

有一个谚语说的好，两朵云只有在同一的高度相遇才能天生
雨。高了也不行，低了也不行，实在“耳顺”之人是甚么?就



是不管这个云在5000米还是在500米，他总能体谅到在他这个
高度、他的位置和他的想法。

实在一个人要想做到耳顺，是让自己做到非常辽阔，可以愈
合不同的高度，而不是刻船求剑、守株待兔，让自己的标准
坚持在某一个地方。

实在用这样的观点来解释“中庸”或许更为恰当。“中庸”
实际上是学习了所有外在知识以后，得到内心的陶冶与熔铸。
这类陶冶熔铸就好象是我们小学或中学时经常做的物理实验，
老师给一支铅笔，一个圆分成七等份，涂上七种色采，戳在
那个笔上一转，出现的是白色。这类白色是残暴之极以后，
实在这就是一种外在天地之理在内心的融会，到达这样的一
个境地后，才能到达孔子所说的，年到七十从心所欲而不逾
矩。

画外音：

于丹：

我曾看到这样一个故事，说在有一座佛寺里，那末供着一个
花岗岩雕刻的非常精致的佛像，天天有很多人到这里膜拜，
但是通往这座佛像的台阶是跟它采自同一块山石的很多花岗
岩，终究有一天，这些台阶变得不服气了，他们对那个佛像
提出***，说你看我们本是兄弟，我们来自同一个山体，凭甚
么人们都踩着我往膜拜你?你有甚么了不起啊?那个佛像就淡
淡地对这些台阶们说了一句话：由于你们只经过了四刀就走
上今天的这个岗位，而我是千刀万剐终究成佛。

所以我们看到的孔子所描写人生的境地，越到后来越夸大内
心，越到后来越从容和缓，在这从容之前，实在要经历多少
千锤百炼，乃至于千刀万剐，只有了解这样一个外在进程，
才能够稳健地建树自己的内心。



孔子所说的这样一个人生历程的描写，或许对我们今天来讲
也是不同里程碑上的一面镜子，照一照自己的心灵，是否是
已立起来了，是否是少了一些凝思，是否是已通了天地大道，
是否是已包容悲悯往体谅他人，是否是终究做到从心所欲。

仅唯一这类关照还不够，由于人生苦短，在这样一个加速度
的社会里让我们都等到七十年太晚了。实在人生有生理年龄，
有心理年龄，有社会年龄，我们是有着多纬度的年龄，真正
有效力的生命是让我们或许在二十岁，或许在三十岁，能够
提早感悟到四十岁、五十岁的境地，或许当我们四十岁的时
候已可以做到为所欲为那样一种的镇静从容了。今天的社会
给大家的压力太大了，但是只有一个人有效的建立内心价值
系统，才能把这类压力变成一种生命反张力。

英国的科学家公布过一个实验，这不是寓言，是一个真实存
在的实验。他们为了试一试南瓜这样普普统统廉价的植物生
命力能有多强就做了一个实验，在很多很多同时生长的小南
瓜上加砝码，加的条件呢就是他承受的最大极限，既不要把
它压碎了，也不要把它压的不在成长了，就在确保它还能成
长的条件下压最多的砝码，那末不同的南瓜压不同的砝码，
只有一个南瓜压得最多，从一天几克、一天几十克、几百克，
到一天几公斤，直到这个南瓜跟别的南瓜毫无二致的长大，
长成熟的时候，这个南瓜上面已经是压着几百斤的份量。最
后的实验就是把这个南瓜和其他南瓜放在一起，大家试一试
一刀剖下往是甚么样的质地?当别的南瓜都手起刀落噗噗砸开
的时候，这个南瓜刀下往弹开了，斧子下往也弹开了，最后
这个南瓜是用电剧吱吱嘎嘎给剧开了，南水果肉的强度已相
当于一棵成年的树干。

这是一个甚么样的实验呢?实在这就是我们今天一个生命的实
验。这就是我们现代人所处的外在环境跟我们内在反张力最
好的写照。在这样的压力下我们有理由不提早成熟吗?实在只
争朝夕这句话用在今天再合适不过了，一万年太久，七十年
也太久，学习《论语》，学习经典，所有古圣先贤的经验，



终究只有一个真理，就是使我们的生命，在这些聪明光芒的
照耀下，提升效力，缩短历程，让我们建立一个君子仁爱情
怀，能够符合社会道义标准，不论是对自己的心，还对是社
会的岗位，都作出来无愧的交代，让我们越早提早实现那种
最高的人生境地越好。

我想圣贤的意义就在于千古之前以他简约的语言点出人生大
道，看着后代子孙，或蒙昧地、或自觉地、或痛楚地、或欢
欣地，逐一往实践，建立起来自己的效力，整合起来一个民
族的灵魂，让我们那种古典的精神气力，在现代的规则下，
圆润地融会成为一种有效的成份，然后让我们每个人真正建
立起来有用的人生，大概这就是《论语》给我们的终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