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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名人，通常指的是在某领域为社会为人类做出贡献的人。
他们忘我的献身精神和辉煌的业绩，不仅赢得当代人的敬重，鼓舞人们建功立业，强国富民；还受到
后世的敬仰，激励后来人发扬传统精神，把历史推向前进！
谁不想成为名人呢？
谁不想为社会迷人类做出贡献而“留取丹心照汗青”呢？
但是，要当名人就须学名人，许多人就是在效法名人中成为名人的。
代代相传的名人效应，是人类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它滋润着时代，滋润着历史，滋润着人类；难以
设想，如果没有了名人和名人效应，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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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毛泽东十六岁时，父亲要送他到湘潭县城一家米店当学徒，指望儿子继承家业，发家致富。
但是，此时的毛泽东的志向并不在于刚地和金钱，他的眼界也不仅局限于小小的韶山冲了。
他要继续深造，将来去干大事业。
恰在这时，毛泽东从表兄嘴里得知，湘乡县有一所新式学校，叫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在那里可以学
到新的知识。
毛泽东十分高兴，决心前去求学。
为了说服父亲，毛泽东求助母亲，最后他和母亲邀请舅舅、表兄和同族长辈以及私塾老师来家劝说，
终于使父亲改变了主意。
1910年秋，十六岁的毛泽东自己背着行李，离开生他养他的故乡，徒步跋涉，到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
学求学。
临行前，毛泽东心潮翻滚，思绪万千，挥笔写了一首言志诗：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这首诗气魄宏大；意蕴深刻，抒发了这个有志少年发愤图强的远大抱负和四海为家的广阔胸怀，
同时也表达了他对故乡韶山的美好感情和对父老乡亲们的一片赤诚。
毛泽东把诗夹在父亲的账簿里，就挑着担子上路了。
　　掌灯时分，毛泽东挑着行李担子来到学校的大门口。
他放下行李，轻轻叩响了大门上的铜环。
看门人是一位老者。
他斯斯文文地走出来，问明了毛泽东来意之后，非常遗憾地叹了口气，摇摇头摊开两手说：“孩子，
你来晚了，入学考试已在两天前结束了。
”　　毛泽东急忙说：“老先生，请你帮个忙想个办法，我是湘潭的，为了投考，走了五十多里路，
请你无论如何给想个办法。
”　　老先生答应回去禀报校长。
过了一会儿，他又出，把把毛泽东领进了门房，说：“刚才给校长说了，答应让你补考。
”说着又拿出文房四宝和试题，说：“你先看看，考虑考虑，我给你端个灯来。
”说着，老先生就扭头走了。
　　过了一会儿，老先生端着一盏灯回来，对毛泽东说：“灯端来了，你开始作题吧。
”只见毛泽东拱了拱手，很有礼貌地说：“谢谢您!老先生，试题我已作完了。
”　　老先生一听惊呆了，连忙拿起毛泽东的试卷，不住地赞汉：“奇才，奇才!”转身就直奔校长室
去了。
校长李元甫接过毛泽东的试卷，只见毛泽东在试题《言志》答作中，以宏伟的气魄和豪迈的语言，阐
明了自己求学救国的志愿。
李校长阅后，大加赞赏，高兴地说：“我们学校里录取了一名建国人才!”在学堂里，毛泽东学习刻苦
认真，进步很快，学到不少中外文学、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知识。
毛泽东以自己的真才实学博得了教员们的器重和赏识，但他还是觉得压抑。
　　东山学堂尽管是所新式学校，但在当时，贫苦农民的孩子有几个能上得起学?学校里的学生大都是
富裕人家的子弟。
他们穿着很阔气，而毛泽东经常穿着青土布的短褂子和裤子，只有一套比较整齐的衣服也是粗布做的
，再加上口音不一样，于是很多同学都讥笑毛泽东是个“乡巴佬”。
但毛泽东对此并未作直接的反抗，因为他有他的志向和抱负，他来这里是为了求学救国，而不是和别
人比穿戴比口音的。
他决心更加勤奋学习，发愤图强。
为此，他写《咏蛙》一诗表达自己的心境：　　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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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东山学堂里，毛泽东的视野进一步开阔了，对国家大事也史加关心了。
每天早上，学校里都要集合点名。
校长经常利用这个机会给学生训话，有时也讲一些时事，很多内容都是关于中国日益贫弱、遭受列强
欺侮的。
毛泽东和同学们听了，都很激愤。
学校里有几个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教员，也经常讲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日益富强和日本与其他列强对中国
的侵略野心。
毛泽东听了，更为中国的命运担忧，更加深了对国家大事的思考。
　　在东山学堂里，毛泽东自学的时间也增多了。
他特别喜欢的是中国历史，有时也读外国的历史和地理书籍，通过读这些书，他对古今中外的事情了
解得更多了，视野扩大了，思想更深邃了。
对于近代人的作品，他特别喜欢改良主义思想家、维新运动的领导人康有为和梁启超的。
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他读了又读，对其中优秀的文章，差不多都能背出来。
他觉得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和著作切中时弊，谈的都是救中国的问题，而且文笔犀利，一针见血，
从内容到文体，都让人感到十分新颖，给人以启迪和教育。
从这时起，毛泽东开始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也更为深入地考虑国家的政治体制问题。
他在读了《新民丛报》第四号。
论说”部分关于国家问题的文章后，在旁边批写道：“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也；宪法为人民所制
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也，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
诚服者。
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
”这段批注，清楚地反映出毛泽东，这个十六岁的少年已经具备了明确的反对君主专制、反对封建制
度的革命思想。
　　有一天，毛泽东见到一位同学手里拿着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就非常急迫地借过去看。
书中拿破仑、彼得大帝、叶卡特琳娜女皇、惠灵顿、格兰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华盛顿和林肯等人
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了他。
这些世界伟人的历史功绩强烈地震撼着他的心，他多么盼望中国也能出现这样的伟人，来改变国家的
命运，拯救国家的危亡。
读着，读着，他禁不住用笔在书上圈画起来。
　　过了几天，毛泽东找到书的主人，深怀歉意地说：“对不住，我把书弄脏了。
”那个同学打开一看，整册书都用笔画了许多圈点，华盛顿、拿破仑、彼得大帝等人的传记处画得最
密。
毛泽东读书时的激动心情跃然纸上。
看到毛泽东发愤读书、忧国忧民的样子，这位同学还能说什么呢?毛泽东无限感慨地说道：“中国也要
有这样的人物。
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蹈安南、高丽、印度的覆辙。
中国有句古话：‘前车之覆，后车之鉴。
，而且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
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他还说：“中国积弱不振，要使它富强起来，要有很长的时间。
但是时间长不要紧，你看，华盛顿经过八年艰苦战争之后，才取得胜利，建立了美国⋯⋯”　　这时
候，毛泽东已逐渐确立了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思想。
于是，他在离开东山前，给自己取了一个言志的笔名——子任。
　　　　崔鸿是我国南北朝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
他编著的《十六国春秋》，是一部著名的历史著作，它采用纪传体式，不拘泥于旧套，忠实于历史事
实，以晋王朝为主线，将十六国史改名为“实录”，为后世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十六国春秋》还是一部优秀文学作品，它通过生动的小故事，运用典型生动的对话等手段表现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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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和历史事件，使本来枯燥的史书显得生动活泼。
崔鸿本来出自一个贫寒之家，为什么能取得这样辉煌的成就呢?这是与他小时候刻苦读书分不开的。
　　崔鸿小时候，父亲崔敬友因受贿而被追查，弃官逃走后便醉心于佛教，不问家事。
家里很穷，崔鸿酷爱读书，可无钱买书，他只好向别人借书抄下来再读。
他每晚抄书很晚，要耗费很多灯油，可家里经济又很困难，连灯油钱都没有，怎么办呢?　　一天晚上
，皓月当空，照得大地如同白昼，崔鸿拿起一卷书，借着月光展开阅读，书上的字竟清晰可辨。
他高兴地跳了起来：“有灯了!有灯了!”他赶紧跑进屋里搬出小凳，坐在月光下，认认真真地读了起
来。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看得吃力了，这才发现月光已经移动了许多，于是他又移动小凳，坐到月光最
充足的地方再读。
就这样，月亮不断地西移，他也不断地挪动，直到月亮西斜了，光很弱了，书上的字一点也看不清了
，他才恋恋不舍地放下书本。
当他抬头看时，才发现自己已经坐到大门外了。
以后，每当月光明亮的时候，他就来到院中借月读书。
　　崔鸿稍大一些时，村里能借来的书他都借来读了。
再到哪里去借书呢?他想到了伯父。
伯父崔光是北魏三朝重臣，曾任著作郎，秘书丞，专司编修国史。
家里一定藏书很多。
崔鸿便找到伯父家。
果然，伯父家里有专门的藏书室，一排排的书架装满了各种书。
这可把小崔鸿乐坏了，他住在伯父家不走了。
他把藏书室打扫得千干净净，放进一张书桌，当做自己的书房。
白天，他反锁房门读书，经常忘记吃饭；晚上，他点起蜡烛，顾不上睡觉。
蜡烛一根接一根地点，书本一卷又一卷地换。
累了伸个腰，困了就死劲在腿上拧一把。
天长日久，他的腿上竟留下了块块紫疤，让人看了都感到心疼。
就这样，小崔鸿在这段时间里连续读了大量的史书，做了大量的笔记，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为后来编
写史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功末不负有心人，少年苦渎终受益，崔鸿终于成了著名的历史学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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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　　同中外名人一起跨进新世纪　——“中外名人故事丛书”序　崔志远　　少年朋友，您想
成为名人吗?譬如，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智慧机辩的外交家，戎马倥偬的将军，善于发明创造的科学家
，为人民创造美的文学家、艺术家，为祖国争光的运动健将，身怀绝技的现代工人，改变乡村面貌的
新型农民⋯⋯　　名人，通常指的是在某领域为社会为人类做出贡献的人。
他们忘我的献身精神和辉煌的业绩，不仅赢得当代人的敬重，鼓舞人们建功立业，强国富民；还受到
后世的敬仰，激励后来人发扬传统精神，把历史推向前进!　　谁不想成为名人呢?谁不想为社会为人
类做出贡献而“留取丹心照汗青”呢?但是，要当名人就须学名人，许多人就是在效法名人中成为名人
的。
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一位年轻的女游击队员被德国鬼子逮捕，她自称“丹娘”，其实她叫卓娅。
丹娘是她自幼崇敬的女英雄，苏联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参加赤卫军，不幸被敌人抓住，受尽各种酷刑不
屈服，英勇就义。
卓娅自称丹娘，实际是抱定以丹娘为榜样、同德寇斗争到底的决心。
她确实像丹娘一样，受尽折磨不低头，昂首走上绞刑架，成为名扬世界的女英雄。
丹娘的英雄精神对卓娅的影响多么重大!　　这种影响可称作“名人效应”。
名人效应好像一股股奔腾不息的激流，汇进人类历史的滚滚长河。
拿破仑自幼仰慕民族英雄加利，一步步成为名动世界的政治家；华盛顿心仪于能文能武、军功卓著的
托马斯勋爵，为美国独立建立赫赫功劳，被称为“美国之父”；列宁崇拜马克思和恩格斯，用他们的
学说创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罗曼·罗兰敬重托尔斯泰，在他的鼓励下成为杰出作家；荀子服膺
“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这为他法后王、求变革的政治主张奠定了基石；诸葛亮在隆中常以管仲自
律，终成千古名相；陆游一向敬慕宗泽、岳飞，虽未遂抗金意愿，却成了著名的爱国诗人；毛泽东钦
佩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的功绩，自名“子任”，决心以救国救民为己任；朱德幼时喜听
太平天国名将石达开的故事，这竟成为他走上革命道路的起点；郭沫若要做中国的歌德，田汉要做中
国的席勒，巴金的名字由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化来⋯⋯新中国成立以来，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
邱少云、向秀丽、雷锋等英雄模范人物成为青少年学习的榜样和楷模，哺育出蓬勃向上、勇于奉献的
时代精神。
　　代代相传的名人效应，是人类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它滋润着时代，滋润着历史，滋润着人类；
难以设想，如果没有了名人和名人效应，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名人中还有另一类：逆历史而动
的社会渣滓。
如暴君、佞臣、恶吏、战争贩子、流氓头子等。
他们是“人”而且“有名”，甚至被写入史册，但不是“流芳百世”，而是“遗臭万年”。
他们的用处在于化渣滓为肥料，让后人吸取反面经验。
对于这些历史罪人和社会败类，本丛书不去收选。
　　现代社会非常注意人的素质的培养，人们日益清楚地看到，不同国家的国力较量归根到底是国民
素质的较量。
少年朋友，你们作为祖国的未来和希望，愈来愈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21世纪各种领域独领风骚的名人，将在你们之中大批涌现；祖国的现代化大业，要由你们以自己的智
慧和双手去最终完成。
“天降大任于斯人也”，这是你们的责任，也是你们的光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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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青少年朋友是祖国的希望和未来，为他们树立正确的风范尤其重要，本书收录了古今中外历史上
许多名人勤学的故事，融故事性、趣味性和感染力于一身，通过阅读本书，可以帮助青少年朋友形成
勤奋好学的优良习惯，从而掌握更多的知识。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名人勤学故事>>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