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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如果有这样一本书，它被视为美国梦的灵魂，被当作历代美国人奋斗的精神旗帜，那么，你会怎样来
看待它？
如果有这样一本书，虽然跨越了150多年的岁月，历史的烟尘依然不能掩盖它的风华，那么，它将会是
怎样一本书？
现在，这本书就在你的手上。
本书大约完成于19世纪的中叶，没有高额的出版回报，没有煊赫的媒体炒作，就那么几个学员、一间
草舍，风雨无阻的共同学习成就了我们今天这本励志经典。
那是寒冬腊月的一天，在位于英国北部的一个小镇里，一个夜校的学员邀请塞缪尔·斯迈尔斯给他们
做演讲，教室就设在一个四面透风的农舍里。
这里完全不是个像样的夜校，一些家境贫寒、出身卑微的年轻人，出于相互交流、共同学习的目的而
聚在这个农舍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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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生最大的救星，其实就是你自己，坐等环境变好不如及早适应和创造环境，“天才出于勤奋”是最
古老也是最实在的忠告，面对那些从奴隶到将军的伟人，你无法用出身做借口，世界上没有绝望的事
，只有放弃盼人，坚持！
坚持！
坚忍不拔是成功的最大动力。
自尊自傅自立自强，是你打开幸运之门的通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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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塞缪尔·斯迈尔斯(1812—1904)，英国19世纪伟大的道德学家、著名的社会改革家和脍炙人口的散文随
笔作家，被誉为催人奋发向上的“人类精神导师”、“励志和自助之父”。

    斯迈尔斯1812年12月23日出生于苏格兰爱丁堡附近的哈丁顿。
14岁辍学。
给一名医生当学徒，后入爱丁堡大学学医。
一生阅历丰富，先后当过医生、商人、摄影师、随笔作家、历史学家、记者、编辑、社会改革家、铁
路大臣、公众道德家、演说家。

    1859年，他的名著《做自己的救星》一问世。
立即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并以英、法、德、西班牙、丹麦、日、俄等语言在世界上许多国家
先后出版发行，成为150年来全球最畅销的图书之一。

    在全世界许多国家，该书成了人们必读的人生丛书之首。
成了对人们的生活和命运产生巨大影响力的人生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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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别指望制度能改变命运  “自古圣贤多贫贱”的启示  有钱人也得靠自
己  承认“一个好汉三个帮”第二章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天才也要有恒心  要绝望时，再坚持一会儿  经
典案例系列之一  经典案例系列之二第三章 先自信，后成功  达成目标的秘密  果敢和意志自由  经典案
例系列之三  经典案例系列之四第四章 量入为出让你永葆独立、自由  节俭是自助的最好办法  债务无
异于灾难  抵制诱惑就是创造前程  不做守财奴        经典案例系列之五第五章 经验从来不在书本上  成功
的本钱    思维习惯训练  耐心的力量  拥有书籍和拥有智慧是两码事    失败教会我们  从笨蛋到伟人第六
章 行动起来才有效  榜样是最好的老师  从榜样中获得的行动力  选择与你志同道合的朋友  行动无止境
第七章 上天眷顾有品格的人  别忽视品格的作用  重视习惯和小节  性格，给你的魅力加分  品格，行动
之源  风度，心灵的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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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别指望制度能改变命运“天助自助者”，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箴言
，具体地说，就是别等什么救世主来拯救我们，自立自助才是经过人们长期经验所总结的成功途径。
自助精神是个人成长的根源，它体现在生活的众多方面，构成了国家强盛的真正源泉。
外界的帮助使人更加脆弱，自助却使人得到恒久的激励。
无论你为他人做了什么，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减弱了他们为自己干活儿的自主性与必要性。
人们若受到过分引导和监管，其必然趋势是依赖性增强。
即使是最好的制度，也不一定能给人积极的帮助。
或许，制度所能做的，顶多就是给予人们发展自我与改进个人状态的自由。
但是，人们总是趋向于相信他们的幸福和成功是通过制度而不是自己的行为来决定的。
然而，再严厉的法律也无法使懒惰的人变得勤勉，使奢靡的人或嗜酒之徒有所节制。
这种改变只有通过个人的行为、节俭和自我克制才能奏效，即通过好的习惯而不是大的权力去改变。
一个国家的政府通常被认为能够反映其组成个体。
事实上，所有经验都表明：一个国家的富强取决于其公民的天性，而不是制度本身。
因为国家仅是社会个体的集合，而文明自身也只不过是组成社会的男人、女人、老人、孩子共同完善
个人的问题罢了。
国家的进步是社会个体勤勉、实干、正直的结果，正如国家衰败是社会个体懒惰、自私和邪恶的结果
。
我们通常所谴责的社会邪恶，在很大程度上，都源于我们不断堕落的生活。
尽管我们可以通过法律手段尽量减少或消除它们，但是，它们却会以另外的形式重新复苏，除非个人
生活和民族天性赖以存在的环境得到彻底的改进。
如果这种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得出结论是：最高的爱国主义和博爱主义不在于改变法律和修改制度，
而在于帮助和激励人们通过他们自己自由且独立的个人行为来完善自我。
一切事物的发展都由内因所决定，外因产生的影响则相对较小。
最大的奴隶并不是被暴君所统治的奴隶（尽管这种统治是极大的罪恶），而是自身道义上无知、自私
、邪恶的奴隶。
一个充满奴性的民族仅通过当政者或制度的更替是无法获得自由的。
只要这种致命的观念盛行，自由将仍由政府掌控。
即使这种状况发生了改变，代价也是巨大的，但这种改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曾经身处奴化幻觉的人
们，并不会产生太大的实际和持久的效果。
个人的天性是自由的坚实基础，也是社会安定和国家进步的可靠保证。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说得很对：“只要允许个性的存在，即使是专制主义也不会产生最恶劣的后果
：任何毁灭个性的东西都是专制主义，不论它以什么名义出现。
”国家只是制定制度的一种表现形式，而更多的制度已经被制定或早晚要被制定。
我们既不能指望那些已经被制定的制度给我们带来过多的新的空间和机遇，更不能期待还没有出台的
各种制度是为我们中的谁度身订造的。
实际情况是，当我们还没有能力来影响身边的生活、影响大众的生活，乃至于影响制度生活之前，制
度就不是为了我们的机遇和发展而存在。
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为什么制度要被掌控。
所谓的制度，实际上就是为了维持某种秩序。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存在和发展需要秩序。
一个人，也同样需要，“人生而无自由”，就是针对这个说的。
我们必须在前行的途中顾及到这个那个的条条框框，相信我，那绝不是人们在无谓的自找麻烦，而是
为了彼此的便利（当然了，也有可能仅仅是为了一些人的便利）而设定的行为规范。
关键在于，我们没有必要为了已有的制度而感觉到被束缚，只要去适应。
而为了发展去追求新的制度则更是不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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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要去适应，去运用，去为了我们的未来而了解。
当我们有能力使自己进步，使民族进步，使制度进步的时候，就会发现，无论拒绝与期待，制度已经
真真切切地在我们的手中了。
关于民族进步，时常涌现一些古老的谬论。
有些呼唤恺撤式的救星，其他人则希望国家成为救星，另外还有些人则寄希望于议会法令。
我们在等待恺撒，然后我们发现“谁承认并听从于他，谁就幸福”这条教义简单来说就是，任何事情
都不是由人们自己做主。
如果以这样的教义为指导，社会的自由良知将被破坏，它将迅速为任何形式的专制主义铺平道路。
恺撒主义是人类偶像崇拜中最坏的形式——对权力的绝对崇拜。
其产生的效果与绝对崇拜财富产生的效果一样。
另一个对人们起作用的更加健康的理念便是自立精神。
一旦它被我们完全领悟并付诸行动，恺撒主义将销声匿迹。
自立精神与恺撒主义是直接对立的，正如雨果对笔和剑的论述，“其中一个会杀死另外一个”。
至于国家和议会法令的力量，其实也只不过是普遍的迷信。
爱尔兰一位伟大爱国者威廉·达刚，曾在首届都柏林工业博览会的闭幕式上讲道：“说实话，在我的
印象中，从未听到我的同胞提及独立一词。
我听得最多的是，如何从这里、那里或其他什么地方去获取独立，如何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边的外国
人身上等论调。
当我以最大限度去衡量通过这种交流给我们带来的利益时，我的内心常深深地感到，我们工业的独立
必须依靠我们自己。
我相信，只要把精力放在勤奋刻苦和精益求精上，我们将会比任何时期都有更好的机遇和光辉的前景
。
我们已经迈出了步伐，但坚忍不拔才是成功的巨大动力。
只要我们以饱满的热情前进。
我深信，用不了多久，我们将达到一个共同舒适、幸福、独立的状态，并把这种状态带给其他人。
”任何国家都是无数代人思想与劳动的结晶。
生活在各个阶层及条件下的坚忍的劳动者们，包括土地的耕耘者、矿山勘探者、发明家、探险家、制
造业者、机械工、手工业者、诗人、哲学家和政治家，都为缔造自己的国家做出过贡献。
他们一代接一代地努力，并把劳动成果不断推向更高的阶段。
这些前赴后继的伟大劳动者，也就是我们文明的缔造者，在混乱的工业、科学、艺术中创造了秩序。
所以，现存的民族在自然演化的进程中，成为我们祖先精湛技艺和辛勤劳动所创造的宝贵财富的继承
者。
这些财富在我们手中得以充实，并传给后人，在此过程中，它们非但没有损耗，反而会得到更大的完
善。
自立精神，既是个人充满活力的行为表现，也是衡量国家力量的真正标准。
有一些非常优秀的个人，在做了群众的领袖之后，才获得公众的尊敬。
但是我们的进步同样归功于成千上万的平凡个体。
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战役中，尽管只有将军们名垂青史，但战争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是士兵们发挥个人
的勇猛精神和英雄主义才赢得的。
同样地，生活也是一场“士兵的战斗”。
绝大多数的人终生默默无闻，他们对人类文明与进步的影响力虽然无法与那些有幸名垂青史的伟人们
相比，但是，即便是最平凡的人，只要他在勤奋、节俭、对生活保持公正诚实的态度等方面做出典范
，那么，他对国家的进步就产生了现实和长远的影响。
因为他的生活和品行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人，并在未来的时代被推崇为楷模。
可能你会说：“哦，不必麻烦了，我只想做我自己——一个光荣的自由人，既不想去影响谁，更不想
去成为什么楷模，被人推崇无论如何也是一件累人的活啊！
”是的。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做自己的救星>>

这可能更符合我们大多数人的定位。
我们毕竟不想活得太累，或者至少有一点是你无可否认的，我们仍旧需要他人的肯定——残酷的是，
这也是制度的一部分。
这种肯定有可能来自挚友，有可能来自爱人，也有可能来自父母、子女、师长、学生，乃至于一个路
人。
这种肯定无疑比任何的可见的资产和财富都来得珍贵，这样我们的生活充满了活力和生机，让我们无
缘无故的就觉得兴趣盎然，信心百倍。
而这种肯定的源头，则是我们的自立与奋斗，以及由此而萌生的各种美德。
日常经验表明，充满生机的个性对他人的生活和行为的影响是巨大的，也是真正的实效教育。
与此相比，小学、中学、大学这些教育制度和条件给予人们的教育仅能算是最简单的文化启蒙而已。
来自我们家庭、街道、商店柜台、生产车间、织布机坊、耕地上、财务室、手工作坊、拥挤嘈杂的人
群的日常生活教育，却更加具有影响力。
这是作为对独立个体的社会成员的最后指导，即席勒所谓的“人生历程的教育”，它表现在人的行为
、品行、自我修养、自我驾驭等方面，所有这些都在于正确地指导人们，使他们在人生责任和事业上
做出适当的行动。
这种教育是无法从任何书本或大量学术训练中获得的。
培根用他那惯有的颇具份量的语言说到：“学习并不能教会人们怎么用它们，那是一个属于学习之外
并超越学习的智慧，它只能通过亲自观察实践来获得。
”这句话既适用于实际生活，对才智本身的培养也是适用的。
所有的实践都证明并增强了它的合理性，一个人的自我完善是通过工作而不是通过读书得到的——即
是生活而不是书本，是行动而不是理论，是个体而不是制度，在永久地完善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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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做自己的救星: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最佳读本》：自立者，天助之。
畅销全球150年的超级励志经典，个人奋斗与实现梦想的动力源泉。
外在的帮助只是昙花一现，自我的救赎才能持久恒远。
成功学鼻祖的谆谆教诲，教你如何自己拯救自己。
传播全球化智慧的汉译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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