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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卡耐基和诺贝尔提到成功这个话题，历史上有千千万万的人可以引人讨论，将军、学者、科学家、政
治家、企业家⋯⋯数不胜数，熠熠生辉。
唯独两个人我们很难回避：一个是诺贝尔，他把毕生积蓄捐出来奖励成功人士，缔造了当今世界最有
权威的诺贝尔奖；还有一个是卡耐基，他把毕生智力捐出来培养成功人士，缔造了当今世界最有影响
力的卡耐基成功学。
诺贝尔想必大家已经很熟悉，卡耐基又是怎样的人呢?戴尔·卡耐基是美国著名的成功学教育家、人际
关系学家、哲学家。
他的著作《人性的光辉》、《语言的突破》、《美好的人生》、《人性的优点》被译成28种文字，其
中《人性的弱点》一书，是继《圣经》之后世界出版史上第二畅销书!卡耐基创立的成功学教育机构，
多达2 000多个，遍布全世界。
接受卡耐基成功学教育的，有明星巨商、军政要员、内阁大臣，甚至还有好几位总统，人数多达上千
万，影响了20世纪的几代人。
在欧美的工商界，言必谈“卡耐基”，许多人以参加过卡耐基训练班为荣，借以表明自己所受的无可
挑剔的经商智慧教育。
更有一些企业，组织管理人员和员工集体参加卡耐基训练班，并以此作为上岗的合格标志。
美国总统肯尼迪说：“卡耐基留给世界不仅仅是几本书和一所学校，其真正的价值是：他把个人成功
传授给了每一个想出人头地的年轻人。
”今天我们在此探讨诺贝尔奖得主的成功法则，特意请来了“卡耐基老师的意见”，用卡耐基成功学
的方法和观点，深入分析诺贝尔奖得主们的成功历程，细致总结得主们的成功法则。
俗话说，“专业的事给专业的人做”，最成功的科学家需要最权威的成功学家来点评，智慧与成功的
碰撞将会很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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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诺贝尔奖得主de成功法则》探讨了诺贝尔奖得主的成功法则，特意请来了“卡耐基老师的意见
”，用卡耐基成功学的方法和观点，深入分析诺贝尔奖得主们的成功历程，细致总结得主们的成功法
则。
俗话说，“专业的事给专业的人做”，最成功的科学家需要最权威的成功学家来点评，智慧与成功的
碰撞将会很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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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开篇语：卡耐基和诺贝尔法则一：有梦才有希望用一生追寻电磁波——马可尼(190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得主)凌云壮志——大江健三郎(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成功寄语：关于“梦想”法则二：心态决定
状态幽默地生活——萧伯纳(192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一切都是为了好玩——费曼(1965年诺贝尔物理
学奖得主)喜欢醉酒的作家——福克纳(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始终保持自信的心态——费米(1938年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生活在平静之中——萨特(196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以异国之行打响名号——泰
戈尔(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才能——爱因斯坦(19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写满
“c”的成绩单——卢卡斯(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成功寄语：关于“心态”法则三：跨越认识的
鸿沟文学家的“电影老师”——马尔克斯(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跨越知识的边界——斯科尔
斯(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文学眼光看科学——盖尔曼(196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汲取中西文明
的养料——赛珍珠(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不务正业”——森(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智地
“见异思迁'L阿克塞尔(2004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成功寄语：关于“跨越”法则四：善于发现
从小箱子里搞出大学问——阿克洛夫(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合理地停车——贝克尔(1992年诺贝
尔经济学奖得主)发现胶合板的真理——康托罗维奇(197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观察醉鬼走路——朱
棣文(199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从书籍中获取灵感——拉曼(193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勤于思考—
—费米(193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错误的假设导致成功的发现——尤里(1934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成
功寄语：关于“发现”法则五：端正态度学会倾听——巴拉尼(1914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勇
于接受批评——萧伯纳(192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扬长避短——杨振宁(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充
满感隋去做事——麦克林托克(198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对事业有痴迷的态度——伦琴(1901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成功寄语：关于“态度”法则六：重视实践在实践中寻求答案——科斯(1991年诺
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重视动手能力——丁肇中(197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做个实验操作能手——阿斯
顿(1922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成功寄语：关于“实践”法则七：充分发挥想像力“赌博'带来的灵感大
运一卢里亚(196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坚持“异想天开”——范特霍夫(1901年诺贝尔化学奖
得主)用想像力构造看不见的原子世——玻尔(19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想像力是创新的前奏——卢
瑟福(190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成功寄语：关于“想像力”法则八：培养卓越领导才能蝇室里的领导
艺术——摩尔根(193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科学界最伟大的领导者——卢瑟福(1908年诺贝尔
化学奖得主)成功寄语：关于“领导才能”法则九：你不是一个人受益终生的启发式教育——费
曼(196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益者三友——艾略特(194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我不想服兵役——纳
什(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妇唱夫随——科里夫人(1947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寻找知音—
—萨特(196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绝不只做一个女人——梅耶夫人(196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以己为
镜——爱因斯坦(19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打开上帝的另一扇门——巴甫洛夫(1904．年诺贝尔生
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成功寄语：关于“身边人”法则十：坚持就是胜利无数次投稿被拒——川端康
成(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十年磨一剑——罗素(195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坚持真理——舒尔
茨(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坚持主见——福格尔(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用一封公开信走出困
境——索尔仁尼琴(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骂出来的诺贝尔奖得主——格林尼亚(1912年诺贝尔化学
奖得主)诗穷而后工——艾略特(194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伟大来自于苦难——凯尔泰斯(2002年诺贝尔
文学奖得主)从荒诞迈向成功——加缪(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跨越文凭的台阶——李政道(1957年诺
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不拘一格，力排众议——维格纳(196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勇敢地“固执己见”
——阿累尼乌斯(1903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成功寄语：关于“坚持”结束语：人人皆可造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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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卢卡斯  写满“C”的成绩单学习是一个吐旧纳新的过程，时代在进步，学问也在发展，书本上的知识
永远落后于科学的脚步。
如果仅仅满足于学会老师传授的知识，那就只能重复前人的脚步，走不出自己的道路。
卢卡斯，这个研究生阶段学习成绩仅为“C”的学生，却在学术上走出了一片新天地。
1937年9月，卢卡斯出生在美国华盛顿州的雅克玛，他的父母都是罗斯福总统及其新政的崇拜者，家族
成员大都是共和党人，因此家里充满了强烈的自由主义色彩和创造精神。
父亲老卢卡斯没上过几年学，也没有受过专门的工程技术培训，但是他善于自学，喜欢钻研，他用从
专业手册上自学来的知识解决了许多工作上的难题。
小卢卡斯上高中时，经常与父亲讨论技术管理的问题，也争论一些政治话题。
小卢卡斯也经常和母亲探讨问题，他们的谈话无拘无束，话题从宗教、战争到家庭装修甚至香烟的品
牌等，无所不包。
正是这样一种家庭氛围，培养了卢卡斯善于思考，勇于尝试的品质，为他日后成为新古典自由派的代
表人物播下了种子。
17岁时，卢卡斯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的奖学金，这是他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
芝加哥大学是美国自由艺术的中心，开设了许多前沿课程，诸如《西方城市化历史》、《组织》、《
方法论》、《知识的原理》。
对卢卡斯来说，这些课程让他大开眼界，也很有吸引力。
结果他成为历史系学生，在1959年获得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学士学位。
1960年秋天，卢卡斯回到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学，这是他人生的第二次转机。
20世纪60年代，芝加哥大学聚集了一批年轻的学术精英，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思想激励着这里的
年轻人对固有的社会理念进行重新反思。
芝加哥大学自由民主的学术气氛造就了一大批著名学者。
1960年的暑假，卢卡斯仔细阅读了保罗．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基础》和《经济学》，新学期开始时
，他已经掌握了经济分析的技术方法。
同学们都以为他在暑期的学习是为了选修经典经济学理论课程而做准备。
然而在选课时，卢卡斯出人意料地选择了概率论及其应用导论、统计学、计量经济学等新兴经济学分
支的课程，他还选修了弗里德曼的“价格理论系列讲座”。
在学习上，卢卡斯有自己的一套方法。
他不仅仅满足于弄懂老师讲授的知识，还喜欢发掘深层次的问题。
每次上完弗里德曼的课，他都要对照听课笔记，运用从萨缪尔森那里学来的数学分析方法，把弗里德
曼的观点、原理“翻译”成数学语言。
同学们不理解卢卡斯的做法：既然老师没有提出如此高的要求，那么这种“翻译”工作完全是徒劳的
。
卢卡斯却不这么想，他认为经济学正发生着从定性研究到定量研究的巨大变革，学会用数学语言表述
经济学问题有助于进行精确的研究。
格利里奇和刘易斯的课程让卢卡斯掌握了概率论和统计学这两种经济学研究的新方法。
纳德．贝尔德的计量经济学课程和阿诺德·哈伯格德的财政学课程则改变了卢卡斯对经济学的看法。
卢卡斯尝试着用学到的新观点、新方法来解释这个世界，他和同学们在咖啡馆热烈讨论，话题已经远
远超出技术和经济学范畴。
讨论中，卢卡斯经常提出自己的理论和假说，有些是错误的，有些则很有创造性。
卢卡斯的大部分课余时间用在学习新理论和讨论上，花在课程上的时间比较少，而且他选的课都很难
，所以学年结束时成绩单上写满了“C”。
这种情况以前从未发生过，本科时，卢卡斯是以全“A”的优异成绩毕业的。
教务主任的助手不得不写信提醒：“亲爱的卢卡斯先生，您在本学年的成绩有可能影响您获取奖学金
和顺利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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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张写满“c”的成绩单，卢卡斯要在学习感兴趣的知识和获得好成绩之间做出取舍。
朋友们劝他选修一些简单的课程，易于提高成绩。
卢卡斯却认为学习是求取新知的过程，考试的题目是已经解决的问题，仅仅满足于考个好成绩，学术
上不会有创新。
门门功课考“A”最多只能说明一个人掌握已有知识的能力，却并不能说明他的创新能力。
因此他决定坚持自己的选择。
结果在第二个学年，卢卡斯仍然选择了很多新兴的课程，除了花少量时间将成绩保持在一个可以接受
的水平上，他把主要的功夫用在了学习新知和讨论上。
在这期间，他进一步扎实了数理分析的功底，在激烈的讨论中不断充实和丰富着自己的观点，并形成
了今后学术思想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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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诺贝尔奖得主的成功法则》由文汇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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