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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人是社会的人，每个人都要去适应社会环境。这种

适应，就是人们为了生存而与环境发生的调节活动。社

会环境对人有一定的要求条件，人对环境也并非心满意

足，这样就需要适应。就像杨柳承受风雨，水适应容器

一样，我们也要适应社会的发展。要承受一切不可逆转

的事实，对那些必然的事情主动而轻松地承受。人生有

时很残酷，总是充满了不可捉摸的变数。如果它给我们

带来了快乐，当然是很美好的，我们也很容易欣然接受，

但事情却往往并非如此。大千世界，每个人都会有自己

对人生的诠释和见解，在社会中的为人处世，就好比走

夜路，摸黑走路碰壁肯定是不会少的。既然没有路灯，

我们不能改变这种状况，那为何不给自己创造条件来辅

助自己成功呢？我相信一句话：如果你想抱怨，生活中

一切都会成为你抱怨的对象；如果你不抱怨，生活中的

一切都不会让你抱怨。没有一种生活是完美的，也没有

一种生活会让一个人完全满意，我们做不到从不抱怨，

但我们应该让自己少一些抱怨，而多一些积极的心态，

因为如果抱怨成了一个人的习惯，就像搬起石头砸自己

的脚，于人无益，于己不利，生活就成了牢笼一般，处

处不顺，处处不满；反之，则会明白，自由地生活着本

身就是一种最大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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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勇敢地面对现实

比尔 • 盖茨说：“公平不是总存在的，在生活学习的各个方面总有

一些不能如意的。但只要适应它，并坚持到底，总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成

效。”“A”位于“B”之前，这是一种排列序号，也是前大于后的价值。

但是，比尔 •盖茨却无视这种传统的规定，专注于自己追求的梦想。

在比尔 •盖茨读中学的时候，他接到全国最大的国防用品合同商 TRW

公司的电话，要他南下面试。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比尔 •盖茨征得了学

校的同意，参加三个月的临时工作。三个月后，比尔 •盖茨回到学校，他

补上三个月中落下的功课，并参加期末考试。对他来说，电脑当然不在话下，

他毫不担心。其他功课他也很快赶上了。结果他的电脑课老师只给了他一

个“B”，原因当然不在于他考试成绩不佳，他考了第一名。而是他从不

去听这门课，在“学习态度”这条标准中被扣了分。但比尔 •盖茨并没有

抱怨什么，而是接受了这种不公平的现实，并把这种得失置之度外，集中

精力做数据的编码工作，他成了名副其实的电脑程序员，具备了编程的坚

实基础和丰富经验，最终成就了自己享誉全球的事业。

生活是不公平的。这着实让人不愉快，但确是实情。我们许多人所犯

的一个错误便是为了自己、或为他人感到遗憾，认为生活应该是公平的，

或者终有一天会是公平的。其实不然，现在不是，将来也不会。

承认生活并不公平这一事实的一个好处便是它激励我们去尽己所能，

而不再自我伤感。我们知道让每件事情完美并不是生活的使命，而是我们

自己对生活的挑战。承认这一事实也会让我们不再为他人遗憾，每个人在

成长、面对现实、做种种决定的过程中都有各自不同的能力和难题，每个

人都有感到成了牺牲品或遭到不公正对待的时候。

承认生活并不公平这一事实并不意味我们不必尽己所能去改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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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改变整个世界；恰恰相反，它正表明我们应该这样做。当我们没有意识

到或不承认生活并不公平时，我们往往怜悯他人也怜悯自己，而怜悯自然

是一种于事无补的失败主义的情绪，它只能令人感觉比现在更糟。但当我

们真正意识到生活并不公平时，我们会对他人也对自己怀有同情，而同情

是一种由衷的情感，所到之处都会散发出充满爱意的仁慈。当你发现自己

在思考世界上的种种不公正时，要提醒自己这一基本的事实。你或许会惊

奇地发现它会将你从自我怜悯中拉出来，采取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行动。

总之，我们承认生活是不平等的客观事实，并不意味着一切消极的开

始，正因为我们接受了这个事实，我们才能放平心态，找到属于自己的人

生定位。

每个人对人生都有自己独特的诠释，是追求，是执着……但有一点永

远不会变：人生是成败交替的合体，是得失兼容的五味瓶，想要真正读懂

人生，必须先读懂失败、不幸、挫折和痛苦。独步人生，我们会遇到种种

困难，甚至于举步维艰和悲观失望。征途茫茫，有时看不到一丝星光，长

路漫漫，有时走得并不潇洒浪漫。这时，给自己一个笑脸，让来于心底的

那份执着，鼓舞着自己插上长风的翅膀过尽千帆；让来自于远方的呼唤，

激励着自己带着生命闯过难关。人们都喜欢和煦的春风，明媚的阳光，因

为这会给人带来一种舒适、惬意的感觉。你的心也会有一种暖暖地沐浴在

阳光下的感觉，你一定会喜欢这种感觉，因为它带有阳光的味道。其实，

拥有一份阳光心态也很简单，那就是敞开心扉去面对现实。当你以另一种

心态去看现实，看世界时，你会另有一番感受，何必让你的心处在阴晦之

中呢，给自己的心开一扇窗，让阳光进来。当明媚的阳光抚摸你的心时，

你会有一种异样的感觉，那就是阳光心态。拥有它，你将拥有超然豁达的

人生；拥有它，你就不会在苦闷失落中迷失自己；拥有它，你就不会在色

彩缤纷的社会中失去方向；拥有它，你会拥有阳光般的笑容……敞开心扉

去面对现实，你的生命将会更灿烂，更美好！也愿所有人的心都能感受到

阳光般的温暖，嗅到阳光的味道，听到大海的呼啸……让美好的记忆伴随

着你度过每一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每天会遇到酸甜苦辣，生活是

一场戏，是一夜梦，有暴风骤雨，也更有雨后彩虹。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

勇敢地面对现实。



4

比
尔

•

盖
茨
给
年
轻
人
的   

个
忠
告

1 0

西方有句谚语说：“在命运向你掷来一把刀的时候，你要抓住它的两

个地方：刀口或刀柄。”富有哲理的一句话，自然而然使我们想起了奥运

火炬手金晶这位勇敢的英雄。金晶在九岁时因为恶性肿瘤而失去了右腿，

术后痛苦的化疗，金晶竟然能坚持下来，并能凭着乐观的生活态度和坚韧

的强劲意志，奇迹般地战胜疾病。中专毕业后的金晶，她的第一份工作是

接线员，但最后被辞掉。之后在一次残疾人演讲大赛中，金晶却被一位击

剑教练看中，紧接着金晶当上了击剑运动员，经过刻苦训练，金晶虽无缘

残奥会，但她还是拿过亚运会银牌和世界杯铜牌；当金晶得知奥运选拔，

她第一时间报名，并以她自己非凡的表现，高票当选奥运火炬手。诚然，

在这之前，金晶是个名副其实的“小人物”，但在 2008 年 4 月 7 日这神

圣的一天，金晶作为其中一棒的北京奥运火炬手在巴黎传递，就在火炬即

刻点燃时，突然有人猛烈冲过警戒线，企图掠夺金晶手中的火炬，但坐在

轮椅上的金晶，左闪右躲，就是不肯让出握在手中的火炬，誓死对抗突然

袭击，勇敢的金晶姑娘，就是在这一霎改写她英雄正义的史料！金晶艰苦

奋斗的人生经历是对上述这句西方谚语的最好诠注。因为作为四肢健全的

常人都颇感“渡过”一帆风顺人生的不易，何况对金晶这样的残疾人是可

想而知的。只愿人们记住金晶勇敢走出一段艰难而精彩人生的同时，切记

在人生的旅程遇到大障碍时，沉着无畏地面对“刀口”；或设法抓住“刀柄”，

努力发挥你的斗志和潜力，百折不挠地勇于面对现实，“更高、更快、更强”

地创造属于自己的天地！ 

人生如梦，人们常常这样说，想来，也不无道理。的确，人生是一个

可大可小、可长可短的梦。人生之梦又由千千万万个多种多样的梦组成的。

归纳起来这些梦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叫梦想，另一种叫理想。梦想与

理想并不矛盾，它们是一对孪生兄弟。这对兄弟如此的相似，以至于人们

常常无法分辨。严格地说，理想是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梦想背离现实太

远，有时甚至与现实相悖。有时梦想和理想看似仅仅只有一步之遥，可是

有的只用几年时间就成为现实，而有的得用一生甚至几代人去接力追寻，

却也仍然遥不可及。人类如果没有梦想，就没有理想和现实中的实践活动，

也就不会有日新月异的科技成就。真正的理想与现实之间有一座桥梁，一

座不太长，也不太短的桥。它长得需要你努力向前，走稳脚下的每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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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到达彼岸，也短得让你一眼就能看见桥所连那边的迷人风景。理想自

人的心底萌发，它经过深远的思考，经得起时间的流逝，道路的坎坷，是

风雪不断的人生路上长明的指路灯。但理想与现实之桥，不是时时刻刻都

存在的，有时它需要你亲手去建造。人的一生中不能没有梦想，那样的日

子会太乏味，也不能没有理想，那样生活会失去目标。理想与梦想有机地

组成了生活之梦，使它不会偏离现实太远，也不会接近现实太多。每个人

心中的理想总是与现实有些距离，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总有着很多限制性

的因素。天与地就是理想与现实，人生存在的目的，就是寻找那条地平线。

当一个人只沉溺于理想而逃避现实时，他就失去了立足之地；当一个人只

活在现实而抛弃理想时，他又没有了蓝天和光明。当你有个愿望或理想，

在努力想实现的过程中，却被别人认为不可能时，你会如何响应？是坚持

到底，还是从善如流？当你领导的同仁或伙伴，告诉你一个他非常兴奋的

理想，而你却认为不可能实现的时候，你又会如何响应？是嘲笑他痴，还

是问他兴奋的缘由？你有过哪些愿望或理想？到现在实现了多少？其中，

有哪些是因为外在条件不成熟而未实现？又有哪些是因为你一直的坚持而

实现了？对那些不能实现的愿望或理想，你现在有哪些感觉？是懊恼？是

遗憾？是庆幸尽早改道？还是后悔未坚持到底？对已经实现或在完成过程

中的愿望与理想，你又有哪些感觉？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得勇敢地面对现

实，只有这样我们的人生才更加的真实，才能活出自我，人生的理想才会

和我们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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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改变自己比改变别人更容易

比尔 •盖茨强调，许多不公平的经历，我们是无法逃避的，也是无从

选择的。我们只能接受已经存在的事实并进行自我调整，抗拒不但可能毁

了自己的生活，而且也许会使自己精神崩溃。因此，人在无法改变不公和

不幸的厄运时，要学会接受它、适应它。

每个人都想拥有好的生活，每个人都想地球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转，

谁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可是在很多事情上，很多人都不能分出这种浅显

的是是非非，总是希望别人，甚至是周边的环境来适应你，却不知道主动

去适应别人和周边的环境。

聪明的人能感动自己、征服自己，甚至会改变自己，这就意味着有力

量战胜一切的挫折、痛苦和不幸。而愚笨的人则是相反，虽然在很多时候，

能感动自己，却不能征服自己，改变自己，让自己生活在一种持续的不适

应中，把原本应该主动的生活变成一种被动的接收，快乐自然而然也就不

存在了。一个人能真正地改变自己，就意味着理智的胜利：如果能感动自

己，就是意味着心灵的升华；而能征服自己，则是意味着人生的成熟。

命运中总是充满了不可捉摸的变数，如果它给我们带来了快乐，当然

是很好的，我们也很容易接受。但事情却往往并非如此，有时，它带给我

们的会是可怕的灾难，这时如果我们不能学会接受它，反而让灾难主宰了

我们的心灵，那生活就会永远地失去阳光。我们改变不了环境，但可以改

变自己。因为年轻，所以会经历一些事情，比如爱情、友情。没有人能够

永远快乐、幸福地过每一天，没有人能够坦然地面对自己的坚强和软弱，

让我们成熟的，是经历，是磨难；让我们幸福的，是宽容，是爱心；让我

们心安的，是理解，是信任！我们改变不了事实，但我们可以改变态度。

新英格兰的妇女运动名人格丽 • 富勒曾将一句话奉为真理，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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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接受整个宇宙。”是的，你我也应该能接受不可避免的事实。

即使我们不接受命运的安排，也不能改变事实分毫，我们惟一能改变的，

只有自己。

成功学大师卡耐基也说：“有一次我拒不接受我遇到的一种不可改

变的情况。我像个蠢蛋，不断做无谓的反抗，结果带来无眠的夜晚，我

把自己整得很惨。终于，经过一年的自我折磨，我不得不接受我无法改

变的事实。”

面对不可避免的事实，我们就应该学着做到诗人惠特曼所说的那样，

“让我们学着像树木一样顺其自然，面对黑夜、风暴、饥饿、意外等挫折。”

面对现实，并不等于束手接受所有的不幸。只要有任何可以挽救的机会，

我们就应该奋斗！但是，当我们发现情势已不能挽回时，我们最好就不要

再思前想后，拒绝面对，要接受不可避免的事实，惟有如此，才能在人生

的道路上掌握好平衡。我们每个人迟早要学会这个道理，那就是我们只有

接受并配合不可改变的事实。“事必如此，别无选择”，这并非容易的课程。

比尔 •盖茨说：“如今我们所处的竞争时代，是一个优胜劣汰、适者

生存的年代，等待别人的帮助或是祈求神灵的恩赐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只

有知难而进，勇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才有机会抓住属于自己的机遇。”

直面人生是每个渴望成功的人必须接受的挑战，也是抓住机遇的首要前提。

没有这个前提，成功之路就没有基础。

培训课上，企业界的精英们正襟危坐，听管理学教授讲关于企业运营

的报告。站在讲台上的教授从包里拿出一只开口很小的瓶子放在桌上，然

后指着旁边一个胀得圆鼓鼓的气球对大家说：“谁能告诉我，怎样把这只

气球装到这只瓶子里去？当然，你不能这样，嘭 !”教授滑稽地做了个气

球爆炸的手势。众人面面相觑，都不知教授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终于，一

位女士走到台前，拿起气球小心翼翼地捏弄。她想利用橡胶柔软可塑的特

点，把气球一点一点地塞到瓶子里。但很快她发现自己的努力是徒劳的。

教授看到没有人愿意再上来试一下，他拿起气球，三下两下解开气球嘴上

的带子，“哧”的一声，圆圆的气球变成了一个软塌塌的小袋子。教授把

这个小袋子塞到瓶子里，只留下吹气的口儿在外面，然后用力吹气。很快，

气球鼓起来，胀满在瓶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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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再用带子把气球嘴儿扎紧。“瞧，我只改变了一下方法。”教授

转过身，拿起笔在黑板上写了个大大的“变”字，然后说：“现在，我们

做第二个游戏。”他指着一个戴眼镜的男子说：“现在请你用这只瓶子做

出五个动作，什么动作都可以，但不能重复。”“眼镜”拿起瓶子、放下

瓶子、扳倒瓶子、竖起瓶子、移动瓶子，五个动作很快就完成了。教授点

点头，说：“请你再做五个，但不要与刚才做过的重复。”“眼镜”又很

轻易地完成了。“请再做五个。”等教授第五次发出同样的指令时，“眼镜”

突然大吼一声：“不 !我宁愿摔了这瓶子也不想再让它折磨我的神经了 !”“眼

镜”把瓶子重重地放在讲台上，愤愤地走回到自己的座位。精英们笑了，

教授也笑了，他面向大家：“你们看到了，‘变’有多难 ! 连续不断地‘变’

几乎使这位先生发疯。可你们比我还清楚，商战中‘变’有多么重要。因

为不变比发疯还要糟，那意味着死亡。” 

精英们开始对这场别开生面的报告品出点味儿来了，他们微笑地互相交

换着目光。停了片刻，教授从包里拿出一只开口很大的瓶子放到台上，指着

那只装气球的瓶子说：“谁能把它放到这只新瓶子里去？”精英们都看到这

只新瓶子并没有原来的那个瓶子大，直接装进去是根本不可能的。但这样简

单的问题难不住头脑机敏的精英们，一个高个子中年男人走过去，拿起瓶子

用力向地上掷去，瓶子碎了，中年人拾起一块块碎片装入新瓶子。教授点头

表示赞许，精英们没人对中年人的做法感到意外。这时教授说：“先生们，

这个问题很简单，我想你们都想到了这个答案。但实际上我要告诉你们的是

改变最大的极限是什么。”教授举起手中的瓶子：“瞧，最大的极限是完全

改变旧有状态，彻底打碎它 ! 感谢在座的诸位，我的报告完了。” 

适应是主动性的，但它有一个前提，需要选择。在你要到达心理预定

的目标前，你必须结合自己的能力，量力而行。不可否认，我们一生中将

有一半的时间在被动地接受适应生活的考验。因而，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做

着无形的适应生存的工作，也许我们一时感觉不出适应的奇妙性，但当我

们在某个地域站稳脚跟，并且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就能够感觉到适应

是多么重要的事情。适应有时又是在不断变化的。有时看起来容易生存的

环境，而真正去生活却十分艰难；有时看起来艰难的环境，适应起来却非

常容易。因此，我们要学会看清物质内在的东西，然后选定你进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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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为选择生活环境而去强求自己的生存意志，我们要为适应生活环境

而去获取生存的机遇。

二十一世纪是速度时代，速度至上，效率第一。飞速发展的工业、农

业、科技，对人类的竞争增加了极大的压力，优胜劣汰，更使速度上升一

个台阶。速度导致了环境的巨变，职业的巨变，生活方式的变化。今天有

这个职业、明天可能这个职业就消失；今天有这幢房子，说不定明天因城

市的规划就拆除了这栋楼；昔日的粮票、布票、肉票、糖票远远成了时代

古董。时代在变，人的脑子也在变，思维也在变，思维模式也在变，行为

模式、观念均在变。“变”是 21 世纪的又一特征。速度多变导致了危机，

而且人人都在危机，工人的下岗，企业的转行，职业的消失，新职业的产生，

是每一个人和每一个企业必然的重负。为了生存和发展，适应社会，适应

时代，必须学会改变。

改变观念，观念的改变就是财富；自身的改变就是生产力。有本书写

的非常好，在社会上被广泛畅销，它就是《谁动了我的奶酪》。书中的核

心就是两个字：“改变”。中国人几千年的封建文化思想，人们学会了保守，

学会了默守陈规，学会了一根筋。总希望一种安宁、平静、稳定的生活。“日

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是那么美好和令人憧憬。他们恐惧改变，

害怕压力，逃避现实，不是诅咒就是埋怨。因此，我们要学会改变，热爱

改变，改变才会有新的希望，改变才能过上好的日子。

其实，人的一生都在改变中成长进步。从婴儿到幼儿园到青年到成年

的中年、老年。不论从身体上、思想上、观念上都在默默地改变。可是，

有的人只接受身体的改变而不接受现实的改变。比如：下岗，有的人因思

想上、观念上不能接受，从此一蹶不振，甚至走向了人生的低谷。其实下

岗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大锅饭的时代，人们知足，哪怕一天三餐无菜，无

任何怨言，习惯了。现在机制的变革，优胜劣汰，思想压力大了就不习惯了。

现在的社会是经济社会，一切的成功和能力是以经济来衡量。你不改变观

念，不改变生活方式，不适应这种变化，就即将被自己和社会淘汰，过贫苦、

自贱、封闭的下层生活。这个世界没有永恒不变的事物，只有变化才是颠

扑不破的真理，因此，改变是我们走向幸福的惟一途径。

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整的自己，也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自己。每个人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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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个性和自我，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来改变自己。社会也是一个世

界，而人只是其中的一个主体部分。社会的力量是很大的，大到我们根本

就不能让它有丝毫的让步，因此我们并不需要任何理由去适应这个社会。

适应不等于改变，改变却是一种最好的适应。犹如千万年前的动物，

因为适应改变，最终存活了下来。

读书小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