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面八方的成功人士，誰打出生就樣樣具足？誰不是歷經一番寒徹骨？他們或許不比任何人

強，只是藉口找得少了些，對選擇堅持了一點。」回憶過去，多少夢想都在每次的藉口中無疾而終？

仔細省思後，請以「藉口」為題，寫一篇文章。 

這題目因為有「成功」的人選擇堅持代替找藉口，所以寫的時候要注意「成功」與「藉口」之間

的關連性。請分四段或三段，第一段當然是破題，以「要為成功找方法，不要為失敗找藉口。」之類

的旨意破題。第二段、第三段舉言例或事例，事例舉成功者如鈴木一朗、張忠謀、乙武洋匡、麥可喬

丹------等等你所知道的成功者，他們背後付出所付出的努力、堅持為例。若一個成功事例足則只選一個

成功者論述，第三段可舉不能堅持者如自己的為何事找藉口為反面立說。第四段以一句名言漂亮收尾。 

以下有些言例讓你做參考： 

1. 電影「侏羅紀公園」有一句話：「生命總會找到牠的出口」我覺得這句話不但適合描述恐龍，更

適合用在人類身上。我們要為自己的生命找出口，而不是為自己的失敗找藉口。 

2. 有人替「藉口」下了一個有趣的定義：「藉口是一事無成的人替自己建造空虛的紀念碑的工具。」 

3. 富蘭克林說得好：「一個擅長找藉口的人，很少擅長做別的任何事情。」要想做一個有用、有能

力的人，首先必須不要在為自己的不長進和不努力找藉口。 

4. 美國成功學家格蘭特說：「如果你有自己繫鞋帶的能力，你就有上天摘星的機會！一個人對待生

活、工作的態度是決定他能否做好事情的關鍵。」每一個人在一生中都會或多或少、或輕或重地

犯錯誤、做錯事情。從某種意義上說，錯誤是不可避免的，它將伴隨你一生，無論你願意還是不

願意。 

5. 「成功靠機會，機會靠時機，時機靠自己。」成功的人，一定很會把握機會，所以他們利用了這

個機會，得到了成功。但是，機會是需要時間去製造的，所以，他們一定很有耐心的等待，他們

在這段無法預測的時間裡，增加自己的「power」，好讓自己能在機會來臨時，能夠大放光彩，奪

得成功，所以成功最重要的就是自己，如果沒有自己，誰等待「時機」？誰把握「機會」？誰奪

得「成功」？所以，成功背後最大的贏家，不是機會、不是時間，是「自己」。 

6. 張忠謀在演講中表示，他人生最大興趣，是把所經營事業變成世界級，第二大興趣便是閱讀。他

保持每天閱讀五小時的習慣，至今已長達五、六十年，對培養判斷力，和平心靜氣很有幫助。 

7. 積極的人像太陽，走到那裡都發亮；消極的人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 

8. 查理．卓別靈：「要記住：歷史上所有偉大的成就，都是由於戰勝了看來不可能的情而取得的。」  

9. 納爾遜：「我一生中所有的成功，都歸功於總是提早十五分鐘。」 

10. 莎士比亞：「本來無望的事，大膽嘗試，往往能成功。」 

11. 「詖辭知辭所蔽，淫詞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詞知其所窮。 

12. 藉口：「我還太年輕。」、「我的身體不好。」、「我時間不夠用。」、「我不是一塊讀書料子。」、「我

家裡讀書環境太差，沒有辦法作功課。」、「現在準備聯考還太早。」、「考試及格就好！」、                鬧

鐘壞了、家人忘了叫我、等不到公車----- 

13. 範文：      自我追求  杏林子 

如果你要追求更完美的人生，你就需要不斷超越自己，提升自己。 

不止是知識學問上日有長進，同時你也要能勝過個性上的缺點以及許多壞習氣，當然不可能一夜

之間成為聖人，但你要一點點克服它。不要找藉口體貼自己，原諒自己，沒有那一種「天性」是不能

藉著後天的學習及自我教育改變的。 



超越你所曾犯下的錯誤，以及因為錯誤所帶來的失敗，不要把自己一直陷在懊惱悔恨之中，否則，

它會成為你一道永遠抹不掉的傷痕。如果外在客觀環境一時之間非人力所能抗衡扭轉時，你要安靜忍

耐，從困境中磨練自己，掌握時機，因勢利導，說不定橫逆反而變成你成長的一分助力。 

對於他人的魯莽無知以及惡意中傷，除非你能很快忘記，或是一笑置之，否則，你給自己的傷害

遠勝於別人加給你的。 

當失意或沮喪的感覺臨到時，你要抵擋它們像抵擋洪水一樣，萬不可放縱自己沈溺其中，不要等

到大水淹到頭頂時才來求生。 

你也要努力克服生活的倦怠感，不要扼殺你對陌生事物的好奇心，不要為自己偶發的童心感到羞

恥，因為這些都可能是保持你生命活潑的動力。 

慾望往往如脫韁野馬，你要懂得駕馭牠、調理牠。強烈的慾望也正代表一個人強烈旺盛的生命力，

不要壓抑或限制它，而是以一個適當的管道來疏導，將一己之私慾催化為對公眾的熱誠，自我理想的

追求，生命的層面便更形擴大。 

而不論發生什麼事，你都需要學習以泰然與坦然的態度來面對，給自己乃至別人一張清朗的笑臉，

你會發現你的世界逐漸臻於和諧圓滿，你的生命更加成熟美麗。 

             錄自杏林子：《行水窮處》（台北：九歌出版社）（圖書館藏書） 

堅持、堅持再堅持 文/文山  

去年我曾經聽過一場演講，講師是國外知名學院的教授。題目是：突破自我的設限。內容大概是，

把困難的事化做簡單的事。把簡單的事化做成功的模式。把成功的模式不斷重複下去。直到人的終結

的那一天。你所擁有的多少財富，還是多麼顯赫、功成名就，那一切都不是最重要，而真正珍貴的是

那一份堅持的過程。  

  這位教授把他的一生都奉獻給教育。他說：不管現時的困難有多大，也不管未來的日有多麼長，

為了讓教育能更健全，他堅持下去，用他的一生持續的推動教育，而他留給學子的是精神，是一份堅

持不懈的心。有時我真的覺得這位教授才是真正專業。他把做事的哲學研究得這麼透徹。他讓聽眾得

到不是一份衝動，而是一份對做事的哲學，更是一份堅持不懈的精神。  

  一位國際知名的行銷大師，在一次受邀到英國首都演講時。當天爆滿的聽眾都在熱切的、焦急的

等待著這位知名的國際行銷大師。當大師出現的時候，聽眾們一次又一次的吶喊叫好。大師請二名身

材高大的聽眾當他的助手。助手搬出一個高大的鐵架，鐵架中間還掛著一顆巨大的鐵球，而聽眾都覺

得很錯愕。  

  大師告訴助手，請他們拿大鐵錘分別大力的敲動鐵球。但是不管助手們如何的敲擊，終究鐵球還

是不動。20 分鐘過去了，下面的聽眾再也忍不住了，有的開始叫罵，有的開始離場。最後連助手也下

去了。而大師不為所動的從口袋拿起小鐵錘，一次又一次的敲擊，時間又過了 20 分鐘，現場的聽眾有

一半都離開了。時間大概在 50 分鐘的時候，有一名年輕人大聲的喊出：「球動了！球動了！」現場聽

眾一聲不語。  

  最後當球越搖越大的時候，在場的聽眾有的開始被這一幕感動得流淚。有的開始掌聲，然後全場

持續的熱烈掌聲。最後大師只說一段話：「我成功的祕訣就是重複做、認真做，以百倍的恆心和耐心

等待著成功的到來。」  

  當你相信堅持的那一刻，成功已經不遠了。這時聽眾開始相擁而泣，彼此都覺得很幸運能堅持到

最後的這一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