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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语 云：“人过
十三 不 学 艺”，这话
并不 尽然，说的未免
绝对化 了。事实上 ，
人只要 有 志 于 学 ，

不要说年 过三十，就是过 了 四
十、五十 ，甚 至 更 多 ，仍
然可 以 有 所成就的，即
所谓 “大 器 晚 成”。

《 颜 氏家训接》说：
“ 人 有 坎 凛 ，失 于 盛

年，犹 当 晚学，不可 自
弃”。曾 子七十乃学 ，
名闻 天 下 ；荀卿 五十 ，
始来 游 学 ，犹为硕 儒 ；
公孙 弘 四 十 余乎。方 读
《 春秋 》，终 登 丞 相 之
位……历 史 上 这 样 的 例
子是举 不 胜举 的路。

“ 苏 老泉，二 十
七，始 发愤 ，读 书 籍”——这

已在《三 字 经》上传 为 美 谈。苏

老泉 即 宋 人 苏 洵 ，他二 十 七 岁

才开 始 发愤 学 习 ，起 步 可 谓 晚
矣！但 他终 于 成 了 鼎 鼎 大名 的

文豪 ，他 与 其 于 苏 轼、苏 辙 ，
合称 “三 苏”，都 是 “唐 宋 八

大家”中 的 重要人 物 。齐 白 石

是现代著名 的画 家 ，我 国 国
画界 的 一代 宗 师 。他 的 诗 、书 、
篆刻 、绘 画 ，人称 “四 绝”。
白石 老人 也是二 十 七 岁 才 开 始

学习 绘 画 的 ，他 的 一 首 诗 就是
见证：

　挂 书 无 角 宿缘迟 ，
廿七年 华 始 有 师 。

灯盖 无 油 何 害 事 ，

高烧松 明 读 唐 诗。
《左 传》上 有 则 故 事

说：春秋 时期 ，晋 国 的
国君 晋 平公 有一次问 他

的盲 乐 师 师 旷：“我 已
经七 十 了 ，想 读 书 问

学，恐 怕 太 晚 了 吧！”
师旷 说：“何 不点 起 火

把？”晋 平 公 以 为 是开 玩

笑，但 师 旷 却 严 肃 地 说 ：

“ 少年 读 书 问 学 者 ，有
如日 出 之 明；壮年 读 书 问 学

者，有 如 日 到 中 天之光 ；老年 读
书问 学 者 ，有如黑 夜点 起 火把
那样 明 亮。”师旷 的 话 说得 多
好啊！愿 我 们 年 岁 稍 长 即 惮
于学 习 的 朋 友 ，以 此 勉 之吧 ！

大器 能 晚 成 。

王权孙 国 安 自 学成 效显
省农 垦科技教 育 中心青年工人王

权、孙国安 自 学 成才 ，从事农业科研
取得很 大成绩 ，为我 省农业科研工作
做出 了 贡献。

助理工程师王权刻苦学 习农业知
识，在长期 的生产实践中 同农艺师王
枝荣共同编撰、出版了我 省第一 部
《 陕西农 田 杂草图志 》。他 和别人合
编的 《渭 南垦 区旱 田杂草调查 及草害
的研究 》，获得了省科技成 果 三 等
奖。技术员 孙 国 安 研 制 出 的我 省第
一台 “电容 数 字 式 粮 食 水 分 测 定

仪”，被地区科委鉴定为阶段成果 。
经他改制 的 “小麦数粒仪”，深受科
技人员 的欢迎。目 前，他们又研究新
的项 目 ，争取更大的突破。（赵 启 明 ）

张松 华 科 研 结 硕 果

在西安内 燃 机配件厂技 术革新
成果表彰 会上 ，有不少科研成果 ，
其中五项是 出 自 资 历浅 、没文 凭的

青年工 人张松 华之手 。
张松 华十四 岁刚上初 中时，就

被卷进 了大动 乱的 漩涡。一九七〇
年，他到 内 燃机配 件厂 当磨工 。他热
爱自 己的 本职工
作，为 了改变落
后的 生产方式 ，
他克服种种困 难 ，很快学完 了 中学
的全部 课程 ，随 后 又 紧 接着 向 专业
技术进军 。当 时 ，他宁愿啃干馒头 、
吃咸菜，也要从十八元的学徒工资
中抠 出几个钱 ，购买《机械制图》、
《 磨工工艺 》、《机械工人 》等 专
业书刊 。经过十几年的 刻苦 努力 ，
他根据 自 己所 学 的 知识 ，先后革 新

研制 了 “精密万能平 口 钳”“三爪
定心块磨削夹具”和 “成形块磨削
夹具”等 四个项 目 。

今年二月 ，厂生产科 告急：轴
瓦生产线急需 “外 圆 校 对 标 准 环
规”。这 种环规 ，要求精度很高 ，
其外 径尺寸、锥度和失 圆度 等项公

差均不 得超 过
一根头发丝 的

三十分之一 。
厂里把这个任 务交给 了小张 ，他不
分昼夜地思考 、计算 。终 于拿出了
最佳设计方案 ，取得 了成功。经有
关方面鉴定 ，各项技 术指 标全 部 符
合要 求 。厂 长 拉 着 小张的手 ，激动
地说：“你给咱厂解 决 了 一 个 大 题
难题”！

（ 贺 交 智　郑永 学 ）

西光 厂 劳 动 模 范 、子
校教 师 张 金枝 ，在 班主
任工 作 中 ，重 视思 想 教
育，善 于 做 后 进 生 的 转
化工 作 。十 二 年 来 ，她 带
的班 多 次 被 学 校评 为 先
进集 体。去年 ，张金枝被
评为 西 安 市 的 “模 范 班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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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销 员 要四通

韩城　张建 超

同志 ，你 知道推
销的 学 问 吗 ？就我 多
年的 经验 ，推 销员 必
须学 会四 通 ：

（ 一 ）信 息 通。就 是 看工厂
的产品适销 于北方还是南方，适应
于城市还是农村 。

（ 二 ）业 务 通 。就 是 懂 不
懂产品 的 质 量 、包 装 、性 能 、
规格、价格 是 否 符 合 国 家 的 标

准。

（ 三 ）社 会
通。必须懂得人情 世

理，懂 得心 理学 ，学
会文 明经商 ，礼貌待 人 ，牢 牢 树 立

“ 用户 至 上 ，信 誉 第
一”的 观点 。

（ 四 ）语 言 通
就是 要学会普通话 。 好书

推荐

《调 查研究概论》
中共陕西省委研究

室组编的 《调 查研究概
论》一书 ，最近 由 陕西
人民出版社 出版。全书
共十二章。论述 了调查
研究的 意义、实质和基
本要 求；还就调 查研究
的方法、选题、组织 领
导，调查报告的 写法 以，

及调查 成果的 推广、调

查人员 的 修 养 等，作
了比较全面的 阐 述。本
书可作广大于 部的 自 学
读物或 党校、干校的教
材，全国 政 协副主席马
文瑞 同
志为 该
书写 了
序言 。
（ 渔 洋 ）

成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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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保 平 身 残 自 学 就 了 业

西安铁路水 电段二 十 四 岁 的 待业 青 年 李 保
平，因 患 过小儿麻痹 症 ，走路不 便。在待 业队工
作期 间 ，分他到 哪个班 ，哪 个班都不欢迎，父 母 也
常常为 他的工作和 前途而犯愁。可李 保平身 残志
不残 ，三年前，他 自 费 参加 了 市上举办的 “书法篆
刻学 习 班”，并 自 备了 刻 刀 等一套 专用 工具 ，苦练
刻字手艺。“有志 者事竞 成”，结 果他能 熟练地
刻出 楷、隶、篆和 仿宋四 种 字体 。

他在火车站东边天桥路 口 ，租了一间不到 三
平方的小门面 ，办起了 “刻字服务点”，热情为

群众服气。他只用一二十 分钟就能 刻 好 一 个 图
章，群众找他 刻章 ，都感非常方便。他 还 模 范遵
守营业道德 ，收 费合理，顾客 也 与 日 俱增 ，现 月
均收入150元左右。

两年来，他先后 出 席 了 新 城
区、铁路局、西安市 个 体 户 先 代
会，成为青年人自学成 才、自 谋 职
业的 一 个典范 。

（ 李 成杨）

勇气

编者按：去年 九 月 十 一 日 ，本报 发 表 了 陕 西 省 首 届 英 汉翻 译 竞 赛试 题 ，现将 参 考 译 文 刊 出 ，以 飨 读 者 。

勇气，就恐俱心 和 自信心 而言，介
乎二者之间 而适得 其 中……显然，我们
所畏俱的都 是可怕 的事物 ，而 笼 统 地
讲，这些事物都是坏事。由 于 这 个 道
理，人们甚至把恐惧解释为对于坏事的
预感 。我们害怕一切坏事，比如耻辱 、
贫困 、疾病、孤单、死亡等。然而，勇
敢者也不是对一切坏事都不害怕。这是
因为 惧怕某些事物甚至 是正当 的 、高尚
的，而不 俱伯 则 是卑下的，比如不怕耻
辱。惧怕 耻辱 者是正派谦逊的人 ，而不
怕耻辱者则属寡廉鲜耻之徒。可是 ，有
人也把不怕羞耻的人称为勇 敢者，这是
因为 他们使勇 敢这个词 获得 了某种新的
意义，因为勇 敢者乃是无所畏惧之人 ，
而这种人身 上具有和勇 敢者某些相似的
东西。也许，贫困 与疾病我 们 不 应 俱
怕，同 时一般说来 ，也不应惧怕那些并
非出 于恶意 以 及与个人无关的事情。然
而，即使不怕此类事情的人，也不 能算
是勇 敢者。不 过 ，我们 是根据某种相似
性而使用 这个词 的 。因 为有些在战争的
危急时 刻表现为懦夫的人，却在丢失钱
财的 时候表现得慷慨大方，泰然 自 若。
如果一个人怕 妻室儿女遭受侮辱 ，或是
怕他人妒忌 等 等 ，那也不能说他就是个

懦夫；倘若一个人眼 看就要 挨揍还满不
在乎，那他也不 能算是勇 敢。那么 ，勇
敢者所不 俱怕的 到底是哪一类可怕的事
物呢？当 然是那些关系最重 大 的 事 物
······死亡乃是一切事物中最可怕的 ，因
为它是生命的终结，任何事对于死者来
说都无所 谓好与坏了。但是，勇敢者并
非在任何情况下，如在海上航行或身染
疾病，都不怕死。那么 ，究竟在什么情
况下勇 敢者才不伯死呢？当 然是在为 了
最崇高的 目 的 而死的情况下。战争 中 的
死亡即属此类 ，因为在这种危急时刻的
死是最伟大、最崇高的，因此 这种死亡
也就相应地得到古代城邦和封建君主朝
廷授予的荣誉。所 以人们理所 当 然地要
把那些面临崇高的死亡和一切生死 关头
而无所畏惧的人称为勇 敢者 ，而战 争 中
的危险是这种 紧急关头的最高表现。

可怕 的事物 并非对所有的人完 全 一
样。有些可伯的 事甚至是人力所不能抗
拒的。当 然这样的事对每个人都是可怕
的，至少对每个有理智的人是如此。但
是那些人力可以制 约的可怕事物 ，其可
怕的 程度和大小却不尽相同。那些使人
产生信心的事物亦复如此。既然勇 敢者
是人类中 最无畏的人，因此 ，即使他也
害怕某些人力可以制 约的事物 ，但为 了
荣誉他将以 应有的态度，按照行为 的规
范去对待这些事物。因为这就是美德的
所在。但是 ，多少有点害怕可怕事物 ，
而且害怕那些似乎可怕实则并不可怕的
事物，这也是有可能的。人们所犯的过
失中 。一种是怕那些不该怕的事物；另

一种是 ，在不该怕 的时候却 害怕 起来 ，等
等。对于那些使入们感 到有信心 的 事物 来
说，情 况也是这样。因而，那些 从正确的
动机出 发、运用 了正确的方法、选 择了 恰
当的 时机去对待并害怕那些应 当 害怕 的 事
物的人，以 及那些在相应的情 况下感到有
信心 的入，才是勇 敢 者。因为 勇 敢者能审
时度事、按照行为 的规范去感觉 和行动。
人的每一项活动的 目 的 都 与 其性格 特征相
一致 。

所以 这无论对勇 敢者或 者 其 他 人 ，
情况都是如此。但是 ，勇 气是 高 尚 的 品
质，所么 勇 气的 目 的也是高 尚 的 ，因为每
一件事的性质都是由它的 目 的来确定的。
因此 ，正是为 了崇高的 目 的，勇 敢者才以
勇气为准则决定行动的取舍 。

在走极端 的人当 中 ，胆量过份 者 是没
有适当 的 名 称来形容 他的 （正如我 们在前
面已经谈到过许多性格特 征是 没 有 名 称
的）。如果一个人 什么都不怕 ，既不怕 地
震，也不怕 骇浪 ，那 么他不是有点发 疯 ，
便是神 志异常···…相反 ，对于确 实可怕 的
事物过 于 自 信 ，那是鲁莽 。不过 ，这种鲁
莽的 人也是好自 夸的人。无非是一个 冒充
有勇 气的人。不管怎样 ，鲁莽者总 是想在
表面上显得像勇 敢者如何对待可怕的事物
的样子 ，所以 在可能的情况下 尽 力 去 模
仿。因此 ，他们中 间 大多数人 身 上还都具
有鲁莽和怯懦的混合品格 ，因 为尽管他们
在这种情 况下表现出很有信心 ，但却抵御
不住真正可怕 的事物。过份胆怯的人是懦
夫，因为对于不 该怕的事和在不该怕的时
候，他都害伯 ，而且所有与此相似的特点
他都具有。拖缺乏 自 信 ，但更为 明显的特
点是，处于困境时过份胆怯。故而懦夫是
一种对事物总感到绝望的人，因为他什么
都怕。然而，勇 敢的人则具有 相 反 的 气

质，因为有 自 信心 是对事情总抱有希 望的人的 性
格特征 。儒夫 、鲁莽 者 和 勇 敢者涉及的是同样的事
物，但所持态度各异 。前两 者是过 份 和不足 ，而

后者居 中 ，恰到好处。鲁莽的人总是仓促行事,
事前梦想着去经历风险，但当 身 临 其境之时 又退
缩回来 。勇 敢的入善于掌握时 机，事前沉着冷静。

因此，如上所述，勇 气是对待使人产生自信
心或 者 恐惧心的 事物时采取的 适 中 的表 现。勇 气
对于事情的取舍，或行 或止 ，其 缘故都是 出于这
样做 是高尚的 ，或者不 这样做则是卑下的。为 了
摆脱贫困、爱情或者任何痛苦的事情而死 ，这不
是勇敢者的特征，而是懦夫的标志。因为 逃 避烦
恼乃是软弱的表现。而这样的人即使死去，也并
非因 为 这死有什么高尚 ，只不过是为 了逃避邪恶
面已。　　（完 ）

读书之道

掌握 时 间 的 艺 术
人常

说，时间 、
效率和信
息犹如生命一样 重 要 。
时间 首 当 其冲 。所以 ，
凡有 作 为 的 人 都 十 分珍
惜时间 。

来一 件 事，办 一件
事，是最不经济的办事
方法 。事有三类：建 设
性的 ，消 耗性和破坏性
的。头一类 当 然要多
办，但精力有限；后 两

类，办得
愈少 愈
好。遇事

要有三想 ：能不能 取
消它 ？能不 能与 别的 工
作合并？能不能 采用最
简便的 方法 ？取 消 、合
并、用 简便方 法 ，意味
着节 省 时 间 ，节 省 精
力，提高
效率 。

（ 聂 绍 轩

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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