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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天的畢業禮上，我以在另一個畢業禮的名句作開頭 ──     

"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 ── 求知若饑，虛懷若愚。那是 Steve 

Jobs (喬布斯)的名句。在我們的成語中，也有

着相關的句子 ── 求知若渴，大智若愚，也

是貼切的。可是，喬布斯上述的說話，若果沒

有他的成就作印證，那是沒有特別意義的。喬

布斯的成就，是當代人所共知和共享的，也包

括你們在內。大家手上的 iPhone、iPad，都是

喬布斯的發明和設計。從他的兩句話來看他的

成就，這兩句話，就是喬布斯成就的動力。 

 

   要成功，既要有動力，還得有意念。喬布斯又這樣說：「你的時間

是有限的，不要浪費時間活在別人的生命裡。不要被教條所困惑，因

為那只是活在別人的思維的結局中。不要讓別人的意見把你的想法沖

走。最重要的，是要有追隨你的心思和直覺的勇氣。因為這兩者已經

真實地反映出你的渴求，因此其他的事實，都只是次要。」 

 

   喬布斯的說話，固然影響着很多人，可是他同樣地從別人的說話

得到啟發。他在跟你們差不多年紀時，十七歲的時候，就深受以下的

說話所感動 ──「把每一天作為你生命中最

後的一天地活著。將來，你一定感到這樣做

是非常對的。」這說話對喬布斯的影響，固

然見於他所強調的 ──「時間是有限」的說

法中，同時他更積極地提醒自己 ──「假如

今天是我生命中最後的一日，我會不會仍做

 



着我今天打算做的事情呢？」在他的經驗裡，如果連續數天的答案是

「不會」的話，他知道對所做的事情，要作出改變了。 

 

   我們也許可以體會出喬布斯對生命的看法，對工作的投入，是以

日計的。也就是說，他不會以為有着很多日子在前面，讓他慢慢地來

處理事情，而且生命還好像以「今日」為起點。喬布斯這樣的工作態

度，同樣見於其他成功人士的上面。現在試說一位跟喬布斯不相同的

名人 ── 戴卓爾夫人，在 1979-1990年任英國首相，現年已經八十

七歲，戴卓爾對「今天」的看法又是怎樣的呢？她的想法是 ── 一天

的過去，而又能令你感到非常滿意的話，那

應不是你只作游手好閒的一天，而是當你 

完成你必須做的事情，而且又做得妥妥當

當。 

   

    戴卓爾的努力方向，與喬布斯的不一 

樣，可是同樣有着驕人的成就。她的成就是

在政治方面，而且也同樣影響着很多人。她是英國首位女首相，亦是

在位最長的一位。她有着清晰的政治理念，而這些理念被論政者稱為

「戴卓爾主義」。她努力把英國從衰退的危險邊緣挽救過來，是公認  

成功的一位政治家。但是，她如何看到成功呢？戴卓爾是這樣說的： 

「甚麼是成功呢？我以為是有以下的因素交織着：先是你對自己要做

的事情，有着鑒別力，同時又知道你所付出的還來得不足夠，那麼你

要加倍努力，同時朝向特定的目的去進行。」 

 

   喬布斯和戴卓爾的說話，在字面上也許不大相同，但意思卻是一

樣，那是對所選擇要做的事情，要全力以赴。這樣看來，在工作上所

表現出的鬥志，是不分男女的，跟著要談的，亦是一個有著非比尋常

鬥志的人物 ── 安藤忠雄，一位名滿當代的日本建築師。他曾說：  

「我是不間斷的努力跟自己戰鬥。」跟戴卓爾不同，他的鬥爭對象，

不是向外的，不是社會的，不是政治的，更不是異性的，而是他自己。 

 
 



  安藤忠雄自小跟着外婆生活，而外婆因為要幹活，對他的照顧不

多。但在處世上，外婆還是有所提點的。她提醒安藤忠雄在待人處事

上要堅守四個原則 ── 守信、守時、不說謊和不找藉口。此外，外婆

還希望他學習獨立思考。自小，安藤忠雄已意識到，若遇到任何危機，

他只能自己一個人渡過。可以看出，他是極度無助的，在任何情況    

下，靠的就只有他自己。外婆也曾鼓勵安藤，不要輕易放棄自己的理

想，只要努力，就會成功。 

 

  安藤的一生，可以說是傳奇的。他

小時的理想是當建築師。可是在中學畢

業後，便沒有機會上大學，然而他並沒

有放棄當建築師的念頭。上不了大學，

他就自己學習；沒有錢，他就每天少吃

一餐飯，把省來的錢買書。他這樣說： 

「再怎麼沒錢吃飯，我都要讀書。」雖然上不了大學，他卻非常勤力

學習。他每天早上八時開始讀書，到凌晨三時才休息。這樣地，他以

一年的時間，自修完成東京大學四年的建築課程。對於自修的經歷，

他感慨地指出：「別以為自修學習，是可以自由自在，其實是很辛苦   

的。因為你不知道做得對還是不對，祇能獨自摸索。」 

 

    安藤忠雄當過司機，甚至拳手等工作。他也以僅有的積蓄走過歐

洲等地方去參觀日本以外的建築物，而當中很多旅程，他都是以步行

來完成。他積極地邁向唯一的理想 ── 當建築師。稍後他開了辦公  

室，但有很長時間是接不到生意。可是他卻這樣表示：「就是接到規模

很小的工作，我也想要作出可以對全世界引以為傲的建築，這就是我

作為建築師的起點。」 

  

    安藤由沒有接到工作，同時參加投標工程又大多落選，也受到學

院派的排擠，到所設計的建築物得到獎項，再到得到國際建築界的諾

貝爾獎 ── 普立茲克獎，也是東京大學，一所他年青時進不了的大學

 



的終身特別榮譽教授，同時也是一些國際著名大學如美國耶魯大學等

客座教授。他已是日本和國際上一位舉足輕重的建築界人物。安藤的

夢想，應是實現了。對夢想的實現，安藤有這樣的感想：「堅持夢想，

要實現它是要非常強的能量。過去，我曾遭遇到無數失敗，但是我還

是堅持着這樣的能量。」安藤應是名成利就了，可是他還是以這樣的

態度處事：保持單純衝勁，成名後做得更慢，更要求突破。 

 

  在這裡，也說安藤的一個趣聞。安藤身邊常帶著一個 iPhone。但

是別人說，他是不懂用的。他笑着解釋：「就是因為不懂得用，才帶    

着。在現代社會，不用點新潮東西，是會被別人取笑的。其實我用的

是另外一部手機。為什麼我要拿着一部 iPhone？因為我是很重視現代

技術的。」說到 iPhone，自然又想到喬布斯，原來喬布斯在 1986年

曾經請安藤替他設計房子。安藤接受了邀約，還到三藩市去工作。安

藤說，喬布斯喜歡自己種菜，他請安藤吃飯時，還親自跑去摘菜。 

 

   喬布斯於五十六歲便離世，現時七十二歲的安藤，還是十年如一

日地戰鬥著。他老實地告訴我們：「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像十八歲剛

開始的時候，每天認真地工作。」事實上，他把自己看作是一個鬥士，

而每個接手的建築物，都是他的戰場。 

 

   從上面幾位人物的故事看來，我以為，我們要成功，是沒有力量

可以阻止我們的。如果有的話，就祇有我們自己。我們也應向自己宣

戰，擺脫不去努力的藉口。再者，如果不站在任何信仰上的理念來    

說，我們就祇有這一生，因此我們應該好好地活著。你們現在都在可

貴的年青歲月裡，希望你們都好好的珍惜時間，努力計劃和實踐自己

的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