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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B_BD_E9_9D_92_E5_c107_337686.htm 尽管每个人所具有

的天赋、所受到的教育各不相同，但都可以拥有自己的理想

，在社会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都能够成功。 成功就是能

过上自己想过的生活同时对社会有所贡献 文-方舟子 按世俗

的观念，我算不上“成功”，既不是高官，也不是富豪，专

业上并无重大成就，虽然出了点名，在许多人眼里， 却属于

“恶名”，何足道哉！ 但是如果以为我会对自己的不“成功

”而懊悔，却也未必。在我确定自己的人生目标的时候就决

定了，要做一名“自由人”，首先是追求心灵的自由，其次

是达到生活的自由。去美国留学之前觉得在美国当教授搞科

研最自由，等到在美国大学读完了博士学位，才发觉不是那

么一回事，光是得为科研资金而奔波这一点就够烦的了，所

以还不如当一名作家最自由，特别是当没有人能管得着的自

由撰稿人、网络作家最自由。经常有人问我最理想的生活方

式是什么，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就很好，自由自在，无拘无

束。 也经常有人问我，在接受了这么长时间的科学教育和训

练后最终放弃专业，不觉得是一种浪费，不感到可惜吗？我

并不这么想。不管最终从事什么职业，长期接受科学训练而

形成的素养和能力，都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不会没有用

武之地。而且，我现在从事的工作，也没有完全脱离生物学

老本行，在普及科学、揭露伪科学、打击学术腐败时，我的

专业背景仍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仍然在发挥其应有的社

会价值。 如果非要我根据自己的经历来讲讲成功的标准的话



，那么，第一，是能过上自己想过的生活，不必追求升官发

财，也不必非得成名成家。升官发财、 成名成家在某种程度

上也可算是成功的标志，但大可不必将其等同于成功。 如果

为了追求这样的成功而迷失自我、丧失自尊，乃至不择手段

，干出不道德、违法勾当，是可耻的。我们在打击学术腐败

时，剥下了许多“成功人士” 的外衣。那样的“成功”并不

值得我们羡慕。第二，是能回报社会，对社会的发展有所贡

献。当一名逍遥自在、自得其乐的“隐士”并不足取。正如

爱因斯坦所言：人只有献身社会，才能找到那短暂而充满风

险的一生的意义。 不要被“成功”的光环所迷惑，也不要被

世俗的“成功”标准所约束。 是否“成功”是由自己来判定

的，别人的评价最多具有参考的价值。尽管每个人所具有的

天赋、所受到的教育各不相同，但都可以拥有自己的理想，

在社会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都能够成功。 (方舟子，多家

报刊的专栏作者。著有《方舟在线》《进化新篇章》《溃疡

直面中国学术腐败》等书) 成功是个相对概念，而不是一个绝

对概念。 心想事成，就是“成功” 文-王辉耀 不同的时代，

不同的阶层各有不同的“成功”。 在新时期已经过去的20多

年里，由于国家发展战略以追求GDP增长为主，发家致富成

为社会大众的普遍理想，因此，成功的桂冠，更多地戴在了

那些率先富起来的人头上。但是，随着以人为本和构建和谐

社会的提出，国家发展战略将逐步转向追求人与自然以及社

会的和谐发展，可以预期，今后成功人士的内涵和构成也将

随之发生巨大的改变。 当代中国既然已经形成不同的阶层，

那么，不同阶层或不同处境的人们，在特定的时期总有自己

特定的成功理念。这种状况就像马斯洛对人类需求层次的划



分一样，体现出不同基础上的不同追求。 我认为，就当代中

国而言，成功的内涵至少可以划分成以下五个层次： 第一层

，我称之为“有成”。具体表现为：学有专攻，业有专精，

工作有成。它反映了现代人文社会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最起码

的自立自强追求。 第二层，我称之为“成果”。具体表现为

：在所在地区、所处行业、所攻领域内，有比较突出的成果

。它是大多数人在工作和事业上的理想。 [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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