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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已故首相丘吉尔与维珍集团总裁布兰森，当年都是学业未竟。布兰森曾一

度被校方认为是学习困难学生；而在二次大战统领大英国协与纳粹德国浴血抗战

的丘吉尔，当年就读伊顿公学时，也因为成绩太差，惨遭留级三次，甚至高中入

学测验考数学时，除了填写姓名之外，完全不懂如何作答，只能交上白卷，根本

无法正常完成学业，更遑论念大学了。最后他是凭贵胄世家身分，勉强保送进入

桑德赫斯特军校，总算有个文凭。 

 

布兰森从未因课业不佳，而怀忧丧志；相反的在同学们孜孜不倦埋首课业时， 他

却凭着创业的禀赋，赚得巨金。尽管他的正课表现不佳，对商业知识的汲取却不

惜余力，遂能及早藉商业活动的历练，累积财力与经营能力，成为今日英国数一

数二的商业大亨。丘吉尔的古拉丁文与数理课业，一直表现笨拙，但他仍钟爱英

文作文，持之以恒钻研文学作品，后来以流畅的文字功夫，成为驻南非记者， 甚

至还凭着《英语民族史》一书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叱咤政坛之外另一大殊荣。 

 

 他们二位都不是学校的绩优生，但是他们从不放弃自己，只是换一个角度去学

习。布兰森选择充实自己的商业知识，丘吉尔则将自己的写作天赋，发挥至淋漓

尽致，他们都找到自己的竞争优势，并努力深耕，卒能成功立大业。 

 

一个人并非全然需要完整学历才能成功：英国电学大师法拉第终其一生也未进过

中学；作家沈从文据说只是小学毕业生，享誉国际的名数学家华罗庚只有初中学

历，后来在美国芝加哥大学 普林斯顿大学任教 ，甚至大文豪 鲁迅等也没念完

高校；前文化部长王蒙 (以通晓数国语言 翻译著作等身闻名) ，以及老舍、以

及台湾的台湾史泰斗曹永和、国学大师钱穆、学界通儒王云五、也俱未完成正式

高等教育，但是他们的崇高地位向为人敬重，望重士林，都曾在国内外著名大学

任教过。 

 

曾国藩家书也提及：「昔（安徽）婺源王双池，一贫如洗，三十以前，在窑上为

人佣工画碗；三十以后，读书训蒙，到老终身不应举，卒著书百余卷，为本朝有

数名儒。」治学成大家者，也有不计学位功名者，更何况其它各行各业？ 

 天生我才必有所用，每个人都应该深切了解自己的利基所在，同样可以创造一

番新天地。台湾企业巨子郭台铭先生，在专校毕业后，历尽沧桑，艰苦卓绝，他

常谦称自己没学历，但是有学「问」：懂得向高人学习，也经常请问行家 对他

卓越的经营能力 必然是助力。  

 

我们并非不重视学历，但若鄙视其它发展途径，则未免失之偏颇。更何况许多专

业与宝贵经验，不尽然非在学府黉宫才可以学得，若发现自己志趣所在，潜心钻

研某一领域，也有成为「大师」、「达人」的可能。 

 



 并不是每个人都要课业表现优异才算是俊彦，人生道途各有所擅，苦学求取高

学位毕竟也是条艰辛路。但不论选择进学校或者自我发展self development，都

必须要能真正学到专长与立业之本，这才是我们所要致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