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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长是人生的必修课 大家好！ 来跟大家讲讲“成长”这个话题，我自己取名叫“相信成长的力
量”。 人生是不可能一帆风顺地走到底，总要有几个来回，才能得到好的结果。 在自然界，我们可
以看到植物的成长、动物的成长。相较于动植物，只有人能够超出肉体成长，进而引领其它方面的成长
。 对于人来说，除了身体年龄之外，更重要的是思想、精神、心灵的成长，让自己变得更好，好到自
己从未设想过的地步。 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我在16岁之前从未想到过自己能够走出农村。之所以后
来能够走出农村，就是因为16岁的我心中萌发了想参加高考，并考上一所大学的想法。 当时对我来说
，对于上大学也没太多想法，只是觉得进入大学读书对我吸引力很大，这是初的梦想引领我的成长的故
事。 再后来我的人生又产生了很多其它的梦想，考北大，辞职下海创办新东方，后是新东方在美国上
市。 18岁之前，我从未出过农村，万万没想到后来能走遍世界，从一个“乡村做题家”成为一个博览
群书，交友甚广的人。 所以，我们其实很难想象自己的空间会有多大，但只要内心存有不断前行的一
种冲动、热情，人生就能“天高海阔”。 拿我自己来说，除非我得了绝症，且无法治疗，否则再多的
艰难困苦我都不会放弃，我会凭借着对生命的冲动和渴望，对梦想的执着去追寻更加美好的人生。 二
、关于成长错误的认知 我想先讲讲哪些不是成长。 1.在同一个层次上做着不同的事情 比如,你做行
政，明天做人力，后天又做市场，你永远是在同一个层次上做，永远在基层或者永远被别人指挥，不需
要自己动脑子。 因此，你学不到真正的经验和积累真正的智慧。 很多人穷其一生都在不停地换工作
，Ta对工作并非真的感兴趣，也没打算深挖，让自己成为专家，这不属于成长。 2.在不同的地域从事
差不多的工作 比如有人在上海打两年工，到北京打两年工，又跑到深圳打两年工，尽管你在不同的城
市结交了不同的人，但是并不一定意味着你在成长。 3.做任何事情都在同一个思维层次上 人是会变
老的。 但是,有些人的思维能力是不会提升的，他们一辈子就生活在褊狭、固执的自我意识中，永远认
为自己正确，他人是错误的。 这种单向性的思维非常有害，不管他换多少工作或者做多少事情，因为
思维能力没有得到提升，就意味着看问题永远不会变得更加敏锐、通透、宽容、大度，也就意味着他并
没有成长。 4.无法走出舒适区 很多人都处在舒适区，希冀有一份安定的工作，只要不犯大错误，就
不会失业，就能拿一份稳定的工资。 慢慢地，你会有一点点积蓄，买房买车，在熟悉的环境中建立了
一个相对较为稳定的亲友关系。 但这就是温水煮青蛙，不知不觉地在舒适区中可能就失去了斗志和向
外延伸的欲望，不愿意接受挑战，拓展生命的新维度。 但我认为，人是被目标、诉求和渴望所引领的
一种动物，成长是人生的必修课。 三、成长的要点 那么，成长到底是什么？我想说几个要点。 1.
自我革命 成长是对自己从内到外的一种革命。 外在革命就是进入不同的领域，学习不同的新知识，
后让你产生外在的提升。 内在革命是思想观念的革命，人类的成长与否，不是由我们的身体来作为衡



量标准。当然，身体健康非常重要。 这里插一句，我现在59岁，我还没有发胖，因为我平常比较注意
锻炼——我工作很忙，事务也很繁杂，但是我在办公室的时候，每过40分钟-1小时，我就站起来原地跑
步，原地蹦，来回地扭动身体，运动让身体处于更有活力的状态。 同理，我们也要让大脑思维保持活
力，因为每一次成长都是一次对过去的否定和对未来的再造的过程。 比如，我到了北大以后，北大的
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给我带来极大的冲击。 所以，北大毕业以后我依然留校任教，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觉得那种思想的洗礼和灵魂的冲击还没有受够，希望能够进一步地完善，于是我在北大又当了六
年半的老师。 在我做企业的过程之中，就深受北大经历的影响，比如我对做企业，商业精神、企业家
精神的一些看法。 2.提升价值 成长不断地提高和改变对于人、事、世界的认知的过程。 直到后你
在某种意义上就说你的认知水平、判断水平、思维水平，做决定的能力在不断地提升，你所犯的被人看
来是愚蠢或者是不应该犯的错误的错误率到后越来越少的过程，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成长的过程。 成长
就是提升自己的内在价值和外在。 内在价值就是让自己变得更聪明、智慧，有才华和才能； 外在价
值就是为了让他人觉得你值得尊重，值得合作。 四、人生“三识”与两大能力 我经常说人生有“三
识”：知识、见识、胆识。 1.知识 总体来说，知识的提升是成长的一个维度，这也是我们读书学习
的一个目的。 2.见识 见识有时和知识没有必然的联系，是可以分开的。 不少中国企业家只有初、
高中学历，但是能把企业做得非常大。很多博士毕业的人反而把企业做垮了，这些就和见识而不仅是知
识有关。 以我为例，我母亲十几天之前刚刚去世，我在网上发了一篇回忆我母亲的文章，得到了几十
万的点击量。 我母亲尽管没有文化，但是她是一个有见识的人，她知道孩子未来应该往什么方向发展
。 所以小时候她就要求我读书，要我上高中，上大学，这是一个农村妇女能给予孩子的好的成长路径
，母亲的见识也成就了的我。 当然了，越有知识，原则上应该越有见识，如果到后越有知识变得越没
见识，那就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比如书呆子。 3.胆识 胆识就是你敢于不敢于突破自己，勇敢地
做一些你原来从未做过的事情，投身进去，纵身一跃。 但（商业）世界没有万全之策，没有的保障体
系让你纵身一跃后不受任何损失，所以它是一种选择。 我们从高中上大学不能算纵身一跃，因为我们
知道在大学一定能学到比高中更多的知识，本科毕业，读硕士、博士也不能算纵身一跃。 真正的纵身
一跃是你跳进去以后，可能会失去安全感，甚至一败涂地。但一旦选择正确，可能会带来巨大的成功这
种东西它叫做纵身一跃。 婚姻某种意义上是纵身一跃，因为不管婚前关系多么亲密，也没人可以保证
婚后的生活一帆风顺；创业也算纵身一跃，因为成功了可能就是中国企业家，但失败了可能会血本无归
。 4.两大能力 是否能够拥有知识、见识、胆识，涉及到你看事情的眼光、胸怀、层次、格局、思维
能力，涉及到你的活动空间能力以及资源聚集能力。 活动空间能力指的是你能够让自己的活动半径更
大，这意味着你可能碰到的机会会更多一点。 活动空间大了以后，资源聚集能力自然会越来越强，这
些人际关系，社会关系将会成为人生非常重要的资源。 5.8个成长标志 成熟而不圆滑，老练而不世故
，进取而不鲁莽，果断而不愚蠢，平凡而不平庸，探索而不迷惑，孤独并不孤单，失败不会气馁，都是
成长的外在标志。 ①成熟而不圆滑 成熟，就是做事情周到，照顾到所有人的利益；圆滑是所有行为
都是基于自我保护，自私自利。 ②老练而不世故 如果一个人到了三、四十岁以后不再坚持自己的原
则，价值观，不再坚持站在公正公平的立场上考虑问题，这就不是老练，而是世故。 ③进取而不鲁莽
 人是需要有进取精神的。 进取是要在思考问题正确，或者对未来前进的方向基本上有把握，并且知
道这个道路如果走不通的话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后果的前提之下，再纵身一跃，进取往前。 ④果断而不
愚蠢 愚蠢就是做事果断，但不经大脑思考。 果断有时候会出现几种情况：一种是人云亦云；一种是
固执己见。 这看起来表面上很果断，雷厉风行，但这是一种愚蠢，因为他没有真正地去思考所作所为
对身边一切，包括人和社会的影响。 ⑤平凡而不平庸 做人是可以平凡、朴实、朴素，但是不能平庸
。平庸就是自己不动脑子让自己的生命有所提升，心甘情愿地陷入懒惰或迷惘中。 平凡只是一种心态
，我可以不穿衣服，住小房子，不买汽车，但是内心中间依然在追寻中未来更加美好的前途和生活。 
⑥探索而不迷惑 迷惑就是不知道东南西北，甚至不知道方向在哪，也没有意愿去探索。 ⑦孤独而不
孤单 人可以享受孤独的生活，孤独的生活中可以有很多思考。但是孤单是感觉到形单影只，好像全世
界就我一个人，无人陪伴。 ⑧失败不会气馁 很多人遇到困难容易气馁、放弃，这也是一种不成熟的
标志。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各种艰难困苦、挫折不幸。 在此过程中，你的态度，就带来了未来对于你的
生命到底是提升，还是继续待在低层次痛苦中间的状态。 我常常讲：中国古代文人的作品很多都不是
在一帆风顺的时候写出来的，比如苏东坡在流放到黄州之前，其实没有太多的名篇。我们背诵的苏东坡
所有的好词，都是在他被流放以后写出来的。 “大江东去浪淘尽”也好，“十年生死两茫茫”也好，
基本上都是遇到了人生的困境，在困境中他思考、升华，后写出了优美的诗词，成了中华文化的璀璨明
珠，永恒篇章。 成长是对生命的深度、高度和意义的不停追寻。有的人会说：好死不如赖活着，我觉
得也挺好。 但是，我个人认为人只有一次生命，因缘聚合成了我们，人的生命就像蜡烛燃烧一样——



当你活着的时候，灵魂和肉体都在燃烧，所以你的灵魂也会闪闪发光。 但是，当蜡烛燃尽时，火就灭
了，没了。正因如此，我们应该更加珍惜生命中的每，让每过得更加精彩、充实，幸福和快乐。 近电
影《送你一朵小红花》很火，它讲述了两个得了癌症的年轻人的故事，讲述了生命无常之中的友情、爱
情和亲情。 易烊千玺饰演的男孩的母亲说了一句话“人来了总是要有结束的，总是要去的。” 所以
，我觉得不管是去得早，还是去得晚，既然来了人世，不管遇到什么艰难，我们就应该把每一分钟活好
，对生命丰富度、深度、高度、意义有一种追寻的态度，如果说得悲壮一点就像屈原说的“路漫漫其修
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四、成长6大关键词 在人生的思考中间，我觉得一个人如果要成长的话主
要是几个关键词：思考、选择、目标、行动、进取、挑战。 1.思考 我认为重要的还是要会思考。我
们初的成长是被别人安排的，比如从上幼儿园到小学、中学，某种意义上是被父母安排的，因为当时我
们还不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 但是，一旦我们进入大学以后，独立思考能力就成了成长必备的能力。
因为你要了解在人生之中，你到底喜欢什么，应该选什么专业，学到什么样的深度，未来从事什么样的
职业，寻找什么样的朋友、对象，什么样的书对你的成长更有好处⋯⋯只有你思考以后才能往前选择，
你连思考都没有是不可能有选择的。 我们对于生命中的事情需要做出两个判断：一个是事实判断；一
个是价值判断。 事实判断比较“简单”，比如说天冷了，要加衣服；北京在上海的北面，这些是事实
判断。 但是，毕业以后应该住在北京，还是上海？应该读这本书，还是读那本书？应该跟这个朋友交
往，还是跟那个朋友交往？ 这些都是价值判断，都需要你对自己的原则、价值体系进行某种思考，后
做出选择。 2.选择 思考完了以后，我们应该做出选择，决定往哪个方向走，但一次选择就等于一次
放弃。 你选择了住在上海，就不可能同时住在北京；你选择了创业，就不可能同时在其他公司打工。
 选择实际上是放弃和得到的同步进行。如前面所说，凡是纵身一跃的选择我们就要思考特别完整。 
但也不能前思后想，瞻前顾后，后干脆就不选，不选择是人生糟糕的选择。因为你对现状不满，又不选
择改变，这才是人生悲惨的境地。 《送你一朵小红花》里的小男孩因为生病不能去看这个湖，但是终
还是找到了自己梦中的那个湖。其实就是对“人生往前走，追寻自我和生命”的启示。 假定人生结局
相同，你是主动地选择，还是被动地接受他人的安排？ 当初我从北大出来就反复地问了自己：出了北
大，放弃你的学者生涯会不会后悔？ 我的回答是，因为这是我主动选择的，到为止我也没有后悔过。
 那选择的依据是什么？ 我觉得选择依据重要的就是内心，你觉得你应该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如果
你的内心告诉你，“葛优躺”就是你想要的幸福，并且在从未感觉到心灵的空虚、人生的无助，我觉得
也可以。 但是一般来说，这种被动的一种选择状态不太容易带来好的结果。 3.目标 对我来说，我
觉得人生目标一直是拉动我前行的一种力量。 目标可以来自于内心对某种东西强烈的渴望，也可以来
自于外在的某种刺激或诱惑。 如果让你去徒步20公里，完成以后你什么也得不到，或是告诉你完成之
后，有一只烤全羊或一瓶美酒等着你，可能后者会促使你更愿意去行动。这一只烤全羊或一瓶美酒某种
意义上就是目标。 有时候目标很平淡，有时候目标意义非凡。 比如，我在农村时候的目标就是要考
上大学，在北大的目标就是希望留在北大当老师，然后是出国，但这个目标没有成功。 于是，我就希
望从北大出来，赚点钱自费去美国留学。 结果新东方干得挺好，留学就暂时搁置了，未来我想更多地
为农村地区和山区的孩子们、中小学生们能够多做点事情。 人生目标它总是不断变化的，但它会让你
采取行动。 4.行动 人生如果没有行动的话，那么一切梦想都是白日梦。 行动就像运动一样，刚开
始你会觉得很累，但逐渐地参与到其中，慢慢获得了乐趣。 我很喜欢滑雪，但是在很多人看来零下十
度左右穿上滑雪服、滑雪板、还要摔跤，有什么好玩？ 很多人没有滑过雪，但是一旦滑雪以后很多人
就把它叫做“白色鸦片”，为什么？因为越滑越开心，参与滑雪这件事情本身让人获得愉悦。 行动也
是一样的，一旦行动起来，你就有了参与感，慢慢地就会发现不行动是很难受的。 我在北大也曾懒散
过，睡在床上，看看书，拿个饭盆到北大食堂打个饭，基本就这样的一种生活。 后来我做了新东方，
体会到了行动的快乐——因为不行动的话，新东方就会倒闭。 

懒惰和勤奋都是一种习惯。我们经常说一个人勤奋会很累，一个人懒惰了就不累，其实不是这样的。 
我们农村有一句话叫做“越睡越懒，越困越贪。”勤奋只要不是过度地拼命，过度消耗自身，就会带来
活力。 5.进取 进取不是一次性的事情，是每天的事情，每天进步一点点，一生就是巨大的进步。我
们不要希望奇迹发生，没有人能够一蹴而就。所有的奇迹，都是日积月累的结果。 6.挑战 挑战就是
要不怕失败，在失败中间寻找机会。 有一句话说“失败对于真正有成功素质的人来说，那是宝贵的财
富”。但是失败对于失败者来说，那就是一个纯粹的失败。 在我们人生中间发生的事情对我们来说到
底是具备意义还是不具备，是要看你面对这些事情你所采取的人生态度来决定的。 我常常说我人生中
的失败和挫折比我的成功要多一些，比如我是考到第三年，才考上大学的；进了大学以后得了肺结核，



在医院里关了一年；后来连续三年出国失败；因为和学校有一些纠葛，后还受到了处分；在中国做企业
，尤其在90年代更加艰难，出来干新东方也是各种各样的挫折和失败、困苦，可以说一言难尽。 在此
中间，由于我不放弃，坚韧不拔地往前走，后某种意义上既成就了我自己，也成就了新东方。 五、成
长的五个制约 在成长道路上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困难和制约的，我把它归结为五个困难和制约。 1.环
境的制约 环境会限制你的认知。在农村待着，就会被农村局限；在小城待着，就会被小城局限，在大
城市，也有可能被大城市局限。 能超越环境的毕竟是少数，像诸葛亮一样隐居隆中，但却有三分天下
眼光的人，世间罕有。 人是被环境所影响的动物，我们身处的大环境，比如疫情、中美关系，都对我
们个人产生影响，包括城市、公司和家庭。 有的公司文化好，对你的成长就会有很好的帮助。如果这
家公司文化不好，是勾心斗角的文化，那对你的未来就会产生很大的伤害。 总而言之，你要考察你的
环境问题对你的成长是不是有利。 我特别鼓励大家去寻找对自己成长有利的环境，这也是为什么我们
要到不同的大学去上学，在国内上完，还希望到国外大学去上学。 2.关系的制约 关系制约是指你认
识的人是否能够给你带来启发和见识。 有人说，你的眼光是你周围关系的总和，我觉得是比较对的。
 如果我没有考上北大，我就在农村的话，现在我的见识可能就是我和农村小朋友（现在已经是老头子
）见识的总和；进了北大以后，北大学生的平均水平就变成了我的水平；在北大当了六年老师，北大老
师的平均水平某种意义上又体现了我的水平；后来开始做新东方，和一大批企业家在一起，这样我从企
业家身上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总而言之，就是你周围认识的人、不认识的人对你的眼光、成长起到了
非常大的作用。 3.学识的制约 你是否还愿意学习、愿意进步。我们人生成长的学识和见识来自于三
个方面： 工作中经验的积累让你变得更加有学识，在某个专业领域的水平变得更高。 身边的人水平
很高，都有雄心壮志、远大眼光，一定能提高你的学识。刘邦带着萧何、韩信、张良打下了汉帝国，但
是他们在成长之前都是普通人，都是县里的小官僚，就是因为有雄心壮志，聚在一起，相互砥砺。 你
是不是愿意主动学习更多知识，比如很多人主动去上商学院，阅读大量的书籍，这就是你突破学识制约
的表现。 4.变化的制约 很多人不愿意变化，待在舒适区以后不愿意主动改变已经适应的生活。从奥
巴马开始到特朗普，美国都是要“change”，我们人生也是一样的。 当然，可以改良性地改变，也可
以革命性地改变，如果你觉得眼前的状态已经你不太满意，又不愿意去改变的话，那么你就不可能有新
的契机。 我人生的一次大的改变就是从北大出来，当时尽管北大给了我一个处分，但我其实可以继续
安稳地在北大待着，慢慢熬成教授。 当时我在是否离开北大这个问题上还是做了很多斗争，离开北大
就变成了纵身一跃，但后来我觉得如果进入一种新的、不可预料的状态相对能够激发我的生命活力的，
可能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5.剩余价值的制约 人生都是积累的过程，你慢慢买了房子、汽车，有了
很好的工作，你觉得这些东西丢了会太可惜了。 某种意义上你是待在现状中，你就不太容易产生人生
突破性的革命状态，也会使你成长的速度变得更加慢一点，但这让你觉得是有价值的。 六、结语 ，
成长是个人的选择，无关乎他人，甚至无关乎周围的环境； 第二，成长是一种有意为之的行为，不是
潜意识的成长，也不是自然的成长； 第三，成长一定要付出努力，不然不可能有任何收获； 第四，
成长要付出代价的，有些东西必须割舍，如果不愿意放弃一些东西，成长很难实现。 以上是我的分享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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