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整個社會而言，人是機遇的產物。我們在評價一個人的

能力以及他的成就時，不能完全忽略機遇的重要性。但是，人

不是靠偶爾撞在本樁上的兔子而獲得成功的。事實上，通常

我們所說的命運轉捩點，只是綜合我們以前努力所得到的機

會。美國哈佛大學的著名校訓就精闢地詮釋了勤奮、機遇和

成功三者之間的關係：“時刻準備著，當機會來臨時你就成

功了！”

你在為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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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的機會只是

對於那些勤奮工作的

人才有意義。

流傳甚廣的歐

里．布爾的一件軼事

能夠更好地說明這個

道理。這位傑出的小

提琴家，多年來一直堅持不懈地練習拉琴；

通過不斷地練習，他的琴藝早已成熟到足以

令他名成利就的程度，但他始終還是默默無

聞，不為大眾所知。

在一次影響力極大的演出中，由於歌手突

然與劇場經理發生分歧，臨時取消了演出。歐

里．布爾因此被派到台前救場。面對大批的觀

眾，歐里．布爾演奏了一個多小時，就是這一個

多小時，使歐里．布爾登上了世界音樂殿堂的

巔峰。對於歐里．布爾而言，那一個多小時便

是機遇，只不過他早已為此做好了準備。

成功的秘密在於：當機遇來臨的時候，

你已經做好了把握住它的準備。對於那些懶

惰者來說，再好的機遇，也不會降臨在他的

頭上，反而再大的機遇，只會彰顯他的無能，

使他變得荒唐可笑。只有堅持不懈的努力

者，機遇才會有到來的一天。

每位英明的老板都喜歡辦事認真、不出

差錯的好員工。如果一

個木匠必須親眼看著

徒弟工作，才能肯定他

沒有做錯，或一個銀行

司庫員必須親自核查

簿記員的賬本，方能肯

定準確無誤的話，那麼

與其讓別人來做，還

不如自己來做！所以，老板只會馬上炒這些不

稱職員工的魷魚，遑論要給他們機會了。當一

個人碰上好職位的時候，不僅僅是因為他利

用了甚麼有利的條件，而是因為他已經為得

到那份工作做了多年的準備。

每一天，都盡心盡力地工作，每一件小

事情，都要力爭高效地完成。嘗試著超越自

己，努力做一些份外的事情，那不是為了看到

老板的笑臉，而是為了自身的不斷進步。即

或是在同一間公司或同一個職位上，機遇未

曾光臨，但在你為機會的來臨而時時準備的

行動中，你的能力已經得到了拓展和加強。

實際上，你已經為未來某一個時刻創造了另

一個機遇。

謹記哈佛校訓：時刻準備著，

當機會來臨時你就成功了！

(文字略經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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