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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鈔上的科學家 

 

他是「美國的聖人」、「美國革命之父」和「發明之父」。他的肖像印製

在通行的 100元美鈔上。 

 

他就是本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 年)。或許

我們曾聽說 46 歲的富蘭克林運用風箏引接閃電的故事。他是第一位運用

實驗來證明天空中的閃電就是電的科學家，獲推舉為倫敦皇家學會會員，

並獲頒金質獎章。他發明了不少物品，如：避雷針、玻璃樂器、富林克林

式火爐和雙焦距眼鏡等。他從來沒有將他的發明申請專利。在他的自傳中，

他寫道：「我們從別人的發明中享受了很大的利益，我們也應該樂於有機

會以我們的任何一種發明為別人服務；而這種事我們應該自願和慷慨地去

做。」 

 

富蘭克林不僅是科學家，他還是優秀的實業家、傑出的政治家和外交

家。他是負責起草美國＜獨立宣言＞五個委員之一。當美國的獨立戰爭爆

發後，美國派遣當時科學成就蜚聲歐洲的富蘭克林去爭取法國的支持。71

歲的富蘭克林對這個決議謙遜地回應：「我已經老了，現在就好像是一塊

碎布。可是，在棉布行碎布也很有用，我希望我對國家是一塊有用的碎布。」

結果，他代表美國跟法國簽訂了同盟的條約，為美國獨立戰爭獲取了很大

的援助。 

 

富蘭克林只上了兩年小學，由於要到父親的商店幫忙而輟學。之後，

他到哥哥印刷店當學徒的印刷工人。自此，他孜孜不倦地自修，不僅閱讀

大量書籍，並且模仿刊物上的風格，終能執筆為文，成為作家，進而發表

政論文章。他又自學法語、意大利語、西班牙語和拉丁語四門外語。他曾

說：「空無一物的袋子，是很難站起來的」，這句話說明了他一生勤勉好學

的信念。 

 

富蘭克林年輕時曾拜訪一位前輩。他挺胸昂首邁著大步，進門時頭撞

在門框上，迎接他的前輩看到這個情景，笑笑說：「很疼嗎？可這將是你

今天來訪的最大收穫。一個人活在世上，就必須時刻記著低頭。」前輩提



到的「記著低頭」，就是要記著不論我們的資歷和能力如何，在社會裡，

我們只是當中的一個小分子，是渺小的。富蘭克林從這次拜訪中領悟到謙

卑的重要。 

 

為了完善自身的品德，富蘭克林提出了 13 種自我遵守的德行，而謙虛

為其中之一。他曾說：「缺少謙虛就是缺少見識。」他又說：「對上司謙遜，

是一種責任；對同事謙遜，是一種禮遇；對部屬謙遜，是一種尊貴。」他

更認為：「絕望毀掉了一些人，而傲慢則毀掉了許多人。」 

 

富蘭克林的一生取得了輝煌的成就。根據他生前的願望，他的墓碑上

祗刻著：「印刷工人富蘭克林」。 

 

 

謙虛好學的萬世師表 

 

孔子(公元前 551-479 年)，字仲尼，春秋末魯國人，曾擔任魯國重要

的官職。孔子三歲時父親逝世，故早年生活艱辛。他刻苦學習，成為中國

偉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和政治家。 

 

孔子廣收門徒，是第一位提倡「有教無類」和「因材施教」的老師，

成為當時學術向下流動、私人講學的先驅，故後世尊稱孔子為「聖人」、「萬

世師表」及「至聖先師」。 

 

孔子以好學著稱，對於各種知識都有濃厚的興趣。他知識淵博，在當

時是出了名的。有一次，孔子到周公廟參觀。他看到廟裡的各種事物，都

向守廟者詢問。有人笑道：「孔子學問出眾，為什麼還要問？」孔子聽了

說：「不懂就問，這有什麼不好？」孔子不但承認自己的知識不足，並且

知悉誰有他所不知道的東西，他就拜誰為師，虛心學習。他認為遇上不知

道的事要學習，這才合於禮法。 

 

傳統的啟蒙教材《三字經》有一個關於孔子的故事：「昔仲尼，師項橐」。

據古籍所載，50歲的孔子和弟子們周遊列國途經荊山山腳時，七歲的項橐

與同伴正在地上玩築城牆的遊戲。孩子們把地上的泥土堆起來，築出了一

個小小的方形城，而項橐在城裡坐著，好像城主人一樣。這「城池」擋住

了孔子的去路。孔子叫項橐讓路。項橐反問孔子：「世上是車子給城池讓

路呢？還是城池給車子讓路呢？」孔子明白這孩子是把這座城池當作真正

的，那答案當然是車子要繞道過去。孔子發現自己還不如這孩子懂禮節，

便對項橐和藹地說：「後生可畏，我應當拜你為師。」於是，師生驅車繞



「城池」而去。就這件事，孔子對弟子們說出「三人行，必有我師」這句

名言，告誡我們人各有所長，我們只有虛心向他人學習，才能取人之長，

補己之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