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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傑明•富蘭克林——也許我們對這位外國人的

名稱並沒有深刻的印象，但當告訴你美元百元大鈔上

所印刷的老者肖像正是富蘭克林本人，你的腦海中是

否能浮現出他的模樣？縱觀每個國家，他們都會把具

代表性的領導人印在貨幣上，但富蘭克林卻從來沒有

擔任過美國的總統。那他又何德何能被印在面值最大

的美元鈔票上？就讓我們以《富蘭克林自傳》這本書

來回顧他本人一生來尋找答案吧。 

 

富蘭克林並不是出身於上流貴族，而是一户窮困



的清教徒家庭。他 10 歲便輟學，在波土頓的街上不

斷幫人打工。直到他 12 歲那年，他更被哥哥簽下一

份 9 年的學徒合約，更慘的是他只能在最後一年才能

夠拿取薪水，這似乎是他命中注定的命數，難道他要

渾渾噩噩度過印刷工的一生嗎？不，他並沒有向命運

低頭，反而靠自學來拯救在水深火熱的自己。 

 

「讀書是我唯一的娛樂。」富蘭克林相信知識是

一種寶貴的資源，年青人的教育則是國家的基石，他

對教育的重視可見一斑。他為了尋找自學的素材，更

乞求在書店的員工幫他偷取書籍，不挑書的他能接觸

到不同思想和觀念，受「自然神論」的啟蒙，認為人

類要憑自己的理性和智慧行事，讓他沒有陷入僵固的

傳統神學思想中。這不就與我們所提倡的「博學之

道」、儒家的「學不可以已」所吻合。在生活中，我

們也應該透過廣泛學習擴闊我們的認知，豐富自身的

視野，培養正確的價值觀和品德，完善自我實現個人

的理想和價值。隨著他所看的書越來越多，他發現他

周遭的朋友常常有荒謬的言論和想法，富蘭克林便會



與他們辯論，辯不過就重新閱覽書中要領，從而練就

了他的口條能力。其後他對一位行文幽默的作者所寫

的文章有感，便日以繼夜學習，彷效他的文筆，最終

成了北美最著名的幽默作家，更成為了一位成功的編

輯並以自學發明出避雷針，成為當時歐洲家喻户曉的

電學專家。「以勤為本」一直是富蘭克林所奉行的理

念，能在閱讀中自行複習、思索，並將自己的想法以

文字訴諸出來，做到學思並重，並在生活中實踐，乃

是學習的真諦，是我們值得借鑒的學習態度。「懶惰

抽我們兩倍的稅，驕傲抽我們三倍的税，愚蠢抽我們

四倍的稅。」作為生意人的兒子，富蘭克林將父親的

教評牢牢記住，以致他所寫的《致富之路》中也是以

勤勞為主軸——怠惰的鐵器總是生鏽的，而常用的鑰

匙卻老是光亮的。如今我們總在「拖延症」中消磨時

間，對手頭上的工作抗拒萬分，實在讓人有感羞愧，

我們應做的是向富蘭克林學習「勤勞」的智慧，拒作

那怠惰的鐵器。 

 

「豐富的廚房造成了薄弱的意志。」隨著現今社



會一日千里的科技發展，民眾過上了物質豐足的生

活，便過度的便利是否真的利多於幣。外賣平台讓我

們足不出户便能享用美食，卻為我們都市人健康帶來

陰霾，肥胖率日益上升，許多人受心血管疾病侵擾。

而富蘭克林是極簡主義的奉行者，一生都將節儉克制

視為最高的美德，即使在他發家致富也是如此。他保

持着簡樸的生活，並制定了 13 條戒律，讓他擺脱了

債務，更實行美德完善自身的品行。而富蘭克林是素

食主義者，為的是避免在吃完肉類後飽足感的疲憊影

響其工作效率，從中更體現出他對實用主義和極簡主

義精神上的實踐。現代都市人由於物質條件上的改

善，過上了奢華的生活，放縱自身的慾望。其實我們

應反思自身的生活態度，過份的舒適和放縱只會使人

墮落，「君子食無求飽」，我們應知足並節制我們的慾

望，並以克己奉公的心態來增進自身修養。寧可飢餐

素食，也不願暴食草垠。過份的放縱對身心都會帶來

一定的損耗，不論是飲食或娛樂方面；相反，適當的

節制能讓你獲取健康的身板，更重要的是心靈上的富

裕、自由。有一句讓我頗感深刻：人生不是一場物質



的盛宴，而是一場精神的修煉。其實維持個人生命和

健康所需要的收入是十分微小的，真正的極簡主義對

物質需求微乎其微，追求的是心靈精神上的健康、自

由，你能減去多少物質的負累，相應地便能增加多少

精神上的豐裕。這與儒家中「安貧樂道」的主張有所

相似，兩者都以物質的節制以追求內心的寧靜，完善

自身的道德修養。因此身處於物豐民阜、燈红酒綠的

現代社會，我們更應克己奉公，放下自身貪焚無窮的

慾望，追求外在身體及內在心靈的健康。在擺脱物質

對我們的束缚後，才知道用心所發掘出生活中的快樂

和滿足其實皆來至於內心的平靜和品德的實踐。 

 

「與朝夕相處的人交惡實在很愚蠢。」從湯姆

士•丹能——富蘭克林的忘年交的一句話中便導出了

富蘭克林人生中交際的要點。早期因於富蘭克林的才

能在印制廠升遷過快，周遭的工友都逼他付一筆升遷

費，請大家喝酒，他起初不肯付，便被工友集體欺

負，面對這種集體霸凌跟剝削，富蘭克林的選擇在道

德層面上是對的，但卻為他帶來許多麻煩。其後他便



沒有執着於眼前的對錯上，便付了那筆費用给各工

友。能改變的只有自己，畢竟改變別人實在太難，由

此可見在團體中共事便需顧及他人的想法，職場環境

的潛規則是不講對錯的，若你想在團體中成功，必須

遵守裡頭的潛規則，先看事件中的利幣和處境，再順

應規則，之後才能慢慢改變你的環境。富蘭克林在之

後的從政路上也奉行着這種守則。富蘭克林在其後成

為美國的外交特使到法國請求结盟對抗英國，尋求美

國獨立。但他卻在使節團中發現他負責偷運美國軍火

的同事塞拉斯•迪思竟從中貪污獲利。但在面對這種

情況，富蘭克林選擇以大局為重，睜一隻眼閉一隻

眼，沒有與他撕破臉，得以避免使節團的分裂，才有

今天的美國，他亦被人譽為美國的開國元勳之一，受

人尊重。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少不了需與人交談共

事，亦需面對以上的情況，與人交際時，需顧及大

局，按道德標準來說我們應注重於眼前利益和對錯，

但在此前提是不能損害大局的利益。若我們真的如此

執著對錯，認為事情非黑即白去指證他人，有可能會

惹禍上身，更會損害向身的利益，因此這種處世態度



是我們在爾虞我詐的環境中明哲保身的方法，亦能解

釋富蘭克林為何以一界平凡人的身份在政界獲得如此

成就。 

 

英雄，在人們眼中可能是征服了歐洲、亞洲等板

塊的亞歷山大大帝，抑或是魁悟英勇、率領千軍萬馬

的項羽。然而在美國人眼中，這位出身於貧困的開國

元勳卻是不折不扣的英雄。富蘭克林是美國一位重要

的政治家、作家、發明家、外交家，一生中遍佈許多

成就，亦留下如《富蘭克林的實用經濟學》、《富蘭克

林的道德修養》等著作。獲得那麽多的頭銜，他卻在

自己的墓志銘上刻上印刷工富蘭克林這七個字，他出

身平凡，卻不甘平凡，以自學、勤奮做出非凡無比的

成就。我們亦不像亞歷山大大帝般驕勇善戰、智謀出

眾，也不像項羽般頂天立地、膽色過人，許多人也只

是像富蘭克林般那樣的平凡人。但平凡並不是束縛自

身的理由，我們能以自身力量來改變世界，成為下一

個富蘭克林，為社會作出巨大貢獻。就以富蘭克林的

一生勉勵自己，努力向着自己人生的目標、宏願前



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