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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介绍是人际交往的一种基本技巧，通过适当地介绍自己
的经历和特点，我们可以打开与他人沟通的大门。接下来，
我们将列举一些经典的意见建议范文，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
启发。

名人小故事篇一

《中央车站》是一部巴西经典电影，曾经获得过四十多个国
际电影节大奖。电影讲述了一位老妇人多拉陪同一个孩子乔
舒亚，去远方寻找他爸爸的故事。而我们今天要说的，是电
影之外的故事。

年轻的电影导演沃尔特需要从全国各地的小孩中选择一位男
主角。这天，他因事来到城市的一个车站，一个小男孩要为
他擦皮鞋。他当时拒绝了这个孩子，于是，这个孩子问他能
不能借给自己一些钱，好让他买个面包，等他擦鞋挣了钱，
他一定会还给他。

这时，他才发现眼前的这个瘦弱的孩子，和自己想象中的电
影男主角很相似。他给了孩子买面包的钱，并且告诉他，明
天可以去他的工作室找他，不但有饭吃，还可以挣钱。

第二天，当他来到工作室的时候，却惊呆了，昨天擦鞋的小
男孩不但自己来了，而且还带来了几乎车站所有擦鞋的孩子。
导演在这些孩子中间发现，有几个比昨天要给他擦鞋的孩子
更机灵，似乎也更适合当这个电影的男主角。但是最后他还
是决定让这个孩子来试试，因为他觉得他是个善良的人，而
电影中的孩子，正是一个善良的人。

后来的故事就简单了，这部电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一个在



车站擦皮鞋的孩子，就此走上了“星光大道”，成为巴西家
喻户晓的明星文尼西斯。说句题外话，在巴西，最幸运的擦
鞋匠并不是文尼西斯，而是另一个叫卢拉的孩子，后来成了
巴西的总统。

国外的两则小故事。一则是说一场暴风雨过后，成千上万条
鱼被卷到一个海滩上，一个小男孩每捡到一条便送到大海里，
他不厌其烦地捡着。

一位恰好路过的老人对他说：“你一天也捡不了几条。”小
男孩一边捡着一边说道：“起码我捡到的鱼，它们得到了新
的生命。”一时间，老人为之语塞。

还有一则故事是发生在巴西丛林里，一位猎人在射杀一只豹
子时，竟看到这只豹子拖着流出肠子的身躯，爬了半个小时，
来到两只幼豹面前，喂了最后一口奶后倒了下来。看到这一
幕，这位猎人流着悔恨的眼泪折断了猎枪。如果说前一个故
事讲的是母亲对孩子善良的圣洁，那后一个故事中猎人的良
心发现也不失为一种“善莫大焉”。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称善良为一种世界通用的语言，它可以
使盲人“看到”、聋子“听到”。心存善良之人，他们的心
滚烫，情火热，可以驱赶寒冷，横扫阴霾。善意产生善行，
同善良的人接触，往往智慧得到开启，情操变得高尚，灵魂
变得纯洁，胸怀更加宽阔。与善良之人相处，不必设防，心
底坦然。

名人小故事篇二

英国著名的博物学家、进化论先驱达尔文在他的日记中记载，
他曾经做过一件“蠢事”。

19世纪中叶，达尔文周游世界。一次，他来到非洲的一个原
始部落，那里的人住山洞，吃草根野果，过着茹毛饮血的原



始生活。达尔文在那里住了几天，有了惊人的发现：当气候
恶劣人们找不到食物时，就将老弱病残的人分而食之。理由
是，被吃掉的都是被认为没有用的（丧失劳动能力）的人。
达尔文很痛心：世界已经进入文明时代，而这里的人还这么
野蛮残忍，一定要想办法改造他们。

他用高价买下一个当地的男婴，把他带回英国，他要用现代
文明的教育方式，使这个非洲血统的小孩变成一个“文明
人”。然后，再用这个“文明人”去改造他家乡人吃人的原
始现状。16年之后，这个小男孩长成了“文明青年”，达尔
文经熟人帮助，把他送回了非洲。

一年后，达尔文又来到非洲，想看看17年后的原始部落有多
大进步。可是，他却找不到那个“文明青年”。当地人告诉
他，他们把那个青年吃掉了。达尔文大惊：“那么好的人，
为什么吃了？”“他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会做，留下有什
么用？”

名人小时候读书的故事

名人小故事篇三

盖尔曼是美国的物理学家，他在1969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
奖。盖尔曼从小做事非常认真，一丝不苟，很少犯错误。当
别人做错事情的时候，他也会马上指出来，毫不顾及对方的
面子。

一次，叔叔依斯雷尔来他家做客。依斯雷尔常常在各地旅行，
孩子们都很喜欢围着他，听他讲各种各样新奇的事情。依斯
雷尔看着不断提问题的小盖尔曼，觉得这个孩子又聪明又好
学，十分喜欢。知道小盖尔曼喜欢搜集古代钱币，依斯雷尔
掏出几个钱币说：“这是提比略皇帝时候的硬币，我玩意中
得来的，现在送给你了。”



依斯雷尔笑眯眯地望着小盖尔曼，以为自己的慷慨会得到感
谢。

可是，小盖尔曼看了一会儿硬币，抬起头却说：“叔叔，你
说错了，不是这个皇帝。”

当着大家的面被小孩子指责，依斯雷尔下不了台，讪讪地说：
“小孩子懂什么。”

“是真的，叔叔，你看这里。”小盖尔曼认真地把硬币举到
依斯雷尔眼前。

依斯雷尔一看，果然是自己说错了，不是提比略皇帝，而是
另一个。他不好意思地笑了，说：“呵呵，的确是自己说错
了，真是认真的孩子啊。”

在学校，盖尔曼挑别人的'错也是出了名的，不管什么时候，
只要他发现有不对的地方就会指出来。被指出错误的同学非
常不服气，可是往往一翻书查证都会证明小盖尔曼是对的。
于是大家在他面前都小心翼翼，生怕说错了什么。

除了同学，盖尔曼发现老师讲课有错误，也会当面指出来。
于是上课的老师也非常小心，一边讲课，一边留心小盖尔曼
的手是不是举起来了。

慢慢地，大家都很佩服盖尔曼的博学和他认真的态度，叫
他“活大不列颠百科全书”。

文档为doc格式

名人小故事篇四

1、 李邕重义爱士



李邕重义气爱人才，作文擅长碑颂，并且大多亲自书写。人
们奉上金银财物请他写碑文，前前后后收到的财物加起来数
目极大。但是他却能够拯救孤苦，接济穷人，家里没有很多
积蓄。

故事来源：宋""""""朱长文《续书断》

2、 徐浩八体皆备

徐浩的父亲徐峤之擅长书法，把笔法传给了徐浩，后来徐浩
的书法比父亲更好。徐浩曾经写了42幅屏风，八种书体都有，
其中草书和隶书尤其好。世人形容他的书法说：“像愤怒的
狮子挖掘巨石，口温饱的骏马急奔泉水。”

故事来源：《新唐书》

3、 郑虔红叶学书

郑虔在广文馆博士，学习书法却苦于贫穷买不起纸，得知慈
恩寺贮存了好几间屋子的.柿叶，于是就借住在庙里，每天拿
红叶写字，天长土久几乎写遍了这些叶子。他后来写了自己
做的诗，和画一起并成一卷，献给皇帝。唐玄宗亲笔题
跋：“郑虔三绝。”

故事来源：唐""""""李绰《尚书故实》

4、 李阳冰观《碧落碑》

绛州有块碑，碑上的篆字和古代的不同，很奇特。李阳冰看
到了，睡在碑下观赏，好几天不离开。鉴定碑书是初唐所作，
但没有记上书家的姓名。因碑上有“碧落”两个字，当时人
就称它为《碧落碑》。

故事来源：唐""""""李肇《国史补》



5、 钟绍京破产求王书

钟绍京因为喜好书法，不惜花大价钱倾其所有去收求名家书
迹，总计用去几百万贯钱，却只买到王羲之行书五张，不能
求到楷书一个字。

故事来源：唐""""""张怀瑾《书估》

6、 卢弘宣临小王帖

李德裕做宰相时，有人献上书法名迹，他不断把玩，很喜爱
那书法。卢弘宣当时做度支郎中的官，有擅长书法的名声。
李德裕把他请来，出示自己得到的这件书迹，请他观看。卢
弘宣拿着帖，好久不作声。李德裕问：“怎么样？”卢弘宣
惊恐地说：“这是我近年临的王献之帖”。李德裕从此更加
看重他了。

故事来源：《太平广记》

7、 柳公权不重钱财

柳公权书名显赫，当时大臣家的原告版墓志，若不是出自柳
公权手笔，别人就要以为他们的子孙不孝。外国人来中国进
贡，都另外准备了钱，说：“这是购买柳公权书法的”。柳
公权曾经书写了京兆西明寺的《金刚经》，有钟繇、王羲之、
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陆柬之各家的笔法，自己很满意。
总计大卧们请他写字而赠送的钱财，共有好多万，然而这些
钱被仆人盗用了，他也不再追问，只有笔砚图书典籍等，才
亲自把它们锁好秘藏。

名人小故事篇五

有这么一个民间故事：从前，在中原的伏牛山下，住着一个
叫吴成的农民，他一生都勤俭持家，日子过得无忧无虑，十



分美满。相传他临终前，曾把一块写有“勤俭”两字的横匾
交给两个儿子，告诫他们说：“你们要想一辈子不受饥挨饿，
就一定要照这两个宇去做。”后来，兄弟俩分家时，将匾一
锯两半，老大分得了一个“勤”字，老二分得一个“俭”字。

老大把“勤”字恭恭敬敬高悬家中，每天“日出而作，日人
而息”，年年五谷丰登。然而他的妻子却过日子大手大脚，
孩子们常常将白白的馍馍吃了两口就扔掉，久而久之，家里
就没有一点余粮。老二自从分得半块匾后，也把“俭”字当作
“神谕”供放中堂，却把“勤”字忘到九霄云外。他疏于农
事，又不肯精耕细作，每年所收获的粮食就不多。尽管一家
几口节衣缩食、省吃俭用，毕竟也是难以持久。这一年遇上
大旱，老大、老二家中都早已是空空如也。他俩情急之下扯
下字匾，将“勤”“俭”二字踩碎在地。

这时候，突然有纸条从窗外飞进屋内，兄弟俩连忙拾起—看，
上面写道：“只勤不俭，好比端个没底的碗，总也盛不
满！”“只俭不勤，坐吃山空，一定要受穷挨饿！”兄弟俩
恍然大悟，“勤”“俭”两字原来不能分家，相辅相成，缺
一不可。吸取教训以后，他俩将“勤俭持家”四个字贴在自
家门上，提醒自己，告诫妻室儿女，身体力行，此后日子过
得一天比一天好。

名人小故事篇六

清朝末年，我国派出了第一批出国留学生。他们都是些少年。
有个才12岁的少年叫詹天佑，十分聪明好学，又立志为国效
力。后来他学习工程技术毕业，回到了国内。可清朝政府对
本国人才不信任，像修铁路，就都让外国人主持。詹天佑尽
管有才干，也只能当助手。

1905年，修建北京到张家口铁路的消息传开了。英国和俄国
都争着要修，因为他们知道这条铁路在中国的战略要地，掌
握了它就能控制中国，双方争执不下，最后达成“协议”，



说中国如果不让他们修，他们就什么也不提供。他们以为中
国人离开他们肯定修不成这条铁路。

清朝政府这才让詹天佑担任总工程师。有人对他不放心，说
他自不量力，说他胆大包天，劝他不要承担这项难度非常大
的工程。詹天佑说：“京张铁路如果失败，不但是我的不幸，
也会给中国带来很大损失。外国人说中国工程师不行，我则
坚持由自己来办!”为了给中国人争口气，他把全部精力都投
入进去，和工人们一起吃住在工地，细心勘探，大胆试验，
经过4年艰苦的劳动，终于成功地修筑了京张铁路。

这是中国人自己设计施工的第一条铁路，极大地鼓舞了全国
人民的志气。詹天佑为祖国赢得了荣誉，原来那些瞧不起中
国工程师的英国人也表示对他由衷敬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