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E 吳家慧 

 

俗話說：「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也沒有不勞而穫的利潤。」亦有古人云：「一分耕耘，

一分收穫。」如此多哲理名言，都在教人一個道理：要獲得收穫，就必須先付出努力。 

 

中國古代有很多故事都在述說這個金科玉律。例如家傳戶曉的「守株待兔」：故事中農人

意外在樹下獲得一隻兔子，於是便因為不想勞動耕田，每天都守在樹旁，希望得到兔子，最

終不但沒得到兔子，更荒廢了農田，田裡的農作物全都腐壞枯死，可謂「賠了夫人又折兵」。

這個故事正好證明「一分耕耘，一分收穫」這一道理，如果不付出努力，卻將希望寄予天時、

寄予地利，結果只會是竹籃打水一場空，這真的是你想要的結果嗎？成果是要靠自己的雙手

去一點點地創造，如果總是想不勞而穫，那麼人生就會變得像這個農人的田地一樣荒廢，這

是你渴望的人生嗎？ 

 

另外一個著名的例子就是戰國時期的六國宰相──蘇秦。他本來跟著鬼谷子學習縱橫之

術，有著一股雄心壯志，想為君主所用，但囿於學識淺薄、游說技巧不足，不獲秦國君主重

用，潦倒而歸。回到家中後，「妻不下紝，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遭受家人蔑視。此情此

景，相信不少人都心灰意冷吧？然而，蘇秦總結失敗原因，相信只要肯付出，定必天道酬勤，

於是他發奮讀書，有時他讀至深夜，感到疲倦快睡著的時候，更用錐子往大腿上刺，刺得鮮

血直流、痛楚不已，藉此驅逐睡意，振作精神。最終，皇天不負苦心人，蘇秦學有所成後，

便成功游說六國君主，成為了戰國時期鼎鼎大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和謀略家。雖然這種「引

錐刺股」的讀書方式實不可取，但他的精神十分值得我們學習。如果想成功、有收穫，就要

下定決心付出，並甘願吃苦，才有所成就。假如蘇秦稍遇挫折便一倒不起，毫不付出，又怎

會有如此美好的收穫呢？ 

 

或有人對蘇秦的例子嗤之以鼻：要不是蘇秦天資聰穎，哪怕讀多少聖賢書，又怎能碩果

纍纍呢？然而，這說法真是不刊之論，無可擊破嗎？ 

 

其實不然。有些人即使天賦不高，但只要肯努力，甘願付出，也終能成才，樂見梅花。

晚清國臣曾國藩自小被認定資質平庸，更被嘲為愚蠢之輩，據說一篇很短的文章也要念上幾

十遍才能牢牢記住，亦足足考了九年才得以高中秀才。但他沒有認命，反而恥而後勇，立志

求學，刻苦上進。曾國藩讀書時若不讀懂上一句，便不讀下一句，不讀完這本書，便不摸下

一本書，不完成今天的目標，便絕不解衣就寢。這種讀書方式看似愚拙，然而正因他這種愚

勁，卻使他成為清朝的中流砥柱，力挽清國於既倒。 

 

「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如果想要得到收穫，就必須先付出同樣的努力。只要不辭辛

勞，努力向目標前進，就一定能獲得成果，就像小王子為他的玫瑰花付出了時間，便使得那

一朵玫瑰花變得獨一無二……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