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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為貴｣ 

 在人與人的交際之中，人們總會遇到分歧，分歧會造成紛爭，阻礙人們辦事。

分歧就如鐵鎖，將通往成功的大門牢牢鎖住。要清除分歧，要解開鐵鎖，要打開

大門，就必需一條鑰匙。 

 這條鑰匙就是「和」。 

 人若要成功，總離不開三件事的配合：天時、地利、人和。天時和地利我們

是控制不了，只能聽天命，但我們卻能盡人事。只要在與人謀事時，即使遇到分

歧，萬大事都以和為貴，縱使「和」不能清除分歧，但卻能避免分歧演變成激烈

的紛爭，讓人們得以平心靜氣地尋求解決方法，並讓人們合力辦事，如此，通往

成功的道路就會變得暢通無阻。換而之，「和」能避免紛爭，令人們齊心，使人

們辦事更為順暢，更易成功。 

 打一個比喻，其實我們每遇到一個紛爭，就像繩子捆了一個結。若人們只懂

力爭，不懂讓步，拼命的拉著繩子，如此，結只會愈捆愈緊，最终成為死結，甚

至把繩子拉斷，一拍兩散。為甚麼不試試以和為貴呢？要知道，退一步，海闊天

空，只有和平處事，通力合作，才能解開繩結。「和」是解決紛爭的惟一途徑呀！ 

 這樣的例子，古今中外比比皆是。在抗日戰爭中，日本對中國虎視眈眈，頻

頻發動侵略，而中國國民黨和共產黨因政見分歧，而導致中國內部四分五裂，內

憂外患。中國隨時都會被外強吞併，國情岌岌可危。後來，國共兩黨意識到「和」

的重要性，決定以和為貴，放下政權的爭奪。「和」使兩黨放下舊仇，消除了中

國政黨的分裂，平息了國家內部的爭鬥，更使兩黨合力抗日，發揮中華實力，於

多次重大戰爭中將日軍節節撃退，結束了長達三年零八個月的抗日戰爭。中國成

功撃退日軍，全賴國共兩黨之間的「和」。 

 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侵略了多個國家，力量日漸壯大，大有勝利之

勢。美國和蘇聯原是競爭對手，不論是政治立場還是經濟利益都存在著極大分歧，

兩國可謂水火不容，但眼見世界快將落入希特拉手中，全球人未來的命運懸於一

線，美蘇理解「和」是惟一出路，因此決定和解，由敵對轉為合力抗德。「和」

讓兩國放下競爭對手的身份，化解了兩國之間的紛爭，更使兩國通力合作，攜手

抗德，瓦解納粹黨，並結束導致死傷無數的二戰，拯救全球人於水火之中。美國

和蘇聯成功打敗德國，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和」。 

 相對的，因不和而釀成大禍的反面例子也為數不少。 

 其中一個例子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發生。於戰爭後期，美國研發出改寫

人類歷史的武器－原子彈。當時，美國向日本發出最後通牒，要求日本投降，否

則便在廣島和長崎投下原子彈，日本人的性命取決於人們的一念之間。若當時日

本願意以和為貴，退出戰爭，平息戰火，又或者美國網開一面，日本就不必受如

此一劫，導致傷亡慘重。倘若當初兩國明白「和」的重要性，或許能化干戈為玉

帛，千萬生命都能得到救贖。 

 而近年亦有相關例子。零三年沙士結束後，為了令香港經濟復甦，政府推行

了香港自由行，來港的內地遊客與日俱增。由於中港兩地的文化和習俗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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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衍生了不少問題的衝突，造成中港矛盾。若當初兩地人民願意以和為貴，各

自讓步：內地遊客入鄉隨俗，尊重且配合香港文化，而港人則多加體諒。若人們

願意互相遷就，中港矛盾就不會發展得如此嚴重。由此可見，不和為帶來極之嚴

重的後果，「和」是極其重要的啊！ 

 由以上例子可以歸納出一個道理：若人們遇到分歧時，能以和為貴，就能解

決紛爭，使人們同心協力，攜手共創美好。反之，若人們只懂堅持己見，互不相

讓，如此，只會將矛盾加劇，當矛盾愈積愈大，最終就會釀成大禍，後果不堪設

想。試想想，若只因小小分歧，而誤了大事，這樣值得嗎？由此可見，「和」是

解決分歧的大原則呀！ 

 有人說：「求和即是退縮，是懦夫所為，人生在世，應當為自己爭取最大利

益，事事據理力爭。」這看法絕對是誤解了「和」的真正意思。真正的「和」，

絕不是指退縮、卻步、事事屈服於人，而是指遇到分歧時，以平靜的心境、和平

的手法解決事件，以免造成紛爭，誤了大事。子曰：「君子和而不同。」遇上分

歧時以和為貴，是君子所為，也是中華傳統的美德呀！ 

 要言之，若大家日後在人生路上，遇上了一扇被鐵鎖鎖住的門，緊記一個大

道理－和為貴。這樣才能得到鑰匙，解開鐵鎖，打開大門，一覽成功所帶來的光

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