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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古往今來，成就大業之士往往成為別人羨慕、欣賞甚至模仿的對象。孩提時

代的我們或早已許下眾多宏願，諸如長大後做醫生、律師、環遊世界林林總總，

卻因自己的懶惰、能力有限而最終沒有實現。要達成人生目標，秘訣只有八字：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要迎難而上，必須踏出堅定的第一步。人生就如一場試煉，自我們呱呱落地

一刻，便要作許多的新體驗，探索周邊的小宇宙。比方說學走路吧，幼童時期我

們視走路為一種困難。如今我們能跑能跳，豈不是源自於當初的一跌一撞？跌倒

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我們連走出第一步的勇氣也沒有。 

 

  開展千里之行，並不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立下不切實際的夢想，

身陷危境也在所不辭。例如美國登山家杜普雷經過三次失敗，近來成功攀登北美

第一峰麥金利山，其毅力也是花二十五年時間一步一步精煉出來的。倘若他二十

五年前光說不做，或怕辛苦中途放棄，現在有可能完成創舉嗎？這正好說明成功

並無捷徑，唯有不斷磨練自己的體魄，關鍵在於人的志向。 

 

  克服困難如是，學習如是。正所謂：「學海無崖，唯勤是岸。」學習無法一

步登天，懶惰的人只會囫圇吞棗，結果連基本知識也未穩妥掌握，便急於求成，

在考試戰場上臨陣磨槍；相反，勤力的人總是認認真真地先鞏固好知識基礎，才

穩步爬上求學階梯，孜孜不倦。請注意，以上名言不是說資質聰穎者才能達到成

功的彼岸，為什麼呢？誠然，聰敏之人在學習固然有一定優勢，但是自小活在成

功之中的他們自然對自己要求甚高，且畏懼失敗，因而久久未能突破心理關口，

踏出第一步埋頭做事。於是，其長處沒有盡其發揮，得出的成績還可能與常人無

異呢！ 

 

  勤勉者俯拾皆是，其中一位令人佩服得五體投地的是患有視障和聽障的 

海倫‧凱勒。殘障除了帶來生活不便外，更令她無法以平常人的感觀探索世界，

然而她慢慢學會以心感受事物，以言語消除人與人之間的隔膜，以勤補拙，成為

首位在哈佛大學畢業的聾盲人士。要是她當初只抱怨受制於先天殘缺，而不邁步

衝破社會對殘障人士的枷鎖、定型，她根本無法獲得如此高的殊榮。 

 

  最後，在社會層面上，這種心態也加強了香港的凝聚力。記得在二零一二年

學民思潮組織的反國教大遊行，足足號召了約十萬港人聲援。雖然有些人坦言不

抱有太大希望，但仍然挺身而出，迫使了政府讓步。如今，通往普選的道路未見



曙光，各黨派爭持不下，政制發展停滯不前，但願政府和市民能深明大義，各退

一步，海闊天空，為香港前途著想。 

 

  有人說：「人生本來就有很多事是徒勞無功的。」此消極的看法無異於畫地

為牢、不思進取。須知道人生苦短，不去嘗試、不作實踐又怎可「知其不可為」

呢？縱使徒勞無功，至少不會留下畢生遺憾。 

 

  要言之，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如果你現時在山腳，何不積跬步登山，繼而

在山頂俯瞰一個個里程碑呢？ 

 

評語：文筆流暢，說理清晰。充份表現出作者對時事的關心，以及對社會發展的

抱負與承擔，殊為難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