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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論「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古語有云：「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意思是指明知很大可能以失敗告

終，但仍努力去嘗試。但在現實當中，這種行事態度只屬匹夫之勇，最後

只會吞下失敗的苦果。 

首先，做人應量力而為。試想想，假如在職場上，上司指派排山倒海、

難於登天的工作給你，「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你來者不拒，但最後真的

能完成嗎？輕則不能按時完成，重則累壞身子病倒，甚至連累了相關的工

作進度。可見在職場上抱着「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心態會令自身受傷，

同時影響他人。又正如二戰的日本軍官一樣，無視山本五十六的勸告攻打

美國，結果最後淒慘的下場，想必各位有目共睹，不止無數軍人戰死沙場，

甚至國民受到核彈轟炸。這不正正印證了這種固執的行事態度不止令自己

受傷，同時會影響他人嗎？ 

正所謂「天意不可違」，無視天意一意弧行，最後只會自取滅亡，君

不見西楚霸王項羽的自刎？當初項羽於四面楚歌的情況下選擇「明知不可

為而為之」的做法，決定戰死沙場也不願意回鄉接受失敗，若他願意承認

自己失敗並捲土重來，而不是於烏江堅持到最後一刻，說不定楚漢相爭的

結局會被改寫，「君子報仇，十年未晚」，假若你不能忍口吞聲地等待最佳

機會到臨，而是以一意孤行的心態強行挑戰敵人，最後下場只會和螳螂擋

車一樣，自取滅亡而已。 



當然，「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中的勇氣令人佩服，但把這話變成自身

的行事態度就萬萬不可了，反之，我認為為人應抱着「知所進退」的心態

行事，並非藉一時之快行匹夫之勇。正如越王勾踐選擇忍辱負重，而非因

個人尊嚴而以卵擊石，遠至羅馬開國皇帝羅慕路斯，近至普魯士的忽必烈

大帝，都是行事懂進退才能在歷史上書寫無數的成功，難道君於歷史上看

見「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人比行事知進退的人多嗎？ 

望諸君看完敝文後有所感悟，容我直言，抱着「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的心態行事的人，只是一介匹夫，而知進退行事的人，才能在安身立會，

甚至名留青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