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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里，一個神射手，一個曾拿下多次 NBA 總冠軍的球員，許多人只看到他的風

光，而看不到他高中畢業時沒有任何一所著名的籃球大學向他提供籃球獎學金的

窘境，更有不少籃球名校的教練因他的身高而勸他放棄成為一名職業籃球員，但

庫里有「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最終成為一名家傳戶曉的籃球員。今天就

讓我為大家細說我對「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看法。 

 

「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在我看來，「為之」利多於弊。人權鬥士馬丁路德金及第

十六任美國總統林肯，一個曾說過希望自己的後代能和不同膚色的人和平相處，

彼此不會因膚色而仇視對方；一個是解放黑人不做僕人的林肯，在那南北有條看

不見的界線的年代，林肯向南方的地主表達了意願卻被冷眼以待，在一點點的努

力下才解放成功。二人都知在那有著種族偏見的年代他們要做的事是多麼的「不

可為」但他們選擇了「為之」，若果沒有「為之」，就沒有人人平等，各個膚色的

人都能和諧相處。 

 

「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可以加強自己的信念，有更明確的目標。「先天下之憂而

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范仲淹曾向皇帝進言而被貶，雖然他知道皇上一定不會

採納他的意見，但他依然向皇上進言，因為他以天下百姓的福祉為己任。他知向

皇上進言不可為，但他還是做了，儘管他被貶官，但他依然沒有忘記以天下百姓

的福祉為己任，堅定了自己信念，並有了明確的目標。 

 

但適度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並不叫勇氣，相反，會陷入一個死循環，因為一

味的嘗試而不反思就會導致一直的失敗，因此在知道不可為後，就要反思自身，

是什麼導致「不可為」，就好像開首提及的庫里，他以驚人速度和高命中率彌補

了他的身高劣勢，最後才成功。因此不可過度的「為之」，而是要適當的反思，

抱有「吾日三省吾身」的精神。 

 

總結全文，「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利大於弊，因為不僅可以加強自己的信念，有

更明確的目標，但過度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反而會造成反效果，須適時停下

反思並作出修正，從今天起，嘗試「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