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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思而後行」，此句乃是《論語》中一句膾炙人口的名言。有人認為「三

思」會令人失去時機，猶豫不決。可是，哪一位成功的將領、帝皇，在奪權、布

陣時沒有經過深思熟慮？白起長平之戰、李世民玄武門的之變，均為考慮利弊得

失，計算成功的機率後，再選擇是否行動，最後便一擊斃命。故此，我也向先賢

學習，做事前後反復斟酌後才實行，這樣才可成功。 

    唯有反覆考慮而後行，才可降低損失，從而事半功倍。憶昔，高祖與霸王的

彭城之戰，高祖自持兵力強盛，是西楚霸王數幾倍，故選擇正面強攻霸王，卻反

被霸王三萬人所擊敗，不僅為自己的人生留下一個恥辱，更導致二十萬兵馬全軍

覆滅的慘重後果，可謂是損失慘重。此乃，未經過熟慮的弊端及危害之處。 

    高祖有此教訓之後，在不久後的垓之戰中，漢軍雖數倍於楚軍且對楚軍形成

包圍。可高祖卻不急於攻城，反而命令漢軍奏楚樂、唱楚歌，令楚軍軍心渙散。

最終更是不費一兵一卒逼死西楚霸王。或許正如《禮記》中所述，「舉大事者，

必慎其始終」。若高祖仍像彭城之戰那班魯莽、自大，或許垓下之戰便不會輕易

成功，甚至會重演歷史。可見，事前先思慮，找出所有可能性，並自當中選擇最

有利益的結果，有助於我們快速達成目的且效果顯著。 

    經思考而行才可達至成功。諸葛亮在第四次北伐時，面對來勢洶洶且兵力強

盛於自身的魏軍，不選擇撤退反而是進扎鹵城。這看似魯莽的舉動，實則暗藏玄

機。在魏國接連的強攻之下，諸葛亮佯裝戰敗，沿水路撤軍，司馬懿由此大喜過

望，下令魏軍乘勝追擊。可就在雙方追趕十幾公里後，魏軍便被埋伏在水路兩旁

的蜀軍所襲擊，立刻陣腳大亂，被俘虜、斬首近三千人，後更是被迫撤出鹵城。

正因丞相事先考慮到退路、敵人的心理、四周的地理環境，才能達至如此完美的

誘敵深入的反擊戰。不僅挫敗了魏軍的氣焰，更是奪回失地。 

    相反，魯莽行事未經思考，往往只會迎來失敗。馬稷便是如此失敗，他狂妄

自大、不聽諸葛亮的安排、私自將軍隊駐紮在街亭附近的山頭，意圖消滅來犯的

魏軍。結果反被魏軍所困，斷水斷糧後，不久後便潰敗，失了街亭，葬送了北伐

的大好機會，自身也因違抗軍令而遭斬首。 

    除古時事例外，今時亦有相關事例。美國就在未考慮越南地形的情況下，並

忽視人民的意願，貿然發動越南戰役。以為能依靠先進的武器在短時間內拿下越

南。結果戰爭持續十三年，不僅結果是失敗，還因在戰爭中使用名為「橙劑」的

化學武器，損害環境，留下了千古罵名，可謂是得不償失。 

    拿破崙曾言：「成功不站在自信的一方，而站在有計畫的一方」。而計畫又因

思考而誕生。因此，我們更該在做事前熟慮、選擇才可制定完美且有效的計畫，

才能成為下一個諸葛亮、劉邦。而並非下一個馬稷或美國。 

    綜上所述，三思而後行不僅不會令我們錯失良機，反而有助於我們在關鍵時

一蹴而就，把握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