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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來就流傳�一句話：「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我並不

認同。 
歷史上曾有《晏子諫殺燭鄒》的故事：燭鄒為齊景公的手下，是看管鳥的，

卻不慎讓鳥飛走了。景公下令將其斬首，晏子出於忠心和仁愛，利用旁敲側擊的

方法向他進諫，列舉出管鳥的人該死的三條「罪狀」，使景公從中知道自己的錯

誤，放了那個人一命。晏子這種的進諫的方式不俗，可見忠言何必一定要逆耳？

我認為忠言順耳更利於行。 
如果晏子與景公頂撞，不但燭鄒的命難保，或許晏子也會受到懲治。在當今

社會上，一些領導幹部都有「接受批評」的決心，即使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也要

跟�「忠言順耳利於行」的原則提意見。如果建議提得不讓人接受，即使是忠言，

也未必會得到採納。因此，我們要像晏子一樣，不只是要提出好的建議，而且要

盡量說得委婉，令人心悅誠服，這樣方可更有利於我們的學習及工作。 
反之，如果將「忠言逆耳利於行」為進言的準則，就往往會因所言「逆耳」

使雙方不歡而散，你進言的目的也必無從達到了！ 
策略和方法是重要的，它直接關係到辦事的效率和事情的結果。因此，忠言

何必逆耳呢？良藥又何必苦口？現在，許多中藥店的良藥不是都有一層糖衣包�

的嗎？「甘口」良藥一定比「苦口」良藥更易於吞咽，正如「順耳」的忠言比起

「逆耳」的忠言較被人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