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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以善小而不為
6C   羅亦成

 自古警世良言，不無「勿以善小而不為，莫以惡小而為之」

之語者。人們往往著重後者，勸人「諸惡莫作」，但其實「勿

以善小而不為」卻同樣重要。若言有「善小」，隨之有「善大」

也，而環宇之內，舉凡一切大功德者，如救人之命、捐助貧苦，

利及萬民，受惠者眾，獲社會稱許皆為「大善」；反之「小善」

仿如買旗、與人和善、小額捐助，受眾較少，於社會未為引起迴

響者，皆「小善」了。可是，若論因善小而不為，卻只為大善的

話，甚或甚麼也不作，竊以為於社會無大助反招來禍患。

 首先，「勿以善小而不為」，我們不為一些小善，會引來

甚麼禍患呢？我認為不為小善，會換來日後不可預知的大災難。

為小善其實是一種「居安思危」的做法，因為今日我們把「小

善」置若罔聞，難保他朝它不會引起「大惡」；更甚者，今日的

「小善」可會化作明日的「大善」呢。嘗有一故事作如是說：一

日，有人經過鄰舍家門，發現門前殘餘蛋糕污漬，但那人及視而

不見，逕自離開。及至歸家，方發現釀成大患，引來蟻群，影響

衛生。此故事豈非揭示不為「小善」而引來的大惡的例子乎？古

人有「亡羊補牢」之語，即羊棚損毀，失一羊者，及早補救，作

此小善，是「未為晚也」，免進一步損失。反之，因這善小而不

為，則未來失羊愈多，損失愈重，遂成大患矣。再看一例，方今

醫院強調消毒之重，乃緣於外國先賢為「小善」之果。以前外國

病院衛生惡劣，病人死亡率高，後來經英國一些專家指出消毒、

洗手之重要，到後來更規定外科醫生進行手術前務必消毒、洗手

後，方發現病人死亡率大大下跌，遂發現消毒、洗手這些看似微

不足道的小善，會換來令病人生存之大善呢！可見，不為小善會

帶來不可知之後患；為小善者，卻可換來意想不到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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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若然云因善小而不為，我們又如何確保會因善大而

為之呢？再以蛋糕污漬作例，那人只因一塊蛋糕已經置之不理，

不屑清理；從而推論，他看見糞便可會更為抗拒，敬而遠之。因

為，若人們連「為長者折枝」等舉手之勞也不願為之，更遑論

一些「挾泰山以超北海」之大事矣！中外先哲都有「凡事從小事

做起」之智慧，小事也辦不妥者，難望大事可成呢。《道德經》

載：「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即為此

理，為小善乃為大善之基礎也，不為小善，則基礎欠奉，日後必

難為大善了。況且，若人人皆為小善，聚沙成塔，日後小善定必

變作大善呢。習近平嘗言，中國每一個小問題倍成十三億後，都

是大問題。我認為，若十三億中國人皆為一個小善，倍大十三億

即可成一大善矣！若國人每日在日常公德上下少許功夫，稍為小善

小德，互為影響，則中國就可以大善之姿、公德大盛之態示人了。

 最後，若然因善小而不為，善大即為之，對善事有功利之

取捨，長遠必有損社會風教，生出功利社會之果。如前所述，若

人因善小而不為，則心裡即界定了孰為大善，孰為小善，從而擇

大善者從之，擇小善者避之。如斯擇善而為，不是有失為善之

旨趣，將善事套上功利的帽子嗎？為善的最高層次是無我、不分

大小而為之。佛教之中，行布施者應發菩提心，無人我執、無法

我執，布施眾生而無主次大小之分，方為上善。道家中云「上善

若水」，水隨容器形狀、地理環境轉換形態，從不計較大海與小

溪。《老殘遊記》有言：「人人好公，則天下太平；人人營私，

則天下大亂」，若然每人都對善有大小區分，擇大從之，擇小不

為，為善不過沽名釣譽，功利之行而已矣，失卻為善之本也，亦

令社會大開功利計較之風，使社會利益掛帥，以為善作私用，而

非廣天下之公益。莊子有言：「為善無近名」，以一個包容而不

分大小、不重名利之心行善處世，方為做人快樂之道，以正社會

風氣之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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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云「勿以善小而不為」，只因如斯做法，好比癌細胞般，

由腐蝕自身開始，繼而擴散至腐蝕整個社會之道德價值，致令禮

崩樂壞。可是，若為「小善」，則會引來不少好處呢！

 如上所述，為小善者可以惠及自身。小善除了可引來大善，

廣惠他人以外，其實自身是首先沾益的。小善雖然不同大善，不

可為自身帶來名利、讚賞，受眾亦少，可能不過幾個而已，惟自

身卻可從小善而得大樂。在街上幫助瞎子過馬路，為老婆婆執拾

散落一地的水果，一切一切也會令自身有成功感。所謂「助人為

快樂之本」，從小善中，我們可得大樂，從受助者臉上之歡顏，

我們可以感到安慰。

 此外，為小善者，可以惠及家人子孫。《易經》《坤卦﹒

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餘興」。摒除因果業報等說，為善

之家誠有餘興，以為小善者更甚。不同於大善，小善無處不在，

如其待大善而為之，何不作小善以示人？父母每日為不同的小

善，下至對人有禮謙恭，上至讓座扶幼，這些子女皆一一看在眼

裡。社會學上，家庭乃社會教化第一道關，孩童受家庭的影響，

遠勝於學校及社會。從父母日行小善，以身作則者，子女耳濡目

染下，則會認為為善乃生活之本，繼而愈加看重為善之重，從而

令子女成為一個樂於行善的人。小善可為，而況大善乎？故家人

常為小善，家人可從此身教，子女習得行善處世之道，受益匪淺

啊！

 最後，為小善者，有助改善社會風化。如前所示，擇小善而

不為，擇大善而為之，會助長社會好功利之風氣。那麼為小善以

正風氣，又有何裨益於世道呢？儒家經典《禮記》即有啟示，此

為「大同」也。當社會不再「以善小而不為」，大善小善俱踴躍

為之，一視同仁，那麼，大同世界、天下為公，指日可待矣！一

個人人不錙銖必較的社會，自私功利之心必衰，中正關愛之心必

旺。步入大同社會，人們分歧可消、戾氣可免，和諧共融，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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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土，此非世人之所願嗎？所以一切願景，皆由為小善而起，當

人們心內再無功利區分之心，大同世界，庶幾近矣！

 總的來說，我們做人處世，「勿以善小而不為」，以「凡善

皆為之」之心，待人接物，不走偏鋒極端，大小兼顧，方為中庸

之道也。惟願世人皆可從為小善出發，攜手邁向大同世界，為築

建先賢的理想前進。

	 對「善小」的理解及體會深刻──不囿於對日常生活的小事，更
能推展至不同層次加以討論。作者學識淵博，涉獵面寬闊，文中不少
儒佛道等哲學思想，將中六同學少能做到援引經典、細密心思都能一
一完備演繹。另，用詞豐富且精煉，句式多變且優雅，實為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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