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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感恩成為一種習慣
6C 田燕超

在香港這個繁榮的小城市中，我們的社會發展得愈來愈急

速，生活也變得愈來愈富裕。從目前的各方各面來看，香港無疑

是一個令人渴望居住的地方，可是人們往往都並不懂珍惜，不斷

地互相埋怨、指責，導致近年社會撕裂、分化的情況愈來愈嚴重。

但是，大家又有沒有想過，其實很多事都不是必然的？為什麼就

不能滿足當下，好好地感恩我們所擁有的一切呢？ 

在教育方面，我們的教育制度日臻完善。在以前的九年免費

教育政策之下，當時學生們要想再繼續讀書，便需要經過激烈的

競爭，汰弱留強，讀不上高中的學生們，便需馬上踏入社會工作。

而現時，我們有十二年的免費教育，足以令每一個學生都能夠讀

到中學畢業，比起之前的人幸福得多，能夠再多讀三年書。可是

做學生的，你又有沒有想過，難道多了三年的學習機會及時間，

就是你可以繼續渾渾噩噩、不好好讀書的原因嗎？要知道，在其

他很貧窮的地區，近至我們中國，仍然有許多渴望讀書的人沒有

這些機會。我們之所以能有十二年免費教育的機會，是靠上一代

的人努力爭取回來的，因此我們應該為這些東西感恩，並好好做

好自己的本分，去報答老師及父母對我們的期望。

除此之外，我們的交通也很發達，去那裏也很方便。我們有

火車、地鐵這些先進快捷的交通工具，且陸路的規劃亦甚完善，

使人們穿梭南北，也不需花上太多的時間。可是，每當看見港鐵

公司出事故導致出現了延誤的情況時，都會遭到無止境的謾罵，

而不是應有的包容和體諒。要知道，我們有七百多萬的人口，在

這個小城市裏要服務那麼多人，難免會出錯誤，加上港鐵公司的

員工也是人，人誰無過，為何就是不能多包容體諒一下呢？且對

比起其他發達國家如英國、法國等等，她們的火車、地鐵都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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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迅速及乾淨，為何就是不能多考慮這些，從而學會對我們

所擁有的東西感恩呢？

實際上，在其他方面，我們香港都有很多優勝的地方，我也

不必一一述之。只是，我們都好像漸漸淡忘了那些我們擁有的東

西，而往往將一些無關痛癢的事情無限放大。

其實，感恩可以是一件很簡單的事。只要我們謹記我們已擁

有的，並因此而感到滿足，就能使我們學懂感恩。在吃飯的時候，

不妨想一想遠在非洲的饑民，他們難以三餐溫飽，而我們卻能夠

豐衣足食，所以我們沒有理由浪費任何食物。又或者在受人恩惠

的時候，就算不作什麼大回報，簡單的一句感謝，別人也能夠感

到你的感激之情。

因此，我們應常常感激我們身邊的事物，讓感恩成為我們的

一種習慣，使我們的社會變得愈來愈美好。


	2018 (208)
	2018 (2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