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珍而重之的存在
 5A 葉紫雯

假若有人問我，何謂知己？我會回答：知己是更着重心靈上
的交流、溝通時能產生共鳴、深知彼此個性的人。那麼有人問，
知己與朋友有何不同？朋友有好壞之分，我們需擇其善者交往，
部分朋友更是以利益作聯繫，朋友亦有分為泛泛之交與深交。知
己有朋友所涵蓋的特質，但羈絆比朋友更為深厚。在生活中，我
們應如何判斷知己及與他們相處呢？知己又應該是怎樣的人呢？
知己是能和你患難與共、互相扶持的人。北宋文學家范仲淹以
〈岳陽樓記〉一文鼓勵被貶的好友滕子京要抱有「不以物喜，不
以己悲」的廣闊胸襟。當好友滕子京政途不順時，范仲淹並沒有
因他沒有功成名就、不能帶給自己好處而選擇不再與他來往，反
而為他寫下文章以作鼓勵，希望他在被貶後能過好生活，努力打
理政事，以天下為己任，在好友落泊時仍能真心慰勉，可見范仲
淹並非因利益而與滕子京結交。反之，著名文學家蘇軾在官場上
被排斥，被貶黃州，以往的好友都不再與他聯繫，哪怕是一句鼓
勵他的說話也沒有，顯而易見，那些朋友並不是知己。知己，是
如范仲淹般，會了解你的為人處事，深知你一直以來的努力及志
向，所以即使在你失意時，也會陪伴你、扶持你、給予鼓勵、幫
助你走出難關及排解愁緒。

知己是貴於知心、貴乎跨越的，我們一旦遇見，便要好好珍
惜他。孟子曰：「人之相識，貴在相知；人之相知，貴在知心。」
意思是人們能互相認識，珍貴於了解對方的性格；而人們能互相
了解，珍貴於能了解對方的心靈深處，即所謂的「知心」。據說
人一生會遇到約三千萬人，

若是能在當中尋得三五知己，就是莫大的幸福，因此我們
應珍惜這段友情。「一死一生，乃至交情」，這便是貴乎跨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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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例，意思是生死患難時可見真情。春秋大夫俞伯牙因琴結
識到同好鍾子期，兩人交談甚歡，成為彼此重要的知己。當鍾子
期逝世時，俞伯琴碎琴以祭，更說世上再無知音。這段友情足以
證明了知己是無論在何時何地，甚至陰陽相隔時，仍然會掛念對
方，正因為曾分享彼此的想法經歷、內心的感受、心底深處的一
切，進行了深度的交流，加深彼此的友誼，成為雙方重要的人，
即使陰陽相隔，友情仍存。知己是我們應珍而重之的人，能交心
知心，跨越時間空間的交情，值得我們好好珍惜。

與知己相處時，我們應坦誠相待，且時刻檢視自己的不足，
並作出改善。當我們犯錯時，可以以知己為明鏡，引導我們走向
正途。而知己犯錯時，我們亦應指出錯誤，而非討好知己或為了
維持這段關係而選擇閉口不談，甚至阿諛逢迎。若是在相處時，
刻意隱瞞或隱藏自己真實的性格特性，朋友犯錯時又不指出，選
擇得過且過，這段虛假的友情必定不會長久。正所謂「真金不怕
火煉」，當我們相處時都遮遮掩掩，不能坦誠相對，又怎能稱得
上是知己呢？這更似是點頭之交，若他了解的只是表象的你，並
不認識真實的你，你的價值觀、性情、理想，他也全然不知，那
麼即使努力維持，這段虛偽的關係也終會破裂。曾子曾說：「君
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知己能讓我們進步，成為仁者，但互
相幫助的前提是能真切地認識彼此的個性及真性情，才能給予合
適的幫助。想擁有一名好知己，便要先學會誠實而毫無保留地與
他分享真實的你。

知己是千金難求的，並不如泛泛之交的朋友般，能用利益或
虛情假意作交換而得來。知己能與我們一同進步、解決困難、追
求卓越，而想得到一位好的知己，平時我們應真誠待人，認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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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背景、不同文化的人，在提升自己的同時尋找能互相了解扶持
的知己，為人生增添色彩。而遇到知己後，我們要珍惜他們，視
為珍而重之的存在，和諧地相處，這段友情才能經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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