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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只許成功，不許失敗！」不論是在地球哪個角落，只要
在與人合作的地方，就會有這樣的領袖，他總會在有意無意之間吐
出這樣的一句，想要藉此激勵士氣。乍聽之下，這句話從表面而言
大有破釜沉舟之意，能突顯團隊爭勝的決心，但假如我們從另一角
度出發，不就是這個領袖沒有為團隊留下退路，沒有為最壞的情況
作萬全準備嗎？畢竟成敗之理，三分人事，七分天命，事情最終的
結局如何，並非人能完全控制。既然如此，與其執着要如何取勝、
扭轉乾坤，倒不如學習如何從容面對失敗，發生任何事都有萬全對
策，才是真正成功之人。

常言道「成功需苦幹」，但苦幹卻不一定能成功。成功須依靠
天時、地利、人和，而非一人苦幹就能成事。歷史上著名的「火燒
連環船」事件中，不諳水性的曹軍將船隻用環串起避免翻船，諸葛
亮就借助東風之力，讓火種迅速蔓延至所有曹軍船隻，最後全數灰
飛煙滅，成為贏得赤壁之戰的關鍵。儘管諸葛亮有再出眾的才能，
也沒有能力呼喚出有利於自己的天氣。如果天公不造美，沒了東風，
敵軍也不可能如此輕易被一舉殲滅。

除了「天時」、「地利」之外，「人和」也是成敗的關鍵。所
指的「人」不只是自己的努力，還有好的際遇。如同千里馬亦須遇
到伯樂才能日行千里，不論多努力的人亦要遇賞識才的人方能一展
所長，成就大事。著名美國電腦公司「微軟」的創辦人比爾．蓋茲
在中學時期結識了學長保羅，兩人一拍即合，成為了研究電腦的好
夥伴。他們為一家名為西庫比的公司處理電腦故障的問題，整整寫
了厚厚一本近三百頁的「問題報告書」。雖然當時蓋茲在電腦方面
已有些才能，但若沒有學長保羅的協助，亦不能獨力完成一份如此
詳盡的報告。這些工作為他打好了扎實的基礎，保羅可說是間接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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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蓋茲日後微軟公司的成功。撇開名人例子，許多新興的公司雖
然有着嶄新的構思，但一旦想要真正地實現構想時，仍需要得到投
資者的青睞及資金，若然沒有這筆投資，又怎能實施所想、達致成
功呢？可見，成功除了自身努力以外，外在的際遇、人脈關係和運
氣同樣重要。常言從商除了講究眼光，還要講求人脈，大概是這麼
個道理。成功須依靠「天時、地利、人和」，然而這三項因素都不
是人能完全掌握的。可是有些人總是將「人定勝天」、「努力是成
功的關鍵」等說話掛在口邊，是否就能證明努力能獲得成功？實際
上，這純粹只是用以自勉而已。

比起滿腔衝勁，周全的計謀更為重要。生活上最佳的例子莫
過於考試，許多人為求取得高分，只懂埋頭苦幹、一味操練往年
試卷，對完成題目後核對答案與分數過於執着，卻從不在意自己
答案的錯漏之處，抑或思考題目的意義與脈絡。若然想從根本上
改善成績，就要對問題的每字每句咬文嚼字地分析，才能理解題
目所要求的作答內容。換言之，就是要猜透出卷、評卷人的心理。
考試亦像生命裏各式各樣的遊戲，如政治選舉、商業世界一樣，
只有熟悉遊戲規則，摸清對手底細，才能贏過別人，取得最後的
勝利。至於每年試卷題目的深淺、其他考生的表現就要看「天時」
和「人和」的造化了。

既然成敗七分天注定，當勝負已成定局，就該盡人事、聽天命。
可是不甘衰敗而做出傻事的人，史不絕書。古時有西楚霸王項羽不
敵十面埋伏的漢軍，不願接受自己大勢已去，最終自刎於烏江邊；
近代有二戰末的日本帝國，不甘稱霸太平洋的大勢已去，企圖頑強
抵抗，憤戰到一兵一卒，遂將無數日本青年編入「神風特攻隊」，
讓他們駕着戰機衝向美軍艦艇，成效不彰，白白斷送一群未來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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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為，將成社會棟樑的青年。二者都將眼前一時的失敗看成天大的
恥辱，寧死也不願接受失敗的事實。

但是，失敗不過是人生必經的階段，面對挫折，接受失敗，繼
而東山再起，不是比以死謝罪更光榮，更難能可貴嗎？越國被滅以
後，越王勾踐被吳國國君當作奴僕差遣，又讓他遊街示眾，處處羞
辱。面對窘境，勾踐非但沒有放棄，還堅持臥薪嘗膽，提醒自己不
忘亡國恨，最終成功復國。假若勾踐像上文兩例一樣視死如歸，說
一句「吾寧死不屈！」就吞下毒藥自盡，不僅沒有了千古傳誦的勵
志故事，更只能永世在史書中飲恨而終，成為另一個悲涼身世的歷
史人物。面對失敗，我們更應做的是為人生迎來的風浪作萬全準備，
才不致陷於絕境，即使不幸身處絕境，亦有從谷底涅槃重生的能力。

歷史上不少人不惜代價以獲取勝利，卻未曾想到頭來結局卻不
盡人意，甚至因小失大。我們常以客觀絕對的標準來區分成敗，例
如足球賽事中分數是否高於對手，又或能否登上山頂。然而，有時
候眼前所謂的成敗，卻未必是終局的成敗。就如日前中國實行嚴格
的防疫政策，勒令停止大部分生產和經濟活動，雖能降低感染新冠
肺炎的人數，但同時也令很多人因而失業，收入捉襟見肘，連日常
開支都無法應付。不置可否的是，這些政策的確能有效減低傷亡數
字，但代價卻是中國人民的正常生活，表面上的「成功抗疫」是否
只是象徵式的成功呢？「當局者迷，旁觀者清」，人們總是執着於
眼前一時的得失，為成功算盡利害，但退一步看，那些抉擇往往反
對大局不利，千算萬算卻算不到最終的結局。

前英首相邱吉爾曾在帶領英國走出危難時說過：「我們並非步
向終結，而在開端的結尾。」面對逆境的時候，看似將迎來衰敗，
但也可以是我們重新站起來的開始。成也好，敗也好，人生一樣要
過，不如順應天意，盡力活過當刻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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