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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各有志，可是，很多人每每弄不清自己是在追尋夢想，還是只在想夢，以至落得長

嗟短嘆，怨天尤人。 

 

夢想與想夢可說是差之毫釐，謬之千里！中國人傳統視夢為虛幻、不實在的事物，「南

柯一夢」、「醉生夢死」、「夢幻泡影」。基於此，有時長輩會告誡後輩，別花時間發夢，應該

踏踏實實的找事幹；那是因為我們常混淆了夢想與想夢。若果一個人只是在想夢，那個夢

永遠是虛無飄渺，不著邊際；胡思亂想一番後，清醒過來，除了虛耗光陰外，眼前環境不

曾轉變。這些夢不想也罷！可是夢想則不然，夢想與行動是結伴而來的，它不是空想。一

個人有夢想，就有了動力；有了動力，自會行動；作出行動，自有成功的可能。有夢想的

人還會奮鬥，還會實踐夢想、改變現狀。 

 

生活上，有很多人往往只在想夢，而非懷抱夢想。這類人往往空談，想將來名成利就、

想將來成績超卓、想將來成就比別人高，可是他們只說不做，紙上談兵，沒有把想夢變為

夢想，結果不能取得成功，悔錯難返。明代思想家王陽明早已提出「知行合一」。一個人徒

有認知並不足夠，必須付諸行動。追尋夢想不就是一個將心中的理想，付諸行動的經歷嗎？

歷史上的成功人物，往往都是因敢於夢想、敢於追夢方能成功的，只靠想夢而有所成就的

人絕無僅有。 

 

孫中山先生活在晚清時代，當時社會動盪，列強瓜分中國、不平等條約等把清帝國推

向崩潰邊緣。中山先生一直想推翻這個不堪入目的局面，建設民國。他年少時已經常與友

人尤列、陳少白、楊鶴齡等在小閣樓共商國是，並有「四大寇」之號。若「四大寇」只說

不做，又何以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呢？他們一步一步圓夢，成立同盟會、策動上十次起義，

以血汗鑄成大業，逐步成就民國之夢。 

 

美國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以其著名演說「我有一個夢想」聞名於世。他在演說

中，道出他希望把美國建設成黑人與白人共融的社會。馬丁的夢想，並不停留紙上成為談

資，反而一一以行動實踐。他憑毅力以非暴力手段抗議美國政府一系列歧視黑人的政策，

最後成功迫使國會於六四年通過《民權法案》，結束一切種族隔離政策。奧巴馬以黑人身份

當選美國總統，即為馬丁的夢想寫下美好註腳。 



 

從一些大人物的事跡，可以見到成功不單靠想夢，更須為夢想付出。夢想不能只想不

做，必須又想又做──堅毅、忍耐、勤奮方可成就志業。發明家愛迪生曾言：「成功是百份

之一的天分，加上百份之九十九的努力。」沒有人生來就成功，要努力實踐才可成就夢想。

只要我們有了夢想後，坐言起行，我們都可以像孫中山、馬丁‧路德‧金，做夢想成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