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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以「談知己 」或「談敵人」為題，寫作文章一篇 。 

 

談知己。 
 

6E(2017-2018) 陳琪琪 

2018 年香港中學文憑試卷二答題(5**) 
 

    夕陽斜照，我與一心因意見不和而大起爭執，意氣之下衝出圖書館，真是道不同，

不相為謀！心中憤怒和求知己不得的失落如波濤洶湧般難以平復。我漫無目的地徘徊在

十字路口，任由影子被拖長在身後，恐怕它便是我唯一的知己罷了，有種不得言喻的「暫

伴月將影」的感傷。驀地，路口一個形單隻影的背影吸引了我的注意，瘦骨嶙峋的乞丐

獨自在寒風中瑟瑟發抖，雖有夕陽片刻的溫暖，但也不足以安撫他的落寞。原來這乞丐

因年少時與合夥人爭執，既生意失敗，亦不再相信朋友，落得孤單一人的下場。以前我

總把「道義事業相勉」作為自己的處世佳臬，但現時究竟「何謂知已」，「為何求知己」

的疑問卻在我腦海中縈迴不散。 

 

    知己沒有特定的身份局限，年齡限制，亦無需在方方面面皆能了解和明白自己才能

稱得上為知己。或為事業、或為理想、或為價值觀，只要二人在某一方面有不謀而合之

觀點，並且願意結交為友，互相扶持，便能稱得上為知己。誠然，知己難求，連屈原亦

在死前發出「舉世皆濁我獨清」的嘆謂，正正是因其在事業，仕途上求知己不果。但若

然我們願意，並且成功地找到人生路途上的知己，必能有相得益彰之效。 

 

    人際關係是每個人一生中不可或缺的，而知己更是當中的珊瑚、瑰寶，難遇但可貴。

在人生的交岔路口不知所進退時，知己能成為我們心靈的慰藉，包容彼此的情緒，更使

我們有所寄託，心情舒暢。無論是家人、朋友、同事，甚至是路上的陌生人，眾人皆有

各自的生活和故事。雖然君子「病不知人也」，但我們即使再努力地了解他人，亦會有自

己的盲區和力不從心之時，永遠不知道他人的雙白線在何處，一有不慎，可能就會破壞

彼此關係。而知己則正正是那個互相包容勉勵，體諒煩躁心情，能共渡難關之人。李白、

杜甫在仕途上命途多桀，一腔為國熱情總是不得抒發，沉沉浮浮之間卻有幸認識，互為

知己，更能互相砥礪和扶持，杜甫更寫下《憶李白》一詩紀念這位不可多得的知己，二

人透過與志同道合者互訴心事和鼓勵的方法以慰藉心靈中的不舒暢。因得知己而紓解煩

鬱的例子其實比比皆是，古今截然。曾有伯牙子期二人至為知己，傳高山流水之佳喻，

亦有周杰倫受吳宗憲賞識，得創造機會，而成為家喻戶曉的天王巨星。若他們不能求得

知己，不僅不利國人生活，事業發展，更有可能從此一蹶不振，對所喜愛之事失去信心。 

 

    除了成為心靈寄託外，知己更能成為人生中的燈塔，有明確的目標，共同進步。面

對俗世的混沌中，我們不免有無數的憧憬和寄望，希望憑一己之力改變眼前的因境。但

這又談何容易？若缺乏知己的共同奮鬥怕只會淪為紙上談兵。知己於夢想中有舉足輕重

的作用，只要能聚沙成塔，集合知己中志同道合的力量，才能成為自己實踐理想，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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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的推動力。香港青年參政愈發積極踴躍，除了互聯網等科技進步所帶來的便利性外，

更重要的他們在向政府表達意見時尋到有共同目標的知己，得以有倚靠，相信憑借行動

與願景，必能改變社會上不合義之事，而知己正如強心針般，令其更有動力。縱觀中外

情況，這些情況俯拾皆是，正如印度聖雄甘地欲帶領印度脫離英國統治，重拾民族自主

的權力，他在絕食抗議的路上絕非孑然一人，孤軍作戰，更有大量因其行動而被喚起民

族情懷者願意共同努力，如印度夜鶯奈都夫人等。只有尋得知己，共同為社會的改變而

努力，才能事半功倍，而非在無人認同的環境中苦苦掙扎，落得緣木求魚，徒勞無功的

結果。 

 

    朋友「和而不同」、「相規而勸」等處世金箴亦是從古至今一脈相承的。中國儒家文

化大力推崇朋友重在道義事業相勉的觀念，追求以友輔仁，而知己則正正符合當中益者

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的形象。朋友或會是點頭之交，酒肉朋友，但知己則必然指志

同道合之士，能夠做到相規以勸，見賢思齊之效。若不能認同對方的價值觀和處世態度，

便難以稱得上為自己。愛因斯坦面對科學探究失敗之事屢見不鮮，而卓別靈的藝術發展

亦是難以得到眾人認同和欣賞。二人只見面一次，便一見如故，視對方為自己，並且不

斷為對方事業提出意見和建議，因有共同道德標準和價值觀才得以成為自己。反觀嵇康

與山濤，管寧與華歆正正是因道不同不相為謀而缺裂，損害多年知交情。僅能成為一時

朋友，卻無法得一生的知己。 

 

    有人認為知己難求，容易因對方而影響及牽動自身情緒，使自己為人處事時失去應

有的客觀標準，甚至若一不慎與知己缺裂，更有可能反目成仇，因對方得悉自己甚多的

事而成為心腹大患，倒不如獨立自身處世來得灑脫。但此論實為過度推論的亂言謬語，

與人相處不能總抱着過於負面的價碼，過度分析「知己」一詞而忽略實際情況。朋友即

使不再深交亦並非一定要不歡而散，而可「好來好去」，若絕交後會惡意報復者其實並非

知己，而只是一時為玩樂而結交的損友。 

 

    知己能在名式各樣的範疇與我們共同進步，不單使我們有心靈寄託，宣洩情緒，更

能指出我們的不足之處，以友輔仁，共同進步。只要我們願意如甘地所言般「有事皆站

到對方的立場想一想」，便不難找到真心朋友，找到自己。 

 

    視線從乞丐身上收回，心中不斷默念「道義事業相勉」的真諦，這顛簸不破的道理

引領我回到圖書館的腳步，找回我的知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