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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認為：「與其一生專精一事，不如發展多元人生。」你同意嗎？試撰 

文一篇，論述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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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畢業在即，每當我與友伴說起自己希望在中文系專心治學，精益求精之時，他

們總少不免說教起來：「你的人生可真沉悶，為什麼不發展多元人生呢？」可在我看來，

興趣固然可以多元，博納各家之長，但一生，還是應以專注一件事為妙。 

 

    步入資訊發達的現代社會，我們不難發現年青人的就業與人生路向不再以專精一事

為重，「斜槓青年」、「多元人生」之說大行其道，已成眾人耳熟能詳的「潮語」，但

我不大認同。難道我們就不應學習工匠精神，專精一事的專注與堅持嗎？依我看來，專

精一事對我們的人生其實大有裨益。 

 

    首先，專精一事能打磨我們的技藝，引領我們走向成功。老一輩對自身事業的堅持

實在令人歎服。不知諸君有否聽過賣油翁的故事？故事中，擅長射箭的人挑戰賣油翁，

卻未能比得上賣油翁把油輕而易舉地倒入銅錢孔的技藝。賣油翁一句：「無他，唯手熟

矣。」道破了他日日夜夜專精賣油一事，讓他技藝爐火純青。誠然，賣油只是不起眼的

職業，但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只要把自己的職業發揮到極致，何嘗不是成功的體

現？日本有一詞，叫「一生懸命」。它正正刻劃一種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願意付上一

生精力，只求做好一件事。就如鐘錶匠般，有人擔任錶匠逾半世紀，專注一門手藝，能

做到分毫不差。也有日本「壽司之神」小野太郎一生懸命，探索壽司的來飯、水溫與酸

度，年逾九十仍親力親為，連美國總統也曾是他的顧客。專精一事讓我們得以在日以繼

夜地練習和鍛鍊中反覆錘打自己、雕琢自己，使自己成為一把利劍、一塊美玉，繼而在

臻善自己的過程中步向成功，在堅持矢志中取得常人半途而廢所不能及的成就。 

 

    其次，專精一事還可讓我們培養不屈不撓的鬥志。專精一事是一個艱難的決定，因

我們或要放棄其他機會，專注做好一件事，就如我自己除了治學外，其實還有不少補習

的邀約，當辯論教練的邀請。但我都一一拒絕，因我知道唯有專注，才可以讓自己以更

強大的意志應付未知的荊棘險阻。古時兩軍作戰，如果士兵知道自己還有退路，斷然不

會竭盡所能、賭上性命。但假若他們以破釜沈舟的勇氣背水一戰，定能爆發潛力，化不

可能為可能。而多元人生與專精一事之別亦不無二致。倘若我們人生如旋轉門般，那麼

我們在遇上困難時很可能選擇逃避至另一個選擇、另一個專長。但當我們把選項一一勾

除，只餘一事，再無退路時，我們自然不會，也不可能退縮，只會不屈不撓地應付每一

個難關。 

 

    歷史上，專精一事，不屈不撓的人實在不在少數。就以史聖司馬遷為例，他縱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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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宮刑，卻依然抵擋住了生命給他的試煉，再難，也把《史記》修下去，完成他「究天

人之際，通古人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夙願。在西方，樂聖貝多芬縱然耳聾，依然以其

毅力堅持作曲，寫下膾炙人口的《合唱》第九交響曲。在現代，奧運選手羽生結弦經歷

多次失利，依然故我，堅持挑戰「不可能」的四周半跳。最終，一生專精滑冰的他成功

在世界紀錄上留下自己的名字。縱橫古今，這些奉獻一生，只為做好一事的閃爍群星無

不昭示着專精為我們帶來的好處：克服困難。當我們再無退路，再無藉口，其實人往往

可以爆發更大的力量，培養我們不屈不撓的意志。 

 

    諸君或會認為一生專精一事未免過分沉悶，多元人生才可豐富我們的人生。此言差

矣。一生專注一事，並不等於我們不可以有其他興趣。就以「學藝雙攜」，素有「南饒

北季」之稱的饒宗頤先生為例，他雖然一生專注治學，但其興趣廣泛。從《楚辭》到甲

骨文，以梵文到佛經，無不著書立說。此外，饒公之書畫亦為雙絕。可這並不表示饒公

一生沒有專精一事。正所謂觸類旁通。當我們在一件事上達到宗師境界，其實便可連結

其他學科，畢竟大學所有學科的博士都叫「哲學博士」，可見一斑。據此，其實專精一

事，如專精治學，也可讓我們博通古今，學貫中西，哪來的沉悶呢？ 

 

    再者，專精一事能使我們避免受干擾。現今世代實在不乏有一朝三暮四，一時當一

個月咖啡師，下個月再當武術教練。可如此一來，我們便無法系統地培養自己，落得高

不成，低不就的窘境。專精一事則可確保我們只視其他事為一種興趣，心無旁騖地向着

標竿直跑。一名錶匠宗師固然可以培養自身對他事，如咖啡烘焙和武術的興趣，但我認

為時下所謂「斜槓青年」實在難以成為一代宗師，只因他們缺乏了對於做好一件事的堅

持與執着，更欠缺直面困難的決心。 

 

    人生路上，我們有太多引起我們分心的物事了。但我知道我定會努力專精一件事：

專心治學。大學畢業在即，我與友伴也即將各赴前程。但願我可以用一股「一生懸命」

的精神，憑自己對學問的追求與執着，專心倘佯在學術海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