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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以善小而不為， 

勿以惡小而為之。 

 
 
 
 
出處與釋義 

上面的經典名句，出自朱熹《朱子家訓》，總結了先賢的行事精髓。 

「以」，認為、以為。「善」，好的行為。「為」，做。「惡」，犯錯的事、

壞事。 

全句的意思是：不要因為好事微不足道而無心去做，不要以為是小小

的壞事就放膽去做。 

 
 
體悟與應用 

這句話最早見於《三國志‧蜀書》裴松之的注解，是劉備逝世前告誡

兒子劉禪的話，原句為：「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此話目的

是勸勉劉禪多為好事，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好事，因為小善積多了就是利

天下的大善；不要做壞事，哪怕只是小小的壞事，因為小惡積多了就足以

成為擾亂國家根本的大惡。朱熹調動了先後次序，收入了《朱子家訓》內。 

整句話的精髓，體現在一個「積」字。「積」源於時間，日積月累而不

知不察。尤其現今社會，事事講求速度，人們已忘卻了水滴石穿的道理。

做小小的好事，久而不見其功，故失去了為善的動機；做小小的壞事，久

而不見其弊，故存着圖僥倖的心理，鼓動不起改善的決心。 

唸小學時，老師教我們每天做一件好事，給我們蓋一個小白兔印章。

印章多了，就會得到獎賞。但有些同學總是沒勁兒去做，覺得這些所謂好

事，例如幫老師拿東西，幫媽媽做家務十分無聊，也沒有獲獎的即時喜悅。 

升上中學，老師教我們守校規，不要冒失犯錯；不然就會記缺點、記

大過了。但有些同學總敵不過懶散隨便的心態，例如今天起床晚了，覺得

遲到一次半次也沒所謂。一旦放縱自己，一次之後又會有第二次、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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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這些犯錯慢慢累積下來，做事就漫不經心，連個人本質也改變了；

損失的又何止記缺點，甚或記大過呢？ 

故此，我們不要以為一件小小的好事微不足道就不去做。今天做一件，

明天做一件，好事就會多起來，人生也走對了方向，我們也因此建立了健

全的人格。偉大的人格不就是由小善累積起來的嗎？ 

我們也不要以為做一件小小的壞事無足輕重，覺得並不打緊。這個守

住道義的缺口一旦打開，就如船隻的方向盤錯撥了一個刻度，航行的目的

地將永遠無法到達，而整個人生的方向也扭轉了。許多犯錯纍纍的人，不

也是由小錯慢慢累積成大惡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