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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迪威 

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物極必反，凡事太盡，不免遇上更極端的反彈。 

「不做第一，也不做最後。」取之中庸，不偏不倚，正是我等凡人最合適的處世態度。 

首先，若「做第一」，則太過鋒芒畢露，招來滅亡。好比剛出鞘的神兵利器，雖剛不可擋、勢

頭一時無兩，卻要面對慕名而來的挑戰者，飽歷風霜下必有所損，神兵也難逃化作凡兵的厄運。掘

起的開端是衰落的倒數，愈是強盛衰落愈是急促——人站高處，視野更廣、更潦闊，相對的，風也

吹得更大、更冷洌，摔在地下就更傷、更痛了。既是如此，何不善刀而藏之，順應自然?平平安安豈

非我等凡人的追求? 

濃淍的墨水也在人類的歷史中刻下它的領悟。隋朝，國庫豐足、經濟昌盛，說為其時亞洲第一

強國也不為過。然則隋煬帝好大喜功，為求彰顯國力，大興土木，遷都洛陽城，三征高麗。這個亞

洲最強盛的國家很快陷入了群雄割據的亂境，豈不諷刺?毛澤東為求重奪黨中第一領導人地位，策動

群眾，帶來了文革十年的浩劫。爭鋒的心態正是滅亡的催命符，帶給我們不過是毀滅性的災難罷了。

歷史的齒輪總會向前走，而首當其衝的正是抱著「做第一」心態的人。這在人類史中不斷輪迴著，

是永恆的悲哀。 

但反過來說，做最後也不見得是明智之舉。 

「做最後」，極易淪為被欺負的一員。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這是大自然運行的天道。從前、

如今、將來皆如是。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下，窮人永遠是被剝削的一群，為什麼?只因窮人正是「做最

後」的人，是社會上最缺乏價值的人，注定是上位者的踏腳石，且沒人會憐憫——在物質掛帥的社

會底下，豈會有人尊重對社會幾乎零價值的人?這或意味著他們連存在的意義也被否定。無論中外，

政府的決策總是向權貴傾斜，這是血淋淋的現實。富者愈富，貧者愈貧，這是制度下的必然。做最

後的，差距只會被人愈拉愈遠，只能望著上位者的背影黯然落淚。儘管世人都在粉飾太平，但我們

清楚世界從來不是公平的，「做最後」的從來沒有選擇，只能被犧牲。 

歷史的脈絡也清晰的展示著這殘酷的世界。上個世紀的中國，國力不振，受盡列強所欺，山東、

香港等領地，頻頻被割出，簽上各種不平等條約。為什麼?不過是中國做最後，位列「倒車尾」的原

因罷了。做最後的往往只能「被選擇」，是以八國聯軍之役中被焚燒的頤和園，成了中國永恆的烙

印，猶如上位者對敗者的嘲弄，永世難忘。古今中外有哪一場戰爭，不是上位者對做「最後」者赤

裸裸的掠奪?如佛家所言，人性有著與生俱來的劣根子，貪、嗔、痴、慢，七情六欲，我們唯有向上

爬，不做「最後」，才能免於受難，有尊嚴地活下去。 

過剛，則是亡;過柔，則易欺。唯有剛柔並重，不做第一，亦是拒絕成為最後，才能安穩的活下

去。漫長的歷史長河之中，已有太多做「做第一」，及「做最後」的骸骨，處處印證著兩極只會帶

來不幸。不走極端，取之中庸，才是我們的處世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