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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認識自己嗎？姓甚名誰？衣服穿甚麼尺寸？學歷是甚麼？然而，你認為答對了以上的問題便是

認識、了解自己？人生中，我們必定要認識自己，但所謂認識自己並不是知道那些膚淺的外貌指標，

而是了解我們所擁有的能力。因此，做人是不應妄自菲薄，但亦要有自知之明，只有這樣，我們才能

了解自己所擁有的能力，真正地認識自己。 

  為甚麼做人不應妄自菲薄？因為每個人都有無可限量的潛能。李白曾言道：「天生我材必有用。」

每個人出生在這個世上就必有他的長處。若然，我們在未發掘自己有甚麼才能，在他人還未看低自己

的時候，我們便看低自己，我們又怎能有自信地使用自己的才能？外國有心理學家研究出「自我應驗

預言」，內容是指當一個人認為自己能夠做到或不能做到甚麼，這個預言便會成真。以本港隱蔽青年

「阿源」為例，他從學生時期便一直認為自己無任何長處，對這個世界完全沒有影響。他甚至說過：

「我認為自己是零（沒有任何潛能）。」結果，他終日不出戶，沉迷上網，變得內向及不與人溝通，

他亦認為他的一生，可能就要如此過下去。然而，他真的是毫無能力、一事無成嗎？不，他其實有很

多潛能未被發掘，只是，他被自己的妄自菲薄所困擾。其後，他透過社工的幫助，重新認識自己，知

道自己其實根本不是「零」，而是一、百，甚至無限大。而最後他亦可以走出這個妄自菲薄的框架，

重投社會，成家立室。 

  再以力克為例，他一出生便去去了四肢，只剩下一個小腳掌。可是，他並沒有因此而看低自己，

放棄自己的人生。相反，他選擇認識自己，他認為上天給他這個特別的身軀便是給予他特別的使命，

因此，他發掘自己的長處，懷著樂觀積極面對困境的態度，到世界各地宣揚愛及永不放棄自己的精神。

可見，人是不應妄自菲薄的，否則，我們怎能知道自己有多少能力，怎能夠真正認識自己？ 

  在另一方面，雖然人是有無限潛能，但我們亦要有自知之明，知道我們現在所擁有的能力是多少，

否則，亦只會是夜郎自大，做出螳臂擋車等不自量力的事情。三國時期，劉備和曹操的大軍在對戰，

雙方軍隊亦十分渴求勝利。然而，身為劉備軍師的諸葛亮卻建議要退兵，因為他知道按目前形勢，劉

軍的確不足以抗衡曹軍。諸葛亮的表現便是有自知之明，他清楚分析形勢，了解自己軍隊能力的不足，

選擇不強行反抗。結果，劉備退兵後重整軍隊，在下場戰爭反勝曹操。 

  自知之明又如何套用在個人身上？俗語有云：「獻醜不如藏拙。」若然我們沒有自知之明，逞強

想表現自己長處，反而是得不償失。聲線較他人低沉，偏要唱高音的歌曲；四肢不協調，卻又偏要表

演跳拉丁舞；胸無點墨，卻偏要成為他人的中文老師。這豈不是沒有自知之明嗎？這樣的獻醜，只會

貽笑大方而已。可見，做人是要有自知之明，了解自己只有多少的能力，不能逞強。不得已，便先發

掘自己的潛能，其後才展現自己的長處。 

  若然每個人都能夠認識自己，其所帶來的好處不僅限於個人，而是整個社會，甚至整個世界。因

為每個人都認識自己，就代表他們都不妄自菲薄，而且擁有自知之明。 

  每個人都不看低自己，就會有很多有能力的人得以好好發展自己所長，令世界進步。試想想，若

每個人都看低自己，哪會有發明先進科技產品，方便全世界的喬布斯？哪會有證明黑人是有很大能力

的奧巴馬？哪有宣揚愛、幫助他人而感動世人的德蘭修女？他們每個人都是因不看低自己才能，發揮

其能力，推動了自己，甚至整個世界都向著美好的方向進步。 

  每個人都有自知之明，亦能世界更和睦相處，因為每個人都不狂妄自大，認清自己的能力。換句

話說，亦即是不會驕傲自大，否則，每個人都認為自己才是擁有最多能力，想要表現自己的話，又怎

能與他人好好相處？ 

  不要妄自菲薄與要有自知之明，就像是平底鍋及煲子，若然你想擁有一個完整的廚房，想真正認

識最真實的自己，就必須兩者兼備。只知道外貌、學歷等膚淺的指標，就只是廚房中的調味料，充其

量只具有小作用，不及平底鍋及煲子用來煮食般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