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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曾經說過：「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意指在做大事

時，要認真地地注重細節。在我們日常生活中亦應如此，只有注重細節，才能夠成就

大事，小心翼翼，才可以避免發生不利或不幸的事情，令成功與我們之間的距離愈來

愈遠。

隨着社會飛快進步，生活水平大幅提升，平日早出晚歸的現代人步伐急速，為工

作打拼，忙碌得連吃飯、娛樂、作息的時間也欠缺，平日我們不太理會生活上的一些

細節，認為注重細節只會令這工作進度拖慢，並難以在做事上獲得成功，所以出現了

「成大事須不拘小節」這句話，但事實又真的如此嗎？

在魯莊公十年的春天，齊國和魯國在長江發生戰爭。在齊軍被打敗後，莊公準備

追擊，但曹劌馬上阻止了莊公，他先下視齊軍車轍，然後登軾望齊軍，因為齊國乃大

國，虛實難以估計，曹劌擔心齊軍有詐，故意撤退，然後伏擊魯軍，於是待確定其車

轍混亂，軍旗倒下，知道沒有埋伏後，才下令追擊。幸好當時曹劌選擇了謹慎地行

事，沒有忽視齊軍可能會埋伏魯軍這一點，阻止莊公馬上追擊齊軍，否則，齊軍若真

的有埋伏的話，魯國可能會在當時被齊國反擊，導致國家滅亡。由此可見，謹慎行

事，小心翼翼，其實是成功與失敗的關鍵所在。

    那麼，萬一沒有注重到細節，後果又會怎樣呢？在一九三九年四月，閰錫山、馮玉

祥結成反蔣聯盟，為了討伐正進行北伐的蔣公石，在中原大戰一役，閰、馮兩部隊預

定在豫、晉兩界處的沁陽會師，一舉殲滅駐在河南的蔣公石，而馮玉祥的參謀在擬制

命令時，竟錯將「沁陽」寫成了「泌陽」，剛好與河南南部的泌陽一地相隔百里，於

是馮玉祥到了泌陽，無法與閰錫山會合，因此，耽誤了聚殲蔣軍的最有利時機，最

後，閰錫山、馮玉祥的軍隊全被蔣公石打敗。後來有人說，這是一場「敗在一撇上的

戰爭」。只是因為一個小小的疏忽最後鑄成大錯，若果當時馮玉祥的參謀有小心翼翼

地留意到「泌」與「沁」之間的一小撇的話，中國的現代史可能會有很大的改變。

其實，因為沒有小心翼翼地做事而造成不可逆轉的損失又何止這次？因為小小的

零件，而造成飛機失事，沒有謹慎地檢查而造成火箭升空失敗等的事情屢見不鮮，為

何仍有人會做事不理會細節呢？《習慣說》中的一句話：「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國

家為？」連日常中的一些小節都處理不好，又怎麼能辦好天下大事呢？

小節也可以決定成敗，令事情變得一敗塗地，所以步步為營、小心翼翼才是成功

的關鍵，所以要成大事，就得從小事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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