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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  有人說：「付出總有回報」，試論述你的看法。 

 

付出總有回報 

 

        你認為付出總有回報嗎﹖自古以來，有不少名言和故事告訴著我們付出有

回報，例如「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等等，的確，我們必

需要付出才可以獲得回報，例如父母於日常生活上多多陪伴孩子，有時可以增

進親子關係。我認同付出有時有回報，但不總有回報，那不是一個必然性的定

律。 

 

        首先，付出有時會因此個人的造化，內在因素等使努力付出付諸東流。 

 

        第一，付出的方向決定了能否獲得回報。付出的方向對了，有些時候可以

獲得回報，但如果方向錯了，便絕無可能獲得回報，甚至會有反效果，南轅北

轍的故事言猶在耳，戰國時間，有個人要去楚國，但他卻向著相反的北方走

去，雖然有路人提醒他，但他卻自顧自地說著自己的準備有多充足，馬跑得有

多快，卻朝著錯誤的方向走去，自然無法到達楚國。準備越多，努力越多，便

離楚國越來越遠，和原本的目的地背道而馳。所以努力付出的方向十分重要，

唯有朝著正確的方向付出，才可以到達成功的彼岸。 

 

        第二，錯誤的目標也會讓付出白費心機，目標錯了，一樣會造成反效果或

沒有回報。甚麼是錯誤的目標，過高和過低的目標都是不當的，過高的目標很

容易會讓人在付出的過程處處碰壁，令人感到氣餒，最終選擇放棄。東朗同學

剛剛開始學習打籃球，卻連最基本投籃姿勢都不會，便妄想著可以打贏校隊，

結果數次打輸後，便放棄了打籃球的念頭。可見過高的目標，可以讓一個充滿

熱誠的人打退堂鼓。過低的目標會讓人沒有壓迫性，得過且過，過得渾渾噩

噩，也會容易滿足，從而失去上進心，使人毫無進步，就像有一群人一起學打

籃球，其中一人每天都用著新手的標準練習，一年後，那一群人都進步了不

少，唯獨那一個一直用著新手的標準去練習的人還在原地踏步，所以設立合適

自己的目標，是可以獲得回報的關鍵所在。 

 

        第三，用正確的心態去面對挫折，是讓自己不會在付出的中途放棄的重中

之重，愛迪生之所以可能名留青史，就是因為他有著正確的心態去面對挫折，

何為正確的心態，用正面樂觀的態度去面對失敗，並從其中找到成功之道，成

功的回報便自然而來。崇熙同學在一次考試中不及格，他便從中吸取教訓，努



力地補救自己的弱項，終於在下一次考試中考得高分。但在現實不少人都挺不

過挫折，便從而一蹶不振，一沉不起，選擇在挫折的面前倒下，從而失去生活

熱情和朝著目標和夢想繼續前進的動力，這種人還談何回報呢﹖ 

 

        其次，外在的環境影響，也可使回報存在不確定性。 

 

        第一，在自然環境方面，大家都知道農業是很看天氣行事，不管你懂得多

少農業知識，不管你多麼努力施肥，不管你多麼用心照料，一旦颱風或暴雨來

襲，都可以把你的所有付出化為烏有。三國時的草船借箭的故事，街知巷聞，

當時諸葛亮成功借箭，是因為曹操的將領沒有經過訓練嗎﹖其實曹操軍十分強

大，從他們一統三國的戰績中便可知到他們的戰鬥力強，但他們還是因當時的

濃霧，使他們視野不佳，作出了錯誤的決定。可見自然環境對令付出是否有回

報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真的是人算不如天算。 

 

      第二，在社會環境方面，社會環境的好壞也會影響付出是否有回報，就像在

二零一九年爆發的新冠肺炎下，疫情如猛獸盡情地撕咬香港，破壞著香港的正

常生活，令失業大軍節節上升，在這個環境下，不論餐廳設計多精美的晚餐，

有多吸引人的優惠，都沒有人願意光顧，因為他們都不知道自己會不會感染，

又不知自己會否加入失業人士的行列，感到前路茫茫。在這種情況下，不論餐

廳如何付出，也沒有回報，甚至關門大吉。香港作為一個以旅遊業作主要收入

的城市，疫情下根本沒有遊客到訪，就算是我們的招牌遊樂園海洋公園也無人

問津，不論員工的態度有多好，建造新園區多吸引遊客，表演者有多賣力表

演，海洋公園還是門可羅雀，可見在這種社會環境之下，不論各行各業如何付

出，都徒勞無功的。這也反映出社會環境對付出能否有回報的重要性。真的讓

人十分痛心。 

 

      總括而言，付出不一定總有回報，有可能會被很多因素所阻礙，但想要回

報，就必需要付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