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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犧牲 

 有人說：「人不為己，天殊地滅。」，對於這個觀點，我是不認同的。假使人人持有這個想

法，社會是不會進步。相反地，我認為為了達到目的或推動社會進步，我們總要作出犧牲，不能

夠自私自利。 

 犧牲有很多種。有一些人為了幫助他人，拯救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他們寧願捨棄自己的生

命，來成就大義。在歷史的長河之中，亦有不少的例子可以證明我這個觀點。晚清時期，清政府

封閉、腐敗，使大眾的生活素質日益愈下，這時一班革命烈士發動了革命運動，他們不怕戰死沙

場，也要抵抗清政府的暴政，在革命的過程當中，一群烈士先後身亡，當中包括黃花岡七十二烈

士，他們的犧牲亦沒有白費，清政府最終亦被推翻。中國人民之所以能夠擺脫清政府的魔爪，是

因為這班革命黨員「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精神，他們不怕失去性命，他們一心希望可以推動

社會進步，讓人民有更安定的生活。 

 犧牲不一定代表捨棄自己的性命，捨棄自己個人的利益或時間來幫助他人，推動社會文明，

亦可以稱為犧牲。著名作家魯迅本身是一個醫生，然而為了揭示封建制度的弊端和社會現存的問

題，他放棄了高薪厚職，成為了作家，目的是令社會重視這些問題。正因為有魯迅這群作家，中

國人民才發現自己的問題，擺脫封建制度的束縛，齊心協力地推動社會進步。試想想，假如沒有

魯迅這群作家的犧牲，中國的社會問題便不會受到重視，社會亦不會進步。 

 古今中外，有許多人願意為了大局而作出犧牲。相反地，亦有一群只顧自己的利益，在必要

時亦不肯作出退讓，甚至剝削他人的權益。這群人的自私自利往往會使自己、朋友和家人，甚至

大眾陷入困境。以周佛海為例，日本侵華時，為了保住個人的榮華富貴和政治地位，他投靠日本，

擠壓中國市民。當中國抗日戰爭完結，周佛海隨即便被國民政府判處死刑。正因為周佛海等人的

自私自利，中國人抗日的過程變得更加困難。由此可見，假使我們不能在必要時作出退讓，不肯

作出犧牲，而是見利忘義，只會為自己、親人、朋友，甚至社會帶來麻煩。 

 許多人認為在現今社會，我們有甚少機會為人民或者國家作出犧牲。但是我認為這種觀念是

錯誤的，其實在日常生活之中，我們亦看見很多人為了幫助他人而犧牲自己的利益和時間。例如，

一些無國界醫生犧牲自己的時間、健康和高薪厚職去非洲當地的貧窮國家，醫治當地的患者，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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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當地政府興建一些醫療設施。正因為這些醫生的犧牲，這些住在第三世界國家的病患者才能

得到合適的治療，令當地的公共衛生變得更好。試想想，假如沒有這些醫生的奉獻，還會有多少

人因瘟疫而喪失性命呢？ 

 其實除了這些醫生之外，我們亦能為了他人作出犧牲。我們可以當義工，犧牲自己的時間，

為有需要人士服務。又或者，我們可以犧牲自己的金錢，助養貧窮國家的兒童和捐錢。我們亦不

應當個自私自利的人，當大難臨頭時，要作出犧牲。 

 

 

子佩老師點評： 

總結馬虎 

但句子精彩! 

分數：70分+3分                                                          (112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