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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過的行人將紫羅蘭踐踏在地上，它却將香味留在了行人的腳下，這就是寬恕。寬恕一

詞，意指在面對讓人感到憤怒的事或罪過時，仍然能用寬容的心去對待他人。 

  寬容的人有許多，懂得寬恕他人的人却是寥寥無幾。寬容，常常會因過於心軟和鬆懈而

演變成縱容，但寬恕却是在了解是非對錯後，仍能保持心中那一份清明，選擇去包容對方。

唐太宗李世民以魏徵為「知其言，端其行」的鏡子。在君臣制度的社會環境之下，魏徵多次

越矩上諫，要求唐太宗端正自己言行，選擇利國利民的政策，更不斷質疑唐太宗所做的決定。

這種在當時是忽視皇權的做法，唐太宗却仍能寬恕他的行為，虛心納諫，以魏徵言行為鏡，

時刻要求自己，最終成就「貞觀之治」。可見，寬恕以對使人能夠了解更多的意見，通過不同

的途徑得以提升自己。 

此外，寬恕以對使人顧全大局，避免矛盾的出現，改善人際關係。藺相如成為宰相後，

廉頗不滿他出身低賤却能與自己平起平坐，因而不斷針對和諷刺他。但藺相如却是避而不談，

視而不見。當時趙國正處於勢微之中，秦國虎視眈眈，若相如與廉頗「兩虎相爭」，則會激起

內部矛盾，使敵人有機可乘。相如選擇寬恕廉頗的行為，使他們的矛盾得到解除，更是團結

一心，使趙國更加強大。最後二人更成為刎頸之交，可見寬恕別人能夠化解人與人之間的不

和。 

  人生路上，面對着各種處境，並非所有人都能夠學會寬恕。常言道：「退一步海闊天空。」

過分的在意爭執恩怨情仇，只不過是在消耗着人生的精力。人們執着於他人的過錯，對事情

的發生耿耿於懷而難以釋懷。像長了繭的蛹，將自己束縛於那張名為怨恨的繭，不願打破而

選擇寬恕，却讓自己一直停留在原地，難以走出過往的困境之中。學會寬恕，不僅是對他人

的寬恕，也是放過自己的一種態度。不再執着於某件過錯，而是選擇以寬容的心態去原諒對

方，讓一切情緒隨着歲月的流逝消散在人生的長河之中。寬恕他人，是一種放下，也是一種

解脫。 

  在人生這班看不見盡頭的列車上，我們會遇見形形式式的乘客，他們的行為與遭遇組成

了社會。隨着善意的出現，惡意也因而相隨，並非所有事物都能夠被寬恕。寬恕他人，建立

在不違背道德原則的底線之上。面對罪犯行為，人們需要對事情的原委進行了解，才能知道

他是否值得那一次改過自新的機會。否則，毫無底線的寬恕，只不過是在助紂為虐，寬恕也

成了縱容罪惡的行為，逍遙法外的原兇。 

  寬恕以對，不僅僅是學會寬恕，更重要的是選擇寬恕。選擇值得去做的事，而不做盲目

無知的行為，才能將「寬恕」的意義得到體現，創造更和睦美好的社會。 

  學會理智寬恕，拒絶盲目縱容，那把名叫「寬恕」尺，藏在於每個人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