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只問耕耘、不問收穫 

 

    這個名句是來自清代理學大家太常寺卿唐鑒送給曾文正公親筆條

幅的一句話，原文是「不為聖賢，則為禽獸；莫問收穫，但問耕

耘。」，曾國藩對此聯非常推崇。後世略有改動，成為「只問耕耘、不

問收穫」，現已成為激勵自己、鼓舞世人的名言。 

 

  可是以經濟學的眼光來看，這句話是有問題的。因為投入多少資

源後，能夠得到多少回報應該要事先加以評估，回報當然要大於投

入，不然就是白費力氣，甚至是負面的。有限的資源應該投入到會有

回報的地方，所以耕耘之前怎麼可以不問收穫呢？「只問耕耘、不問

收穫」的說法，以現代管理學的觀點來看，是不值得鼓勵的。 

 

當然，還有一種狀況，就是雖然耕耘後沒有得到預期的收穫，但

在耕耘過程的本身，也許得到了其他的收穫，這樣說來就仍然是值得

的。例如，有人退休後找了一小塊地，每天辛勤的種菜，或許由於時

節、蟲害、肥料、氣候、技術……等原因，種的菜雖然沒有什麼好收

穫，可是每天勞動、晒太陽、呼吸新鮮的空氣，精氣神愈來愈好，得

到的是快樂和健康，這是另外一種收穫，那麼還是非常值得的！ 

 

總之，產出一定要大於投入才是值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