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來不及 

 

   只剩幾秒就要亮起紅光的號誌燈，我想著貿然衝過去太莽撞了，來不及了，

等下一次綠燈吧；正要緩緩關上車門的公車，我想著拚命跑過去車多半已經開走

了，趕不上了，等下一班車吧；離地面不到一公尺的排球，我想著就算出手了多

半也接不到，太遲了，還是等下一球吧。於是，由於這些判斷，我錯失了本來將

會截然不同的結果，也留下了一個再也無法填平的遺憾。 

 

 

   許多時候，「來不及」之於我，只是一個對於放棄所需要的合理解釋，似乎一

件事的無疾而終，若是歸咎於一種無可奈何的緣故，會遠比主動丟棄本來能有所

作為的機會還要讓人容易釋懷，然而，如果在行動之前，不要想太多，不要去注

意時間還剩下多少，會不會就能省下等待紅燈的時間？是不是就能趕上那班公車？

有沒有可能就接起了那一球，創造了讓班上扳回一城、重振士氣的機會？無視了

所謂的來不及，是不是就能讓我回想起這些時，少掉那份未盡全力的空落感？我

無從得知，只是確信著當時要是捨棄了那份沒有必要的遲疑，選擇了放手一搏，

結局肯定更精彩。 

 

 

  「球還沒落地前，一切都還沒結束！」這是我透過排球少年中每個人物的一舉

一動所體悟出的一句話，不管雙手離球的距離多遠，不管球多麼接近地面，總會

有人不顧一切地奮力回擊，哪有什麼來不及？哪有什麼知難而退？他們其實比誰

都清楚這顆球接到的可能性，只是身體本能的反應忽略了腦中的估算，渴望求勝

的心態戰勝了疲乏的肌肉，在所有人都覺得為時已晚時，打破人們的臆測，奮力

地將球接起。不管是再難接到的球，若是不打算挽救的話就是真的來不及了，也

正是因為這種毫不猶豫的決心，他們才能創造出一球又一球不可思議的奇蹟，一

次又一次的力挽狂瀾、逆轉局勢，超越了過去的自己，更締結了與排球之間深厚

的羈絆。 

 

 

   當然，並不是每一次的果斷都能帶來更好的結果，但我仍認為「來不及」應

當是在盡力所為之後，對於成果的惋惜和感慨，而非在行動之前，對於成敗的預

判，過度的小心翼翼，有時只會把自己拘束得礙手礙腳，而躊躇不決，往往只會

讓下一刻的下定決心更不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