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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座不坐？

2015-12-01  記者 蔡家寧 文

在臺灣所有的大眾運輸工具，不管是用顏色區分還是加上標語，總會有幾排椅子特別標示，成為

有需要者的綠洲，也叮嚀其他乘客，切勿忘記禮讓他人的成熟。車廂內讓座的行為，總讓人心頭

一暖，但標語上標示的「有需要的乘客」卻讓大眾誤解其中含意，以為只有老弱婦孺才握有博愛

座的車票，失去了原本的好意，成為需要的乘客不敢輕易靠近汪洋中的浮木。

台北捷運博愛座。（圖片來源／和訊新聞）

 

讓座文化程序化讓座文化程序化

博愛座的觀念緣起於北歐國家，旨在讓老弱婦孺共同享受大眾運輸工具的方便性，有些國家發行

貼紙或出示證件，只要證明自己有需要，就可以優先坐在椅子上。近幾年來，博愛座的爭議愈來

愈大，許多民眾自行延伸博愛座的含意，將之視為專利座，若是不遵循大眾道德規範，就會受到

旁人有心或是無意的「提醒」，甚至默默用手機錄影，放到網路上讓人公審。而博愛座上的乘客

甚至還來不及辯解，就遭到無情的批判。

臺灣甫推動博愛座的前期，民眾尚未了解這其中含意，有些身強體健的年輕人常不自覺坐在博愛

座上，不會特地起身讓位，卻也不會引起爭議。漸漸地人民了解博愛座的意義，熱心的民眾會點

醒坐在博愛座上的人，是否周遭有其他乘客比他更需要這個位子。但現今，就算車廂內爆滿，許

多乘客寧願站著也不敢坐在博愛座上，就怕受到旁人異樣的眼光，博愛座觀念逐漸被扭曲。

甚至有些將自己標準和道德觀強加在別人身上，若不達標準則猛烈攻擊他人的「正義魔人」把坐

在博愛座上的乘客錄下來，並發布在網路上讓網友人肉搜索並予以撻伐。

網路上嘲諷博愛座的扭曲現象。（圖片來源／小學課本的逆襲）

先前就有新聞報導針對博愛座的爭議為主題，其中不乏許多互相叫囂的乘客，對比激動的當事

者，影片中其他乘客顯得冷漠，也很少人會起身將自己的座位禮讓給他人，這顯示出大眾對於博

  Tweet 0讚讚讚讚

推薦文章推薦文章

● 戰亂幻夢　伊斯蘭國戰亂幻夢　伊斯蘭國

● 友誼昇華　緣來是真愛友誼昇華　緣來是真愛

● 夜半喀報到天明夜半喀報到天明

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黃琪黃琪
本期為喀報第二百二

十九期，共有二十五

篇稿件，其中以心情

故事居多。本期側欄

廣告為冬令進補，在大家忙碌之

餘，能夠帶來溫暖的感覺。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鄭淇云鄭淇云

我是鄭淇云， 一個
長年旅居台北的台南

人。 我的手很小，
所以握不住的東西，

我就用抱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蔡家寧蔡家寧

我是蔡家寧，每個人

都叫我參參，我喜歡

觀察身邊的微小事

物，對於人與人的相

處社交上的互動更是有很大的興

趣，除了學生的身分以外，也有接

案舞者的工作，希望能用更活潑的

筆調紀錄我所看到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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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座的誤解，狹隘地認為有需要的人只需要去爭執有標籤的椅子，而忽略了自己的座位也可以表

現出風度。

先前在網路上也有聲浪認為火車不應該將站票賣給老人，因為許多老人會歉疚地坐在他人的位子

上，又希冀對方會體諒自己而讓位，位子的主人只好無奈地一路站到目的地；雖然很想讓位給銀

髮族，但花錢買了位子卻只能站整路也不是一個很好的解決辦法，這些都是大眾運輸工具規定上

的漏洞。

 

博愛理念大不同博愛理念大不同

隨著觀念的改變，讓座文化的議題逐漸佔據新聞版面，正義魔人在影片裡和乘客叫囂的畫面也屢

見不鮮，國外開始推動將博愛座除名，強調「每個座位都是博愛座」，希望能夠真正落實讓座的

精隨，避免流於形式。博愛座議題燃燒正烈時，就有不少部落客分享自己在國外看到外國人對於

博愛座的表現方式，法國更是將博愛座的精神昇華到另一個層次。

旅居法國的部落客Lynn，在她經營的網誌中曾經發表一篇文章，在網路上廣為流傳，文章內指出

法國並不太遵從讓座文化，相反的，當要讓座給一個老人時，反而會被老人指責因為讓坐起身的

動作，讓原本擁擠的車廂更難移動。法國人認為只要在車廂內不影響別人，就可以自由地做自己

想做的事，若有人真心需要坐下，大可以直接開口詢問，使讓座文化變得浪漫而自主。

不少博愛座的爭議影片佔據新聞版面。（影片來源／Youtube）

 

博愛座除名運動博愛座除名運動

讓座文化由被人忽視轉變為注重，而後社會過度放大，現今回歸到呼籲不要為了應該讓座而讓

座，也避免過度針對博愛座上的乘客。一〇四年青年政策論壇──全國會議中，「青年團隊政策研

發競賽」的參賽團隊優優 Man ，向馬英九總統提出將博愛座改為優先座，並提高博愛座比率，

且加上辨認隱形需求的裝置，當有隱形需求的乘客坐在優先座上時，可將貼紙轉成綠色標誌，供

其他乘客辨識。

政大法律系學生姚德謙在天下雜誌投書一篇文章引起很大的迴響，文章中指出民眾應該轉換思

維，從「身體狀況良好的人將博愛座禮讓給有需求的人」到「為何只有坐在博愛座上的人需要讓

位」，大眾開始反省是否博愛座變得制式化，看到老弱婦孺而讓位的行為是否變得偽善，若坐在

博愛座上的乘客自己也有需要，卻因為道德壓力不得不讓座給他人，早已流失博愛座的本質。倚

老賣老的銀髮族和強制要求他人讓位的婦孺，這種將善舉視為理所當然的心態，成為推動台灣博

愛座轉型的推手之一。

日本地鐵博愛座稱作優先座。（圖片來源／隨意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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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愛又健康　多啦可愛又健康　多啦A夢路跑夢路跑

哆啦A夢路跑不僅能拿到可愛的周邊產品，還
能達到運動效果，吸引許多民眾報名參加。

槍械暴力　軍事強國的隱疾槍械暴力　軍事強國的隱疾

美國的槍械暴力事件已多達平均一天一起，其
形成的背景是甚麼呢？

未來博愛座願景未來博愛座願景

博愛座的出發點是好的，但人民矯枉過正的意識形成一股沉默螺旋，愈來愈少人挺身而出反應博

愛座的劣化，愈來愈多的影片和網路上的文章使民眾注意到這股歪風。若要矯正這個觀念不能光

是由硬體設備出發，最重要的是讓人民真切了解到博愛座初始意義，不管是自動自發的意念，還

是侷限老、弱、婦、儒的規範，都是值得反思的方向。

政府應強化宣導博愛座的風氣，而社會需尊重隱形需求的民眾，對沒有起身讓位的乘客，將大聲

的叫囂和指責轉變成理性的詢問。讓座的精神已深植在大部分台灣民眾心中，自顧自坐在位子上

不願意讓位的已成為少數，將讓座的奴性心態校正，發自內心的去體諒他人，並尊重每個人都有

坐在博愛座上的權利。大眾運輸工具才能真正達到無礙化，也才真正有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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