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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2-09  記者 簡瑋靜 文

一百種人有一百種思考，不存在百分之百相同意見的人。潮流是盲目的，向著大眾而去。大眾是

沉默的，因為一百種聲音不可能一樣，頂多比較大聲。人們原本是不會說話的、沉默的，在掙扎

反抗以及辯論中，才學會了言語。

非關正義非關正義

什麼是正義？媒體和知識只是工具，而非力量，談不上正義與否。當揮舞著「正義」的旗幟，有

多少人知道正義背後的意義？

什麼是正義？正義是一種力量。自古以來，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站在巔峰的人代表正義；站在

光明之下的人，就是英雄。換句話說，正義的執行需要力量，它包括體力、地位以及權力。警察

打擊罪犯需要體力；法官判決罪犯罪行需要地位；對罪犯正當權益剝奪需要權力。

力量不是正義。在新聞上可以看到家暴、搶劫、傷害、貪污之類的報導，那些人坐擁力量，所做

所為卻稱不上是正義。

什麼是正義？正義是多數人。古希臘有「陶片流放制」，超過半數的公民可以決定可能危害城邦

的人流放到國外十年。當社會面臨抉擇，損失最少的才是正義，獲得大眾支持的才是正義。人們

常以多數決來分辨最少損失的解決途徑。

多數人不是正義。前一陣子霸凌事件頻傳。欺負人的人數多，受欺負的人少。這些多數人共同的

行為跟正義一點也沒關係。

什麼是正義？正義是報復。法律出於補償，會給犯罪者懲罰，剝奪權力、金錢，更甚者生命。漢

摩拉比法典建立在「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觀念上。報復的正義給受害者心理或是金錢上的補

償。報復的正義會做過頭，才能遏止罪犯防範於未然，才不會造成未來未知的遺憾。

報復不是正義。新聞報導有一名員工因為拿不到薪水，蓄意縱火，造成14名女工死亡。員工報復

了，心理也許也得到補償，但是行為並非正義。做過頭的正義也不是正義，人們永遠不能早知道

，不能早知道誰會犯罪，先執行死刑；不能早知道誰會反省，要給他改過自新的機會，現實中的

是非對錯其實很模糊，而且通常是事後驗證，正義與非正義，定義因人而異。

現今社會中，人們很容易掌握工具，無論是金錢、體力、地位、知識或是媒體都只是工具。當我

們經過思考去行動，才會成為實質的力量。然而，力量不代表正義。人們往往追求正義，卻迷失

了方向。掌握著權力：地位也好、金錢也好、情感也罷，非關正義。

生而自由生而自由

羅蘭夫人：「自由，自由，多少的罪惡假汝之名而行！」人們追求自由，卻造成了其他人的不自

由，這樣的自由並不是自由。「自由」這兩個字說起來很容易，做起來卻很難，更確切地說，有

時候限制也是一種自由。人生而自由，指的是心；生而不自由，是行為。人心難定，也因此只能

用法律，限制行為，卻不能限制思考。

聽起來很矛盾，換句話說，真正的自由是心理自由，行為卻需要受到規範。自由的心理不受規範

，行為上的自由卻會被社會所監督限制。人們的想法可以很天馬行空、不在意善意惡意、不受倫

理道德現實限制，人們的思考是自由的。行為自由有一定的限制，至少需要建立在不影響他人的

基礎上，社會才能夠維持和諧與穩定。

然而實際上，行為的自由也會影響到心理的自由。以追求學問為例，如果外在環境的限制，使人

無法吸收知識來思考，導致心理受到限制。自由思考是來自於知識，知識來自於訊息的傳播與學

習。無知不是一種幸福，而是一種悲劇，無論裝飾得多幸福華麗。學習應該是開放的，知識應該

是共享的，天份是個人的，心態是個人的，不能控制內在因素的影響，但是至少社會不該造成外

在因素的限制。

  推文推文推文推文  
推薦文章推薦文章

●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

● 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

　　

● 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

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郭穎慈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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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野餐趣　草地微旅行親子野餐趣　草地微旅行

二○一四年十二月六日，由一群七年級生組成
的團隊發起的親子野餐會，在臺北大安森林公
園登場。

重機街頭文化　磅礡展出重機街頭文化　磅礡展出

由雜誌社所主辦的重型機車展「Ride Free
5」，在五股工商展覽館盛大展開，呈現具有
速度和藝術感的騎士文化。

言論自由更是最常被人提出的一項。人人主張自己有言論自由，而忽略了這言論對其他人的影響

。說出口的話是無形的，而且是主觀的，也因此更難以去限制或是評論對他人的影響。「我不贊

同你說的話，但是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伏爾泰說的這句話隨著時間的流逝，又有多少人

真正懂得他背後的意義？

人，生而自由。心是自由的，行為是不自由的。如果心裡沒有思考過行為的自由，那就只是被操

控的傀儡，盲目的行動者。

視野的開拓視野的開拓

人很單純，也很複雜，人性本身充滿著矛盾。追求公平正義的同時也追求特殊性和自由。意見跟

想法的表達因人而異，因此互相辯論意見就是一種交流，是思考的溝通。一個人的意見顯得狹隘

，而且一件事情可以有很多面向，重點是人們想要看到什麼。當人們只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事情，

忽略不想注意的事情，所表達的意見就是不完全的。

回到家中，偶然之下就最近的學生運動和立法院上的爭執事件和家人討論。我理直氣壯的對父母

表達自己的意見，發現有許多訊息也許在網路上傳得轟轟烈烈，是我訊息的主要來源。不過對看

報紙和電視，比較少接觸網路的父母而言，事情又會從另一種角度來看。他們對我提出了一些我

沒有注意到的問題，讓我發現自己對事情有某些的思考並不是自己想出來的，而是人云亦云的結

果。爸爸對我說，不管你要做什麼，都要經過自己思考之後再去做，而不是單純附和他人，或是

滿腔熱血地去做你不知道為什麼的事情。

這件事讓我反思，身為喀報的記者，我是否有達到身為記者的本分？是否對自己負責的每一份報

導能抬頭挺胸？是否能讓媒體的力量在自己手中保持著第四權的那份正義？是否忽略了，或是偏

頗了應該被注意到的事實？

於是我寫下了我心中的正義，自由，以及身為記者的反思。警惕並期許未來的自己能更謹慎的探

訪，懂得去完整地觀察整個事件，並有最全面的觀點。尋思，心中原本沉默的，非關正義、自由

且開闊的，屬於自己的想法。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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