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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1-13  記者 吳晉宇 報導

2012是風雨不斷的一年，從反漲學費、反媒體壟斷，再到關廠工人抗爭，許多社會議題躍上檯面

。除了正遭受迫害的人們群起反抗，作為知識份子、作為年輕、熱血的反抗力量，也作為生活在

台灣這塊島的人民，學生們加入了這些反抗活動。

從野百合到野草莓，其實一直以來，學生一直都是社會運動裡相當重要的角色。然而這個角色也

因為社會上不同的觀感，而有了不同角度、深淺的檢視。面對這些檢視，學生除了積極參與社會

活動之外，也應該思考參與這些活動的價值，以及自身對於議題完整的想法。

2012年末的關廠工人抗爭活動。（圖片來源／政府混蛋，台灣完蛋粉絲專頁）

網路　主流媒體外的聲音網路　主流媒體外的聲音

近年來網路盛行，許多資訊流通於網路上，不像電視、報紙或是其他的主流媒體經過議題設定或

是片段的消去，造成資訊被操弄甚至刻意忽略。網路資訊流通快速，也讓較習慣使用網路的青年

世代有了尋找資訊的管道。發起「拍照反壟斷，我在交大守護台灣」的劉芮菁表示：「現在的網

路族群裡，學生占一大部分，較能接收到主流媒體外的資訊。而許多社會議題的相關文章，也透

過網路在流傳。」

反媒體壟斷運動中，由學生發起的拍照活動。

（圖片來源／［我是學生，我反旺中］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粉絲專頁）

社群網站興起，也使得討論社會議題的相關文章，能透過網友轉載而分享給更多人。但越來越多

人看到這些議題時，卻出現了新的問題。網路資訊的流通快速，除了使資訊能夠迅速的被看見，

也讓網友能夠快速的回覆、留言表達自己的想法。但後來卻衍生出「鍵盤支持」的文化，許多網

友只透過在網路上按讚、留言，卻沒有真的實地參與社會運動。目前就讀交通大學傳播所的劉嘉

偉說：「令人沮喪的是：說的人多，做的人少。」他認為，到現場聲援，感受推動歷史的感覺，

這樣的感覺會讓人覺得踏實。

並不是說在網路上提出自己的看法不重要，而是除了在網路上發表之外，更應該到各個社會運動

的現場聲援。用自己的眼睛看見這個世界的樣貌，自己的雙腳踏在柏油路上，感受這些群體在抗

爭時，感受到的溫度，會比在電腦前，敲著鍵盤的感覺還來的真實，而且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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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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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與理性自由與理性

相對於其他群體而言，學生擔負的社會責任及壓力其實較輕，沒有工作責任、經濟、社會輿論等

等的壓力。在這樣的情況下，學生相對較為自由，能夠沒有顧忌的完整闡述自己的想法，或是以

各種形式積極參與社會運動。目前任教於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的助理教授林日璇表示：「社

會對於學生的關注與期待通常較為友善，但也加諸了其應該有的框架。當學生以較激烈的手段或

衝撞社會框架時，容易被放大以致於模糊焦點。」

學生作為教育體系下的一份子，常被要求要合乎禮節、尊重長輩。但在衝撞既有體制時，難免遭

遇與較年長的長輩溝通的情況。於是，仔細去思考自己要關注的是什麼變得相當重要。整理出完

整的想法，能夠在溝通時理性的闡述，才能把焦點聚焦，以免流於情緒性的爭執與指責，反而忘

記原本的訴求。

在相對自由的情況下，學生更應該審慎的安排每一步行動，讓大眾的焦點落在自己想要傳達的意

見上，理性的表達，才不會讓人有機會模糊焦點，而失去抗爭的原意。

操弄與思考操弄與思考

另一個大眾對學生參與社會運動所抱持的疑問是：容易被操弄。目前就讀研究所的李懿方指出，

學生之所以被認為是容易操弄的，很大的原因在於思考的層面不夠廣。

在參與社會運動的過程中，如果不清楚自己的訴求，而一昧的指責某些團體、某些個人，難免被

認為是變相的支持另一個團體，於是就被這個團體所操弄。除了反對、抗爭不合理的措施或法治

，擁有較多時間及資源的學生也應該去思考後續的路。反對一件不合理的事情容易，但更重要的

是提出解決的辦法。

許多議題不僅僅是被表面上的團體操縱，而是存在於台灣的許多根植的結構性問題。要了解這些

問題，首先應該拋開對團體的成見，仔細去理解議題的每一個環節。並應用所學提出不同於主流

媒體的看法，有助於學生在參與社會運動時，能夠有較好的成效。

學生參與社會運動不該陷入團體間的對立，一個明確的反抗目標雖然有助於反抗意識的凝聚，卻

也容易使自身忘記原來的訴求。反覆的回到最初訴求的權利，思考每個行動是否背離這個初衷，

才能脫離操弄，真正達到行動所要的效果。

由學生製作的工人秋鬥宣傳圖片。

（圖片來源／［我是學生，我反旺中] 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粉絲專頁）

思考的個體思考的個體

馬丁．尼莫拉說：「起初他們（德國納粹黨）追殺共產主義者，我不是共產主義者，我不說話；

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我不是猶太人，我不說話……最後，他們奔向我來，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

我說話了。」

也許很多人認為，這些事情都與學生無關，何必大費周章去參與這些社會運動，花時間、花精神

去抗爭？其實這些議題，都不只關乎現在正在受壓迫的人們，學生未來可能成為工人，也都可能

成為下一個被迫害群體中的一份子。透過參與並理解這些危害，讓學生不再只是待在教室裡，讀

著既往的知識，而是實際站上街頭，看見世界的另一面。

參與社會運動，積極為各個團體發聲的過程中，可以了解表象底下存在的許多問題，並以自身所

學提出不同的看法。這樣的過程裡除了實踐了學生的公民參與，也有助於在未來步入職場之後，

能夠審慎的去思考每一件事，維護自己的權益。

看見這些議題之後，實地到現場去了解社會運動裡受迫害人們的感受。理性的去思考，擺脫團體

的操弄，真的去了解這些社會運動背後的危害，並且能夠積極去爭取，學生，才能成為具有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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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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場難忘　啦啦隊賽事場場難忘　啦啦隊賽事

我的啦啦隊人生是由無數次參與的賽事累積而
成，場場都獨特、場場都難忘。

能力的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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