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陣子看到一些有關博愛座讓座紛爭的報導，拜科技所賜，

智慧型手機盛行，人人都隨身攜帶相機、攝影機。這不

但可隨時留下美麗的記錄，碰到一些事端還能拍照或錄影存證，

保護自己或旁人的權益。當然，看到一些不公不義的事件時，也

有人會發揮俠客精神，拍下來再上傳網路，「公民輿論」於是形

成。

 有句話說「眼見為憑」，但眼睛看到的就是事實嗎？曾經上過

一堂課，老師放了一張圖，圖片上是從小巷看出去，一個年輕人

拉扯著老太太揹著包包的手臂；老師問大家看到什麼？「遇到搶

劫了」大家異口同聲地回答。換了一張圖片從大馬路角度看，疾

駛而至的大貨車已逼近小巷口，行動不便的老太太還在車道緩步

慢行，原來，年輕人是很著急的想拉著老太太往路邊帶，所以看

起來有拉扯感。果然，人不能只相信眼睛所看到的，因為眼睛很

難看到全部，上天讓我們有聰明的頭腦，就是希望我們能去分析

判斷。

 博愛座的設置用意是希望乘客優先禮讓給老弱婦孺等特別需要

保護的人，但需要保護的人真的都能從外型看得出來嗎？懷孕未

滿三個月的年輕媽媽、生理期間頭暈目眩的女學生、打球不小心

扭傷腳的年輕男子、手術休養後才剛回到職場的中年人，外型上

看似與一般人無異，但他們的身體狀況一樣是需要被保護的呀！

 紛爭之所以起，或許只是在好意之下可惜少了一份同理心，輕

聲詢問「是否方便讓座」，必定好過用質問的口氣說「你為什

麼不讓座」。避免一開始就在心裡假設「一定是他怎麼樣，所

以故意⋯⋯」的想法，而是要換個想法「可能是他怎麼樣，所

以⋯⋯」。以同理心為基礎，給自己和對方都多留一些空間，不

只是尊重他人也是善待自己。試想如果每次一碰到狀況就先預設

對方一定是故意、是不懷好意的，心中存有疙瘩無法釋懷、無法

開心起來的往往是自己。

 生活上，不管是周遭的親友或是擦身而過的陌生人，其實彼此

間都存著緣份，正如有句話說「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

眠」既然相逢即是有緣，結下善緣或惡緣皆在你我一念之間。農

曆新年剛過，值此佳節，祝福每一位讀者羊年廣結善緣、好運勢

揚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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