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沉默本身就是一種暴力 

          ——給中五同學的一封信 

 

5VJ同學： 

        台灣大學生發起反服貿運動，佔領立法院超過一個禮拜，訴求清晰，行動平和

冷靜，但換來的卻是執政者的冷漠和鎮壓，更被斥責為「暴民」，令投入今場社運

的參與者無不失望憤怒，失語痛哭。真的不難理解，這些學生的淚水背後摻合多少

對這片土地的情感和對政府的期望。他們選擇放棄原有的安穩，走到前線，面對強

權制度，希望付出自己些微的力量，為社會帶來改變。支撐這種理想和行動的，正

是一種公民自覺。 

 

        在對岸的香港，也有人在不斷為新聞自由、土地的正義發展、弱勢社群，衝到

了當權者面前，大聲疾呼。他們的參與都在提醒我們，守護平等公義價值的重要。

而我們在課堂上，其中一個重要課題，便是討論社會政治參與，以上議題當然成為

我們討論的焦點。 

 

        但每次討論，我最常聽到的回應是：「上街都改變不了現實！」你們更援引各

種例證，「十萬人包圍政總要求政府發牌，最後還不是沒結果？」「爭取普選多年，

今次都係阿爺話事架啦！」這種命定論，似乎真的難以反駁。但這就成為我們不作

任何行動或保持沉默的藉口？不錯，至今台灣學生的訴求未達，但是否代表他們的

行動亳無成果及意義？這場運動已經引起了輿論的關注，是否已帶來了影響？也

許，大家會再問，我們在課堂上的討論，可以起到甚麼作用嗎？可以。這些討論，

除了讓我們嘗試認清事實，更決定我們立場判斷的基礎。 

 

        有組織曾聲言要幫沉默的大多數出聲，既然沉默，他們如何確定要幫這些大多

數人發甚麼聲？所以，同學們，我們要守住並善用自己的發言權，沉默只會讓別人

利用，這種沉默不正是縱容不公的另一種無形暴力？或者，「參與沒法改變現實」

的命定論調可以有一個更好的解釋，那就是當權者有著比以前更橫蠻、更不顧民意

的本錢。如此，我們對政權的進一步抗議或不合作則更形迫切。 

 

        一次到泰國旅行，參觀一間「Best Friend Library」。圖書館由來自緬甸的異見

人士打理，內裏陳設全是關於緬甸爭取民主、反抗極權的書籍。館內的一個角落印

有昂山素姬的一句話：「If you are neutral in a situation of injustice, you have chosen to 

side with the oppressor」。人權民主自由平等，這些全部講到爛的價值，在強權面前，

會否只靠一次兩次的抗議便能實現？歷史告訴我們，那要靠我們身為公民的那份

意志和自主。 

Ms. H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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