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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出主題： 

同樣風和日麗的學校，同樣春和景明

的校園，不同的是大家討論著有關「六四

八號解釋」的看法。有的同學激昂地誇讚

大法官的「英勇之舉」，也有同學嘀咕著

反對的意見。而我呢，只是默默坐在窗

邊，看著那些遲到而被教官罰掃校園的同

學。嘈雜聲隨著午休鐘聲淡去，而我仍繼

續思考這個令人猜不透的哲學問題。 

二、 佳句欣賞： 

1.學校或老師對我們的處分通常不是責罰 

性質，而是提點與警醒。若是因自己一時 

的腦（惱）羞成怒而濫用權力，以後還有 

誰能矯正你錯誤、擦亮你的盲點呢？ 

    當國家將選擇權交予你手時，那是期 

望一個未來國家主人翁誕生的暗示。我們 

不應該把盛大的成年禮物製造成不定時 

炸彈…… 

2.學校是塑造國家希望的地方，學生是帶

領社會向前邁進的齒輪，兩者間的關係應

用尊重、包容、理性來維持和諧。教育和

學習相輔相乘，它們走在通往成功的路

途，為人們開路；它們引領著世界旋轉，

帶來日日的晨曦和熠熠星光。 

3.根據李校長所言，無非是不希望因為大

學自治權被破壞。可提起訴願和行政訴訟

正意味著司法權有可能對學校做成的處

份進行挑戰，同時也難以避免有心人濫用

司法，而導致學校和司法體系兩方的資源

浪費，故李校長的擔心也是有其道理。 

    但是為什麼大法官會做出這樣的解

釋呢？我們要明白，有救濟才有權利，權

利是因為能夠主張才得以存在。倘若用盡

了學校管道仍無法得到應有的救濟該怎

麼辦？（舉親身經驗）一件事情正是因為

能被公眾討論，才能夠有所進展和改變。 

    如此民主的校風培養了良好的公民

意識和公眾參與的熱情……因此學生究

竟應不應該擁有訴諸司法的權利？害怕

浪費雙方資源而斷絕司法是否正確？國

家的公權利（力）又是否反嗜（噬）學校內

應有的自治權利（力）和制（秩）序？這些

都還有待更多的公眾的理性討論。只有當

學校的制（秩）序和學生的權利能夠適當

主張（平衡發展）之時，學校和學生才能達

成雙贏的美好局面！（重述，但以設問呈現） 

4.沒有暗礁（巨礁）的溪流（海面）要如何

激起美麗的浪花？靜海造（就）不出好水

手，有時候，衝突使事物更完善，使人更

加成熟。 

    大法官站在「理」的角度，認為只要

「理直」則「氣壯」，積極爭取本身權益

是民主的表現，若不服學校處份，學生有

權訴諸法律。李校長則認為此（項）釋憲

易造成師生對立，關係緊張，因為學校的

出發點皆希望學生變好，或許囉唆，但動

機是好意。（稍加說明其動機） 

    我認為要理直更要氣和，凡事退一步

思考，則一探手就是海闊天空…… 

    甘地曾說：「如果想改變世界，先把

自己當成那個改變。」想要修改教條，不

如先反省自己……余秋雨在＜蘇東坡突

圍＞裡說：「成熟是一種圓潤而不刺眼的

光暈，是一種不必理會周遭喧鬧的從容，

是一種對自己的坦然。」我認為：成熟是

站在一並不陡峭的高度，可以堅持己見，

卻不固步自封。 

    傾聽，是一種謙卑，是一種學習，更

是增進彼此和諧的潤滑油。學校和學生的

關係，不是對立，不是緊張，而是似「探

戈」的舞步，看似不合卻契合得讓人心

折，交織成優雅的視覺享受。在一來一往



中，積極找尋相融之道，激發絢燦的火

花，讓彼此更臻美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