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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二字，相信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耳熟 能詳，尤其是在香港這個國際

大都會，各種不同文化交流及匯聚，尊重就顯得格外受重視。無論電視節目、

電影、報紙及學校課程……上至政府，下至家庭都愛談尊重，整個社會都談尊

重、 要求被尊重，可是，大家又是否真正了解何謂尊重呢？「尊重」二字又是

否被利用、被濫用呢？  

 

在我們的校園，學生來自不同的國家，他們都有自己的言語、宗教、文

化，如果我們不養成一種對不同意見、不同文化持開放接納態度的習慣，是很

難和同學、老師好好相處的。有時，同學在課室用自己的家鄉話交談，旁人完

全聽不明白，好像將自己隔離成一個一個的小圈子，這種做法已是一種不尊重

的行為；相反，努力營造交流溝通的可能，考慮別人的感受，一種尊重的文 化

自然就會漸漸形成。  

 

我們今天所謂的尊重，與古人的用詞有點不同，古人會用另一個字來代表

尊重的意思，這個 字就是「禮」—「以禮待人」、「克己復禮」、「禮 尚往來」

等等，都可以歸納為尊重。中國人強調禮，在國之四維中，禮為四維之首：「父

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這五句出自《孟子．

離婁》的句子，可以概括「禮」的含義，同時也是尊重的基準。  

 

剛才提及了禮，同時引用出自《孟子》的說 話，不知大家有否發覺一點，

在這五句中提及了父子、君臣、夫婦、長幼及朋友，這五種關係都有一個共通

點，就是互相配合，不能獨存，由此 可知，尊重並不是自己一人所能做到，而

是必須雙方理解及配合方為尊重。以早前鬧得熱烘烘的 關愛座討論為例，日常

我們讀到有關使用關愛座的報道或消息，絕大部分都是批評不讓座等負面訊

息，其實問題核心不在讓不讓座上，而是能否理解及配合這措施背後的精神。

試想想：若大家做到彼此尊重，其實所有的座位都是關愛座，因此問題不在

「座」，而在「心」。我跟同學談起這件社會事件，他們都只關注「事」，重視事

件表面的情況，其實「用心」才是重要，徒具形式的實踐，並非禮或尊重的真

義。一份真心的尊重，其 實是中國人重情最明顯的表現。 

 

 說了半天，究竟尊重為何物呢？以下這一句話應該可以解答大家的疑問，

就是「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意指自己所不情願的事，就不要強加在別人身

上。俗語說：凡事多想一步，並不是指凡事多為自己多想一步；相反，這一步



應是為別人而想的。總而言之，就是希望社會上每一個人處事為人都為他人多

想一步。  

 

當大家對尊重的意思多了一份了解後，可能腦海中會浮現一個問題 — 到

底「尊重」這個詞有 否被濫用呢？特別在今日社會，不少人動輒就把尊重放在

口邊，「你懂不懂得尊重一下其他人？」 更加有不少人已經把這句話當作口頭

禪，但這又是否代表大家都更懂得尊重別人、或更注重 尊重呢？  

 

不少人站在道德高地上去批評別人，誰說別人不懂尊重他人，誰就站在高

位，站在不敗之地，這是否尊重的原意?這個問題就交給大家回答了。因為尊重

在不同人心目中有不同的尺度，更 加有不少人喜歡或習慣把自己尊重的「尺

度」套用在他人身上。人人都想被尊重，所以一旦當自己不被尊重，不快的情

緒大軍很快就會侵佔你整個大腦，衝突之戰往往就會一觸即發，一發不可收

拾。 

 

學生有時初則發表意見，後則各執一詞，更 嚴重的甚至會動手，這就是沒

有尊重習慣的惡性循環，要在這個循環中找出缺口，不二法門就是放下自己，

不計較自己是否被尊重，而是先去尊重他人。給自己冷靜的空間，創造一個可

以思考的空間、可以交流溝通的空間。  

 

說到這裏，又會有不少人覺得每一次都要自己先尊重他人，還要不理會自

己是否被尊重，很不公平呢！事實並不是這樣，如果每個人都抱著「執輸行頭

慘過敗家」的心態去看待尊重，即代表 你並不明白「尊重」二字。尊重既無先

後之分，也無賺蝕之別，雙贏抑或雙輸，全在大家手中。  

 

最後，要知道尊重其實並不是什麼大道理，理解及付諸實行也不是一件難

事，尊重只會令大 家更了解彼此，更易溝通。尊重不是「知易行難」，也不是

「知難行易」，反之是「知易行易」。既不難明白也不難做到，聰明的大家，一

定明白只要實 行尊重，便能成為塵世中的一道涓涓清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