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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不同意見，有人認為應據理力爭，堅守立場；有人認為應彼此包容，求同存

異。上述兩種態度，哪一種較為理想？試談談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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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分歧時，是堅守立場還是彼此包容？這個問題並沒有絕對的答案。有人

認為萬事以和為貴，有人認為凡事有理必爭，但其實我們可因應不同情況而選擇

不同的態度來應對。 

 

  每個人對同一件事的看法可以各有不同，但我們常會認為自己的見解才是最

正確的，甚至固執己見，作出無意義的爭論。這種頑固並沒有好處，人總不能閉

門造車，把和別人溝通的渠道封閉。因此，有時我們要求同存異，包容別人的價

值觀。 

 

  包容不同意見是匯聚知識、激發思考的主要渠道。在春秋戰國時代，王權衰

落，諸侯爭霸，各國延攬人才，廣開言路。因為思想變得自由，這時期的知識分

子為社會、人生等問題提出了許多解決辦法，同時各種思想、學說紛紛出現，儒、

墨、道、法等不同學派紛呈，奠定了中國思想文化發展的基礎。正因為當時君主

不箝制思想，包容各個學派，容許不同的思想互相碰撞，才能激出智慧的火花，

形成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 

 

  此外，求同存異是締造和平的基本條件。前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曾說過：

「共同點是基本的，分歧是局部的，可以求同存異。」他主張的求同存異外交思

想有助他協調各方面的不同意見。例如在一九五四年第一次日內瓦會議上，中國

與印度如何劃分交戰雙方集結區的問題一直未有定論。越南堅持以十六度線為

界，法國堅持以十八度線為界，各不相讓。美國亦企圖擴大戰爭，欲插手中印紛

爭。周恩來分析了形勢，提出了以十七度為界的折衷建議，使雙方作出讓步，達

成中印和平的協議，也粉碎了美國的企圖。由此可見，雙方出現分歧時，立場過

硬只會令情況陷入僵局，對解決衝突有百害而無一利。唯有「求同」，尋找對雙

方最有利的共同點，才能達成共識，解決紛爭。 

 

  誠然，過分包容很容易演變成妥協，當事情涉及公眾利益，對大眾影響深遠

時，我們就必須據理力爭。以國民教育科的風波為例，政府計劃把德育及國民教

育科列為必修科，實行「先推行後檢討」，引來多個團體及市民反對。市民透過

遊行、示威、記者招待會、絕食等一連串行動，要求撤回此科，最後成功使政府

讓步，取消三年開展期，讓學校自主決定是否開辦此科。教育對莘莘學子的未來



有深遠影響，若政府罔顧民意，在沒有社會共識下急於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則只會加劇社會分化。因此，據理力爭對維護大眾利益來說是必要的。 

 

  除此以外，據理力爭亦能彰顯真理。在歐洲中世紀封建教會的統治下，人們

對宗教神學所信奉的「地心說」深信不疑，使天文學的發展被這個錯誤的學說所

阻。哥白尼憑自己的研究提出「日心說」，但被馬丁‧路德挖苦說：「這個傻瓜想

要推翻整個天文學！」教士亦指責「日心說」是離經叛道的異端邪說。縱然「日

心說」不被世人所支持，哥白尼的立場並沒有因此而動搖，直至他死前一刻仍堅

持「日心說」能推翻「地心說」。在他死後，擁護「日心說」的學者前仆後繼，

包括伽利略、牛頓等人。基於哥白尼的立場堅定不移，「日心說」才有機會被現

今科學所證實，對天文學的發展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故此，在彰顯真理的前提下

就要堅守立場，不要懼怕人們的冷嘲熱諷，真理會愈辯愈明。 

 

  「一本通書不能讀到老」，無論是據理力爭，堅守立場，還是彼此包容，求

同存異，兩者都有利有弊，唯有適時利用，兩者相輔相成，才是處理分歧的最理

想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