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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店附近似乎很熱鬧，發生什麼事了嗎？」三月中我邀請我在美國求學

時的指導教授來學校演講，恰巧安排他下榻位於忠孝東路一段的一家飯店，

一天早上我去接他時，他這樣問我。

我將學生發起的服貿運動原由，大致向老師解釋了一下，「聽起來怎麼不

太像學運，反倒比較像是社會運動？！」我這位老師曾經歷美國六○年代的

反越戰運動，如今看到臺灣學生為了服貿走上街頭，讓他不禁想起五十年前

的那段留著嬉皮式長髮、穿著格子喇叭褲的歲月。

「當時我剛好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就讀，看著同學一個個都去參加了，

我也無法置身事外，毅然決然地加入行列。」他接著說，家中長輩雖無法認

同年輕人的示威抗議的行為，但眼見阻止無效，只能提出要求的底線――不

能中斷學業。

他竟然興致勃勃地表示想到現場看看，所以我們就一路聊著走了幾個路

口，來到中山南路，看到立法院門口靜坐抗議的學生人群，時空背景頓時跳

過了好幾個世代，從當年美國反戰的情緒一下子拉回到現實：「這真是此行

的意外收穫，我對臺灣新生代完全改觀，他們勇於表達對政府的期望與堅

持，的確不容易，而且還能運用他們熟悉的網路科技，一步步實踐他們的訴

求，一心只為達成目的。」

然而，當他得知有學生不僅闖入立法院，甚至還衝進行政院，不禁搖頭：

「我們當年參加反戰行列，本來也在反映同學們的理念，可惜啊，後來逐漸

失了焦，淪為『毒品』與『性』的工具，讓許多人開始失望，就這樣陸續解

散，一個個又都回到學校繼續未完的學業。」但他說，他從來不曾後悔年輕

激情過後⋯

醫 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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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三、四月可說是大學校園裡的國際學術

交流旺季，趁著春假的空檔，不少國外學者專

家會應邀來臺講學或訪問，今年在學術之外，

我邀請的幾位國外教授在親身目睹了此次的太

陽花運動，也對臺灣的大學生以行動表達他們

理念與訴求留下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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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過後⋯
時留下這樣的一段回憶與經驗。

我清楚地了解我的指導教授這段話背後的涵意，在民主運動中，能夠自始至

終維持「初衷」，是多麼珍貴的事；若從百年樹人的教育宗旨與角度來看，姑

且不談對政府官員的衝擊，對多數民眾而言，又何嘗不是一次難得可貴的民主

教育課呢？！

在國外生活與工作三十餘年的我，如同我那位湊巧來臺的美裔指導教授，抑

或許多在臺灣留學的外籍學生一般，同樣地感受到太陽花學運傳遞出來的那份

震撼力。

當反服貿事件蔓延開來，成為社會各界矚目的焦點之際，校園裡自然也瀰漫

著與往常不同的氛圍，外籍學生面對不斷地有同學前往聲援，以及外國傳媒開

始報導，自然也注意到此項議題，甚至議論紛紛。

根據我的觀察，不同國籍學生對此次臺灣大學生申張政治理念的行為，反應

亦各有差異：美國裔學生在好奇之餘，普遍地表現出熱情的支持；非洲裔學生

則感嘆地認為：「臺灣的年輕人真幸福」；至於來自東南亞的印尼與馬來西亞

的學生們，卻顯得十分驚恐，詢問校方有無安全問題，是不是該打包回國避一

下風頭……。

不可否認地，在我們的大學校園裡，來自國外的外籍學生少說有二、三十國

以上，而校園只不過是社會的一個縮影罷了；在臺灣，每一個人都應該會承認

這個事實：我們生活的這塊土地，早已逐步邁向一個多元的國際社會。

然而，若要生活在一個多元國際社會裡，相互尊重與包容是人與人之間最基

本的原則；而在民主政治發展的每一個歷程裡，「法治」與「理性」更是維護

社會安定、進步不可或缺的條件。

近年來，亞洲許多國家像中國大陸、韓國或新加坡，乃至香港等，無不傾全

力衝刺，不論是高科技、文創、商業經濟……等，軟、硬體發展都有令人佩服

之處，已不容臺灣再稍有怠慢、停滯不前了。

「太陽花」有著光明的意象，正意味著我們的新生代不再悲情，而以光明與

正面態度看待他們的選擇，並且經由此次太陽花運動，來證明他們是能將理想

訴諸行動的一群，同時還兼具號召力與影響力，絕非是大家口中一壓就扁的「草

莓族」。數年之後，他們能否繼續以同樣的熱情，引領這個國家成長，而非只

是一時的激情，我相信大家都有著相同的期待！

任何的群眾運動終有劃下句點的時候，即使難免留下傷痕，或在很多人的心

裡烙下深深的印記，學生如此，政府更是如此！然而，激情之後，更重要的是

――如何重新凝聚力量，攜手一起大步向前。(整理／趙慧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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