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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代社會的公共交通系統中，優先席和博愛座的設

置無疑是對乘客間相互關愛的一種具體體現。這些座位的

存在提醒我們關注社會上需要特別照顧的群體，如老年
人、孕婦、殘疾人士及帶著小孩的乘客。然而，儘管這些

座位本身承載著善意。如何正確地使用它們卻成為了一個

道德上的難題。 
 

我們需要明白優先席和博愛座的設置初衷。這些座位

的設置意圖是為了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給予那些需要特別照
顧的群體一些便利。無論是地鐵、巴士還是火車，這些座

位的存在都是對社會弱勢群體的一種尊重和關懷的表現。

當我們看到這些座位時，我們應該明白，讓座給有需要的
人，是每個公民應該履行的基本道德義務。 

 

然而，現實情況中，這些座位的使用卻並非總是那麼
單純。許多人對於優先席和博愛座的理解和使用存在著誤

區。一方面，有些人認為這些座位是為特定人群保留的，

所以在沒有特殊需求的人群中，即使車廂已滿，優先席和
博愛座也不應該被占用。另一方面，有些人則無視這些座

位的特殊意義，在車廂空置時隨意占用，即使有明顯需要

優先照顧的乘客出現，也不願主動讓座。這種行為不僅缺
乏社會責任感，也顯示出人際關係中的冷漠。 

 

在許多城市的交通規則中，並沒有硬性規定必須讓座
給有需要的人，這使得讓座行為更多地成為一種道德選擇

而非法律義務。因此，讓座是否應該強制執行？如果強制

執行，又該如何操作？讓座行為應該是出於善意和同理
心，而非強制性的法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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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公眾對於優先席和博愛座的認識也應該更為靈
活和人性化。在某些時候，即使是健康的年輕人，也可能

需要優先席。例如，長時間站立工作後的疲憊工人，或者

生病但外表看起來健康的人。我們應該認識到，判斷一個
人是否需要座位，不應僅僅基於外表的印象，而應該考慮

到更多的因素。這也提醒我們，當有人占用這些座位時，

我們應該先尋求理解，而非立即進行指責。 
 

優先席和博愛座的設置不僅僅是為了方便有需要的

人，更是對每個人的道德修養的一種考驗。當我們坐在這
些座位上時，我們應該時刻問自己：是否有比我更需要這

個座位的人？如果有，我們是否願意站起來，讓座給他

們？這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但它反映了我們每個人內心的
善良和對他人的關愛。 

 

◎評審評語 
文章的起承轉合安排恰如其份，全文脈絡清晰，條理分

明，對於博愛座的使用也有不同面向的理性討論，在同議

題中是篇佳作。另提醒作文的本質在溝通，但誤區是大陸
用語，等同台灣的迷思，若可以請盡量用社會大眾較理解

的一般用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