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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暴力须受谴责 

■ 洪祖丰  著  
 

 

 

甘地：「即使我万分崇拜与同情那神圣的动机，我仍坚持反对动用暴力。」  

政治就是斗争，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斗争并不意谓须动刀枪、溅血泪。政治斗

争，可以通过和平与人道的手段来进行。 

然而人类的政治历史，几乎幕幕都是刀光剑影、血肉横飞的惨剧。自古以来，不

知多少英雄好汉因革命而抛头颅，洒热血；也不知有多少无辜百姓因战乱而流离

失所、家破人亡。暴力，似乎已成为人类政治文化的一环。 

政治暴力是邪恶的，可是人类却无法彻底铲除它，因为人的下半部仍是禽兽（借

用甘地语）。但凡是热爱和平的人，都会努力的去减少暴力。 

要减少政治暴力，就必须建立与壮大反暴力的舆论。人间必须经常发出反政治暴

力的呼声。当政治暴力发生时，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都应该站起来，厉声谴责这

种暴力行为。这种表达，有利於建立一种反政治暴力的舆论，从而产生净化政治

的作用。 

谴 责暴力，并不是出於怨恨，而是出於一种「不忍众生苦」的悲心。佛说：「一

切惧刀杖，一切皆畏死，一切皆爱生，以自度他情，莫杀，莫教他杀。」谴责暴

力，是 要使施暴者领悟到本身的过失，痛改前非，也同时提醒他人匆重蹈覆辙。

那些没有勇气谴责暴力者须知，暴力是一种罪行，不谴责暴力，就是姑息暴力，

也同样是一 种罪行。 

政治暴力，是人性弱点的展现。人性的问题，不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问题，它是

全体人类的共同问题。凡是人，就有义务超越国家、民族、宗教等人为的框框，

来表达自己对人类问题的关怀，以及负起所应承担的道义责任。因此，谴责暴

力，人人有责。 

一个国家的政治，是其内政，外人不应加以干预，这是政治常识。但若其政治斗

争过程中发生暴力行为，则人人有权谴责这种暴行。这是一种反暴力的承诺，也

是一种人道的关怀，就像一个家庭里的纠纷，邻居无权过问，但若发生家庭暴

力，有人道精神的邻居都会出面劝阻。 

这次天安门广场血腥事件，我国青年理事会、马大学生会，雪华青以及其他青年

团体所作出的反应，正是这种反暴力意识的流露与人道的关怀。这些团体由始至

终都没有干涉到中国的内政，它们只是对政治暴力表达了他们的厌恶与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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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反政治暴力者来说，所有的暴力都是邪恶的。暴力并没有崇高与卑贱之别。暴

力就是暴力。即使是为了崇高的动机而动用暴力，这种暴力也应受到谴责。甘地

曾说道：「即使我万分崇拜与同情那神圣的动机，我仍坚持反对动用暴力。」这

是一位非暴力主义者对暴力的彻底否定。 

要 反对政治暴力，就要有这种毫无妥协地反对暴力的决心与毅力。这个信念是相

当重要的，因为动用暴力者都会抬出堂皇的理由与藉口来为自己的暴行辩护。一

旦我们 被这些藉口迷惑而认为在某种情况之下可以动用暴力，我们就为其他暴行

亮起绿灯，尚武者就可以在堂皇的理由下大开杀戒。回顾历史，许许多多的战争

与屠杀是在 堂堂皇皇的理由下展开的。 

因此，反政治暴力者必须坚持，不论动机如何，暴力行为仍须受到谴责。 

现代的一些政客相当「精明」，他们知道为暴力行为作出辫护的老套已越来越行

不通，就索性否认曾干下的暴行。当然，在科学昌明、资讯发达的时代，这种伎

俩也显得笨拙了。 

 
一九八九年久月二十四日<南洋商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