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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早媽媽打掃的時候，瞄一瞄玻璃窗外鄰居晾曬的衣服，便批評道：「看！那新鄰居真馬虎！衣服

還是污漬斑斑，洗得一點也不乾淨。」 

女兒聽後，一言不發，走到窗前仔細打量，隨即抹掉窗上的灰塵，說道：「這不就乾淨了嗎？」 

媽媽恍然大悟，不乾淨的不是別人的衣服，而是自己的窗子。 

試就這個故事對你的啟發，寫作一篇文章，談談如何消除偏見 
6E   蕭翠萍 

     有位媽媽打掃時瞄一瞄玻璃窗外鄰居晾曬的衣服，便批評新鄰居的衣服洗得不乾淨，她的女兒

卻不然——她聽了母親的話沒有盲目相信，而是走到窗前仔細打量，發現母親口中的污漬其實是窗

上的灰塵。這反映出人們對事物懷著偏見，缺乏自省，便會錯怪他人；唯有理性思考、主動自省，

才能消除偏見，讓真相得以大白。 

  現實中有些人像這位只對窗外「瞄一瞄」的母親，總是保留著對事物舊有的想法，憑經驗、感

覺便作出批判，連了解實情的動機都沒有。在我們的印象中，豬是最愚蠢的動物，卻沒有誰說得出

豬的智商；更生人士都是犯過法的人，不值信任，卻沒有誰能證明這是個鐵律。這些偏見都是窗子

上的灰塵，阻礙我們了解事實。故此，若想消除偏見，我們應抱持理性、求知的態度，主動了解真

相，抹掉舊日積累的塵土。日前香港有一名母親向警方報案，指有內地歹徒拐帶其女兒，消息一出

令全港嘩然，很多網民都指責內地人是冷血的，為了利益什麼都幹得出來，基於偏見，大家都將案

件的焦點放在犯案的「內地人」上；警方卻以理性的角度查找真相，不受港人的輿論左右，專注搜

證，最終發現真正的犯案者正是報案的「母親」——她是受害者的後母，因家庭糾紛殺害女兒，將

之棄於垃圾箱，為阻礙警方搜證先發制人，利用港人對內地人道德價值的偏見減低自己遭受懷疑的

機會。愛恩斯坦曾說：「我不比別人能幹，但我有過人的好奇心。」我認為這話都適合形容警察——

他們不一定比大眾機智，但憑著他們對案件有尋根究底的精神，不被偏見影響，主動搜證、了解真

相，不排除任何可能性，才能成功破案。由此可見，放下成見，理性、主動地了解事實才能消除偏

見。 

  我們的驕傲、不懂自省亦形成偏見。「人無完人」，但我們往往會因為個人成就、地位而自以為

有批判他人的資格。故事中的母親居住時間比新鄰居多，對外來人懷有偏見，自以為已打理好家庭

事務，沒反省眼前景象是基於自己沒有清潔積塵的窗戶。故此，多作自省、不以高人一等自居才能

消除偏見。有不少上一代人反對「八十後」激進的抗爭行動，認為這是欠缺理性、計劃的行動，不

能達致成功。這樣的看法是源於上一代人以經驗豐富自居，無法包容新一代人用自己的方式去改變

社會。然而，在「反國教事件」、「電視發牌」等抗爭中，八十後的激動行為確實有效引起社會關注，

並非如上一代人所形容的「徒勞無功」。在反國教事件中，更有一群資深教師勇於自省，放下身段，

與學生一同絕食，不抱持偏見，一同表達訴求，成功連繫兩代人。由此可見，以虛心、謙卑的態度

作出自省，像故事中默默抹窗的女兒一樣，就能消除偏見。 

  偏見在世界隨處可見，但勇於打破偏見的人不多，大家都甘於活得像羊群，跟從大眾的趨勢去

走，讓偏見累積、延綿。人類一直活在盲點之下，沒有求知與自謙之心。其實偏見的消除不在於大

眾的看法，卻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我們每人都架著一副老花眼鏡，自以為舒適，不願脫下，卻不

知它令我們看得見眼前，看不見遠處；脫下眼鏡，親眼認清事實，才能消除偏見，覓得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