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E 吳蔚欣 

和平是需要爭取的，和平是需要維護的，我們銘記每一個記錄傷亡、紀念勝利的
日子，不是為了延續仇恨，而是以史為鑒，捍衛和平。是否人人也可為和平作出貢獻？
我認為是。 

 
想想中國歷代的戰亂，到頭來受苦的只有百姓，戰亂一般的原因都是因為人類的

貪念，想獲得更多，想自己的權利更多，想要的東西越來越多，唯有靠戰爭從而獲取

這些。但如果統治者心中沒太多慾望，一心只想天下太平、國泰民安，則反而能令國
庫富裕、百姓安康。這就能證明和平的重要性。 

 
和平是人人也能作出貢獻的，就像保家衛國的士兵們，他們這精神很值得我們去

尊敬，例如在《長津湖》這部電影中，志願軍的流血犧牲、無私奉獻，換來了今天的
山河無恙、家國安寧。從中讓觀眾體會到當年黨中央和毛澤東先生作出中國人民志願
軍指戰員扛在肩膊上沉甸甸的家國責任。又例如在日本襲擊美國珍珠港中，美國的士
兵願意拼上自己的性命，也要保家衛國。這種種的例子也向我們帶出一個道理，並非
只是出身名門貴族、身份尊貴的人才可以守護和平，人人也可以為和平作出貢獻的。
那些保家衛國的士兵背負了重大的使命，他們雖出身低微，但他們是英雄，是值得我
們去尊敬的人。 

 
試想，假設我們現在身處於不和平的時代，我們會怎樣？我們可能三餐吃不溫飽，

沒有一個安定的居所，性命受到擔憂。不知道醒下來能否存活，會活在驚慌、恐懼、
擔憂之中。仇恨、報復這些負面想法也會蜂湧而來。我們該慶幸我們能歡聲笑語，全
家出遊；能三餐溫飽，吃到不同的美食；能享受很多物質的享受，購物自由，只因我
們身在一個和平的時代。 

 
當然，也有很多為和平的貢獻者，例如有被稱之為「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先生。

正因為他的努力和付出，在中國糧食最匱乏的年代，大米的產量得到提升，切切實實
地解決了很多人的吃飯問題。又例如米哈伊爾‧戈巴契夫，他是蘇聯第一位總統，改
革創新，希望維持蘇聯的統一性，並建立民主共和國的蘇聯。我們該感恩自己身在了

一個和平的國家，只因並非每一個國家也是和平的。在現在這個時代，還有一些國家
是落後的，還不能脫貧，營養不良，戰爭連連。該感恩你現在獲得的一切，父母安康、
四肢健全、三餐溫飽，看似平凡的事，在別人的眼裏也許是遙不可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