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C 陳思辰 

我們出生在一個前沿先進的國家，我們享受着鶯歌燕舞，山清水秀的錦繡山河，貌似生

於一個安樂的時代。但在我眼中，這是一個巍然屹立的時代，卻也是個大廈將傾的時代！ 

 

在我心裡，人們只是駕着一葉扁舟，蕩在湖中，樂在表面的美好，只不過身旁蒼蒼的柳

樹遮住了天，於是便向湖底望去，透過枝葉照進來的一絲絲陽光把湖面映得波光粼粼。但當

山雨襲來，天地為之色變，原本沉寂着的柳樹被寒風吹醒，瘋狂抽打湖面，激起驚濤駭浪，

瞬間驚雀聲聲，葉落紛紛，「和平」蕩然無存。現今俄烏戰爭已過一年，戰火依舊，讓我們意

識到和平其實是難得和易逝的，故我們應居安思危，人人皆隨時履行保護和平的責任！ 

 

  古往今來，和平都似流沙，想守住它，只能讓每個人都伸手接着，讓它流逝慢些，雖像

愚公移山，卻更彰顯人們期待和平的想法。這個時代的和平雖搖搖欲墜，但也不乏真正能挽

狂瀾於既倒，扶大廈於將傾的人們，而他並不會是某一個人，而是民衆！這二字，其意在於

「民」，但更重在「衆」。 

 

回顧我國，她經歷了兩千多年的帝制。君主為了宏偉版圖在瓊樓玉宇中號令天下，農工

為了豐衣足食在田間揮灑汗水。如若人人都這般盡己之責，倒也是一片祥和景象。但當遇到

君主昏庸，不管人間疾苦時，民衆亦不能再播種，不可再耕耘，大家也不能盡保護國家和平

之責了。以清朝為例，統治者生活奢華，不想着保衛國家的和平，不想着水深火熱的人民；

民衆亦愚昧無知，對同胞的生死、對國家的興亡視若無睹，再沒盡保護和平的責任。當時戰

火橫生，餓浮遍地，成山的白骨及烏鴉的鳴叫織成一張張罪狀，訴說着人們的失責。當戰火

穿過戈壁沙漠，翻過西嶺雪山，越過紫禁之巔時，象徵權貴的頤和園被燒成了灰燼，人民的

莊稼被燒成了焦土，大廈的脊樑應着人民的哀嚎轟然倒塌，一個氣勢磅礴的王朝最終都因沒

有保護好自己的國家而破滅。 

 

以史為鑑，故此我們今天人人都應保衛和平，舉起我們的雙手，拾起我們的責任，灌溉

着、滋潤着這片和平的土地，讓我們竭盡全力地一起保護這得之不易的和平！ 

 

     國乃大家，保大家才有小家。於一家而言，當和平降臨，我們也應回頭看看那個供養了

自己的小家，那裏同樣需要和平。戰火不止能蔓延至戰場上，亦會顯露在家。保家衛國是大

義，是保衛和平的責任；守護自己的家庭，同樣是保衛和平的責任。在家戰的層面，亦可激

發一場沒有硝煙，卻充斥着火藥的嗆鼻味的戰爭。我們與家人之間或會起紛爭，甚或訴之暴

力，我們應該去調和，去勸解，在火還未燃燒時將它撲滅。若家戰爆發，你會發現屋內那厚

厚的濃煙和積灰會濛蔽着原本有神的雙眼，濃霧嗆入口中，令人窒息。因此，挑起肩上保衛

和平的責任吧，我們每人皆要守護這個小家，不要讓它墜入冰窟。 

 



      

 

 

 

 

 

 

 

 

和平就似一棵枝繁葉茂的常青樹，需要每一代人，每一個人的澆灌才能茁壯成長，這是

我們每一個人的責任。縱使時代變遷，日月更迭，我們心底藏不住的依然是對和平的期許。

紛紛落葉捎來凱旋而歸的和平訊息，就讓它隨風飄揚，傳到世界的另一端，另一片同樣熱愛

和平的土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