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C 楊日 

自文明誕生以來，與「人類」有關的問題接連出現，就如：追求和平是不是人類的共同願
望？殊不知早在人們提問前，答案已經寫在歷史裡…… 

 

翻開歷史書中一頁，赫然寫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原因 — 極端民族主義！人們將國家利益、
民族榮譽凌駕於生命，因此戰爭爆發。當時德國被泛日耳曼主義沖昏了頭腦，彷彿要成為世界
霸主勢在必行，為此一步步囤積大量軍備，在外國殖民地挑事，接連引發兩次摩洛哥危機。但
他們對此沒有絲毫顧忌，反而舉國上下充斥著一陣戰爭狂熱，好像只有戰爭開始，和平不再，
他們才如願以償。德國不是一個特例，法國有「復仇運動」、俄國有「泛斯拉夫主義」、英國

有「世界霸主權威」……最終戰火因此引燃起，小國塞爾維亞的民族分子，為「大塞爾維亞運
動」槍殺日耳曼陣營的菲迪南大公，矛盾迅速激發，世界火藥桶激烈爆炸了！最終換來一場無
意義的戰爭以及歷史書上又一頁的死亡數字。 

 
翻到新一頁，沒有傳統故事書上的精彩反轉，人類沒有反思和平的寶貴，野心家依然是書

中主角，那群追逐和平的人被擠到個小小角落。放心，名字全改了。從德皇威廉二世，換成納
粹黨希特拉、法西斯主義墨索里尼，還有日皇昭和。他們同樣有著一群死忠的黨羽，把整個國

家改造的戰意盎然，然後再次打著各式旗號展開侵略。短短數十年的和平又再如潮水般退去，
炮火和屍骸如那密密麻麻的沙土，人類好像分成兩波，少數選擇追隨那飄泊的海浪而去追求和
平，大多選擇留在岸邊等候戰爭。 

 
又是一頁熟悉的統計報告，往前揭揭往後翻翻，歷史書似乎由一個江郎才盡的作家所寫，

一遍遍地重複著老套戰爭故事，硝煙與死亡才是故事主調。追求和平的人們只有寥寥幾筆，並
未吸引看客過多目光，人類還是喜歡打仗。開卷致此，答案似乎早以浮現：「人類對和平並沒
有太多追求，更遑論是共同願望!」 

 
可是，如同推理小說一樣，事實真就這麼簡單嗎？單憑幾場戰爭就能蓋棺定論，否定這個

命題？將歷史書割裂再拼湊，那一頁頁冗長的死亡數據，形成一個嶄新故事。故事裡，寫著志
願軍悍不畏死，度過鴨綠江打韓戰，為的是不讓戰火波及國內，保護那一份得來不易的和平安

寧；寫著蘇聯紅軍和盟軍士卒，以鮮血推進戰線，為的是盡快結束軸心國侵略，還歐亞大陸一
個和平；寫著一戰裡人們不惜革命推翻政權，只為一個與他國求和的機會；寫著歷朝歷代橫穿
中西文明，人們不計代價為和平作出的努力。歷史書那屍山背後，是人類以犧牲爭取和平的証
明，記載著人類追求和平的荊棘滿途!人類對和平的追求之所以藏在書的角落，卻又充斥戰場
每處，不正因人性的光輝，平日裡總是隱藏在黑暗之中，只有在絕望中爆發燃亮四方嗎？ 
 

其實，人類在風雨中追求和平的腳步從末停竭，不過是野心家的罪行罄竹難書，掩蓋了追
求和平的人們吧。也許現在還有戰爭，歷史依舊在重演，但我相信「追求和平是人類的共同願
望」這句話沒有錯，這個願望必定會實現，哪怕要花上一萬年！終有一天，歷史書結尾會印著
一隻又一隻和平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