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曙光 

     國破⼭河在，城春草⽊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驚⼼。烽⽕連三⽉，家書抵萬⾦。⽩頭
搔更短，渾欲不勝簪。這⾸詩是名聞天下的杜甫所寫，杜甫僅僅⽤幾⾏詩句，卻將戰爭帶來
的殘酷現實描寫的淋漓盡致，也將以巴戰爭的傷害揭開了序幕。 
    
     ⽩駒過隙、時光荏苒，百年前的以阿衝突及阿以衝突為現今的以巴戰爭埋下種⼦。勇
氣、智慧、錢財都是可以來形容猶太⼈的代名詞；擁有語⾔天賦、將信仰奉為圭臬的阿拉伯
⼈，兩者⼀⽕ㄧ⽔，互不相融，可想⽽知神仙打仗的結局，都是平民⽼百姓受傷，這場永無
⽌境的戰爭到底何時會畫下句點？ 

     以⾊列近期巴勒斯坦激進組織哈瑪斯，最近⼗分不平靜，竟然在贖罪⽇戰爭50週年時，
從加薩地區發射數不勝數⽕箭攻擊以⾊列，並派遣殘暴的武裝分⼦跨越國界侵⼊以⾊列領
⼟，俘虜及狠毒的殺害該國平民和⼠兵，違反⼈道的⾏爲令⼈不勝唏噓，⽽以⾊列也不再忍
氣吞聲的反擊，雙⽅仍僵持猛攻交⽕，這波攻擊50年來最⼤規模的衝突，新聞頭條就像迫在
眉睫的記着，接收接⼆連三的有災害傷情傳來，幾乎佔滿了這個⽉的新聞頭條，也希望透過
⼤眾媒體，將這場以巴戰爭，能透過⼈民、國際組織、各國政府，化為和平。⽽令⼈ 暴跳
如雷、憤⽽不平的⾏為，是哈瑪斯⽤不⼈道的⼿法去殺害年幼無知的幼童、嬰兒，及⽩髮蒼
蒼的⽼⼈、即使受到國際間的撻伐也不曾停⽌恐怖殺害，已經讓以⾊列的百姓陷⼊恐慌、恐
懼的深淵中，眼睜睜的看著⾃⼰⼼愛的家⼈在烽⽕連天的國家殘喘度⽇，也每天⼼驚膽顫的
害怕會被⼤屠殺，精神折磨加上戰爭的迫害，無法想像現在的百姓怎麼渡過接下來的每⼀
天？ 

      在國際政治與現勢的課程中，學到「安全困境」、「國際體系」，現今以巴戰爭戰況激
烈，戰爭的每⼀處都是⽣靈塗炭、 肝髓流野，政府是否要提升⾃我的安全困境，也是⼈民
關注的重點，若以⽬前形勢繼續下去，就像候⿃沒有季節般，無家可歸，⼈民⼼中滿腔的仇
恨，只能⼀點點燃著那渺⼩虛無的求⽣意志，我認為⼈道⼲預跟⼈道救援需相輔相成的去實
施，⼀⽅⾯多國可以利⽤經濟制裁、軍事制裁等等…以不會危及到⼈民的⽣命安全為基準，
進⾏⼲預，阻⽌哈瑪斯在繼續肆無忌憚的⼤屠殺。另⼀⽅⾯，可透過⼈道救援的⽅式，派遣
願意赴湯蹈⽕的無國界醫⽣前往醫治，並且開設有條件的收容所，讓受戰爭迫害的難民們，
有暫時的棲⾝之所，也因為是有條件的收容所，所以可能政治問題會較⼩，且也⽐較不會
讓 貪⼼無厭的⼩⼈，有可趁的機會去佔⽤政府給予的資源，⼀舉兩得，也可捐出所得給⼈
道救援組織，讓他們可以有資源去救援三餐不濟、顛沛流離的百姓，微不⾜道的⼼意，確⾜
以慰藉哀鴻遍野的叫聲及遍體鱗傷的⾝⼼。再來也可透過各國媒體的⼤眾傳播，多派戰爭記
者到現場拍攝及採訪，雖然記者也會深⼊險境，甚⾄可能⼀去不回，成為砲⽕下無辜的百
姓，但卻可讓不勝枚舉的國家，看到戰爭帶來的暴虐，喚醒各國⼈民⼼中埋藏的那份正義
感，利⽤連署、請願、抗議、遊⾏等⽅式，⽤⾮暴⼒的⼿段，為⾝在戰⽕不斷的難民爭取最
後的⽣存權，也可以再⼼中替他們祈禱，希望能⽤真誠的祈福替他們祈求到幾⽇的平安順
遂，點亮⼀盞盞的希望，終究可推疊成耀眼的燈塔，照亮恐懼的深淵，照亮灰燼的家鄉，照
亮⿊暗的回憶，給予最⼤的勇氣的⽀持！ 



        ⾺丁·路德曾說：「和平才是⽣活的終極⽬標，⽽不是戰爭。」若⾺丁·路德還在⼈間，
是否這場戰爭就會因為多了⼀位和平領袖，給戰民多⼀份⼼靈的慰藉，或許，他們就不會如
現在這般痛不欲⽣的活著，反⽽⽀持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理想，⼀個願意為
了國家和平，不顧⼀切的替⼈民的⼈，他拋開可能被千⼑萬剮、趕盡殺絕的可能，卻屹⽴不
搖的緊握著那能帶給⼈民的⼀絲絲曙光的希望，無所畏懼的挺⾝⽽出，為世界的不公平發
聲！為家破⼈亡的家鄉祈禱！為沒能⾧⼤的孩⼦送別！為戰爭拼搏的⼠兵打氣！為這場戰爭
未停⽌⽽悲鳴！傷亡留下的鮮⾎，⼀滴滴在殘破不堪的屍體上流動著，烽煙瀰漫整座城，看
不⾒那烏雲密佈的天空，何時才能在⾬過天晴？千瘡百孔破碎的⼼靈，痴痴等待著上帝的⼀
道曙光，讓寒⾵刺⾻的凜冬，能有在被暖陽擁抱⽇⼦。 

    
   停戰的曙光何時才能照亮烽煙四起的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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