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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四日，俄羅斯總統普丁對烏克蘭採取軍事行動，並且以「保持烏克
蘭的中立及去納粹化」的理由，持續侵略烏克蘭的領土。但事實真是如此嗎？

    我們先由歷史背景來看，烏俄兩國以前其實是一個國家，在蘇聯時代，烏克蘭也是蘇
維埃聯邦的一部份，直到西元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烏克蘭才正是成為主權獨立的國
家。但是在澤倫斯基上台之前，烏克蘭在政治立場上，一直呈現親俄的態度。現任總統
澤倫斯基上台後，一改先前親俄的態度，並且計劃加入以美國為首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要和俄羅斯的「斯拉夫主義」劃清界線，因此激怒俄羅斯。

    但真正的原因是烏克蘭是全球小麥主要輸出國，在二戰時期更是被稱為「蘇聯的穀
倉」，是蘇聯軍隊的糧食主要來源地區。但是在蘇聯解體後，俄羅斯便失去了這個糧倉，
先前俄羅斯攻佔克里米亞地區以及扶植烏東的兩個親俄政權，都是為了攻打烏克蘭做準
備。

     戰爭起於人心的貪婪，我認為戰爭的出現是由一群不 安於現狀的人所引發的。戰爭
即是革命，因為由ㄧ群有著不同理念的人起來推翻另一群人。戰爭應該是為了捍衛自己
的信念而存在的「聖戰」，而不是為了奪取、侵占他人甚至他國的利益和領土的「侵
略」。我認為普丁想要透過併吞烏克蘭來提高糧食生產量，但是他忘了，戰爭中沒有真
正的贏家，戰爭中惟一平等的只有痛苦。這次侵略造成無數烏國民眾家破人亡，俄軍在
戰場上也沒佔上風。

    戰爭其實是不該出現在現代這個已經有法治、有明文規範是非的世界裡，但即使再嚴
格的國際規範還是避免不了烏俄戰爭的悲劇發生。俄羅斯的國民，也並非全體一心想打



仗，因為非但沒有意義，也讓兩國人民遭受經濟及生命財產上的損失。，俄羅斯窮兵黷
武的行為，正是我們現代人最好的借鏡。

    不久前俄軍在布查鎮進行的無差別大屠殺，無數烏克蘭平民罹難，宛如種族滅絕的場
景令人髮指，和平是烏克蘭民眾現在最渴望的。我們何嘗不是如此？

    和平是世界最初的樣貌，和平的出現，是來自大家信念一致的時候。一旦出現分歧，
戰火將會重新降臨大地。和平是由一群理想主義者所堆疊出的夢想，他們希望以和談取
代戰爭，但是這個夢想是無法被大眾所接受的，因為人都是自私的，大多數的人不願放
下眼前的利益，渴望一家獨大，不願和別人分一杯羹，最終催生戰爭，而戰爭便擾亂了
寂靜祥和的世界，究竟是誰引起了戰爭？不就是那些野心家嗎？他們被欲望蒙蔽了雙眼，
不擇手段奪取他人財物甚至他國領土，像普丁這種以武力強取豪奪的統治者，歷史上多
得不計其數，例如俄羅斯前總統葉爾欽，因為侵略車臣而遭到國際制裁，最後被迫下台，
普丁將會步上他的後塵，咎由自取。

    戰爭是催生和平主義者的功臣，一旦有了爭鬥就會有希望以和談來將雙方恩怨糾紛化
解的「鴿派」成員來請大家和平解決，但和談的內容往往伴隨或多或少的利己主義。因
此和平無法在這些人的努力下「千秋萬世，直到永遠」，因為人一旦經歷了太平盛世，
難免會有征服慾，渴望獲得如統治者般的地位、權勢及財富進而展開一系列的爭鬥，包
括戰爭。

    我希望這場戰爭的結束，能讓兩國的人民回歸到正常的生活，更不要有人因為滿足征
服者的野心去犧牲了。和平的可貴在於它的誕生過程，往往被無數犧牲者之名所填滿，
我希望這些人的犧牲能為兩國換來永久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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