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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煥堯  

 

 

聖經啟示錄所謂的四大騎士即戰爭、災疫、飢饉與死亡。它所提及四項因素包括

戰爭、災荒、瘟疫與飢饉等其實就是歷史上人類社會中削減人口最具威力的四大殺手

。以戰爭而論，人類有史以來在大型戰爭方面已歷經了兩次世界大戰，至於小型戰爭

──國與國、地區與地區或種族宗教方面的衝突更是無日無之，因此人類被稱為是好

戰的動物，誠其來有自。而戰爭從某種角度來看，其實就是直接了當的集體屠殺。一

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場為主）就死了兩千萬人，二次大戰更將死亡人數提高到七千兩

百多萬（史上規模最大、死傷最多、破壞性最強的戰爭）。一戰歷時四年（1914～1918

），二戰歷時六年（1939～1945），要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以人為的的方式製造出如此

大規模的傷亡，除戰爭外還真的很少有其他因素可與之匹敵。  

  而現代戰爭的另一特點在於傷亡的主體往往是平民百姓而非軍事人員，此情況

在二戰及二戰後尤其明顯。一方面是因軍人有較佳的防護與防禦能力，二方面也與各

交戰國的戰爭態度和方法的變化有關。以二戰時的納粹德國為例，當時納粹即是趁德

國軍力橫掃歐洲、無人能擋之際，致力解決其念茲在茲的種族主義問題──消滅劣等

人種，如猶太人、吉普賽人與東歐斯拉夫民族等，以保護優秀的亞利安人的純正血統

。光猶太人在此政策下就被消滅了六百萬人，吉普賽人則約五十萬左右，東歐各民族

則超過一千七百萬，彼時的平民真可謂是被屠戮得死傷狼藉、屍橫遍野。  
                                                 

 黃煥堯，南台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社會科學組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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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二戰時候的美國方面，則與大戰後期針對德國採行的戰略轟炸（即地毯式、

不分青紅皂白地濫炸德國城市）已逐漸背離羅斯福總統所主張的乾淨戰爭原則（軍事

攻擊儘可能針對軍方而避免波及平民）有關，因此也使平民百姓的傷亡日益上昇，此

種行動也在後來對日本的東京大轟炸與廣島、長崎的原子彈轟擊時達到頂點。廣島僅

遭受一顆原子彈攻擊總計即死亡二十多萬人，這期中大多數也都是老百姓，軍人反而

佔少數。是以在二十世紀末期的南斯拉夫內戰（1990 年代中期開始），即有軍事觀察家

赫然發現，平民與軍人的傷亡比例約在十比一左右，也就是說越是接近現在，戰爭一

旦打起來，百分之九十以上死掉都是平民，軍人傷亡反倒不是那麼慘重。難怪熟諳戰

史的專家一致認為，只要戰爭發生，無論誰是誰非、誰勝誰負，最倒霉的一定是老百

姓。因此中國古代第一兵書孫子兵法開宗明義首章第一句即強調：”兵（戰爭）者，

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意即戰爭是一國的重要大事，關係

到國家的存亡與許多百姓的生死，不可不詳細考量。洵為貫通古今的至理名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