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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五年來最大規模的化學武器襲擊平民事件，發生在本年八月下旬的敘利亞內戰

，當時政府軍為了對抗首都大馬士革郊區的反抗軍，居然對後者控制的住宅區發射大

量化學武器，導致一千四百多人（至八月底為止）死亡、上萬人受傷。戰爭本來就是

軍人的專業，仗打起來時軍人大打出手，相互砍砍殺殺，有時不免過了頭波及平辜百

姓，這或許是避免不了的事，但蓄意而且大規模地就直接把毒氣一堆堆往人口密集的

平民聚居區砸下去，那就真的是豈有此理了。 

看著事後一批又一批兒童的屍體被擺在地上，一排排地從這一端延伸到那一端，

看著那些天真無邪、稚氣未脫的臉孔，真叫人有無語問蒼天之感。他們怎麼可以對自

己的同胞，做出這樣的事？相信很多人都有這一種疑問存在在腦海中，其實在中國的

老子在幾前年前，就曾很睿智的形容過這種狀況，政府要是沒有一點慈悲心，老百姓

是會被踐踏到無以復加的境地的。這種情況尤其容易發生在戰爭時期，戰爭使法治與

人權的制度、觀念大幅削弱（為了打勝仗，誰還管你那麼多）一但逼急了或面臨非常

狀況時，很多冷酷無情、殘忍無比的措施就紛紛出籠。譬如十八世紀初，瑞典國王查

理十二曾率軍大舉入侵俄國，俄國人知道正面交鋒根本打不過對方，於是採取漸次後

撤與堅壁清野的方式來消耗對方的實力，再伺機反攻。當時俄國沙皇彼得一世居然下

令，瑞典軍隊將經過的地區，所有村落、城鎮的物資全部帶走，帶不走的全部燒掉，

並在全部的水井中投下毒藥。當時瑞典軍隊看到前面不遠的俄國聚落升起大股濃煙，

百姓哀號哭叫的聲音響徹雲霄時，也是個個目瞪口呆，其中一名領軍的大將那時也曾

用難以置信的語氣問查理十二：「他們怎麼可以對自己同胞，做出這樣的事？」俄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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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殘忍，但比起後來歷史上發生的事，似乎也相形遜色。西元 1988 年兩伊（伊拉克

、伊朗）戰爭期間，伊拉克總統海珊就對境內有分離主義傾向的北部庫德族村落發動

化武攻擊，整個村子幾乎被滅絕，共死了五千多位平民，這次屠殺也被視為二次大戰

以後最大的一次化武襲殺平民事件。後來在 2006 年海珊被美軍捕獲送往伊拉克法院審

判時，這次化武攻擊平民事件也成為他被判處絞刑絞死的主要罪證之一。可是很荒謬

的是，戰爭時期的平民虐殺事件有時跟戰爭目標本身實在扯不上什麼關係，但還是有

老百姓莫名其妙地倒了大霉。越戰時期，美軍有一次到越南鄉下一個村子去，幫村內

的小朋友打預防針、注射疫苗以防發生傳染病。結果後來越共游擊隊知道了這件事，

居然派人到村子裏把所有小朋友注射過預防針的那隻手臂通通砍下來，然後聚集在地

上堆成一座小山，美軍指揮官後來看到那一幕景象，當場嚎啕大哭—─這些人是你們

自己的同胞哪，你們怎麼忍心這樣對待他們？或許當時越共有意用這種威嚇方式讓百

姓不敢跟美軍有任何接觸，但究其實際，不打預防針，瘟疫蔓延開來，難道越共的人

員就不會受傳染嗎？更別提這種野蠻至極的做法是不是對部隊本身形象會造成負面影

響了。那一大群小孩何辜？要受戰火這樣子的莫名株連至此。 

所以現代社會講究人權與人道是必須的，也蘊含深刻道理的，人性中有其卑劣的

一面，尤其在受到各種利益因素（如權力、財富等等）的誘惑時，往往就更加肆無忌

憚地顯露出來，這時欺壓弱小或傷害無辜，經常就成為手段中的一環。其實這種例子

也不是只有在戰爭中發生，資本主義社會中平時資本家或老闆刻意壓低薪資剝削員工

不就是欺負弱小，另為降低成本、抬高利潤生產食品或飲料時，故意在其中加入含化

學成分的非法原料，不就是傷害無辜（消費者）？這種少數人從眾生悲苦的境遇中賺

取大筆財富的戲碼，台灣不也是一再上演過？而歷任政府卻經常與這些財團、資本家

沆瀣一氣、狼狽為奸。觀察各國的類似經驗，要改革這種政府大小眼、勢利眼的現象

，釜底抽薪、亡羊補牢之道無他—─人民必須有所自覺，主動團結起來監督、壓迫政

府推行各種必要的政策或制度，再做不到就直接用選票來修理這些政客了。如果民眾

這一點沒想通，還是因循台灣傳統社會流傳的一種錯誤觀念「不要管政治」，而對政治

事務、公共事務仍舊持之冷漠的態度，那必然會應驗政治學上的一項定律：你不管政

治，政治就會反過頭來管你，而且是用很爛的方式來管你。到時候面臨什麼苦果，那

你就自己吞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