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學組入選獎郭蒨臻（一次災難的省思） 

 

  2009 年 8 月 7 日，一場史無前例的劇碼在這塊美麗之島──台灣戲院上

映，一個中度颱風：莫拉克，有如張牙舞爪的狡猾怪獸向台灣襲來，且以高超

的偽裝術和小技巧，使 2300 萬觀眾受騙上當，誤以為可讓台灣帶來久旱甘霖，

殊不知兩天兩夜的「破表」豪大雨，竟然釀成半世紀以來最嚴重的水患；尤其

位處於南部與東部的縣市更為嚴重。恐怖的景象，只能用「怵目驚心」來形容。 

  這次的八八水災：是莫拉克怪獸的強大攻擊。只見那原本蔚藍的天空，頓

時間怖滿怪獸的黑色爪牙，徐徐涼風也被其征服，順勢變成疾風怒吼，連那可

愛的溫暖太陽都害怕的四肢發抖，連忙披上斗篷落荒而逃，匆忙間，大意的太

陽先生打翻了水缸，大水稀哩嘩啦傾盆而下，這時雷雨交加，整個寶島都在淋

雨。偌大的威力導致處處可見山崩、路坍、橋斷、屋毀、人亡。腦海中頓時浮

現往昔的山水勝景，曾經周遭被盎然的綠意所包圍，曾經空氣中瀰漫著大地清

新的氣息。觸目所及，盡是蒼翠欲滴的景象，綠色使人們的生命靈魂更富色彩。

而今，山河變色、道路柔腸寸斷，讓許多人失去了賴以維生的幸福家園，並且

深切的體會到大自然的驚人反撲與天災的無情。這個教訓促使我們重新正視水

土保持問題，和思索如何避免類似的悲劇再度重演。 

    這次的大水災，造成許許多多的鄉鎮和災民受苦受難，甚至還有人因此不

幸罹難，這些消息真是令世人感到悲痛萬分。災民們眼睜睜的看著自己花了一

輩子建造的快樂家園，竟然一夕之間就被這場無情的水災沖走，他們心中的悲

慟是絕非筆墨所能形容；他們的哀傷有如巨石一般重壓在肩頭上，心中仍不時

掛念著摯愛的親人。那些房屋的殘骸和災害瞬間所發生的恐怖影像，對受災戶

而言，無非是在他們的心頭深深地劃上一刀，痛徹心扉，永難磨滅。但是，這

股悲傷的情緒卻逐步轉化成力量，並漸漸形成希望的種子，慢慢在萌芽，正逢

此時，政府以及各個慈善機構的愛心與物資不斷的送進災區，這些雪中送炭的

行為給了他們更多的溫暖與力量，使他們重燃意志，並且努力著手計劃如何重

建家園。大家無不期望他們能再度重展笑靨，迎向光明！ 

    這次八八水災，不僅考驗了台灣人民團結的心，也考驗了應變災難的能

力。經過了這次的慘痛教訓，我們深刻地明白，災禍只是代表結果，人類的作

為才是其傷害元兇。如何預防、準備、演習、措施，是當今最重要的一環課題。

「宜未雨綢繆，勿臨渴挖井」，平時的防患未然勝於事後的補救和懊惱！風災

雖是大自然的力量所造成，但經過仔細省思之後，是否在事件的背後，有著不

為人知的真相？事實上，這次水災所造成的嚴重傷害，有一半的因素是我們的

貪婪與野心所造成的。為了獲取更多的利潤，我們不顧後果，將山坡地濫墾濫

伐，以至於破壞林地結構；土地過度開發，造成土質疏鬆；排水設備不完善，

導致發生土石流等等環境問題，進而造成不能彌補的傷害。「種什麼因，得什



麼果」，自詡為「萬物之靈」的人類，聰明的發明了新科技，提高人們的物質

享受，創造更加便利的生活。這一切，都要藉由向自然爭地、剝奪其它物種的

生存空間，才能得到。人類的幸福，卻是犧牲地球的生態環境而來。綠樹被砍

伐殆盡；山坡地被夷為平地；清澈的河流被污染，蔚藍的天空一片灰濛濛。美

麗的地球變了風貌，大地暮氣沉沉，人們也頓失朝氣，這一切，不正是人類咎

由自取嗎？我們千萬不要為了一時利益而沖昏了頭，而造成無法彌補的遺憾，

甚而禍延子孫。人類應知所警惕，應多為這塊繽紛瑰麗的大自然付出關懷；多

為這片朝氣蓬勃的大地付出愛心，並且與之永續共存！ 

     萬物之母──地球，目前正受到二氧化碳病毒的侵害，導致暖化速度日

漸嚴重，由此可知我們的「未來」將面臨更甚於莫拉克颱風的災禍，因此我們

必須下定決心做好準備與防禦方針才行。我們只有一個地球，一旦地球毀滅

了，萬物將從宇宙永遠滅絕。同樣的，我們也只有一個臺灣，每一個島民都不

能置身事外。這一次令人刻骨銘心，驚悚上演的悲劇，讓我們深刻體會到──

唯有手牽手，心連心，共同守護這塊大地，才能過著安居樂業的生活！所以，

我們必須省思的是，怎麼做才能讓我們的後代子孫繼續享受這片優美的好山好

水？怎麼做才能使人類永續發展下去？我認為治本的方法應是從教育著手。教

育是百年大業，需要長時間往下紮根，才能見到功效。導正環保觀念是當務之

急，應從家庭教育開始，進而由學校教育承接，進而推廣至社會教育，讓地球

村的每一份子，都能有正確的環保觀念，並且熱愛這片土地，才能與之共存共

榮。 

    危機也許就是轉機，在地球發出警訊時，我們能及時正視此一環保議題，

使擬定應變的措施更有積極的意義。面對大自然的反撲，人類「人定勝天」的

傲慢心態，想必已受到沉重的打擊，面對大自然這個偉大的造物者，我們勢必

要用更謙卑的態度與之和平共處，認清與自然唇齒相依的關係。已遭破壞的環

境，應當如何修補？未遭破壞的，該如何保護？「取之於自然，用之於自然」，

大自然給予人類安居樂業的淨土，我們應心存感激，不要成為破壞它的元凶。

自然的一切，並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災難過後的省思，讓我們對環境保護

責無旁貸，相信只要人類的每一份子都能善盡保護自然環境的責任，我們居住

的土地就永遠是美麗的青山綠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