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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和哈馬斯的戰事持續升溫，世界民意趨向兩極化，同情巴勒斯坦的陣營認為當

今的危機是以色列長期壓迫巴勒斯坦的惡果，例如美國哈佛大學有三十四個學生團體發表

聯合聲明，指出以色列是這場慘劇「唯一的罪魁禍首……今天的事件並不是無緣無故發生

的，在過去的二十年裡，加薩走廊的數百萬巴勒斯坦人被迫生活在露天監獄中。」 此

外，超過 3000 多名英國演藝人員發出聯署信，呼籲各國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指出「我

們正在親眼目睹罪行和災難。以色列將加薩大部分地區夷為廢墟，並切斷了二百三十萬巴

勒斯坦人的水、電力、食物和藥品供應。」 

在這篇短文裏面，我不會提供任何嶄新的見解，其實我所說的只是常識，或者只是哲

學中最基本的倫理常識，那就是：目的不能將手段合理化。即使反壓迫、反殖民、反種族

隔離是何等漂亮和高貴的道德口號，但哈馬斯殘暴的手法是令人髮指的。其實，這並不是

第一次哈馬斯採取野蠻的恐怖攻擊，過去有多名在以色列的中國勞工被哈馬斯的炸彈殺

死，一直以來，中共政府的立場都是親巴勒斯坦，當時有記者追問哈馬斯領袖為什麼要針

對中國勞工，他們回答：「「 因為他們為以色列人做事。」 但無論如何，這仍然無法改變親

巴勒斯坦陣營的想法，只需要戴上了「受害者」的神聖光環，彷彿任何行為都可以接受、

甚至被美化！ 

第二個哲學常識就是：即使在最艱難、最絕望的光景中，人仍然可以做出道德的抉

擇，最終人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而不是向別人推賴，英諺有云：「你總會有選擇（ You 

always have a choice）。」又如孟子所說：「貧賤不能移。」以巴衝突是歷史長河無數驚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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駭浪中的一次風波，舉例說，在 20 世紀初期之前，有大量亞美尼亞人和希臘人居住在土

耳其，但兩者都遭遇到民族大清洗， 1915 至 1916 年，土耳其發生了亞美尼亞人大屠

殺，據估計受難人數在六十六萬至一百二十萬之間，至今土耳其官方仍然否認這歷史事

件。此外，1927 年約有十二萬希臘人居住在土耳其，1955 年，希臘人受到暴徒襲擊，引

發了大批希臘人逃亡，最後土耳其只剩下幾千希臘人。可以說，亞美尼亞人和希臘人是近

東版的巴勒斯坦人，他們曾經世世代代在那片土地居住，結果不是家破人亡，就是被逼離

開家園。然而，受壓迫者的身份是否便順理成章地給予亞美尼亞人和希臘人「道德牌

照」，他們就可以騎劫飛機、在奧運會殺戮運動員、隨處引爆炸彈、將婦孺斬首、屠殺遊

客和外籍勞工、綁架人質、將半裸的女子遊街示眾呢？亞美尼亞人和希臘人當然沒有這樣

做，他們是有道德底線的，這可能是基於他們傳統的基督教文化。 

現在以色列呼籲加薩民衆向南方撤退，明顯地預備地面進攻，美國認為這大規模撤離

是極其艱鉅的，而且巴勒斯坦人無處可逃，美國與埃及協商，埃及與加薩走廊南部的拉法

過境站會重啟，供人道救援，但埃及與約旦兩國均表示不會收容巴勒斯坦難民；聯合國認

為 110 萬人的大遷徙將會構成嚴重的人道災難，故此要求以色列撤回呼籲；哈馬斯則要

求居民留在原地。可以想像，當以色列啟動地面部隊進攻的時候，將會有大量平民傷亡，

那時候左派人士又可以將自己置身於道德高地。不幸地，平民被擠壓在以色列和哈馬斯刀

光劍影的夾縫中。 

然而，哈馬斯可以選擇減低平民的傷亡，他們可以穿上軍裝，走出來和以軍一決高

下，而不是混雜在平民中間。讀者可能以為我說譏諷的話，其實在歷史中這是發生過的。

儘管有些案例記錄了日本士兵在太平洋戰役中偽裝成平民，但這並不是普遍或軍方認可的

策略。在沖繩島戰役中，日軍有時會利用沖繩平民作為人盾，但整體而言，日軍強調士兵

應該穿著制服，光榮地戰鬥至死，而不是採取欺騙手段，將自己隱藏在民居。 

德國軍隊在二次世界大戰時亦曾經零星地使用本國平民作為人盾，例如在 1945 年柏

林戰役期間，一些納粹德軍強迫包括婦女和兒童在內的平民留在軍事陣地和設施附近。但

以上只屬於孤立事件，歷史學家的共識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大規模、有系統地使用平

民作為人盾並不是德國的戰略或者戰術。請注意，我並不是說二戰時日軍和德軍沒有濫殺

無辜，我是說他們極少利用自己的人民去掩護軍隊。在大部份戰役中，他們都是擺開陣

勢，與盟軍正面交鋒。正如莊子說：「盜亦有道。」 即使殘暴如二戰時的日軍和德軍，仍

然有軍人的榮譽和規範。 

無奈，如今許多知識分子似乎都喪失了基本的判斷能力和道德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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