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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獎與和平樹 

 

和平是人類的普遍願望。華人有句諺語說：“寧為太平犬，不為亂世

民”，可見對和平期盼的殷切。 

今年，就任只九個月的奧巴瑪總統(Barack Obama)，獲得諾貝爾和

平獎。有人以為不可思議。 

據說：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候選人提名的截止日期，為每年的二月

一日；也就是說，奧巴瑪在一月二十日宣誓任美國總統，不過十天，就獲

提名為和平獎候選人，實際工作的時間，只有約一個星期；不能避免的，

可能有超時加班，但也不會久到那裡去，自然更沒有甚麼功績可表現。這

樣，他對於諾貝爾和平獎能夠受之無愧嗎？ 

首先，合瑞典，挪威組成的評委會，以客觀，無私，智慧著稱，所決

定的獎項，除文學獎不易定論之外，大致都得普遍的肯定和尊重。不過，

其他的獎項，都是有具體的成績決定，和平獎則不是如此，是要看將來的

影響。 

我們知道，“善戰者無赫赫之功”，是不戰屈人之兵，是使可能的敵

人知其不可敵。同樣的，和平不只是救濟戰爭的傷害，而在於弭戰爭於無

形，對於人類有更大的貢獻。有個故事： 

 

    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灶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為曲突，遠 

    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 

    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 

    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 

    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亡恩澤， 

    焦頭爛額者為上客耶？”主人乃寤而請之。(漢書“霍光傳”)  

 

漢大將軍霍光，字子孟，是三朝元老，柄政二十年，對於恢宏漢室，

安國定邦，功勛卓著。他把女兒給了漢宣帝為后，霍氏子弟權勢薰天。霍



光逝世後，他們恃勢驕縱，所為不法頗多。茂陵徐福屢次上書，請求皇帝

加以抑制，宣帝閱後置之不理。到後來他們跋扈謀逆，費了大力才平定，

並誅除夷族。亂平後，論功行賞，只是洞燭機先的徐福無分。有人上書皇

帝，說了這個“曲突徙薪”的故事，顯明防患未然的政治智慧。英明的宣

帝果然感悟，賞賜了徐福。 

不過，在一般情形下，沒有誰因為防止火災發生，而得到獎賞，只有

救火的英雄。 

一般的和平，只是戰爭的間歇，交戰雙方中，有一方被征服了，或雙

方都筋疲力盡，兩敗俱傷，才出現和平。但真正偉大的和平，是不發生戰

爭的和平。 

獲諾貝爾和平獎的人中，有兩位偉大的美國人，對和平有特殊貢獻。 

美國第二十八任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1856-1924)，畢生

的理想是公義持久的和平，反對暴力。威爾遜反復強調：“公義勝於強

權，和平重於武力。”他的功績，不在於美國參加歐戰，擊敗了德國，拯

救了世界，而在於提倡建立世界和平的構想，組成國際聯盟；雖然他沒有

及身見到持久和平的實現，甚至因為美國國內政客的阻撓，沒有參加國際

聯盟，但其崇高的理想，堅定的努力，贏得普遍的尊敬，而榮獲 1919 年

的諾貝爾和平獎。 

馬丁路德.京恩牧師(Martin Luther King,Jr.,1929-1968)，倡導和平

示威，提倡人權，他主張：“如果必要，可以面對暴力，但拒絕回以暴

力。”在他更期望未來的日子，美國能夠實現“所有的人生而平等”的信

條，在每一個鄉村，每一個茅舍，每一州，每一市，所有神的兒女，不分

膚色與種族，都能夠享受自由。正如他自己所預言說的，馬丁路德京恩牧

師，只是登山眺望，並未於進入應許之地，但他的理想，和為理想而奉獻

與所作的努力，使他榮獲 1964 年諾貝爾和平獎。雖然，他於 1968 年，

為殘忍的種族仇恨者所暗殺，但他的理想，啟發南非反種族隔離的曼德

拉，實現了協和的目標。 

奧巴瑪總統，其生也晚，但他能夠努力克服種族的成見，以智慧和遠

見，贏得全國眾多人民信任，付託以總統重任。他愚昧的前任，剛愎而行



同痞賴，以暴戾的言語行動，侵略欺凌，得罪別的國家，挑起戰亂；但奧

巴瑪就任之初，就高瞻遠矚，表達善意和智慧，啟發和平的良知，正如威

爾遜和馬丁路德京恩一樣，表現產基督徒的品德。聖經說： 

 

惟獨從上頭來的智慧，先是清潔，後是和平，溫良柔順，滿有憐 

憫，多結善果，沒有偏見，沒有假冒；並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 

平所栽種的義果。(雅三:17,18) 

 

那棵結出“義果”的樹，就是十字架：主在十字架上受死，使信祂的

人，與神建立了和平，才可以結出義的果子。 

威爾遜在中風並退休後，離世前不久，他更寫了“免於革命之路”一

文(The Road Away From Revolution,1923)，苦口婆心，說明資本家

的貪婪壓榨，不是基督教的原則，並語重心長的說： 

 

我們的文化，除非有靈性的救贖，難有物質的生存；必須充滿基 

督的靈，並生發實踐，而成為自由安樂。這樣，才可以驅除對現 

實的不滿，揭開前途的陰翳。 

這是對我們的教會，對政治機構，對資本家，最後的挑戰－對於 

每一個敬畏神愛國家的人。豈不應該誠實合作，迎接新的日子？ 

 

聖經清楚說明，人間的和平，必須建立在基督所立的根基上：“既然

藉著祂[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藉著祂叫萬有，

無論是地上的，天上的，都與自己和好了。”(西一:20) 

深願神的兒女們，都作“和平之子”，在這個已經夠混亂的世界，傳

播善意，消弭分爭，並仰望和平之君基督耶穌再臨。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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