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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天災是人類最大的敵人」，也有人說：「人禍比天災更可怕」，而

我當然是支持後者。天災，指的是由大自然而來的自然災害，如颱風、海嘯等，而

人禍我就認為是指人為所做成的災禍，小的可以指交通意外，而大的可以指人類之

間的戰爭等。故此，我認為人禍比天災更可怕。 

首先，人禍可造成的傷害比天災更廣。現代的科技發達，在面對不同的自然災

害時，大部分國家都能實時透過科技了解當地災情，及時發佈正確的訊息，令平民

能夠安全、有效率地保護自己甚至及時離開，令天災所造成的傷害減至最小。例如

澳洲發生大型山火時，救護人員能透過市民手機發出的訊號或打出的求救電話，大

約找出市民的所在地，加快搜救過程，令天災所帶來的受害人減少，令上海能控制

在一定範圍內。然而，當人們刻意隱瞞災情，令市民不能得到適當的保護而令人們

受傷害的事，就屬於人禍了。而正正是因這些人禍，才會令人收到更多傷害。例如

切爾諾貝爾核事故時，當地政府不但沒有及時告知其他國家這事故的發生，令其他

國家的平民無辜受到其影響。政府更向自己的國民隱瞞，令當地建築工人在不知情

的情況下為核電廠興建隔離牆，使工人受到由輻射帶來的不可逆的傷害，有的在幾

個月後死去，有的就只能帶著一輩子的病患。可見，天災所帶來的傷害能透過現代

科技及時令傷害減少，然而人禍所帶來的的隱瞞災情，甚至錯誤情報會令傷害不但

不能及時控制，甚至進一步擴大。 



其次，人禍所造成的影響比天災更深。天災所造成的災害人們只能夠有適當的

應對及補措施救就能令災情受到控制。然而，人禍所造成的影響是可能植入一個人

的心當中，甚至整個國家、民族當中。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德國戰敗，被迫簽下條

約並被要求還出巨額，這不但令戰後已經飽受戰爭傷害的德國平民的生活雪上加霜，

更在他們心頭植下了仇恨的種子，最終引發第二次世界大戰，令全世界再一次經歷

戰爭。可見，人禍所造成的影響，不單單只是令人們受苦，更是在人的心中植下仇

恨，令他們有機會再一次令人禍重演，為人類文明帶來更深遠的傷害。 

最後，人禍所造成的傷害持續時間更遠。現代社會文明發達，就算發生天災，

也有政府及不少志願團體出錢出力幫助受災地區，重建當地，救助災民。然而，正

因科技發達，人禍能夠造成的傷害反而變得更長遠。福島核事故所放出的輻射令當

地直到現在也不適合種植和捕魚，令當地漁民、農民不得不離開家鄉以求生路。再

加上上文提到的切爾諾貝爾事件，當地直到現在也難以說是適合長期居住。可見，

人禍所能帶來的傷害的可能的持續時間比天災更長久。儘管這些可能只是罕見的事

故，但也顯示能夠造成的傷害能帶來極長久的傷害。 

總括而言，人禍能夠造成的傷害比天災更廣、更深、更遠。因為現代的科技，

我們能夠及時控制天災帶來的傷害。然而人禍所做的傷害不但因有可能被人隱瞞而

擴大，而且也更深，持續時間更長。我認為我們應該盡我們所能去防止人禍的發生，

以防止更大災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