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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是海裡的一隻魚 

普高二甲 朱品諭 

    日本的國際創價學會會長池田大作:「對自己的痛苦敏感，而對別人的痛苦極其麻

木不仁，這是人性的可悲的特色之一。」能同情別人的人，別人也會崇拜、尊敬你。就

如孟子所道:「敬人者，人恆敬之；愛人者，人恆愛之。」若我們懂得尊重海洋，那麼海

洋亦會用愛回饋人們。 

    那年暑假，我與家人到墾丁浮潛，我們滿懷期待地租借潛水服，迅速著裝後，便朝

著蔚藍的大海奔去。浮潛的過程中，我彷彿是一隻魚，徜徉在大海母親的懷抱中，與五

顏六色的小丑魚玩耍，與成千上萬的姊妹們在浪中共舞。隨著海浪而搖曳的珊瑚成功地

吸引了我的目光，我伸手想向他們打招呼，竟抓到了片塑膠垃圾，更可怕的是旁邊那一

大片慘白無比的珊瑚礁，與絢彩斑斕，富有活力的珊瑚形成強烈的對比。這樣的畫面，

這樣的對比，顯得格外地刺眼，格外地觸目驚心，我心中的警鈴應聲想起「我美麗的家

園遭到破壞啦!」我腦海中那一幕幕海洋遭人們破壞的影像亦一一浮現。 

    海鷗大哥總於海面上捕食魚類，而魚兒姊妹們卻總因誤食垃圾，進而導致滿腹塑膠

碎片，甚至海鷗大哥也將漂於海面的垃圾誤判為活潑好動的魚兒們，橡皮筋因牠的掙扎

而愈套愈緊；長壽的海龜爺爺原於海中悠游自得，無拘無束，竟因一次的捕食而導致吸

管插入牠的鼻孔中，即便努力試圖掙脫，期待著奇蹟也許能挽救其生命，但天不從人願，

一一葬送於孕育生命的母親------大海之中，而無情殺害這些無辜生命的正是我們人類呀! 

    人們亦曾試圖透過海洋吸塵器來減少塑膠對海洋的汙染，但這僅是一項治標不治本

的方法。美國加州海洋生態學家斯蒂爾說道:「我們需要減少浪費，提出新的、可分解的

塑膠替代材料。而最簡單的步驟，便是減少個人對塑膠的使用頻率。」我們外出時，可

自備環保餐具，避免使用免洗餐具，這些雖是小小的舉動，卻可大大縮減塑膠的使用。

期待不久的將來，海洋可成為真正的美好家園，不再成為人類殺害生命的幫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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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斯詩人薩迪曾言:「任何人若對別人沒有同情心，自己也不會得到憐憫。」如果我

們愛護大自然，那麼大自然也會保衛我們的家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