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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戰：20世紀的衝突與西方的沒》

内容概要

在1900年之後百年，無疑是現代史最血腥的世紀，也是人類歷史上最暴力的時代，就相對值以及絕對
值而言都是如此。顯然，有更大比例的世界人口在主宰這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中被殺，超過之前在地
緣政治幅員上可相比擬的任何衝突。雖然「強權」之間的戰爭在前一世紀中是更加頻繁，但兩次世界
大戰就它們激烈（每年的戰爭死亡）以及密集（每國家每年的戰爭死亡）的程度，則是無與倫比。就
任何標準來說，二次大戰是有史以來人造的最大災難。然而儘管它們從史家那裡所得到的關注，世界
大戰只是許多二十世紀衝突中的兩件。
有超過一打的其它衝突中，其中死亡人數或許越過百萬門檻。而在死亡比例可相比擬者，則是第一次
世界大戰青年土耳其人（Young Turk）政權、1920年代到1950年代的蘇聯政權、1933年到1945年之間的
納粹國家社會主義政權，更不用提在柬埔寨的波布政權，這些政權對平民人口進行種族屠殺或「政治
屠殺」戰爭。在兩次世界大戰之前、之間以及之後，沒有任何一年沒見證到大規模組織性暴力發生在
世界的這部份或另部分。
何以如此？是什麼使二十世紀，特別是從1904年到1953年的50年，特別血腥？這時代會特別地暴力似
乎是個弔詭。畢竟在1900年之後的百年是段史無前例的進步時期。
在所有這些進展中，要解釋二十世紀異常的暴力，單純地說有更多的人更緊密生活在一起，或是有更
具毀滅性的武器存在，並不足夠。當我是學校學生時，歷史教科書對二十世紀暴力提出種種的解釋。
有時候將其關連到經濟危機，宛如經濟蕭條及萎縮能夠解釋政治衝突。一個偏好方式是將威瑪時期德
國的失業率，關連到納粹選舉票數的增加以及接著希特勒「奪取」權力，而這又被認為解釋第二次世
界大戰之發生。但我開始懷疑，有些時候經濟快速成長難道不會跟經濟危機一樣會造成動盪？接著有
理論認為這世紀是關於階級衝突：革命是暴力主要原因之一。但比起所謂普羅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所
謂的鬥爭，族群分裂不是在實際上來得更重要嗎？另一個論證是二十世紀的問題是政治意識型態極端
化的結果，特別是共產主義（極端化之社會主義）以及法西斯主義（極端化之民族主義），以及之前
邪惡的「主義」們，特別是帝國主義。但是如宗教之傳統系統，或是其它表面上是非政治性的想法以
及假設，卻仍然具有暴力性的意涵，其所扮演之角色又當如何呢？還有，究竟是誰在打二十世紀的戰
爭？在我還是孩童時所讀的書籍裡，通常是民族國家扮演主導性的角色：英國、德國、法國、俄羅斯
、美國以及等等。這些政體之中有一些或所有，不是在某種程度上都是多民族、而非單民族的國家？
尤其是舊的教科書將二十世紀的故事說成是段冗長、痛苦但終究令人滿意的西方勝利。英雄（西方民
主政治）面對一連串惡棍（德國人、日本人、俄羅斯人）的挑戰，但最後還是邪不勝正。世界大戰以
及冷戰因此是在全球舞台上演出的道德劇。但它們是嗎？西方真得贏了二十世紀的百年戰爭？
同樣地，經濟危機亦不能解釋這世紀的劇烈動盪。如已經提過，或許在現代史學作品中，最為人所知
之因果鏈是從經濟大蕭條帶到法西斯主義崛起和大戰爆發。但這討人喜歡的故事在更仔細檢驗下，便
會瓦解。並非所有受到大蕭條影響的國家都變成法西斯；也非所有法西斯的政權便會從事侵略戰爭。
納粹德國在歐洲發動戰爭，但只有在它從經濟大蕭條中恢復過來之後。蘇聯先是站在希特勒這邊來發
動戰爭，但它是與世界經濟危機隔離開來，但最後卻動員並且犧牲比其它交戰國更多的士兵。就整個
世紀來看，這裡沒有普遍規則可以被辨識出。有些戰爭是在經濟成長時期之後；其它則是經濟危機的
原因而非結果。有些嚴重的經濟危機沒有帶來戰爭。當然，雖然馬克斯主義者長久以來試著去做，現
在已經不可能說服人，說第一次世界大戰是資本主義危機的結果；相反地，是大戰結束了一段具有相
當的高成長和低通膨的非比尋常全球經濟整合。
因此當然可以辯稱說戰爭之發生是與經濟無關的理由。艾力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稱之為「
短暫的二十世紀」（1914-1991）為「一個宗教戰爭的時代，雖然最好戰以及最血腥的宗教，是從19世
紀當代最經典世俗意識型態所收穫而來」。在意識型態光譜的另一端，保羅．約翰森（Paul Johnson）
責怪這世紀的暴力是因為「道德相對論的崛起、個人道德的敗壞以及放棄猶太-基督教價值」。但是新
意識型態的崛起或是老舊價值的衰敗就自身而言，不能被認為是暴力發生的原因，雖然這可以用來理
解集權主義之知識起源。在大部分的現代史，一直都有極端的信念系統被提供，但它們只在某些時候
和某些地方會被廣泛地接受，並據之來行為。在這方面反猶主義是個好例子。同樣地，將戰爭的責任
歸諸一些瘋狂或卑劣之人，則是重複《戰爭與和平》之中，托爾斯泰所大加輕蔑的錯誤。自大狂或許
會命令人去入侵俄羅斯，但人們何以要服從？
將這世紀的暴力主要歸諸現代民族國家的崛起，亦沒有說服力。雖然二十世紀的政體發展出史無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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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去動員大量人口，但這些可以、或是已經被輕易地被運用在和平，就如用在暴力的目的。比
起之前時代，1930年代的國家當然可以進行更多的「社會控制」。它們雇用像是兵團數量一樣多的公
務人員、稅吏以及警察。它們提供教育、年金以及，在某些情形下，補貼保險，來預防疾病及失業。
它們若沒實際上擁有鐵路及道路的話，還是會去加以規範。但所有這些能力在1945年戰後的年代有更
進一步的發展，可是大規模戰爭的頻率卻反而減少。甚至通常是最具全面性福利的國家，最不可能
在1950、1960及1970年代捲入戰爭。正如之前在較早戰爭方式所發生的革命，轉變了早期近代國家，
所以或許有道理是全面戰爭本身，反而促成福利國家的出現，創造出規劃、指揮及規範的能力，因為
沒這些能力的話，那貝弗里奇報告或是詹森（Johnson）的大社會（Great Society），必然無法被構想
出。所以當然不是福利國家帶來了全面戰爭。
那與國家如何治理有關係嗎？現在變得很流行去假設民主政治與和平之間的正相關，理由是民主政體
之間往往不會彼此交戰。當然根據那基礎，民主政治在二十世紀期間長期的崛起中，理應降低戰爭的
發生。它或許會降低國家與國家之間戰爭的發生，然而至少有證據顯示在1920、1960及1980年代的民
主化浪潮中，後面緊跟著內戰以及分離戰爭爆發頻率的增加。這引導我們到一個核心點：我們太常純
粹以國與國之間的戰爭來思考二十世紀的衝突，而忽略了在國家之內組織性暴力的重要性。最惡名昭
彰的例子當然是納粹及其合作者，針對猶太人所發動的戰爭，結果有將近六百萬人因此毀滅。納粹同
時設法消滅其它被認為「不值得生存」的不同群體，特別是精神病患以及同性戀的德國人、被佔領之
波蘭社會菁英和新提人（Sinti）及羅瑪人（Roma）。總計其它這些團體共有三百萬人被殺害。在這些
事件之前，史達林對付蘇聯境內的少數族群，以及處決或監禁犯罪或被懷疑政治異議的俄羅斯人，犯
下可堪比擬的暴行。在被流放到西伯利亞或中亞的大約四百萬非俄羅斯人中，估計有一百六十萬人因
為所受的艱苦而受難喪命。蘇聯在1928年到1953年之間所有政治暴力的全部受害人，最低的估計是兩
千一百萬人。但族群屠殺※則是已經發生在集權主義之前。如我們將見，鄂圖曼（Ottoman）帝國末
年刻意針對基督徒少數族群所進行的強迫遷徙及蓄意謀殺政策，根據1948年的定義，就是等於種族屠
殺。
簡而言之，二十世紀的極端暴力極為多樣。這並非全然是武裝者之間的衝突而已。在所有歸諸二次大
戰的所有死者中，至少有一半是平民。有時候他們是被歧視的受害人，如當人們因為其種族或階級而
被檢選出來加以殺害。有些時候他們是不分青紅皂白之暴力的受害人，如英國及美國空軍將整座德國
城市轟炸成廢墟。有些時候他們是被外來的入侵者謀殺；有時候則是喪命在自己鄰居的手上。所以很
明顯地，任何要解釋這殺戮全然的規模，必須要超越傳統的軍事分析。
對我而言，要解釋二十世紀極端的暴力，以及特別是何以如此之多會發生在某些時間（特別是1940年
代初），以及某些地方（特別是在中歐、東歐、滿州及朝鮮），有三件事是必要的。這些可以被綜合
為族群衝突、經濟波動以及帝國衰落。就族群衝突，我所意謂的是某些族群團體中社會關係的斷裂，
特別是已經有相當發展之同化過程的崩解。因為種族差異理論裡遺傳原則的散播（即使那原則已經在
政治領域裡已經消退），以及因為族群混居聚落處所在之「邊界」地區在政治上極為碎裂，這過程在
二十世紀受到極大的刺激。就經濟波動，我指的是經濟成長率、物價、利率以及就業的變動，以及所
有隨之而來的社會緊張及壓力。而帝國衰落，我所指的是在這世紀開始之初，主宰世界之歐洲多民族
帝國的瓦解，以及因為在土耳其、俄羅斯、日本及德國裡出現了「帝國國家」（‘empire-states’），
挑戰舊帝國。這也是在我指出，在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發展是「西方的沒落」時，我心中所想到的。
本書縱論20世紀人類的武裝衝突與血腥暴力的奇特現象，探討何以戰爭行為在20世紀出現頻率之高與
受此影響人數之多都是史無前例的！
20世紀雖然各類帝國下臺了、民族主義大勝了，但是人類也迎來一個互相仇恨並不惜毀滅彼此的瘋狂
世紀！今日的我們真的告別了那曾經的狂熱嗎？我們喜歡將一九八九年的革命想成是二十世紀的高潮
大結局，一個標記西方大獲全勝以及意識型態的快樂結局時刻。隨著東歐共產主義的崩潰，以及兩年
之後蘇聯本身的瓦解，許多人都結論說西方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終於贏得勝利。一些人期望新世界秩
序，其他人則提及歷史的終結。⋯簡言之，世界大戰似乎終於結束。
但巴爾幹的事件很快地便嘲笑這歷史的快樂結局。南斯拉夫的各民族似乎轉身背對著這自由資本主義
的美麗新世界。在東歐共產主義崩潰的數月內，他們在以殘酷對待平民以及系統性「就地淨化」
（ciscenje terena）為特色的繼承戰爭中，將他們的國家撕裂。
看起來歷史不想結束。它要回到20世紀的開始之初。即使是愚蠢與瘋狂，歷史也不曾拒絕複製、重演
，假使21世紀的我們未認清並批判非理性的激情！

Page 3



《世界大戰：20世紀的衝突與西方的沒》

Page 4



《世界大戰：20世紀的衝突與西方的沒》

作者简介

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
1964年生於蘇格蘭格拉斯哥，英國
牛津大學畢業，研究專長為國際歷史、經濟史及英美帝國主義。
哈佛大學國際歷史教授，牛津大學耶穌學院資深研究員，史丹福大學胡佛學院資深研究員。
著有1914: 戰爭的憐憫（The Pity of War），世界大戰：歷史的仇恨時代 (The War of the World)，紙張及
鋼鐵（Paper and Iron），羅斯柴爾德家族（The House of Rothschild），金錢關係（The Cash Nexus），
大英帝國：英國如何型塑現代世界（Empire），巨人：美利堅帝國的興衰（Colossu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American Empire）等書，也擔任虛擬歷史（Virtual History）編輯。
與英國Channel 4電視台針對三本著作（1. 大英帝國：英國如何型塑現代世界（Empire: How Britain
Made the Modern World）；2. 貨幣崛起：金融資本如何改變世界歷史及其未來之路（The Ascent of
Money: A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World）；3. 文明：決定人類走向的六大殺手級Apps（Civilization: The
West and the Rest））合作推出歷史紀錄片而聲名大噪，2004年獲選為時代雜誌百大影響力人物，2011
年為彭博電視台特約編輯及新聞週刊專欄作家。弗格森是國際知名的歷史學者，同時因政治立場偏右
、挺身為帝國主義辯護等鮮明立場頗受關注，常與知名學者如保羅克魯曼（Paul Krugman）筆戰引發
不同話題。
譯者簡介
翁嘉聲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專任教授
專業領域為希臘羅馬古典文明以及古代教會史。

Page 5



《世界大戰：20世紀的衝突與西方的沒》

书籍目录

地圖
導論
第一部份 火車大對撞
第一章 帝國與種族
第二章 東方快車
第三章 斷層帶
第四章 戰爭的傳染
第五章 民族墳場
第二部分 帝國國家
第六章 計畫
第七章 陌生的人
第八章 一個偶然的帝國
第九章 護衛那無法護衛的
第十章 和平的慈悲
第三部分 殺戮空間
第十一章 閃電戰爭
第十二章 透過鏡像
第十三章 殺人者與合作者
第十四章 地獄之門
第四部分 玷污的勝利
第十五章 戰爭的滲透
第十六章 故障
尾聲 西方的沒落
附錄 從歷史視角看世界大戰
史料及書目
誌謝

Page 6



《世界大戰：20世紀的衝突與西方的沒》

精彩短评

1、乱糟糟的

Page 7



《世界大戰：20世紀的衝突與西方的沒》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