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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們首先介紹波蘭的早期歷史，特別是由部落聯盟到皮雅斯特王

朝的建立，接著回溯由雅蓋隆王朝、波蘭立陶宛聯盟、到波蘭立陶宛

國協的發展。我們再來考察波蘭在列強瓜分下如何面對異族統治，並

分析他們由法國大革命戰爭、到一次世界大戰的奮鬥。最後，我們觀

察波蘭如何在大戰後重生復國、以及如何熬過二次世界大戰的肆虐。 

關鍵詞：皮雅斯特王朝、波蘭立陶宛聯盟、波蘭立陶宛國協、列強瓜分波

蘭、波蘭復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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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早期歷史 

斯拉夫人（Slavs, Slavic People）起源於波蘭（Poland）的維斯圖拉河

（Vistula）流域，在西元 450 年面對來自東方的匈人1（Huns）壓力，開始

往南遷徙，接著又往北、東發展，終於有西斯拉夫人（Western Slavs）、南

斯拉夫人（Southern Slavs）、及東斯拉夫人（Eastern Slavs）的差別：西斯拉

夫人因為地方的區別、加上政治區隔，分為平原的波蘭人（Poles）、丘陵地

的捷克人（Czechs）、及山地的斯洛伐克人（Slovaks）；當時，西斯拉夫人約

有 50 個部落，當中最強的是位於瓦爾塔河（Warta）中游盆地波茲南（Poznań）

的波里安人2（Polanie, Polans）；在羅馬帝國（Roman Empire, 27 B.C.-395）

崩解後，日耳曼人（Germanic peoples）往西、往南遷徙，一些西斯拉夫人

3在 5-7 世紀趁虛而入奧得河（Oder）與易北河（Elbe）之間的原始林、及沼

澤地屯兵墾殖，儼然是日耳曼人與斯拉夫人之間的一道人牆緩衝地；面對

日耳曼人東進4的威脅，波里安人先在 8 世紀中葉以武力初步結合其他西斯

拉夫人，在 9 世紀中整合奧得河與西布格河（Bug）流域的部落而建國、以

族名為國名，這是波蘭人、及波蘭人國家（Polish land, Polish state）的濫觴

（Walters, 1988: 18-19; Slocombe, 1939: 9-19; Pease, 1994: 3-4; Prażmowska, 

2011: 2-6; Kulski, 1976: 2; Wandycz, 1992: 26; Zamoyski, 2009: 1-3; Wikipedia, 

2024: Slavs; Early Slavs; West Slavs; Names of Poland）。 

 

 

 

*發表於台灣國際研究學會主辦「波蘭──發展現況與展望學術研討會」，線上會議，2024/9/21。 
1 即匈牙利人╱馬扎爾人 （Hungarians, Magyars）的先人。 
2 意思是平地人（field dwellers, plains people）。 
3 稱為波拉布斯拉夫人（Polabian Slavs）、或易北河斯拉夫人（Elbe Slavs），即易北河畔的

斯拉夫人，又稱為文德人（Wends）（Wikipedia, 2024: Polabian Slavs; Wends）。 
4 即東向運動（Ostsiedlung, East settlement），是指日耳曼人在中世紀，穿過易北河、及薩勒

河（Saale），前往中歐、東歐、及波羅的海的移民墾殖；其實，波蘭人一開頭是歡迎日耳

曼人前來開發，進而著手日耳曼化，原本族群邊界逐漸往東移動，北、西、及南方都有日

耳曼人逼近（Kulski, 1976: xvii-xviii, 6; Wikipedia, 2024: Ostsiedl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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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Wikimedia（2022: File:West slavs 9th-10th c..png）。 

圖 1：西斯拉夫人（9-10 世紀） 

 

波蘭開國元勳梅什科一世（Mieszko I, 960-92）經由部落聯盟建立世襲

的皮雅斯特王朝（Piast Dynasty, 960-1370），南征北討，往北前進到波羅的

海（Baltic Sea）、往南則延伸到喀爾巴阡山脈（Carpathian Mountains）、往東

到西布格河，幅員大致上就是當下波蘭的版圖；由於飽受日耳曼人東擴5的

威脅，他在 966 年帶領族人接受領洗、成為羅馬的保護國，讓西邊新興的

日耳曼人神聖羅馬帝國沒有對異教徒發動聖戰（crusade）的征服藉口，得以

開始往東邊發展；其子波列斯瓦夫一世（Bolesław I the Brave, 992-1025）遊

 
5 東法蘭克國王鄂圖一世（Otto I, 936-73）繼承父業統一日耳曼人部落，在東疆建立軍事邊

區（March）以防範西斯拉夫人，於 955 年跨過易北河往東擴張，在 962 年於羅馬被加冕

為神聖羅馬帝國（Holy Roman Empire, 800-1806）皇帝，號稱鄂圖大帝（Otto the Great, 

Holy Roman Emperor, 962-73），梅什科一世不得不虛與委蛇臣服（Wikipedia, 2024: Otto the 

Great; Battle on the Rax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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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神聖羅馬帝國與教皇之間，得以四面八方擴張，東進聶伯河（Dnieper）、

開拓往黑海（Black Sea）地區的貿易線，不過，由於戰線過於延伸，終究無

力固守西疆；傳到波列斯瓦夫三世（Bolesław III Wrymouth, 1107-38）雖然

力挽狂瀾，卻是禍起蕭墻，他分封領地給諸子，此後，王室為了維持表面的

團結，必須以封地來羈縻諸侯，國家持續零碎化，近 200 年權力傾軋不斷，

國力衰退，無力抗拒外患，終究失去北邊臨海的波美拉尼亞（Pomerania）、

及南邊的西利西亞（Silesia）（Keefe, et al., 1973: 12-13; Pease, 1994: 4-6; 

Prażmowska, 2011: 6-17, 22-25; Kulski, 1976: 4-6; Zamoyski, 2009: 3-14; chaps. 

2-3; Slocombe, 1939: chaps. 2-5）。 

 

來源：Pease（1994: 8）。 

圖 2：皮雅斯特王朝（966-1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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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Wikimedia（2024: File:Teutonic Order 1410.png）。 

圖 3：條頓騎士團國（1410） 

 

在 11-12 世紀，波蘭除了在西邊必須應付神聖羅馬帝國的蠶食鯨吞6，

在南部則有虎視眈眈的波希米亞王國（Kingdom of Bohemia, 1198-1918），

進入 13 世紀，東方又有 3 度入侵的蒙古人（Mongols）欽察汗國（Golden 

Horde, 1242-1502）（1240-41, 1259-60, 1287-88）；心腹之患則是雄踞北方的

條頓騎士團（Teutonic Knights），他們原本在 1226 年受邀前來幫忙應付波

羅的海岸叛服不常的異教徒（古）古普魯士人（Old Prussians）部落，沒有

想到引狼入室，這些北日耳曼人攻佔維斯圖拉河下游、往北延伸到尼曼河

 
6 日耳曼人在 12 世紀末開始前來邊地拓殖，進入 13 世紀加速開發，文化威脅不下於武力

征伐（Halecki, 1983: 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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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man），建立條頓騎士團國（State of the Teutonic Order, 1226-1561），各

地日耳曼人蜂擁而入墾殖，不時給波蘭帶來威脅，甚至於切斷其與出海口

的聯繫；另外，由北方邊區（Northern March, 965-83）發展而來的布蘭登堡

藩侯國（Margraviate of Brandenburg, 1157-1806）也趁虛來犯（Pease, 1994: 

5-6, 10; Prażmowska, 2011: 26-28, 32-34, 47-55; Kulski, 1976: 5-7; Zamoyski, 

2009: 19-30; Halecki, 1983: chap. 4; Wikipedia, 2024: Old Prussians; First 

Mongol invasion of Poland; Second Mongol invasion of Poland; Third Mongol 

invasion of Poland; Margraviate of Brandenburg）。 

貳、由雅蓋隆王朝、到波蘭立陶宛國協 

進入 14 世紀，瓦迪斯瓦夫一世（Władysław I Łokietek, 1320-33）文武

兼備，透過內部的整合、及外部的結盟，終於統一波蘭、收復大部分失土；

皮雅斯特王朝末代國王卡齊米日三世（Casimir III the Great, 1333-70）功業

彪炳、號稱大帝，波蘭躋身歐洲強國之列，死後無男嗣，經過幾番波折，由

女兒雅德維加（Jadwiga of Poland, 1384-99）接位，她與立陶宛大公雅蓋沃

（Władysław II Jagiełło, Grand Duke of Lithuania, 1377-1434）結婚共治（1386-

99），建立雅蓋隆王朝（Jagiellonian Dynasty, 1385-1572）；兩國簽訂條約『克

雷沃聯合』（Union of Krewo, 1385），以王朝聯盟7（dynastic union）方式結

為波蘭立陶宛聯盟（Polish-Lithuanian Union, 1370-1569），在格倫瓦德之戰

（Battle of Grunwald, 1410）聯手重挫條頓騎士團，又共同抗拒入侵的蒙古

人-韃靼人（Mongol-Tatars）；當時的立陶宛涵蓋大部分白俄羅斯（Belarus）、

及烏克蘭（Ukraine）東南部，雅蓋沃帶領國人洗禮，讓條頓騎士團不再有

入侵異教徒的口實；克紹箕裘的瓦迪斯瓦夫三世·雅蓋隆契克（Władysław III 

of Poland, 1434-44）好大喜功，贏得波蘭-條頓戰爭（Polish-Teutonic War, 

1431-35），卻死於土耳其人（Turks）手中；卡齊米日四世·雅蓋隆契克（Casimir 

IV Jagiellon, 1447-92）兄終弟及，打贏十三年戰爭（Thirteen Years’ War , 1454-

 
7 又稱為身合國（personal u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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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納條頓騎士團為藩屬，收復波美拉尼亞8、取回出海口，雄霸中歐；到

了雅蓋隆王朝末期，儘管西線無戰事，在東方及東南方的邊界時有騷動、領

土一再流失，面對莫斯科大公國（Principality of Moscow, 1282-1547）覬覦

立陶宛以東土地，波蘭為了制衡而與鄂圖曼帝國（Ottoman Empire, 1299-

1922）結盟、拉攏各路韃靼人，終究，齊格蒙特一世（Sigismund I the Old, 

1506-48）與莫斯科言和，卻還是必須每年重禮籠絡克里米亞韃靼人（Crimean 

Tatars）（ Pease, 1994: 6-10; Prażmowska, 2011: 34-67; Kulski, 1976: 6-8; 

Zamoyski, 2009: 28-43, 55-57; Lukowski & Zawadzki, 2006: chap. 2; Halecki, 

1983: chaps. 5-11; Slocombe, 1939: chaps. 7-11; Wikipedia, 2024: Władysław I 

Łokietek; Casimir III the Great; Jadwiga of Poland; Władysław II Jagiełło; 

Jagiellonian dynasty; Union of Krewo; Polish-Lithuanian union; Battle of 

Grunwald; Vytautas; Władysław III of Poland; Polish-Teutonic War (1431-1435); 

Casimir IV Jagiellon; Thirteen Years’ War (1454-1466); Sigismund I the Old）。 

雅蓋隆王朝末代國王齊格蒙特·奧古斯特（Sigismund II Augustus, 1548 

-72）與立陶宛簽訂條約『盧布林聯合』（Union of Lublin, 1569），將兩國實

質（de facto）關係深化為憲政法理9（de jure）的聯合王國波蘭立陶宛聯邦

（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10, 1569-1795）；齊格蒙特·奧古斯特身故

無嗣，由佔人口 7%的貴族（szlachta）票選國王取代世襲王朝，形式上選舉

君主制（elective monarchy）、實為貴族民主制（Golden Liberty, noble republic

貴族共和國），他們為了鞏固黃金自由（golden freedoms）的權，偏好容易

操控的外來國王（Keefe, et al., 1973: 14-15; Pease, 1994: 14-15; Prażmowska, 

 
8  條頓騎士團國的兩地一分為二，在維斯圖拉河以西的波美拉尼亞被波蘭併入，稱為皇家

普魯士（Royal Prussia, 1466-1569, 或波屬普魯士 Polish Prussia），含格但斯克（Gdansk），

後來變成普魯士王國（Kingdom of Prussia, 1701-1918）、及德意志帝國（German Empire, 

1871-1918）的西普魯士（West Prussia, 1773-1829, 1878-1919）；以東的條頓騎士團國則必

須臣服為附庸，後來世俗化為普魯士公國（Duchy of Prussia, 1525-1701, 或 Ducal Prussia），

也就是日後普魯士王國、及德意志帝國的東普魯士（East Prussia, 1772-1829, 1878-1945）

（Kulski, 1976: 7-9; Wikipedia, 2024: Royal Prussia）。 
9 又稱為政合國（real union）。 
10  正式國名為波蘭王國及立陶宛大公國（Kingdom of Poland and the Grand Duchy of 

Lithua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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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63-65, 68-72, 86-95, 108-12, 120-24; Zamoyski, 2009: 78-87; Lukowski 

& Zawadzki, 2006: 60-65; Halecki, 1983: chaps. 12; Johnson, 1996: 107-11; 

Wandycz, 1992: 85-88; Slocombe, 1939: chaps. 10-11; Wikipedia, 2024: 

Sigismund II Augustus; Union of Lublin; 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 

Szlachta; Golden Liberty）。 

 

來源：Pease（1994: 12）。 

圖 4：波蘭立陶宛聯盟（15 世紀） 

 

在 16-17 世紀，波蘭雖然並未捲入宗教改革（Reformation）的糾葛，自

外迎來的國王不免關注出身國的利益，波蘭與俄羅斯、土耳其、及瑞典交戰

不已，用兵很難用一致的戰略考量來理解，譬如齊格蒙特三世 ·瓦薩

（Sigismund III Vasa, 1587-1632）除了打波蘭王位繼承戰爭（War of the Polish 

Succession, 1587-88）、出兵俄羅斯（1609-18），又因為身兼瑞典國王（1592-

99），把波蘭捲入瑞典的內戰（1598-99）；揚三世·索別斯基（John III Sobies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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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4-96）頗有戰功、脫穎而出，雖在維也納之戰（Battle of Vienna, 1683）

打敗土耳其，卻始終無法斷絕其騷擾，此後國勢江河日下；繼位的是薩克森

選帝侯（Elector of Saxony, 1694-1733）奧古斯特二世（Augustus II the Strong, 

1697-1706, 1709-33），儘管獲得奧地利、教宗、及俄羅斯加持在 18 位競爭

者當中出線，面對推舉他的權貴欲振乏力，特別是令人詬病的國會自由否

決權（liberum veto），更糟的是他念茲在茲薩克森選侯國（Electorate of Saxony, 

1356-1806）的利益，無端捲入俄羅斯與瑞典之間的大北方戰爭（Great 

Northern War, 1700-21），一度遜位，經過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 1682-

1725）的一臂之力才復辟，波蘭形同保護國（Keefe, et al., 1973: 15-16; Pease, 

1994: 14-18; Prażmowska, 2011: 65-66, 88-89, 95-108, 113-20; Kulski, 1976: 

10; Zamoyski, 2009: 87-91, chap. 7, 163-68, 176-80; Lukowski & Zawadzki, 

2006: 93-109; Halecki, 1983: chaps. 13-16; Johnson, 1996: 105-107; Slocombe, 

1939: chaps. 12-18; Wikipedia, 2024: Sigismund III Vasa; War of the Polish 

Succession (1587-1588); Polish-Russian War (1609-1618); War against 

Sigismund; John III Sobieski; Battle of Vienna; Augustus II the Strong; Liberum 

veto）。 

奧古斯特三世（Augustus III of Poland, 1733-63）在王位繼承的競選雖

然獲得奧地利、及俄羅斯的背書，一開頭敗給法國支持的對手，經過俄國聯

手奧國、及普魯士強行改選才翻盤，又經過波蘭王位繼承戰爭（War of the 

Polish Succession, 1733-35）終於確認，他自知政權來自俄軍，因此唯命是

從，而奧、普在外交上也不免耳提面命；他由於身兼薩克森選侯，待在波蘭

的時間不多，加上受制於那些只關心本身特權、濫用自由否決權的貴族，只

能從事收買，因此，儘管希望能借波蘭的手有助於薩克森，卻未必能如願，

特別是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War of the Austrian Succession, 1740-48）、及

七年戰爭（Seven Years’ War, 1756-63），反而讓波蘭付出沈重的代價，被迫

允許俄軍自由進入領土攻打普魯士，請神容易送神難，只能任人驅策；末代

國王斯坦尼斯瓦夫•奧古斯特（Stanisław August Poniatowski, 1764-95）是俄

羅斯女皇葉卡捷琳娜二世（Catherine the Great, 1762-96）的舊情人，由於王

位是人家欽定的，波蘭的獨立只是形式而已，他認命捍衛俄羅斯西翼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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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色，而內政則必須聽命權臣來維持政權穩定；葉卡捷琳娜二世為了扶

植聽話的新教徒、及東正教徒，以歧視為由強求波蘭廢除對他們出任高官

的限制，又醞釀恢復令人詬病的自由否決權，製造政治動亂的陽謀昭然若

揭，俄國大使甚至於威脅不惜出兵讓華沙片瓦無存；到了 18 世紀末，波蘭

內政外交崩盤，既沒有常備軍、也沒有外交部門，淪為俄羅斯的保護國，而

內部的經濟、社會、及文化更是分崩離析，還好，由於外來威脅者信奉不同

的宗教，包括基督教的瑞典與普魯士、東正教的俄羅斯、及回教的土耳其，

天主教會勉強維持國家團結（Prażmowska, 2011: 120-24; Keefe, et al., 1973: 

16; Pease, 1994: 17; Lukowski & Zawadzki, 2006: 110-22; Halecki, 1983: chaps. 

17-18; Slocombe, 1939: chaps. 18-19; Wikipedia, 2024: War of the Polish 

Succession）。 

來源：Pease（1994: 14）。 

圖 5：波蘭立陶宛國協（1569-1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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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Wikimedia（2023: File:Allegory of the 1st partition of Poland.jpg）。 

說明：由左到右分別是俄羅斯女皇葉卡捷琳娜二世、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二世

（Frederick the Great, 1740-86）、國王斯坦尼斯瓦夫•奧古斯特、神聖羅馬帝國皇帝

約瑟夫二世（Joseph II, Holy Roman Emperor, 1765-90） 

圖 6：第一次波蘭瓜分  

參、列強瓜分下的異族統治 

俄羅斯強人所難介入內政，在波蘭引發將近 4 年的宗教衝突，終究出

兵鎮壓；戰後，俄羅斯與奧地利、及普魯士在 1772 年簽約瓜分，波蘭失去

三分之一的土地、及一半的人口；貴族在喪權辱國後發奮圖強、從事改革，

制訂歐洲第一部成文憲法『五三憲法』（Constitution of 3 May 1791），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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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廢除令人詬病的國會自由否決權，並著手建立世襲王朝，一些權貴心有

不甘、告到葉卡捷琳娜二世；俄羅斯結合普魯士在 1792 年二度入侵、聯手

瓜分，波蘭領土只剩原來的不到三分之一、人口只有 400 萬，儼然殘存國

家（ rump state），波蘭人揭竿起義，領軍的是先前參加美國獨立戰爭

（American Revolutionary War, 1775-83）的名將塔德烏什 ·柯斯丘什科

（Tadeusz Kościuszko），寡不敵眾，華沙慘遭屠殺；戰後，俄羅斯與普魯士、

及奧地利為了一勞永逸，乾脆在 1795 年把剩下的領土通通瓜分，波蘭從歐

洲的地圖被抹掉、亡國 123 年（Keefe, et al., 1973: 16-17: Pease, 1994: 16-22; 

Prażmowska, 2011: 124-29; Zamoyski, 2009: chaps. 12-13; Lukowski & 

Zawadzki, 2006: 127-32; Halecki, 1983: chap. 19; Johnson, 1996: 126-30; 

Slocombe, 1939: chaps. 19-22; Wikipedia, 2024: Stanisław August Poniatowski; 

Constitution of 3 May 1791; First Partition of Poland; Second Partition of Poland; 

Tadeusz Kościuszko）。 

回首來看，奧地利忘恩負義，畢竟波蘭在 1683 年解圍，維也納才免於

落入土耳其手中；奧地利女大公瑪麗亞•特蕾莎（Maria Theresa, 1745-80）原

本猶豫不決，在兒子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約瑟夫二世（Joseph II, Holy Roman 

Emperor, 1765-90）、及朝臣的壓力下勉強同意（Kulski, 1976: 10; Zamoyski, 

2009: 194）。普魯士在 1790 年與波蘭結盟對抗俄羅斯，假惺惺說支持歸還

加利西亞（Galicia）、只要補償就好，波蘭以為起碼有外交支持也好；其實，

普魯士的盤算是在戰術上用波蘭來制衡俄羅斯，要是能跟俄羅斯握手言歡，

也就顧不得什麼仁義道，自我催眠的波蘭就被盟邦出賣（Johnson, 1996: 95-

99, 128; Kulski, 1976: 11; Zamoyski, 2009: 210; Halecki, 1983: 204; Wikipedia, 

2023: Polish-Prussian alliance）。 

普屬波蘭（Prussian Poland）面積 141,400 平方公里（19.28%），除了波

蘭建國搖籃的波茲南，還包含西邊的西普魯士、北邊的瓦爾米亞（Warmia）

與波美拉尼亞、及西南方的西利西亞；普魯士統治當局採取嚴苛的統治 11，

 
11 普魯士原本懷柔波蘭菁英，然而，俄國佔領區爆發十一月起義（November Uprising, 1830-

31），不少波蘭人跨區共襄盛舉，包括 1,000 名服役於普魯士陸軍者，讓當局大吃一驚；



波蘭的國家發展 13 

改派日耳曼公務人員取代民選官員，取消城鎮原本享有的自治權，他們除

了沒收官方土地，還拍賣追隨柯斯丘什科起義者的土地，連天主教會的財

產也悉數充公，並特地引入 30 萬日耳曼人前來墾殖，又視波蘭人為「沒有

什麼文化內涵的民族」，鐵腕進行日耳曼化工作，以德語為官方語言、不承

認波蘭語的地位；在俄國佔領區爆發一月起義（January Uprising, 1863-64）

後，普魯士佔領當局開始戒心，接著，儘管有成千上萬波蘭人從軍打普法戰

爭（Franco-Prussian War, 1870），然而當普魯士戰勝後，佔領區的波蘭人竟

然發動親法國的示威遊行，更讓他們不敢大意；德國在 1871 年統一以後，

首相俾斯麥12（Otto von Bismarck, 1871-90）立意消滅波蘭人的民族意識，

推動文化鬥爭（Kulturkampf, 1871-78），在 1872 年將傳統上由天主教會主

導的教育工作收歸國家負責，波蘭的文化發展橫遭阻礙13；波蘭人起先只是

嫌惡普魯士，對於其他日耳曼人的印象還好，此後就認為他們沒有什麼差

別了，特別是農民原本沒有什麼民族意識，只知道自己是天主教徒，不清楚

自己究竟是波蘭人、還是日耳曼人，而普魯士也判斷只要閹割貴族、及教

士，農民就會自動變成忠誠的德國人，沒有想到弄巧成拙；由於波蘭人不准

參與政治活動，既然沒有出路，便轉而把心力放在經濟活動，成立土地銀

行、或信用合作，一方面提供做生意的資本，另一方面出資幫忙農民紓困購

買土地，到了 19 世紀末，得以有強韌的經濟做後盾，制衡外來土地政策的

侵蝕（Keefe, et al., 1973: 18; Pease, 1994: 27: Prażmowska, 2011: 131-32, 153-

55; Kulski, 1976: 16-20; Zamoyski, 2009: 259-65; Halecki, 1983: 257-59; 

Slocombe, 1939: 288-92; Wikipedia, 2024: Prussian Partition; Kulturkampf）。 

奧屬波蘭（Austrian Poland）面積 128,900 平方公里（17.57%），包含南

 

當波蘭軍人在 1831 年尋求庇護，不管日耳曼人、或波蘭人都熱烈歡迎，普魯士軍方在加

以解除武裝後，不是虐待、逐回、就是驅策前往英法（Zamoyski, 2009: 260）。 
12  俾斯麥原本是普魯士的首相（1862-90），普魯士主導北德意志邦聯（North German 

Confederation, 1867-71），其首相俾斯麥出任邦聯首相（1867-71），等到德國統一為德意志

帝國 （Deutsches Reich, German Empire, 1871-1918），首相還是俾斯麥。  
13 在 1874 年，波蘭文教科書被禁止，日耳曼語在 1876 年成為公務語言，從法院到郵局不

容其他語言，甚至於 1887 年起，連波蘭語作為第二語言也不准（Zamoyski, 2009: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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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加利西亞、及其周邊14；由於奧地利本身是多民族的社會、需要波蘭貴

族支持，雖然聯邦安排功敗垂成，波蘭人享有相當程度的自治、交換效忠奧

地利帝國（Austrian Empire, 1804-67），甚至於也有不少識時務者為俊傑的

人進入政府高層當官15；因為同樣是天主教國家，奧地利的日耳曼化沒有普

魯士那麼強勢，並未太干預波蘭的文化發展16，卻擔心法國大革命的感染，

所以當局採取嚴格的審查制度；以仕紳（gentry）為主的民族運動者組織波

蘭民主會（Polish Democratic Society, TDP, 1832-62）在三國共管的舊都克拉

科夫自由市（Free City of Cracow）發動起義（Kraków Uprising, 1846），農

民因為奧地利統治當局的挑撥離間而暴動反制，階級鬥爭最嚴重的地方，

90%的莊園大屋被毀、地主及家人被殺，最後，奧、俄聯手出兵興師問罪、

自由市地位喪失，貴族終於體會，民族問題必須跟社會問題一併解決；儘管

農奴制在 1849 年廢除，農民生活改善的步調遲緩，這是被佔領區當中經濟

最落後的地方，不少人在 1850 年代中以後搬到德國的工業區、或者乾脆飄

洋過海移民北美洲17，到了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這裡儼然是農民運動的

溫床，在 1895 年成立人民黨18（People’s Party）（Keefe, et al., 1973: 18; Pease, 

1994: 27-28; Prażmowska, 2011: 132-33, 141-46, 155-57; Kulski, 1976: 17; 

Zamoyski, 2009: 265-68, 236-37, 284; Halecki, 1983: 236, 259-62; Walters, 

1988: 88-90; Slocombe, 1939: 292-94; Wikipedia, 2024: Austrian Partition; 

Kraków uprising; Galician Peasant Uprising of 1846）。 

 
14  又稱為奧屬加利西亞（Austrian Galicia），正式名稱為加利西亞和洛多梅里亞王國

（Kingdom of Galicia and Lodomeria, 1772-1918）（Wikipedia, 2024: Austrian Partition; 

History of Galicia (Eastern Europe) ）。 
15 奧地利在 1859、1866 年分別敗於義大利、及普魯士，因此對內必須採取舒緩的手段，相

對地，波蘭人對普魯士、及俄羅斯沒有任何寄望，也樂得配合（Kulski, 1976: 16; Wikipedia, 

2024: Second Italian War of Independence; Austro-Prussian War）。 
16 譬如，波蘭語是該省的唯一官方語言，國小以上的教學只能使用波蘭語（Walters, 1988: 

89）。 
17 進入 20 世紀初期，波蘭裔美國人每年匯回的錢高達 5,000 萬美元，足以抒解故鄉農村的

窘困（Zamoyski, 2009: 267）。 
18 於 1902 年首度發動農業工人罷工，在 1903 年改名為波蘭人民黨（Polish People’s Party, 

PSL）至今（Zamoyski, 2009: 267; Wikipedia, 2024: Polish People’s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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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屬波蘭（Russian Poland）面積 463,200 平方公里（63.15%），除了佔

領區的東邊是直接納入的西邊疆區（Western Krai）（包含立陶宛、白俄羅斯、

及烏克蘭），沙皇亞歷山大一世（Alexander I of Russia, 1801-25）根據維也

納會議（Congress of Vienna, 1814-15）授與『波蘭會議王國憲法』（Constitution 

of the Kingdom of Poland, 1815），在佔領區西邊成立波蘭會議王國（Congress 

Poland, 1815-67）、自兼國王，允許有自己的行政體系、及小規模軍隊，展

開工業、礦業、教育的發展；進入 1830 年代，受到法國七月革命（July 

Revolution, 1830）鼓舞，波蘭軍校士官革命發動十一月起義（November 

Uprising, 1830-31），百姓揭竿而起，高級將領不願意出面領導，終究俄羅斯

出兵掃蕩，法國視若無睹，而普魯士、奧地利、英國也不願意得罪俄國，

10,000 波蘭高階軍官、政治人物、作家、藝術家黯然流亡法國19，尼古拉一

世（Nicholas I of Russia, 1825-55）頒佈『波蘭王國基本法』（Organic Statute 

of the Kingdom of Poland, 1832），剝奪當地的半自治；亞歷山大二世

（Alexander II of Russia, 1855-81）雖說從事改革、其實軟硬兼施，一月起

義（1863-64）是波蘭人最後一次大規模抗爭，義軍彈盡援絕、慘遭俄軍鎮

壓，50,000 人被放逐西伯利亞、一去不回，帝俄乾脆廢除波蘭會議王國、降

為省，稱為維斯瓦拉土地（Vistula Land, 1867-1915）、不見波蘭這個名稱；

儘管國際輿論同情波蘭、譴責俄國不義，年輕人由愛英法德前來義助，包括

義大利紅衫軍，各國政府充耳不聞20（Keefe, et al., 1973: 17-18; Pease, 1994: 

23-26; Prażmowska, 2011: 136-41, 145-48; Zamoyski, 2009: chap. 15; Lukowski 

& Zawadzki, 2006: 157-81; Halecki, 1983: 255-57, chap. 21; Slocombe, 1939: 

chap. 24-25; Wikipedia, 2024: Western Krai; Congress Poland; November 

 
19 許多士兵加入新成軍的比利時國防軍（Belgian Armed Forces, 1830-），而法國則特別成立

國籍兵團（French Foreign Legion, 1831-）接納；儘管帝俄昭告天下寬容特赦，有 10,000

波蘭軍官不是被打入勞改營、就是被拔階送到高加索（Caucasus）當士兵，另外，有 800

名因為父親死亡、或流亡的所謂「孤兒」，被強制從母親手中帶走、送進步兵軍團調教

（Zamoyski, 2009: 235-36）。 
20 當時，拿破崙三世（Napoleon III, 1852-70）為墨西哥焦頭爛額，英國、及奧地利只願意

提供精神支持；這時候，唯一可以扮演關鍵角色的是普魯士，首相俾斯麥為了向俄羅斯

示好，乾脆封閉邊界、阻止波蘭革命份子回國（Walters, 1988: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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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rising; January Uprising; Organic Statute of the Kingdom of Poland; 2023: 

Constitution of the Kingdom of Poland）。 

來源：Pease（1994: 18）。 

圖 7：波蘭第一次瓜分（1772）  

 

俄羅斯在佔領區除了試圖擴張東正教，還採取嚴苛的同化政策、禁止在

公共場合使用波蘭語；帝俄在 1864 年廢除農奴制，農民的經濟、社會地位

獲得改善，工業、及農業也開始有所發展，卻無法提供出路給伴隨而來的政

治企盼，特別是日漸成長的民族主義勢不可擋，催生嶄新的波蘭民族；當

時，波蘭保守派人士為了經濟上的好處，初步配合行政改革、及地方治理，

俄羅斯化的壓力稍有舒緩，在審查制度下仍有組織社團的空間，自由派主

張體制內改革，期待俄羅斯的民主發展，另外，工業化也讓波蘭人開始接觸

到社會主義的思潮（Keefe, et al., 1973: 18-19; Pease, 1994: 27; Prażmows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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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133, 148-51; Zamoyski, 2009: 240-43, 245, 268-75; Wikipedia, 2024: 

Russian Partition）。 

來源：Pease（1994: 20）。 

圖 8：波蘭第二次瓜分（1793）  

 

在被瓜分時期，英國及法國忙於擴張海外的殖民地，歐陸的普、奧、俄

三強則忙著擴充軍備、發展龐大的官僚體系，特別是為了統治波蘭，自本國

引入公務人員、及警察，社會控制宛如殖民；由十一月起義（1830-31）到

一月起義（1863-64），異族統治者加緊著手土地改革，名為社會正義、實為

遂行分化紅（Reds 激進）與白（Whites 保守），波蘭大貴族（magnate）的

人數、及財富遞減，特別是在參與起義後財產被沒收，地方仕紳子弟搬到城

鎮，從事工藝、或做小生意，成為新興中產階級的核心、逐漸培養出知識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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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另外，適逢資本主義的發展，礦業及製造業帶來都市化，農村人口也紛

紛前往尋求就業機會，都市勞工開始出現，尤其是在普、俄佔領區；在這樣

巨幅的社會變遷下，雖然社會摩擦在所不免，原本牢不可破的階級藩籬被

打破，群眾的民族意識逐漸凝聚，波蘭人由浪漫主義（Romanticism） 調整

為實證主義（Positivism），轉而從事「有機工作」（Organic Work），把重心

放在草根教育，而非無謂犧牲，抗爭的方式日臻嫻熟；不過，族群間的差異

漸凸顯，尤其在東部，先由加利西亞出現齟齬，繼而蔓延由立陶宛到烏克蘭

的邊區（Zamoyski, 2009: 258-59; Keefe, et al., 1973: 18; Pease, 1994: 26-28; 

Prażmowska, 2011: 143-44; Lukowski & Zawadzki, 2006: 186-91; Halecki, 1983: 

chap. 23; Walters, 1988: 50-54; Wandycz, 1992: 162-65; Wikipedia, 2024: 

Magnates of Poland and Lithuania; Organic work; 2023: Abolition of serfdom in 

Poland）。 

來源：Pease（1994: 21）。 

圖 9：波蘭第三次瓜分（1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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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Wikimedia（2024: File:Rzeczpospolita Rozbiory 3.png）。 

圖 10：波蘭三次瓜分（1772、1793、1795） 

肆、由法國大革命戰爭、到一次世界大戰 

經歷列強三次瓜分，許多波蘭知識份子、政治領導者、官員、及愛國者

紛紛遠走他鄉，特別是流亡到革命中的法國（1789-99），組波蘭軍團（Polish 

Legions, 1797-1803）、參加法國大革命戰爭（French Revolutionary Wars, 1792-

1802），希冀能借力光復國土21；法國皇帝拿破崙一世（Napoleon, 1804-14）

在 1807 年打敗普魯士，與普、俄簽訂『提爾西特條約』（Treaties of Tilsit, 

 
21 他們也不少是奧地利徵兵，被法國俘虜，又接受法國的徵召、前往義大利加入波蘭軍團；

這些波蘭人相信，只要義大利脫離奧地利統治，他們就能由匈牙利攻回加利西亞，進而在

全境起義：不料法國在第一次反法同盟（War of the First Coalition, 1792-97）、及第二次反

法同盟戰爭（War of the Second Coalition, 1798-1801）後，跟奧地利簽和約『坎波福爾米

奧條約』（Treaty of Campo Formio, 1797）、及『呂內維爾條約』（Treaty of Lunéville, 1801），

波蘭軍團顯得不搭調；拿破崙於是派遣 6,000 波蘭軍到法屬聖多明戈（Saint-Domingue，

現在海地 Haiti）平亂，自由鬥士淪為殖民鎮壓的打手情何以堪，約 4,000 人戰死、400 人

留下（Lukowski & Zawadzki, 2006: 139; Zamoyski, 2009: 200, 248-49; Halecki, 1983: 219; 

Wikipedia, 2024: Polish Legions (Napoleonic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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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7），扶植傀儡政權華沙公國22（Duchy of Warsaw, 1807-15, 面積 127,000

平方公里、人口 3,300,000），還跟奧地利打了一場戰爭（Austro-Polish War, 

1809）、擋住進攻華沙的奧軍，不過，終究因為拿破崙在俄法戰爭（French 

invasion of Russia, 1812）落敗而壽終就寢；亞歷山大一世希望囊括華沙公

國，讓普魯士交換取得與拿破崙聯手的薩克森王國（Kingdom of Saxony, 

1806-1918），而英、法、奧則憂心帝俄勢力擴張中歐，雙方在維也納會議達

成妥協，把華沙公國領地的西部歸普魯士（7%）、設傀儡波森大公國（Grand 

Duchy of Posen, 1815-48），西南部則併入奧屬波蘭（11%），而其他地方歸

俄羅斯所控制的波蘭會議王國（82%），又稱為波蘭第四次瓜分（Fourth 

Partition of Poland）（Keefe, et al., 1973: 17-18; Pease, 1994: 22-23; Prażmowska, 

2011: 133-39; Kulski, 1976: 12-14; Zamoyski, 2009: 220-31, 239; Lukowski & 

Zawadzki, 2006: 141-55; Slocombe, 1939: chap. 23; Wikipedia, 2024: Congress 

of Vienna; Polish Legions (Napoleonic era); Duchy of Warsaw; Partitions of 

Poland; Austro-Polish War）。 

當時，一派波蘭人認為獨立端賴國際情勢，強調外交手段、及西方強權

的援手，一廂情願認為法國會是適時伸出援手的救星，問題是這些大國所

關心的是與德國、及俄羅斯的關係，而波蘭、及東歐的課題是次要的；另一

派則主張仿效義大利鼓吹波蘭青年（Young Poland）運動，強調走群眾路線，

縝密擘劃、伺機起義；進入被稱為民族之春（Springtime of Nations, 1848-49）

的革命年代，流亡份子熱烈參與巴黎、維也納、及柏林的起事，無役不與，

除了相信自由是所有民族共同追求的，同時也期待世人投桃報李，又疾呼

佔領區的同胞配合起義反抗俄羅斯，並苦口婆心地主廢除農奴制來號召農

民共襄盛舉，不過，地方仕紳裹足不前；由於日耳曼革命份子企盼德國統

一，對於波蘭的獨立有所保留，因此當歐洲各地的波蘭人蜂擁波茲南發動

大波蘭起義（Greater Poland Uprising, 1848），當地的日耳曼自由份子一開頭

 
22 對拿破崙來說，波蘭是提供戰費、及兵源的地方，必須養一支 60,000 人的常備兵，此外，

還要求 10,000 人步兵、及騎兵去打攻打西班牙；當華沙公國終究破產，法國樂於提供貸

款，利息則是波蘭人充當砲灰（Zamoyski, 2009: 2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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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同情，終究拒絕背書，所以當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威廉四世（Frederick 

William IV of Prussia, 1840-61）出兵鎮壓、併入，這些人並未反對23；當波

蘭流亡份子由維也納前來加利西亞推動耕者有其田，奧地利統治者刻意擴

大魯塞尼亞人24（Ruthenians）農民與波蘭人地主之間的矛盾，終究出兵清

理戰場；克里米亞戰爭（Crimean War, 1853-56）爆發，情勢一片大好，波

蘭人希望俄羅斯落敗、企盼英法遠征立陶宛，然後波蘭就可以獲得國際社

會的關注，然而，英法則期待普奧能維持中立，而普奧當局也鼓勵流亡份子

組成波蘭軍團義助土耳其就好，由於戰爭很快結束，波蘭問題終究上不了

巴黎會議（ Congress of Paris, 1856 ）的談判桌（ Kulski, 1976: 14-16; 

Prażmowska, 2011: 141-45; Zamoyski, 2009: 236-40; Lukowski & Zawadzki, 

2006: 164-73; Halecki, 1983: chap. 21; Wikipedia, 2024: Greater Poland 

Uprising (1848)）。 

到了 19 世紀下半葉，儘管佔領國的統治手段未盡相同，並不妨礙波蘭

民族文化的發展，民族認同與時俱進，大多數都會住民、及受過教育者渴望

的是獨立，苟延殘喘、伺機而起，進入 20 世紀，波蘭人積極展開民族獨立

運動，特別是在日俄戰爭（Russo-Japanese War, 1904-1905）、及俄國爆發革

命（Russian Revolution of 1905）後，俄國的改革似乎迫在眉睫；儘管有路

線的差別，政治領導者的共同覺悟是，除非獲得瓜分三強之一的奧援、波蘭

不可能復國，因此不論親俄、德、奧，殊途同歸：諸多社會主義政黨當中，

極左的走國際主義，主張與俄國革命份子合作、追求自治，而溫和派則揭櫫

民族主義，其中的約瑟夫·畢蘇斯基（Józef Piłsudski）組成波蘭社會黨（Polish 

Socialist Party, PPS, 1892-），力倡民族獨立優先於勞工權利，雖然加入第二

國際（Second International, 1889-1916），卻反對貿然訴諸革命手段，企盼波

 
23  話又說回來，法英德義革命份子熱烈反應，柏林的群眾還釋放先前涉及克拉科夫起義

（1846）而被關的共謀；馬克思（Karl Marx）表示支持波蘭復國，他在第一國際（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 1864-76）表示，波蘭人追求自由是大家的共同利益，因為，假

設沒有獨立的波蘭，整個歐洲會遭到俄羅斯專制的威脅（Prażmowska, 2011: 45; Zamoyski, 

2009: 247-48）。 
24 也就是當代的烏克蘭人（Ukrainians）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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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在奧匈帝國（Austria-Hungary, 1867-1918）下或許可以擠身三位一體、階

段性取得自治，進而從俄羅斯手中獨立；最活躍的則是以中產階級及知識

份子為主的保守派，他們認為最大的敵人是德國，決定與狼共舞，尋求在俄

羅斯庇蔭下由自治走向獨立，走體制內改革路線，其中羅曼•德莫夫斯基

（Roman Dmowski）組波蘭國家民主黨（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 1897-

1919），強調務實抗爭，敵視日耳曼人、及猶太人（Jews）；而農民也有自己

的政黨農民聯盟（Peasant Alliance），執兩用中，在地方上的實力不容小覷

（Keefe, et al., 1973: 19; Pease, 1994: 28; Prażmowska, 2011: 151-53, 159-60; 

Kulski, 1976: 20; Zamoyski, 2009: 284-89; Lukowski & Zawadzki, 2006: 197-

216; Halecki, 1983: 266-67; Johnson, 1996: 183-84; Walters, 1988: 54-55; 

Wandycz, 1992: 191-93; Slocombe, 1939: 294-95; Wikipedia, 2024: Polish 

Socialist Party; National-Democratic Party (Poland)）。 

然而，並非所有的波蘭社會主義者都同意漸進的手段，一些人深信社會

主義者的長期目標是革命，短期目標則是推翻沙皇體制，而羅莎•盧森堡

（Rosa Luxemburg）所領導以知識份子為主的波蘭王國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racy of the Kingdom of Poland, SDKP, 1893-99，後來擴大為波蘭王國

和立陶宛社會民主黨 Social Democracy of the Kingdom of Poland and 

Lithuania, SDKPiL, 1899-1918）更認為波蘭獨立與社會主義不相容，力主波

蘭的社會主義是大俄羅斯社會主義運動的一部份、走國際路線；該黨後來

在 1918 年與波蘭社會黨-左翼（Polish Socialist Party-Left, PPS-L, 1906-18）

合併為波蘭共產主義工人黨（Communist Workers’ Party of Poland, KPRP, 

1918-25），進而在 1925 年改頭換面為波蘭共產黨（Communist Party of Poland, 

KPP, 1925-38）（Prażmowska, 2011: 151-52: Lukowski & Zawadzki, 198-99; 

Walters, 1988: 330-32; Wandycz, 1992: 192-93; Wikipedia, 2024: Social 

Democracy of the Kingdom of Poland and Lithuania; Communist Party of 

Poland）。 

在德國於 1871 年統一後，俾斯麥決定與奧地利聯手制衡俄羅斯，瓜分

波蘭三強之間的合作頓時出現嫌隙；由於俄國立意與奧地利競逐巴爾幹半

島（Balkans），德國在 1878 年柏林會議（Congress of Berlin, 1878）跟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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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沆瀣一氣、又特別針對俄羅斯結為雙重同盟（Dual Alliance, 1879），因此，

儘管亡羊補牢跟俄羅斯秘密簽訂『再保險條約』（Reinsurance Treaty, 1878），

雙方無法繼續模稜兩可、虛情假意；德、奧、義結合為三國同盟（Triple 

Alliance, 1882-1915）對峙俄、法、英所組成三國協約（Triple Entente, 1907-

17），終究德國在 1914 年 8 月 1 日對俄羅斯宣戰，一次世界大戰（World 

War I, 1914-18）爆發（Kulski, 1976: 16-17; Wikipedia, 2024: Treaty of Berlin 

(1878); Dual Alliance (1879)）。 

來源：Pease（1994: 24）。 

圖 11：華沙公國、波蘭會議王國  

一開頭，德、奧兩國還盤算打波蘭牌來對付俄羅斯，在 1916 年 11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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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共同承諾，未來會在俄國佔領區恢復制憲王朝、但必須與兩國密切軍事

結合；當時，德國的如意算盤是併吞大部分俄國佔領區、剩下來的成為保護

國，而奧地利則是希望併入自己的佔領區、卵翼一個的君主立憲波蘭王國，

卻因為德國從中作梗而罷，兩國在 1917 年 9 月成立扶植一個沒有國王、自

主有限的波蘭王國（Kingdom of Poland, 1917-18），波蘭人對三國同盟大失

所望；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 1894-1917）在 1916 年 12 月 25 日鬆口，應

允讓波蘭復國取得自由，卻堅持必須以身合國的方式跟俄羅斯結合、由他

兼任國王，大體不脫波蘭會議王國的自治框架，不願意得罪俄國的英法心

滿意足，美國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 1913-21）便在 1917 年初宣示

「一個統一、獨立、而自主的波蘭應該存在」，接著在『十四點和平原則』

（Fourteen Points, 1918）揭示（Wilson, 1917）： 

XIII. An independent Polish state should be erected which should 

include the territories inhabited by indisputably Polish populations, 

which should be assured a free and secure access to the sea, and whos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dependence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should be 

guaranteed by international covenant. 

此後，英法才開始關注波蘭問題；在二月革命（February Revolution, 1917）

後成立的俄國臨時政府聲稱，以波蘭人為多數的地方應該有獨立的波蘭國、

卻必須與俄國結為軍事同盟，而在十月革命（October Revolution, 1917）後

成立的蘇維埃俄國（Russian Soviet Republic, 1917-22 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

簡稱蘇俄）自顧不暇，先於 1918 年 3 月跟同盟國簽訂『布列斯特-立陶夫斯

克條約』（Treaty of Brest-Litovsk, 1918）後退出協約國、及大戰25，又在 8 月

廢除先前的瓜分波蘭條約，集中心力在俄國內戰（Russian Civil War, 1917-

22）（Kulski, 1976: 20-21; Lukowski & Zawadzki, 2006: 218-20; Halecki, 1983: 

chap. 25; Johnson, 1996: 182-85; Karski, 1985: chap. 1）。 

 
25 德國不想繼續兩面作戰，因此在 1917 年 4 月讓流亡瑞士的列寧（Vladimir Lenin, 1917-

24）、   及 30 名同志入境，協助偷渡回國發動革命、製造動亂（Johnson, 1996: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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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大戰，總共有 200 萬波蘭人效命 3 個佔領國、45 萬人戰死，同

一個家庭可能穿不國家的軍服；奧地利試圖併吞俄屬波蘭，因此允許波蘭

民族運動在其地盤組織，畢蘇斯基相信反俄是獨立的第一步，在 1914 年 8

月 6 日組織波蘭軍團在東線與德奧並肩作戰，儘管老百姓並未熱烈附和，

兩國將波蘭會議王國改頭換面為波蘭王國，他後來發現這是附庸，因為拒

絕出兵而在 1917 年被德國囚禁，免於日後被政敵指控為通敵（德）；俄羅

斯為了拉攏波蘭人，允許自治權、成立波蘭國家委員會（Polish National 

Committee, 1914-19）；德莫夫斯基原本認為德國對於波蘭民族主義的威脅較

大，寄望先藉由協約國統一波蘭、然後在俄羅斯主導的泛斯拉夫聯邦下走

向獨立，等到德、奧同盟國在 1915 年 8 月席捲波蘭，他還率眾前往彼得格

勒（Petrograd）、嘗試說服帝俄有更明確的立場不成，轉向英法遊說、倡議

波蘭復國可以遏止共黨的擴張，他次年流亡巴黎，又組波蘭國家委員會

（1917-19）與德莫夫斯基打對台，獲得法英義美承認為合法的代表（Keefe, 

et al., 1973: 19-20; Pease, 1994: 28; Prażmowska, 2011: 158-65; Zamoyski, 2009: 

290-91; Lukowski & Zawadzki, 2006: 217-19; Halecki, 1983: chap. 25; Johnson, 

1996: 184-85; Walters, 1988: 171-72; Wandycz, 1992: 197-99; Slocombe, 1939: 

307-308; Wikipedia, 2024: History of Poland during World War I; Józef Piłsudski; 

Act of 5th November; Kingdom of Poland (1917-1918); Polish National 

Committee (1914-1917); Roman Dmowski; Polish National Committee (1917-

1919)）。 

伍、波蘭重生復國 

波蘭第二共和國（Second Polish Republic, 1918-39）在同盟國潰敗、大

戰結束前成立（1918/10/7），獲釋的畢蘇斯基於 1918 年 11 月從德國回到華

沙、出任國家元首（1918-22）；生米煮成飯，協約國對於畢蘇斯基先下手為

強老大不高興，畢竟，應該是由他們來授與、而非波蘭自行宣布獨立，而人

在巴黎的德莫夫斯基當然也拒絕承認新政府，終究，無黨籍鋼琴家伊格納

奇·揚·帕德雷夫斯基（Ignacy Jan Paderewski）搭英艦風光回國、臨危授命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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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政府，德莫夫斯基妥協率團參加巴黎和會（Paris Peace Conference, 1919-

20），再生的波蘭立即獲得美國承認，其他協約國家亦步亦趨；波蘭第二共

和國的面積 388,600 平方公里、人口 2,700 萬，少數族群（或民族）就有 800

萬之多，主要是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立陶宛人、日耳曼人、及猶太人，

絕大多數維持自己族語、及集體認同，埋下政治不滿的種子；經過 3 個強

權瓜分、異族統治百年，拼盤般的波蘭百廢待舉，政治、經濟、及社會問題

紛至沓來，卻不像其他歐洲國家，缺乏一塊足以深植民主制度的民族整合

地區，政治張力不斷攀升（Keefe, et al., 1973: 20-21; Prażmowska, 2011: 165-

67; Zamoyski, 2009: 292-96; Lukowski & Zawadzki, 2006: 221-23; Johnson, 

1996: 185;）。 

 

來源：Pease（1994: 32）。 

圖 12：波蘭第二共和國（1921-39） 

 

有關於國界，波蘭前西部領土（Western Borderlands）主要根據『凡爾

賽和約』（Treaty of Versailles, 1919）安排，少數地方則依據住民投票決定去

留，大部分失土由普魯士手中取回；唯獨港市格但斯克，由於這裡的人口以

日耳曼人為主，英國首相勞合·喬治（David Lloyd George, 1916-22）從中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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梗，被列為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 1920-46）所管轄的自由市26（Free 

City of Danzig, 1920-39），享有高度自治，跟波蘭的唯一關係是關稅同盟，

勉強支應美國總統威爾遜在『十四點和平原則』的承諾；至於波羅的海東南

岸的東普魯士則仍在德國（威瑪共和國 Weimar Republic, 1918-33）手中，

而波美拉尼亞通往波羅的海，只能透過所謂的波蘭走廊（Polish Corridor, 

Danzig Corridor 但澤走廊）出海，夜長夢多（Keefe, et al., 1973: 20-21; Pease, 

1994: 30-31; Prażmowska, 2011: 170; Johnson, 1996: 186; Walters, 1988: 144; 

Karski, 1985: chap. 2; Wikipedia, 2024: Recovered Territories; Treaty of 

Versailles; Free City of Danzig; East Prussia; Polish Corridor）。 

 

來源：Wikimedia（2022: File:Polish Corridor.PNG）。 

圖 13：波蘭走廊（1923-39） 

 

至於『凡爾賽和約』未解決的波蘭前東部領土（Eastern Borderlands），

畢蘇斯基為了遏阻蘇聯的擴張，原本的盤算是與立陶宛及白俄羅斯合組聯

邦或邦聯 27，儘量讓俄羅斯縮水到只剩俄羅斯人聚居的地方，由於白軍

（White Army, 1917-22）立場強硬，布爾什維克（Bolsheviks 俄國共產黨）

 
26 主要的理由是格但斯克的都會中心住民以日耳曼人居多、周邊才是波蘭人，然而，就東

歐國家的人口分布來看，這並非特例（Walters, 1988: 144）。 
27 蘇俄本來要給波蘭明斯克（Minsk），波蘭的談判代表由國家民主黨的斯坦尼斯瓦夫·格拉

波夫斯基（Stanisław Grabowski）所支配，他們一向主張同化主義，考慮東邊多為少數族

群居多，恐怕不利選舉而敬謝不敏，因此堅持依據民族自決原則劃界，畢蘇斯基的聯邦夢

斷（Lukowski, & Zawadzki, 2006: 230; Johnson, 1996: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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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民族自決高唱入雲，兩害相權取其輕，而列寧也忙於內戰、視波蘭為傳遞

共產主義給德國勞動階級的橋樑，然而，終究，畢蘇斯基在 1920 年決定支

持烏克蘭人民共和國（Ukrainian People’s Republic, 1917-21），波蘇戰爭

（Polish-Soviet War, 1918-21）不可避免；經過英國出面斡旋，波蘭被迫接

受一條由北邊拉脫維亞延伸到南邊羅馬尼亞的國界，稱為寇松線（Curzon 

Line），然而，終究簽訂『里加和約』（Treaty of Riga, 1921）將國界東移，瓜

分在白俄羅斯、及烏克蘭的爭議領土28，才恢復第二次瓜分時的國界，然而，

波蘭整體面積只剩瓜分前的五分之三，而與立陶宛的爭議仍然未能獲得解

決；照說，法國應該會支持波蘭遏止共黨擴張的說法，卻又希望俄羅斯能制

衡德國，終究，由於白軍堅持寸土不讓，巴黎因此對於波蘭的領土完整不是

那麼熱絡；英國的優先順序則是尋求跟俄羅斯妥協，除了認為東歐安排事

不關己，也不同意法國支持波蘭、及捷克的立場，好不容易出面理出的寇松

線竟被翻案，日後對波蘭政策意興闌珊（Keefe, et al., 1973: 20-21; Pease, 1994: 

30-31; Prażmowska, 2011: 166-69; Lukowski & Zawadzki, 2006: 225-30; 

Johnson, 1996: 186-90; Walters, 1988: 55, 145-46; Karski, 1985: chaps. 3-4; 

Wikipedia, 2024: Polish-Soviet War; Causes of the Polish-Soviet War; Treaty of 

Riga; Curzon Line; Kresy）。 

在西南部的德屬西利西亞（German Silesia，即普魯士西利西亞 Prussian 

Silesia），下西利西亞（Lower Silesia，首府樂斯拉夫 Wrocław）經過 18-19

世紀的日耳曼化，波蘭人幾乎已經銷聲匿跡，因此 98%仍歸德國（除了東

北角）；上西利西亞（Upper Silesia，首府奧坡雷 Opole）則透過 1921 年的

公投，波蘭獲得比較工業化的 25%東部，德國分到比較富裕的西部、依然

耿耿於懷29；唯獨奧地利西里西亞30（Austrian Silesia, Eastern Silesia 東西利

 
28 當奧匈帝國在 1918 年解體，烏克蘭軍團趁機佔領東加利西亞（Eastern Galicia）、宣佈成

立（West Ukrainian People’s Republic），爆發波烏戰爭（Polish-Ukrainian War, 1918-19），

被波蘭碾平，50,000 士兵東逃效命烏克蘭人民共和國（Wikipedia, 2024: Polish-Ukrainian 

War; West Ukrainian People’s Republic）。 
29 其實，當時還是有效統治德國佔領當局操控公投，波蘭政府當時還為東線的戰事焦頭爛

額，根本無力提出異議，德國得了便宜又賣乖（Walters, 1988: 144）。 
30 又稱為切申西里西亞（Cieszyn Silesia, 首府切申 Cieszy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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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亞）未經公投劃歸捷克，波蘭抗議無效，在 1938 年趁德國入侵捷克之際

用兵，才取回捷克西利西亞（Czech Silesia）（Kulski, 1976: 17-18, 23-241938; 

Keefe, et al., 1973: 21; Pease, 1994: 31; Walters, 1988: 144-45; Wikipedia, 2024: 

Silesia; History of Silesia; Lower Silesia; Upper Silesia; 1921 Upper Silesia 

plebiscite; Austrian Silesia; Cieszyn Silesia; Czech Silesia; 2022: Eastern 

Silesia）。 

來源：Wikimedia（2024: File:Curzon line en.svg）。 

圖 14：寇松線 

 

波蘭在戰後百廢待舉，第二共和國致力經濟、社會、及政治重建，除了

從事攸關農民的土地改革，也著手勞工的工時限制、賦予組織工會與集體

談判的權利、提供社會保險；政黨因選舉制度採取比例代表制而有如雨後

春筍出現，除了主要的左（波蘭社會黨）、中（波蘭人民黨"皮雅斯特"31）、

右（國家民主黨）政黨，共產工人黨（Communist Workers’ Party, 1918-25）

也由左翼革命份子分裂而出，不過，由於聽命蘇聯的國際社會革命、反對國

內熾熱的民族獨立情愫，無法獲得百姓的普遍支持，因此，即使在 1925 年

 
31 Polish People’s Party “Piast,” PSL Piast（1913-31），後來與他黨合併為人民黨（People’s 

Party, 1931-45）（Wikipedia, 2024: Polish People’s Party “Piast” (1913-1931); People’s Party 

(Po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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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名為波蘭共產黨，在 1930 年代被波蘭政府列為顛覆團體而禁止，終究於

1938 年被第三國際（Communist International, 1919-43）質疑感染托洛斯基

主義（Trotskyism）而解散，不管言聽計從流亡、或被押解蘇聯的領導者，

終究不是被史達林（Joseph Stalin, 1922-52）槍斃、就是死於勞改營，直到

1942 年才以波蘭工人黨32（Polish Workers’ Party, PPR, 1942-48）的面目重

現、充當蘇聯奪取波蘭政權的打手（Keefe, et al., 1973: 22; Prażmowska, 2011: 

191; Walters, 1988: 182-84, 331-33; Karski, 1985: 432; Wikipedia, 2024: 

Communist Party of Poland）。 

在政治層面，波蘭仿效法國第三共和國（French Third Republic, 1870-

1940）制訂『三月憲法』（March Constitution, 1921）、採取內閣制，大為限

縮總統的權力，畢蘇斯基憤而在 1923 年宣布退隱，政權更替頻繁、政局不

穩，經濟問題無解；他在 1926 年親自領軍發動政變攻入華沙、捲土重來、

充當影武者，修憲限縮國會的權力，建立薩納齊亞（Sanacja, Sanation）強

人政權、展開政治清理，此後波蘭進入威權統治，先是仰賴宣傳打擊政敵、

接著變本加厲囚禁政敵，甚至於在國會發動不信任案時進駐 90 名武裝軍官

恫嚇議員，惡名昭彰；他死前量身訂製『四月憲法』（April Constitution of 

Poland, 1935），將憲政體制調整為總統制，不久病故，波蘭進入軍事統治

（ rule of the colonels ）（ Keefe, et al., 1973: 22-23; Pease, 1994: 31-32; 

Prażmowska, 2011: 174-75; Zamoyski, 2009: 298-302; Lukowski & Zawadzki,  

2006: 232-33, 236-37, 240-47; Walters, 1988: 182-84; Wikipedia, 2024: Józef 

Piłsudski; Sanation）。 

 

 
32 總書記為瓦迪斯瓦夫·哥穆爾卡（Władysław Gomułka, 1943-48），前身是先前被整肅的波

蘭共產黨；該黨除了有準軍事組織人民近衛軍（People’s Guard, 1942-44），還成立政治門

面國家民族議會（State National Council, 1943）整合左派跟流亡政府打別苗頭（Keefe, et 

al., 1973: 25; Wikipedia, 2024: Communist Party of Poland; 2023: People’s Guard (1942–1944); 

State National 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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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Wikimedia（2023: File:Silesia-map.svg）。 

說明：青色是被普魯士在 1740 年併吞前的奧地利西里西亞，紅線是 1740 年的普

魯士西利西亞。 

圖 15：西利西亞 

 

在外交上，畢蘇斯基深知德、蘇對於戰後的領土安排心有未甘，可惜與

東歐國家結盟的計畫並不順遂，為了確保國土完整，除了儘量避免讓敵人

有聯手的口實，還在 1921 年與當時歐洲最強的國家法國結盟，並與西歐國

家共同簽訂『羅加諾公約』（Locarno Treaties, 1925），然而，由於德國只願

意正式承諾西邊的疆界、東疆則懸而未決，波蘭相當惱怒；等到德國在 1930

年代初期崛起，希特勒（Adolf Hitler, 1933-45）頭角崢嶸、侵略野心昭然若

揭，法國卻是立場曖昧、無心捍衛東歐的盟邦，而這時候蘇聯也大致完成內

部的權力鞏固，波蘭只好分別與俄（Soviet-Polish Non-Aggression Pact, 1932）、

德（German-Polish Nonaggression Pact, 1934）兩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德

國在 1938 年 3 月併吞奧地利（Anschluss），接著在 10 月佔領捷克蘇台德地

區（Sudetenland），然後在 1939 年 3 月 15 日吞噬捷克，接著露出猙獰面目，

威脅波蘭割讓格但斯克、要求興建治外法權公路跨越波蘭走廊，波蘭在 3 月

26 日婉謝，趕緊跟英國（4/6）、及法國（5/19）結為軍事同盟；德國在 8 月

23 日與蘇聯簽訂互不侵犯條約（Molotov-Ribbentrop Pact, 1939），未經宣戰

在 9 月 1 日，由西北南三路入侵波蘭，英、法在兩天後宣戰、二次世界大

戰（World War II, 1939-45）開打，蘇聯在 17 日由東邊入侵，波蘭在幾個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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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內就被征服（Keefe, et al., 1973: 23; Pease, 1994: 33-6; Prażmowska, 2011: 

175-77; Zamoyski, 2009: 311-13; Lukowski & Zawadzki, 2006: 252-55; Walters, 

1988: 185; Karski, 1985: chaps. 8-9, 13-14, 19-21; Wikipedia, 2024; Klaipėda 

Region; Molotov- Ribbentrop Pact; Invasion of Poland; Soviet invasion of 

Poland）。 

 

來源：Wikimedia（2022: File:Davidlowrendezvous.png）。 

說明：希特勒指著地上的屍體（波蘭）說「我相信這是人渣？」（The scum of the 

earth, I believe?），史達林說：「我認為這是殺害工人的刺客？」（The bloody assassin 

of the workers, I presume?） 

圖 16：希特勒與史達林會面  

陸、二次世界大戰 

德國與蘇聯狼狽為奸，根據『德蘇互不侵犯條約』（1939）的附加密約

瓜分波蘭，以桑河（San）、西布格河、及納爾瓦河（Narva）為界，德國佔

領區佔了三分之二，希特勒將面積 92,500 平方公里（23.7%，人口 1,050 萬）

的西半部併入本土，約有 100 萬波蘭人、及猶太人被趕走，移入 75 萬來自

波羅的海國家、羅馬尼亞、捷克、及其他東歐國家的日耳曼人；東半部面積

95,500 平方公里（30%，人口 1,150 萬）設置波蘭總督府（Generalgouvernement, 

GG, General Government），採取軍事統治，發配來自國內、及其他佔領區

的 200 萬「不可欲份子」；由於德國不予自治，沒有波蘭政治人物願意合

作；約有 280 萬波蘭人被驅策到德國工廠、或農場充當強迫奴工，另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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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人羈押在集中營等候處決33，其他苟延殘喘的人則處於半飢餓狀態；猶太

人更是除之而後快的對象，總督府設置約 40 個猶太隔離區，採取連作法管

理，終究集體屠殺（Keefe, et al., 1973: 24; Pease, 1994: 36; Prażmowska, 2011: 

183-85, 187-89; Zamoyski, 2009: 316-18; Lukowski & Zawadzki, 2006: 257-60-

61; Walters, 1988: 277; Wikipedia, 2024: Occupation of Poland (1939-1945); 

Polish areas annexed by Nazi Germany; General Government）。 

來源：Wikimedia（2022: File:Occupation of Poland 1939.png）。 

圖 17：德國與蘇聯在波蘭的佔領區（1939-41） 

波蘭第二共和國在德、俄入侵後垮台，眾人逃亡巴黎，在 1939 年 10 月

組流亡政府，獲得協約國承認為合法政府，前總理瓦迪斯瓦夫·西科爾斯基

（Władysław Sikorskim, 1922-23, 1939-43）領導難民、及僑民組成波蘭西線

武裝部隊（Polish Armed Forces in the West），與英、法盟軍並肩作戰，在

法國於 1940 年 6 月淪陷後與 20,000 部隊撤退倫敦，由於過去軍事政權的

 
33 終究，有 15%老師、18%天主教神父、45%醫生、50%工程師、57%律師被處死；另外，

只要有一名德國人被殺，就有 100 名羈押的波蘭人被處死報復（Lukowski & Zawadzki, 

2006: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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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英、美對他表面上客客氣氣，不論是軍事、還是外決策，並沒有看在

眼裡，直到希特勒攻入蘇聯才改觀；波蘭人在淪陷後組織地下軍（Union of 

Armed Struggle, 1939-42）從事武裝反抗，進而結合各路人馬成立家鄉軍

（Home Army, AK, 1942-45）打游擊戰、也蒐集情報，在 1944 年人數多達

40 萬人（Keefe, et al., 1973: 23-24; Pease, 1994: 36-37; Prażmowska, 2011: 

182-83, 185-86; Zamoyski, 2009: 320-21; Lukowski & Zawadzki, 2006: 257-58, 

263-65; Walters, 1988: 271-72; Wikipedia, 2024: Władysław Sikorski; Polish 

Armed Forces in the West; Union of Armed Struggle; Home Army）。 

來源：Wikimedia（2024: File:Oder-neisse.gif） 

圖 18：奧得河-尼斯河線 

蘇聯佔領區面積 201,015 平方公里（51.6%）、人口 13,299,000（30%），

經過假公投後併吞，大規模搜捕重要政治、軍事、經濟、及工運人物，有 150

萬波蘭人被押解西伯利亞（Siberia）、及中亞的勞改營，面對慘絕人寰、暴

虐無道的待遇，秘密警察（People’s Commissariat of Internal Affairs, NKVD, 

1934-46）處決 21,000 名被俘的戰犯，特別是軍警官、及公務人員；等到德

國翻臉對蘇聯發動巴巴羅薩行動（Operation Barbarossa, 1941），流亡政府

盼望能聯手驅逐德軍，在英國的壓力下簽訂『西科爾斯基-麥斯基協定』

（Sikorski-Mayski Agreement, 1941），史達林同意廢除『德蘇互不侵犯條約』

（1939）有關於波蘭的部分，同意釋放戰俘、特赦被押送內地的平民，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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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什干（Tashkent）將 75,000 人編組為波蘭東線武裝部隊（Polish Armed 

Forces in the East），由瓦迪斯瓦夫·安德斯（Władysław Anders）領軍；終

究，由於蘇聯擔心養癰貽患而不願意收留，10 萬波軍得以在 1942 年陰錯陽

差脫離佔領區轉往伊朗跟盟軍合作，在北非、及義大利一展身手，40 萬跟

隨撤離的眷屬則被安置在大英國協；流亡政府發現蘇聯無意放棄佔領區、

也不願協助班師回朝，加上德國在 1943 年揭露蘇聯秘密警察於卡廷大森林

惡意屠殺 40,000 名波蘭軍警官戰俘（Katyn Massacre, 1940），關係急速惡

化，在 1943 年斷交34（Keefe, et al., 1973: 24; Pease, 1994: 36-39; Prażmowska, 

2011: 189-90; Lukowski & Zawadzki, 2006: 256-57, 266-67; Walters, 1988: 

272-76; Karski, 1985: chap. 24; Wikipedia, 2024: Territories of Poland annexed 

by the Soviet Union; Operation Barbarossa; Sikorski-Mayski agreement; Polish 

Armed Forces in the East; Władysław Anders; Katyn massacre）。 

蘇聯在那些跟不上撤離的波蘭人當中，積極扶植波蘭共產黨流亡份子

在戰後回去接收，史達林授意這批人於莫斯科成立波蘭愛國者聯盟（Union 

of Polish Patriots, 1943），組波蘭人民軍（People’s Army, AL, 1943-44）與

紅軍在東線共同作戰；不久，蘇聯與流亡政府反目成讎，等到紅軍打到盧布

林（Lublin），波蘭愛國者聯盟結合潛伏的波蘭工人黨組波蘭民族解放委員

會35（Polish Committee of National Liberation, PKWN），來跟倫敦的流亡政

府打對台（Keefe, et al., 1973: 25; Pease, 1994: 37-39; Prażmowska, 2011: 190-

92; Zamoyski, 2009: 322-23; Lukowski, & Zawadzki, 2006: 267-68; Karski, 

 
34 蘇聯一開頭俘虜 25 萬名投降的波蘭官兵，由於兩國並未正式宣戰，這些人不能算戰俘、

而是暫時被拘留，無人搭理，一旦雙方在 1941 年修好，這些被關了將近 2 年的軍人然就

要遣送回國；當波蘭自告奮勇籌組軍團助陣，蘇聯雖然首肯，名單不見軍官，經過徵詢，

蘇方先推託失蹤，接著敷衍說這些人已經移送西伯利亞而失聯、或矢口否認有受俘，到最

後史達林甚至於信口開河回說逃到日本人控制的滿洲；問題是，儘管失蹤的官兵僅佔被俘

波蘭軍的 6%，這些人有 84%是軍官，啟人疑竇的是，他們多為備役軍官，也就是大學教

授、律師、及醫生，加上有相當高比例的尉士官來自有可能繼續念大學的地方、即未來的

知識份子；蘇聯嘗試招募願意配合的波蘭左翼知識份子，特別是在法國被佔領後，這些人

很可能就是因為非我族類而遇害（Walters, 1988: 272-74; Lukowski & Zawadzki, 2006: 256-

57; Karski, 1985: chap. 26）。 
35 又稱為盧布林委員會（Lublin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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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432-34; Wikipedia, 2024: Union of Polish Patriots; People’s Army 

(Poland); Polish Workers’ Party; Polish Committee of National Liberation）。 

蘇聯在 1944 年從德國手中搶回原先的佔領區，家鄉軍伺機發動起義，

然而，已經攻到華沙郊區的紅軍卻是按兵不動 63 天，坐視圍城的德軍消滅

孤立無援的 46,000 名非共地下抵抗運動，為共產黨接收鋪路；到了 1945 年

初，蘇聯正式承認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在解放區所組成的臨時政府

（Provisional Government of National Unity, 1945-47），紅軍才開進已成廢

墟的華沙，由愛德華·奧索布卡-莫拉夫斯基（Edward Osóbka-Morawski, 1944-

47）出任總理，國家民族議會轉為臨時國會、人民近衛軍則併入波蘭人民

軍；紅軍在 3 月驅逐所有德軍，臨時政府儼然蘇聯的傀儡，西方國家儘管

抗議，然木已成舟，只得在雅爾達會議（Yalta Conference, 1945）要求蘇聯

擴大臨時成員、接納海外與本土的非共成員、及儘快舉行國會大選，來交換

承認蘇聯取得波蘭東部領土；其實，史達林早先在德黑蘭會議（Tehran 

Conference. 1943），就要求以寇松線作為波蘭東部的國界，由於盟軍需要

紅軍對抗德國，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 1933-45）、及英國

首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 1940-45, 1951-55）原則上同意，然而波蘭

並不知情；後來在波茲坦會議（Potsdam Conference, 1945），同盟國讓波蘭

取得奧得河、及尼薩河（Neisse）以西的 10 萬平方公里德國領土作為補償，

新國界稱為奧得河-尼斯河線（Oder-Neisse Line），200 萬德國人被趕，波

蘭由蘇聯取得的地方移來 300 萬人（Keefe, et al., 1973: 25-26; Pease, 1994: 

39-41; Zamoyski, 2009: 326-32; Lukowski, & Zawadzki, 2006: 268-69; Walters, 

1988: 278; Kulski, 1976: chap. 3; Karski, 1985: chaps. 29-30, 33. 36-37; 

Wikipedia, 2024: Warsaw Uprising; Provisional Government of National Unity; 

Oder-Neisse line; Recovered Territories; Flight and expulsion of Germans from 

Poland during and after World War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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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波蘭的河流  

來源：Newebcreations（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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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條約、憲法 

Union of Krewo, 1385 

Union of Lublin, 1569 

Constitution of 3 May 1791 

Treaty of Campo Formio, 1797 

Treaty of Lunéville, 1801 

Treaties of Tilsit, 1807 

Constitution of the Kingdom of Poland, 1815  

Organic Statute of the Kingdom of Poland, 1832  

Reinsurance Treaty, 1878 

Fourteen Points, 1918 

Treaty of Brest-Litovsk, 1918 

Treaty of Versailles, 1919 

March Constitution, 1921 

Locarno Treaties, 1925 

Soviet-Polish Non-Aggression Pact, 1932 

German-Polish Nonaggression Pact, 1934 

April Constitution of Poland, 1935 

Molotov-Ribbentrop Pact, 1939 

Sikorski-Mayski Agreement, 1941 

 

  



波蘭的國家發展 39 

參考文獻 

Halecki, Oskar.  1983.  A History of Poland, rev. ed.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Johnson, Lonnie R.  1996.  Central Europe: Enemies, Neighbors, Friend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arski, Jan.  1985.  The Great Powers and Poland, 1919-1945: From Versailles to 

Yalta.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Keefe, Eugene K., Donald W. Bernier, Lyle E. Brenneman, William Giloane, James M. 

Moore, Jr., and Neda A. Walpole.  1973.  Area Handbook for Poland.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Kulski, W. W.  1976.  Germany and Poland: From War to Peaceful Relations.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Lukowski, Jerzy, and Hubert Zawadzki.  2006.  A Concise History of Poland, 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webcreations.  2024.  “Poland Rivers Map.” (https://maps-poland.com/maps-

poland-geography/poland-rivers-map) (2024/9/28) 

Pease, Neal.  1994.  “Historical Setting,” in Glenn E. Curtis, ed. Poland: A Country 

Study, pp. 1-51.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Prażmowska, Anita J.  2011.  A History of Poland, 2nd ed.  Houn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Slocombe, George.  1939.  A History of Poland.  London: Thomas Nelson & Sons. 

Walters, E. Garrison.  1988.  The Other Europe: Eastern Europe to 1945.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Wandycz, Piotr S.  1992.   The Price of Freedom: A History of East Central Europe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the Present.  London: Routledge. 

Wikimedia.  2022.  “File:Davidlowrendezvous.png.”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Davidlowrendezvous.png) (2024/7/3)  

Wikimedia.  2022.  “File:Polish Corridor.PNG.”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Polish_Corridor.PNG) (2024/7/3)  

Wikimedia.  2022.  “File:West slavs 9th-10th c..png.”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West_slavs_9th-10th_c..png) (2024/7/3) 

Wikimedia.  2023.  “File:Allegory of the 1st partition of Poland.jpg.” 



《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20 卷、第 4 期（2024/冬季號） 40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Allegory_of_the_1st_partition_of_Poland

.jpg) (2024/7/3) 

Wikimedia.  2023.  “File:Silesia-map.svg.”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Silesia-map.svg) (2024/7/3) 

Wikimedia.  2024.  “File:Curzon line en.svg.”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Curzon_line_en.svg) (2024/6/10)  

Wikimedia.  2024.  “File:Rzeczpospolita Rozbiory 3.png.”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Rzeczpospolita_Rozbiory_3.png) 

(2024/7/3) 

Wikimedia.  2024.  “File:Teutonic Order 1410.png.”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Teutonic_Order_1410.png) (2024/6/10)  

Wikipedia.  2022.  “Eastern Siles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astern_Silesia) 

(2024/7/1) 

Wikipedia.  2023.  “Abolition of serfdom in Poland”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bolition_of_serfdom_in_Poland) (2024/7/1) 

Wikipedia.  2023.  “Constitution of the Kingdom of Poland.”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nstitution_of_the_Kingdom_of_Poland) (2024/7/1)  

Wikipedia.  2023.  “Polish-Prussian allianc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olish–

Prussian_alliance) (2024/7/1) 

Wikipedia.  2024.  “1921 Upper Silesia plebiscit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1921_Upper_Silesia_plebiscite) (2024/7/1)  

Wikipedia.  2024.  “Act of 5th November.”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ct_of_5th_November) (2024/7/1) 

Wikipedia.  2024.  “Austrian Partitio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ustrian_Partition) (2024/7/1)  

Wikipedia.  2024.  “Austro-Polish War.”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ustro-

Polish_War) (2024/7/1) 

Wikipedia.  2024.  “Augustus II the Strong.”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ugustus_II_the_Strong) (2024/7/1)  

Wikipedia.  2024.  “Austrian Siles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ustrian_Silesia) 

(2024/7/1) 

Wikipedia.  2024.  “Austro-Prussian War.”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ustro-

Prussian_War) (2024/7/1) 



波蘭的國家發展 41 

Wikipedia.  2024.  “Battle of Grunwald.”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attle_of_Grunwald) (2024/7/1)  

Wikipedia.  2024.  “Battle on the Rax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attle_on_the_Raxa) (2024/7/1)  

Wikipedia.  2024.  “Battle of Vienn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attle_of_Vienna) (2024/7/1)  

Wikipedia.  2024.  “Casimir III the Grea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asimir_III_the_Great) (2024/7/1)  

Wikipedia.  2024.  “Casimir IV Jagiello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asimir_IV_Jagiellon) (2024/7/1) 

Wikipedia.  2024.  “Causes of the Polish-Soviet War.”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auses_of_the_Polish–Soviet_War) (2024/7/1) 

Wikipedia.  2024.  “Cieszyn Siles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ieszyn_Silesia) 

(2024/7/1) 

Wikipedia.  2024.  “Communist Party of Poland.”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mmunist_Party_of_Poland) (2024/7/1)  

Wikipedia.  2024.  “Congress of Vienn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ngress_of_Vienna) (2024/7/1) 

Wikipedia.  2024.  “Congress Poland.”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ngress_Poland) (2024/7/1)  

Wikipedia.  2024.  “Constitution of 3 May 1791.”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nstitution_of_3_May_1791) (2024/7/1)  

Wikipedia.  2024.  “Czech Siles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zech_Silesia) 

(2024/7/1) 

Wikipedia.  2024.  “Dual Alliance (1879)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ual_Alliance_(1879)) (2024/7/1)  

Wikipedia.  2024.  “Duchy of Warsaw.”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uchy_of_Warsaw) (2024/7/1) 

Wikipedia.  2024.  “Early Slav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arly_Slavs) 

(2024/7/1) 

Wikipedia.  2024.  “East Pruss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ast_Prussia) 

(2024/7/1) 

Wikipedia.  2024.  “First Mongol invasion of Poland.” 



《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20 卷、第 4 期（2024/冬季號） 42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irst_Mongol_invasion_of_Poland) (2024/7/1)  

Wikipedia.  2024.  “Free City of Danzig.”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ree_City_of_Danzig) (2024/7/1)  

Wikipedia.  2024.  “Galician Peasant Uprising of 1846.”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alician_Peasant_Uprising_of_1846) (2024/7/1)  

Wikipedia.  2024.  “General Governmen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eneral_Government) (2024/7/1)  

Wikipedia.  2024.  “Golden Liberty.” (https://en.wikipedia.org/Golden_Liberty) 

(2024/7/1) 

Wikipedia.  2024.  “Greater Poland Uprising (1848) .” 

(https://en.wikipedia.org/Greater_Poland_Uprising_(1848)) (2024/7/1)  

Wikipedia.  2024.  “History of Galicia (Eastern Europe) .” 

(https://en.wikipedia.org/History_of_Galicia_(Eastern_Europe)) (2024/7/1) 

Wikipedia.  2024.  “History of Poland during World War I.” 

(https://en.wikipedia.org/History_of_Poland_during_World_War_I) (2024/7/1)  

Wikipedia.  2024.  “History of Siles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istory_of_Silesia) (2024/7/1)  

Wikipedia.  2024.  “Home Army.”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ome_Army) 

(2024/7/1) 

Wikipedia.  2024.  “Jagiellonian dynasty.” 

(https://en.wikipedia.org/wiki/Jagiellonian_dynasty) (2024/7/1)  

Wikipedia.  2024.  “January Uprising.” 

(https://en.wikipedia.org/wiki/January_Uprising) (2024/7/1) 

Wikipedia.  2024.  “John III Sobieski.” 

(https://en.wikipedia.org/wiki/John_III_Sobieski) (2024/7/1)  

Wikipedia.  2024.  “Józef Piłsudski.” (https://en.wikipedia.org/wiki/Józef_Piłsudski) 

(2024/7/1) 

Wikipedia.  2024.  “Jadwiga of Poland.” 

(https://en.wikipedia.org/wiki/Jadwiga_of_Poland) (2024/7/1)  

Wikipedia.  2024.  “Katyn massacr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Katyn_massacre) 

(2024/7/1) 

Wikipedia.  2024.  “Kingdom of Poland (1917-1918)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Kingdom_of_Poland_(1917–1918)) (2024/7/1) 



波蘭的國家發展 43 

Wikipedia.  2024.  “Klaipėda Regio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Klaipėda_Region) (2024/7/1)  

Wikipedia.  2024.  “Kraków uprising.” 

(https://en.wikipedia.org/wiki/Kraków_uprising) (2024/7/1)  

Wikipedia.  2024.  “Kulturkampf.” (https://en.wikipedia.org/wiki/Kulturkampf) 

(2024/7/1) 

Wikipedia.  2024.  “Liberum veto.”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berum_veto) 

(2024/7/1) 

Wikipedia.  2024.  “Lower Siles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ower_Silesia) 

(2024/7/1) 

Wikipedia.  2024.  “Magnates of Poland and Lithuan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ower_Silesia) (2024/7/1)  

Wikipedia.  2024.  “Margraviate of Brandenburg.”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agnates_of_Poland_and_Lithuania) (2024/7/1)  

Wikipedia.  2024.  “Molotov-Ribbentrop Pac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ibbentrop_Pact) (2024/7/1)  

Wikipedia.  2024.  “Names of Poland.” 

(https://en.wikipedia.org/wiki/Names_of_Poland) (2024/7/1)  

Wikipedia.  2024.  “National-Democratic Party (Poland)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National-Democratic_Party_(Poland)) (2024/7/1) 

Wikipedia.  2024.  “November Uprising.” 

(https://en.wikipedia.org/wiki/November_Uprising) (2024/7/1)  

Wikipedia.  2024.  “Old Prussian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Old_Prussians) 

(2024/7/1) 

Wikipedia.  2024.  “Organic Statute of the Kingdom of Poland.” 

(https://en.wikipedia.org/wiki/Organic_Statute_of_the_Kingdom_of_Poland) 

(2024/7/1) 

Wikipedia.  2024.  “Organic work.” (https://en.wikipedia.org/wiki/Organic_work) 

(2024/7/1) 

Wikipedia.  2024.  “Ostsiedlung.” (https://en.wikipedia.org/wiki/Ostsiedlung) 

(2024/7/1) 

Wikipedia.  2024.  “Otto the Grea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Otto_the_Great) 

(2024/7/1) 



《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20 卷、第 4 期（2024/冬季號） 44 

Wikipedia.  2024.  “Partitions of Poland.”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artitions_of_Poland) (2024/7/1) 

Wikipedia.  2024.  “People’s Army (Poland).”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eople%27s_Army_(Poland)) (2024/7/1)  

Wikipedia.  2024.  “People’s Party (Poland)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eople%27s_Party_(Poland)) (2024/7/1)  

Wikipedia.  2024.  “Polabian Slav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olabian_Slavs) 

(2024/7/1) 

Wikipedia.  2024.  “Polish Armed Forces in the Eas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olish_Armed_Forces_in_the_East) (2024/7/1)  

Wikipedia.  2024.  “Polish Armed Forces in the Wes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olish_Armed_Forces_in_the_West) (2024/7/1)  

Wikipedia.  2024.  “Polish Committee of National Liberatio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olish_Committee_of_National_Liberation) 

(2024/7/1) 

Wikipedia.  2024.  “Polish Corridor.”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olish_Corridor) 

(2024/7/1) 

Wikipedia.  2024.  “Polish Legions (Napoleonic era)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olish_Legions_(Napoleonic_era)) (2024/7/1)  

Wikipedia.  2024.  “Polish National Committee (1914-1917)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olish_National_Committee_(1914–1917)) 

(2024/7/1) 

Wikipedia.  2024.  “Polish National Committee (1917-1919)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olish_National_Committee_(1917–1919)) 

(2024/7/1) 

Wikipedia.  2024.  “Polish People’s Party.”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olish_People%27s_Party) (2024/7/1)  

Wikipedia.  2024.  “Polish People’s Party ”Piast” (1913-1931)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olish_People%27s_Party_"Piast"_(1913–1931)) 

(2024/7/1) 

Wikipedia.  2024.  “Polish Socialist Party.”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olish_Socialist_Party) (2024/7/1)  

Wikipedia.  2024.  “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 



波蘭的國家發展 45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thuanian_Commonwealth) (2024/7/1)  

Wikipedia.  2024.  “Polish-Lithuanian unio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thuanian_union) (2024/7/1)  

Wikipedia.  2024.  “Polish-Russian War (1609-1618)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olish–Russian_War_(1609–1618)) (2024/7/1) 

Wikipedia.  2024.  “Polish-Soviet War.”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olish–

Soviet_War) (2024/7/1) 

Wikipedia.  2024.  “Polish-Teutonic War (1431-1435)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olish–Teutonic_War_(1431–1435)) (2024/7/1) 

Wikipedia.  2024.  “Polish-Ukrainian War.”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olish–

Ukrainian_War) (2024/7/1) 

Wikipedia.  2024.  “Prussian Partitio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russian_Partition) (2024/7/1)  

Wikipedia.  2024.  “Recovered Territorie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ecovered_Territories) (2024/7/1)  

Wikipedia.  2024.  “Roman Dmowski.”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oman_Dmowski) (2024/7/1)  

Wikipedia.  2024.  “Royal Pruss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oyal_Prussia) 

(2024/7/1) 

Wikipedia.  2024.  “Russian Partitio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ussian_Partition) (2024/7/1) 

Wikipedia.  2024.  “Sanatio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anation) (2024/7/1)  

Wikipedia.  2024.  “Second Mongol invasion of Poland.”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econd_Mongol_invasion_of_Poland) (2024/7/1)  

Wikipedia.  2024.  “Second Italian War of Independenc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econd_Italian_War_of_Independence) (2024/7/1)  

Wikipedia.  2024.  “Sigismund I the Old.”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igismund_I_the_Old) (2024/7/1)  

Wikipedia.  2024.  “Sigismund II Augustu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igismund_II_Augustus) (2024/7/1)  

Wikipedia.  2024.  “Sigismund III Vas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igismund_III_Vasa) (2024/7/1)  

Wikipedia.  2024.  “Sikorski–Mayski agreement.” 



《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20 卷、第 4 期（2024/冬季號） 46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ikorski–Mayski_agreement) (2024/7/1) 

Wikipedia.  2024.  “Siles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ilesiaMayski_agreement) 

(2024/7/1) 

Wikipedia.  2024.  “Slav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lavs) (2024/7/1)  

Wikipedia.  2024.  “Social Democracy of the Kingdom of Poland and Lithuan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ocial_Democracy_of_the_Kingdom_of_Poland_and

_Lithuania) (2024/7/1) 

Wikipedia.  2024.  “Stanisław August Poniatowski.”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tanisław_August_Poniatowski) (2024/7/1)  

Wikipedia.  2024.  “Szlacht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zlachta) (2024/7/1)  

Wikipedia.  2024.  “Tadeusz Kościuszko.”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adeusz_Kościuszko) (2024/7/1)  

Wikipedia.  2024.  “Third Mongol invasion of Poland.”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ird_Mongol_invasion_of_Poland) (2024/7/1)  

Wikipedia.  2024.  “Thirteen Years’ War (1454-1466)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irteen_Years%27_War_(1454–1466)) (2024/7/1) 

Wikipedia.  2024.  “Treaties of Tilsit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reaties_of_Tilsit) (2024/7/1) 

Wikipedia.  2024.  “Treaty of Berlin (1878)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reaty_of_Berlin_(1878))  

Wikipedia.  2024.  “Treaty of Rig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reaty_of_Riga) 

(2024/7/1) 

Wikipedia.  2024.  “Treaty of Versaille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reaty_of_Versailles) (2024/7/1)  

Wikipedia.  2024.  “Union of Armed Struggl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Union_of_Armed_Struggle) (2024/7/1) 

Wikipedia.  2024.  “Union of Krewo.” 

(https://en.wikipedia.org/wiki/Union_of_Krewo) (2024/7/1)  

Wikipedia.  2024.  “Union of Lubli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Union_of_Lublin) (2024/7/1)  

Wikipedia.  2024.  “Union of Polish Patriot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Union_of_Polish_Patriots) (2024/7/1)  

Wikipedia.  2024.  “Upper Siles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Upper_Silesia) 



波蘭的國家發展 47 

(2024/7/1) 

Wikipedia.  2024.  “Vytauta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Vytautas) (2024/7/1)  

Wikipedia.  2024.  “War against Sigismund.”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ar_against_Sigismund) (2024/7/1)  

Wikipedia.  2024.  “War of the Polish Successio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ar_against_Sigismund) (2024/7/1)  

Wikipedia.  2024.  “War of the Polish Succession (1587-1588)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ar_of_the_Polish_Succession) (2024/7/1)  

Wikipedia.  2024.  “Wend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ends) (2024/7/1)  

Wikipedia.  2024.  “West Slav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est_Slavs) 

(2024/7/1) 

Wikipedia.  2024.  “Western Krai.”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estern_Krai) 

(2024/7/1) 

Wikipedia.  2024.  “West Ukrainian People’s Republic.”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est_Ukrainian_People%27s_Republic) (2024/7/1)  

Wikipedia.  2024.  “Władysław Ander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ładysław_Anders) (2024/7/1)  

Wikipedia.  2024.  “Władysław I Łokietek.”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ładysław_Anders) (2024/7/1)  

Wikipedia.  2024.  “Władysław III of Poland.”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ładysław_III_of_Poland) (2024/7/1) 

Wikipedia.  2024.  “Władysław Sikorski.”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ładysław_I_Łokietek) (2024/7/1)  

Wikipedia.  2024.  “Władysław II Jagiełło.”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ładysław_II_Jagiełło) (2024/7/1)  

Wilson, Woodrow.  1917.  “A World League for Peace.” Address to the Senate of the 

United States, January 22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address-the-

senate-the-united-states-world-league-for-peace) (2024/7/25) 

Zamoyski, Adam.  2009.  Poland: A History Paperback.  London: William Collins. 

 

  



《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20 卷、第 4 期（2024/冬季號） 48 

The Formation of the Polish State 

Cheng-Feng Shih 

Political Scientist, Taipei, TAIWAN 

Abstract 

We shall begin with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earlier history of 

Poland, starting from tribal alliances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iast 

Dynasty.  We then trace the evolution from the Jagiellonian Dynasty, the 

Polish-Lithuanian Union, to the 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  

Further, we shall examine how the Polish people endured the foreign rules 

after the divisions by Russia, Prussia, and Austria.  We then move to look 

into how they struggled from the French Revolutionary Wars to World War 

I.  Finally, we look into how Poland won its independence and how it 

endured the hardship of World War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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