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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的凡爾登戰役是一戰期間維時最長的戰役，
這場長達10個月的拉鋸戰不但導致德法兩軍超過25
萬人死亡，殘留炮彈問題更一直延續至今，專家估
計可能還需要再過100年，才能完全清理留在法國
東部的大量炮彈。
凡爾登戰役期間，德軍在周邊的默茲河傾倒
數以千計的大炮炮彈，戰後這些炮彈未得到
恰當處理，幾十年來不少軍武收藏家都嘗
試在該處「尋寶」，時有發生意外。當
局於是展開清理行動，由蛙人潛入默
茲河中，找出被埋在河床的炮彈，
再用繩索綑起，然後由起重機將
炮彈吊上岸邊處理。上月一次
行動中，蛙人一天內便起出超
過5噸重的未爆彈。
當局平均每年可以起出約
45至50噸炮彈，但估計目前
仍然至少有多達250至300
噸的炮彈埋藏在周邊河流
和山丘上。 ■路透社

法未爆彈300噸
仍需百年清理

德國街頭隨處可見紀念第二
次世界大戰的痕跡，但同樣作
為主要侵略國及戰敗國，第一次
世界大戰在德國卻彷彿從未發生

過。正當歐洲各國幾年前已經開始準
備紀念一戰結束百周年，德國政府卻一

直沒有籌備相關活動，只是被動地接受國
外紀念活動的邀請，猶如對一戰「選擇性失

憶」。這或者與德國人普遍將一戰視
作二戰的導火線，缺乏對這場戰爭全
面反思所致。
在不少德國人眼中，1918年11月11
日並非戰爭的結束，而是接下來連串
苦難的開端。一戰戰敗後，德意志
帝國被推翻，但新成立的威瑪共
和國卻無法解決因為戰爭引起
的社會及經濟問題，最終導致
希特勒和納粹上台。因此，德
國人對一戰的印象普遍存在
於二戰的陰霾之下，甚至在
學校歷史課上，都只是將這
場1914年至1918年發生的
戰爭，當作接下來一場更
大災難的前傳。
愛爾蘭都柏林大學學
院戰爭研究中心主任格
瓦特教授指，對德國
人而言，二戰的死亡
人數、破壞力、大屠
殺帶來的精神創傷，
均遠超一戰。

■綜合報道

二戰創傷巨大
德人「遺忘」一戰

1960年代之前，德國民眾普遍認為一戰是場防衛性戰
爭，即德意志帝國並無意主動侵略別
國。但被譽為20世紀德國最偉大歷史
學家的漢堡大學歷史學家菲舍爾，在
1961年發表論文《德國第一次世界大
戰中的戰爭目標》，透過翻查官方文
件，指出帝國當時被種族主義者和帝
國主義者控制，他們透過奧匈帝國皇
儲費迪南大公被殺案，刻意挑起戰
爭，試圖令帝國統治世界。
菲舍爾的論文推翻了「防衛戰」的

觀點，被視為德國史學的轉捩點，他
對德意志帝國、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
的批判，至今仍是德國左翼史學界的
主流觀點。

推動帝國崇拜 讚揚卑斯麥
但以AfD為首的德國極右勢力，近

年卻一直試圖為德意志帝國翻案。他
們認為第二帝國所象徵的價值觀，例
如紀律和秩序，正是AfD所奉行的德
國傳統價值。他們大力推動「帝國崇
拜」，成員更經常在演說中讚揚「鐵
血宰相」卑斯麥。AfD黨魁高蘭更曾經
形容希特勒領導的納粹德國，與德意
志1,000年的光榮歷史相比「只不過是
一坨鳥糞」。

批《凡爾賽條約》「國恥」
被視為AfD喉舌的《Compact》雜誌
更在一戰終戰百周年前出版特刊，內
容重點批判一戰和約《凡爾賽條約》
是「國恥」，狠批戰勝國藉條約「奴

役德國」。《凡爾賽條約》要求德
國承擔一戰全部責任，包括割地及
巨額賠償。
德國總理默克爾將於明日前往法

國出席紀念及閱兵儀式。
■綜合報道

周日(11月11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100周年，當年的主要戰勝國以及戰敗國德國的領導人，明

日將會出席在巴黎舉行的大型紀念活動。百年過去，不少一戰相關歷史和爭議早已蓋棺論定，不過

在德國國內，近年極右勢力卻不斷嘗試為德意志帝國翻案，極右政黨「德國另類選擇黨」(AfD)領

袖甚至鼓吹「重帝國輕納粹」，認為第二帝國是德意志1,000年光輝歷史的象徵，主張德國人不

應再受困於納粹的戰敗國意識，而應該重拾對民族和歷史的自豪。

一戰掀俄革命中東亂局
第一次世界大戰對世界局勢影響深遠，

戰爭間接或直接造成三個歐亞大帝國瓦解或
倒台，長遠更為中東亂局埋下伏線。

俄國革命

■連場敗仗、龐大軍費開支、加上饑荒和戰爭傷亡
引起的民怨，俄國終於在1917年觸發二月革
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但新政府未有立
即退出戰爭，結果布爾什維克同年發起十月革
命，列寧領導下的蘇俄隨即宣佈停戰，翌年更與
德國簽訂和約，代價就是放棄西部大部分領土，
愛沙尼亞、芬蘭、拉脫維亞和立陶宛因此得以脫
離俄國獨立。

奧匈帝國滅亡

■雄霸中歐500年的奧匈帝國，最終因為一戰戰敗
而四分五裂，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南斯拉夫
在終戰前相繼宣佈獨立，戰前被德奧俄三國瓜分
的波蘭亦成功復國。

奧斯曼瓦解

■戰前已被視為「歐洲病夫」的奧斯曼帝國雖然舉
着「聖戰」旗號對英法俄宣戰，但很快便在高加
索戰役慘敗於俄國，帝國高層因而將矛頭指向國
內亞美尼亞人，以「通敵」為由展開大規模屠
殺，被視為近代史上最嚴重一次種族滅絕。戰後
奧斯曼帝國失去大片土地，包括阿拉伯的領土，
最終凱末爾推翻蘇丹，成立土耳其共和國。

中東亂局

■英國為推翻奧斯曼帝國，承諾讓阿拉伯諸部獨
立，但暗中卻與法國協議瓜分中東，令阿拉伯世
界不滿。1917年發表的《貝爾福宣言》承諾讓猶
太人在巴勒斯坦土地建國，令猶太復國主義極速
壯大，最終為二戰後以色列立國、以至及後數十
年的中東亂局埋下伏線。 ■法新社

明一戰結束百周年
■■蛙人找出被埋在河床的炮彈蛙人找出被埋在河床的炮彈。。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14萬華工「血淚史」3000人捐軀
14萬華工在一戰期間遠赴歐洲

西戰線，在戰場修建公路和戰
壕，維修受損的坦克和鐵路，幫
助協約國贏得這場戰爭，為拯救
歐洲作出不可磨滅的功勞，至少
3,000 名華工在一戰中死於炮

火、疫症和傷病。

比法華工雕像致敬
為記念一戰華工，中國與英國

近日舉行展覽和研討會，向世界
展示他們在戰爭中的貢獻，當中

有多張由英國軍
官後代露西提供
的珍貴史料，是
其祖父霍金中尉
在一戰戰場拍下
來的華工照片，
它們展示華工在
戰地槍林彈雨的
生活，隨時遭炮

彈和毒氣襲擊，即使
在戰爭結束後，這群後
勤兵仍承擔重任，除了
要冒生命危險清理未爆的
廢棄炮彈外，還要將戰場的
屍體埋葬。
西方國家近年愈來愈重視

一戰華工代表的歷史意
義，去年11月歐洲首
座華工雕像在比利時
揭幕，法國今年亦在
巴黎里昂火車站豎立華
工雕像。英法兩國均舉
行紀念活動，感謝華工
的貢獻。 ■綜合報道■■華工赴歐充當後勤兵華工赴歐充當後勤兵。。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第一次世界大
戰帶來的影響不
僅限於政治或軍
事層面，亦同時
為女性地位帶來
翻天覆地的改變。
當成千上萬的男丁被困
在不見天日的戰壕時，
全歐洲女性亦順勢打破
傳統，侍應、郵差、男
校教師或銀行出納員等
戰前由男性壟斷的工
作，開始由女性擔當，繼而掀起最早期的
女權運動，為女性帶來投票權。

提供勞動力 爭取投票權
早於一戰爆發初期，法國已經提出動員

女性取代上戰場的男性，到了1915年，時
任英國軍需大臣、翌年當上首相的喬治更
表示「沒有女性就沒可能打勝仗」。
在戰事最激烈的1916年，德國巴伐利亞

多達44%農地已經全面由女性耕種；1918
年，多達40萬女工在法國工廠工作，佔當
時總勞動力約1/4，她們每日工作長達11

小時，為前線提供源源不絕的炮彈和武
器。在英國的軍工廠，1918年時已經有多
達100萬女工，她們很多都是已婚及出身於
中產家庭，戰前根本從未試過出外工作。
歷史學家戈爾茨坦指，戰前歐洲各國女

權組織都反對戰爭，但當戰爭爆發，她們
都紛紛動員支持政府，原因是覺得她們的
愛國舉動，最終可以為女性帶來投票權。
她們的如意算盤最終亦打響，英國及德國
女性於1918年首次獲准投票，美國亦於
1920年允許女性投票。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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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極右主張重拾對民族和
歷史的自豪。 資料圖片

■■英國首相文翠珊英國首相文翠珊
在比利時向一戰陣在比利時向一戰陣
亡英軍致敬亡英軍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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