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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波兰是一场空前浩劫，约 600 万人在战争中死亡。对这一时期的波兰人

口状况，学者多侧重于法西斯德国对波兰犹太人的种族屠杀进行研究，而较少全面分析。本文拟从德

国占领时期波兰人口的状况、苏占波兰地区的人口状况和战后边界变化对波兰人口的影响这三方面，

试对二战期间波兰人口的锐减和大规模迁移进行简要分析，以揭示战争对波兰人口所造成的巨大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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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orld War II was an unheard- of calamity to Poland and about 6 million of its people died in the

Holocaust. 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ses the sharp fall of Polish population and its emigration in respects of the

status of Polish people during both German and Russian occupations，as well as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changes of

Polish boundaries to its population after the war，so as to reveal great influence of war to Polish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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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造

成了近 1 亿人死亡，对世界人口产生了巨大影响，特别是

在法西斯德国推行种族灭绝政策的中东欧地区，由于战

争、屠杀和边界变动而产生的人口大量死亡和大规模迁

移，形成了极其复杂的人口历史问题。本文以受战争荼毒

最深的波兰为例，对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欧洲人口状况进

行初步的探索。

波兰地处欧洲中部，位于德意志和俄罗斯之间，特殊

的地缘政治位置造成了波兰疆界的复杂多变，而这也是影

响波兰人口状况的重要因素。公元 10 世纪，波兰形成封

建国家。在 18 世纪下半叶，波兰被俄、普、奥三次瓜分，

作为一个独立国家，除在拿破仑统治法兰西时期短暂复国

外，从欧洲政治地图上消失，直至一战结束。1918 年 11

月，波兰重获独立。根据凡尔赛体系的框架，出于对德国

的削弱和对苏俄的遏制，在西方列强的操纵下，波兰获得

了远较今日波兰领土为大的疆域：其西部的波兹南、东波

莫瑞和上西里西亚、瓦尔米亚、马祖尔的部分地区归还波

兰；其东部根据 1921 年 3 月 18 日苏波签订的《里加和

约》，确定沿季斯纳河—多克希齐—斯卢奇河—科列茨—

兹勃卢奇一线为波苏边界，由此波兰占有了西白俄罗斯和

西乌克兰。独立后的波兰领土面积约 39 万平方公里，人

口约 2700 万人。至 1939 年，人口达到约 3400 万人，其

中波兰人 64.9%、犹太人 10.3%、乌克兰人 7.6%、白俄罗

斯人 7.1%、德意志人 4.8%、卢西尼亚人（外喀尔巴阡乌

克兰人）1.4%，其余为立陶宛人、俄罗斯人、捷克人、斯

洛伐克人、马扎尔人、罗马尼亚人等。犹太人达 330 万

人，是欧洲最大的犹太人社群；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主

要分布在毗邻苏联的东部各省；德意志人主要分布在靠近

德国的西部地区。显然，二战前的波兰是一个由多民族构

成的国家。

一、德国占领时期波兰人口的状况

1939 年 9 月 1 日，德军入侵波兰，凭借先进的装备、

兵力优势和闪击战术迅速击败波军。根据 1939 年 8 月 23

日签订的苏德秘密协定，9 月 17 日，苏联出兵占领了波

兰东部地区。德苏两国以那累夫河、维斯瓦河和桑河一线

（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线）为界瓜分了波兰：苏联占领

了约 20 万平方公里，人口 1300 万的波兰东部领土；德国

占领了约 19 万平方公里，人口 2200 万的波兰西部领土。

1941 年 6 月 22 日，德国发动侵苏战争后，将苏占波兰也

归入其占领区。自此至 1944 年 7 月，波兰全境都处于德

国的占领之下。作为德国武力征服的第一个战果，波兰很

快成为希特勒实践种族优劣论和推行种族灭绝政策的“理

想”场所。这一时期波兰人口的状况，集中表现为人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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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非正常死亡和人为的强制性人口流动两大特点。

人口的非正常死亡首先来自战争的直接伤亡。纵观整

个战争，敌对双方直接的军事行动只在 1939 年 9 月间、

1941 年 6- 7 月间和 1944 年 7 月至 1945 年初的短暂时期

内在波兰领土上进行过。对波兰人口造成较大伤亡的军事

行动有德波战争、1943 年 4 月的华沙犹太人社区起义和

1944 年 8 月至 10 月的华沙起义。据统计，在德波战争

中，波军死 66300 人，伤 133700 人，平民伤亡更为惨重，

仅华沙一地就有 25 万人死于战火；1943 年 4 月，德军摧

毁华沙犹太人隔离区时遭到武装反抗，在镇压中，有

7000 人被杀，5 万人被送往灭绝营杀害；1944 年 8- 10 月

的华沙起义中，起义军有 4 万人伤亡，平民有 18 万人丧

生，华沙全城被毁。① 但是，在波兰 600 万二战死难者中，

仅有 644000 人死于直接的军事行动，更多的人死于纳粹

政权奴役、迫害和种族屠杀。[1]（p.916)

希特勒鼓吹的“生存空间”和“种族优劣论”，主张

将东方的所谓劣等种族消灭，为所谓优秀的日耳曼人提供

生存空间。其忠实信徒和政策执行人党卫队首领希姆莱，

则在 1940 年 5 月一份题为《处理东方异族人的几点想法》

的备忘录中，提出对住在波兰领土上的人民进行“筛选”

和“淘汰”，消灭其领导阶层，使其儿童德意志化，其余

的人作为劣等公民，成为供驱使的劳动力，而对犹太人则

要彻底消灭。对波兰人民的杀戮从战争爆发的第一天起就

开始了。四支党卫队特别行动队紧跟着德军进入波兰，他

们按事先拟好的名单捕杀贵族、牧师、政府官员、商人、

教师和医生，在战争的最初一周里，平均每天有 200 人被

杀。到 9 月 27 日，党卫队首脑海德里希宣布，“在被占

领土上波兰的上层阶级最多只有百分之三的人还活着。”
[2]（pp.130-131) 对波兰民族精英的毁灭行动不断加快，到 1940 年

春，又有 3500 人被处决。在战争中，波兰失去了 45%的

医生、57%的律师、40%的教授和几乎全部新闻记者。波

兰普通民众在法西斯高压政策下生命安全完全没有保障。

德国占领当局宣布每当有一名德国人被打死，就要杀死

50~100 名波兰人作为报复。战后据不完全统计，这类报

复行动多达 299 次，遇难者从数百人到上千人不等。[3]（p.455)

1940 年初，当听说布拉格街头张贴告示宣布处决了 7 名

捷克人时，德国波兰总督汉斯·弗兰克吹嘘说：“如果我

要为每 7 个被处决的波兰人张贴告示的话，波兰的森林将

无法为这类告示生产出足够的纸张。”[4]（p.74) 波兰人被杀之

众，由此可见一斑。大批波兰人要么死在强行迁移的旅途

中，要么被强掳为苦工死在德国人的工厂和矿山里，要么

被投入集中营。差不多每个波兰家庭都有一名成员在集中

营死去或备受折磨。在 6 年占领期间，波兰人在集中营和

死亡营被杀害的有 410 万，在大搜捕中被屠杀或在监狱中

被折磨而死的有 170 万。[5]（p.397) 然而更大的灾难落在波兰的

犹太人头上。

德国占领波兰后，将犹太人同波兰人分离开，强迫他

们佩带特殊标记，并被强行集中到设在各大城市中的犹太

人隔离区内。这里条件恶劣，大批犹太人冻饿而死。以华

沙犹太人隔离区为例，约 50 万犹太人拥挤在从前只能容

纳 3.5 万人的区域内，他们衣食匮乏，缺医少药，生命时

刻受到凶残的占领者的威胁，仅 1941 年就有 4 万人以上

死亡，而到 1943 年初，只有不足 6 万人了。“据估计，

由于灭绝政策，至少 50 万犹太人死于‘自然原因’和恐

怖主义”。[6] 从 1941 年末开始，德国在波兰东部兴建了贝

热乌茨、索比堡、特雷布林卡等死亡营。1942 年 1 月 20

日万塞湖会议②后，开始全面施行对犹太人的“最后解决”

计划，即用毒气有计划地屠杀犹太人。在隔离区的犹太人

经过筛选，青壮年被送入劳动营服苦役，老人、儿童和丧

失劳动能力的人则被分批送往死亡营杀害。战争中，约

300 万波兰犹太人被杀害，占波兰犹太人口的 90%，波兰

600 万死难者的一半。

与骇人听闻的种族灭绝相伴随，德国占领时期波兰疆

域内及与周边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也带着死亡的气息。在

德波战争期间，大约有 30 万犹太人从波兰西部逃往苏占

的波兰东部，这是战争期间第一次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德

国占领波兰后，将其西部的但泽、西普鲁士、瓦尔特兰、

上西里西亚并入德国，其余领土成立波兰总督区。从

1939 年 10 月开始，德国在新并入的波兰西部地区推行

“生存空间”计划，即从波兰西部省份驱逐 150 万波兰人，

以重新安置住在波罗的海沿岸和波兰东部的德意志人，而

被驱逐的波兰人被强行迁往波兰总督区———被希特勒称为

“巨大的波兰人劳动集中营”。[4]（p.75) 同时，约 50 万德国人从

德国本土迁往新并入地区，以建立农业殖民地。[7]（p.150) 另一

方面，德国和苏联在 1939 年 9 月 28 日、1939 年 11 月 3

日和 1940 年 9 月 5 日签署的有关协定中，允许苏联势力

范围内的德意志少数民族迁移到德国势力范围之内，而且

也让德国势力范围内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少数民族有权迁

移到苏联势力范围内。德意志人的西迁主要因为战争开始

后德国劳动力的缺乏。这样，在 1939 年到 1941 年间，在

原波兰领土上出现了三个方向的人口迁移：其一是大量波

兰人和犹太人被从波兰西部地区驱逐，迁入波兰总督区。

他们大多被剥夺了财产，只有随身携带的简单物品，在此

过程中不断有人被杀害。到 1941 年 6 月，大约有 100 万

人迁入总督辖区。其二是原居住在波罗的海地区、波兰东

部、白俄罗斯、罗马尼亚以及南斯拉夫、斯洛伐克的德意

志人向波兰西部迁移，前后大约有 80 万人。与此相对，

在德国占领区的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则向东迁移到苏占

波兰东部———这些地区很快也将被德国占领。

1941 年 6 月 22 日德国入侵苏联后，纳粹当局开始制

定并实施灭绝犹太人的“最后解决”计划，将欧洲各地的

犹太人运往设在波兰东部的死亡营加以杀害，在欧陆上形

成了新的人口流动。一方面，原已集中在波兰犹太人隔离

区内的犹太人被运往波兰东部；另一方面，来自德国、奥

地利、匈牙利、捷克和西欧、巴尔干各国的犹太人也被源

源不断地向波兰东部运送。这是真正的死亡之旅，其中绝

大部分人的终点站是毒气室和焚尸炉。据统计，战争期间

奥斯维辛、马伊达内克等六个主要的死亡营就杀害了 537

万人。[7]（p.191) 这种死亡人流直到 1944 年 7 月苏军进入波兰

东部，各死亡营相继关闭才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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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期间还有两类人口流动应加以注意。一是波兰

劳工的输出。随着战争的进行，德国经济对外来劳动力的

需求日益增加，波兰是其主要的劳动力来源。仅在波兰总

督区，就有 125 万人被强征为苦役，战争中大约有 250 万

波兰人被送往德国从事强制劳动，由于生活条件差，劳动

强度大，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死在了异国他乡。此外，希特

勒还下令从波兰“征召”40 万妇女到德国从事家务劳动，

以减轻德国家庭主妇的负担。二是因“生命之源”计划而

被强迫掳往德国的波兰儿童。“生命之源”计划是希姆莱

提出的旨在培育优秀雅利安人种的计划，战争中从各占领

区掳走了数十万具有雅利安人外表的儿童加以德意志化，

其中包括超过 20 万波兰儿童，他们当中绝大部分人没有

回到父母身边。

二、苏占波兰地区的人口状况

从 1939 年 9 月 28 日到 1941 年 6 月 22 日，那累夫

河、维斯瓦河和桑河一线以东约 20 万平方公里的波兰东

部领土为苏联占领，其北部维尔纽斯部分地区被割给立陶

宛，其余地区被分为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两个行政区，

分别被并入苏联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加盟共和国。苏

占波兰东部领土上约有 1300 万人口，包括约 600 万白俄

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及约 115 万犹太人。对于新占领地区不

同民族的人民，苏联政府采取了有区别的对待方式。由于

波兰和俄罗斯在历史上的宿怨———俄国曾三次参与瓜分波

兰———波兰人对苏联的占领普遍有抵触情绪。犹太人虽然

在苏联拥有平等的公民权，但社会上仍有反犹主义存在，

特别是在乌克兰地区。在斯大林时代特殊的政治氛围下，

这一切就注定了苏占波兰地区非俄罗斯民族将受到不公正

的待遇。

苏军进占波兰过程中，俘虏了大约 25 万名波兰官兵，

其中的乌克兰族、白俄罗斯族及其他非波兰民族的士兵很

快被释放了。在 1939 年秋被俘人员中，“有 4.6 万人被

释放，其余的人有些被送到劳动营去强制劳动，有些被编

入红军队伍，剩下还有 15000 名军官和军士被关押在苏联

西部三个大俘虏营里”。[8]（p.75) 1940 年 3 月 5 日，联共（布）

中央政治局做出关于枪决 14700 名波兰军官的决定。同一

天还做出了处决在狱中关押的 11000 名波兰公民的决定。

他们大多因为拒绝放弃波兰国籍和有“政治嫌疑”而被

捕。遇害军官的尸体于 1943 年 4 月在苏联斯摩棱斯克附

近的卡廷森林被发现，即“卡廷”事件。

在清洗波兰军官的同时，苏联政府在苏占区展开了一

场政治运动，以肃清政治上被认为是不可靠的人。苏联内

务人民委员部也着手追捕“阶级敌人”。1940 年，内务人

民委员部制定出十四类被驱逐出境的对像，他们大多由社

会上层代表和其家庭构成，包括政府官员、企业家、神

父、教师、医生等，这样做是“为了消灭那些潜在的，可

能组织对抗苏维埃制度的人”。[9]（p.270) 苏联政府以“防止这

些有造反嫌疑的居民逃跑和暴动”为理由，向西伯利亚遣

送波兰人 13.96 万人、犹太人 2.36 万人以及乌克兰人、拉

脱维亚人、立陶宛人和爱沙尼亚人总计 8.75 万人。1940

年 12 月 4 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做出决议，把所有

“定居者”（居住在东波兰的波兰人）及其家属迁移到北

极地区从事林业工作。其中 18 岁以上的男子占 18.4%，

其余的是妇女、儿童和老人。根据苏联内务部统计，到

1941年 9 月，从东波兰地区流放的波兰人达 389382 人。

据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人费多托夫私下承认，1939- 1941

年被流放的波兰人有 47.5 万人，“显然这里不包括 1939

年被俘的士兵、政治犯，也不包括波籍乌克兰人、白俄罗

斯人、立陶宛人和犹太人”。[8]（p.67) 在 1940 年就有 120 万波

兰人被逐出家园，其中约 44 万被关进监狱和劳动营，其

余的人多被流放到苏联内地。据估计，从 1939 年到 1941

年前后被流放的波兰人约为 210 万人。[3]（p.566)

遭到流放的波兰人通常是在事先未获通知的情况下，

在深夜被警察勒令在半小时内收拾细软，押上火车的。在

途中和流放地因病饿劳累而死的人不计其数。据估计，到

1941 年，在最初被放逐的 150 万波兰人中，大约有一半

已死亡，包括 10 万犹太人，而实际死亡人数恐怕永远无

法知道[3]（p.451)。波兰最后一任共产党总统雅鲁泽尔斯基的父

母，就是作为劳工被送往西伯利亚并死在了北极的科雷马

金矿。1999 年波兰总统克瓦希涅夫斯基纪念二战爆发 60

周年时曾经说：“对于波兰民族，‘大屠杀’这个词不仅

意味着华沙和奥斯维辛，也意味着卡廷和科雷马”。德国

发动侵苏战争后，将苏占波兰也归入其占领区，东波兰的

各族人民遭到和他们在西波兰的同胞一样的命运。据估

计，战争中在苏占波兰地区有约 150 万波兰公民死亡。

三、战后边界变化对波兰人口的影响

1944 年 7 月，苏联红军进入波兰东部，德国在波兰

的法西斯统治开始土崩瓦解。战后成立新的波兰国家及其

边界划定问题，成为苏美英三国讨论的焦点。波兰东西边

界的划定不仅关系到战后欧洲的政治形势，而且关系到数

百万人的迁移。边界的变更对波兰人口的影响再次凸现出

来。

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不承认苏联对西白俄罗斯和西

乌克兰的占领，要求恢复 1921 年《里加和约》划定的边

界，这显然是不能得到苏联同意的。在西部边界，波兰流

亡政府要求以奥得河—西尼斯河为界。在 1943 年 12 月德

黑兰会议上，斯大林表示有条件地接受 1919 年的寇松线③

为新的波苏边界，并同意波德边界西推至奥得河一线。丘

吉尔赞成用德国东部的土地来赔偿波兰东部土地的损失。

1945 年 2 月，在雅尔塔会议上，以寇松线为苏波边界被

各方所接受，但英美担心战后苏联在东欧势力的膨胀，不

希望波兰领土向西过度扩张，其反对的理由之一就是战后

的德国无法承受因边界变化而从东面迁来的数百万德国

人。但是，苏联利用战局的变化，造成了波兰已控制奥得

河以东地区的既定事实。最终，在 1945 年 7 月的波茨坦

会议上，波兰的边界被确定下来：西以奥得河—西尼斯河

为界，东大体以寇松线为界。同 1939 年的边界相比，新

波兰的东西边界都向西推移了。

这次边界变动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大规模的人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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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迁移：原居住在寇松线以东的波兰人迁往波兰西部；原

居住在奥得河—西尼斯河以东原德国领土的德国人则迁往

德国内地，尽管他们已在那里居住了 700 年，但也只能被

迫接受这一事实。丘吉尔估计从寇松线以东西迁的波兰人

有 300~400 万人，而西迁的德国人则高达 825 万人。斯大

林则认为在将归属波兰的土地上，因为征兵和逃难，已经

没有一个德国人了。实际上，由于苏联方面的“清洗”和

“流放”及德国方面的屠杀，从寇松线以东西迁的波兰人

只有大约 150 万人。而奥得河—西尼斯河以东原德国领土

的德国人因害怕苏联人的报复和躲避战火而大量西逃，形

成了 1944 年到 1945 年由东向西的巨大的难民潮，人数在

400~500 万人。但在将并入波兰的东普鲁士和其他部分地

区仍有德国人留在原地，而不是像斯大林所说的已经没有

一个德国人了。列席参加波茨坦会议的波兰临时政府总统

贝鲁特也承认，约有 150 万德国人“必须移动”。 [10]（p.620) 在

战后的几年内，战前德国东部地区的 962 万人口中，超过

700 万人根据波茨坦会议的有关规定而西迁。 以东普鲁士

为例，根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统计年鉴》统计，战前东

普鲁士约有人口 250 万人，其中绝大部分为德意志人，除

去在战争中死亡的人口，约有 200 万人西迁，到 1950 年

9 月，还有约 16 万德意志人。而战前居住在波兰领土上

的约 160 万德意志人显然在新波兰是不受欢迎的，他们当

中大部分人也加入了西迁的行列。同样根据《年鉴》统

计，到 1950 年 9 月，这些前波兰德意志人中，还有 43 万

人留在了新波兰，其中大部分能说两种语言。这次领土变

动对波兰人口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波兰失去了东部地区

的约 600 万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以及西部地区约 100 多

万德意志人。但从寇松线以东西迁的 150 万波兰人和战后

陆续从国外归来的约 300 万波兰人，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

这部分人口的损失。

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波兰民族是一场空前的浩

劫，有 600 万人在战争中死亡，占 1939 年全国人口的

22%。1946 年，新波兰约有人口 2400 万，比 1939 年减少

了 1000 万人，除了死亡人口外，还包括因领土变更而造

成的不同民族的重新归属和战争中流落国外未能回归的人

口。战争对波兰人口的影响除了大量人口的死亡与流失

外，最主要的是彻底地改变了波兰人口的民族结构：300

万波兰犹太人的死亡使欧洲最大的犹太人社群消失了，而

边界变更使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德意志人在波兰总人

口中的比例大幅度下降。截止 2002 年底，波兰共有人口

3823 万，其中波兰人占 98%，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人共占

约 1%，其余为极少量的德国人、犹太人、立陶宛人、鞑

靼人、吉普赛人等。从实质上说，波兰已成为一个单纯民

族结构的国家。

纵观波兰在二战中的人口变化，可以看出战争和种族

灭绝政策对一个国家人口的毁灭性影响以及边界问题在人

口状况的变化中所起的作用。首先，战争自古以来就是影

响人口变化的重要因素，二战中，这种影响达到了前所未

有的程度，特别是非直接死于战火的人口占了相当大的比

重。波兰在战争中损失的人口大部分是由德国法西斯推行

的灭绝人性的种族政策造成的。尽管希特勒的种族思想在

历史上久有渊源，但这种极端思想同现代工业力量相结

合，对人口状况产生毁灭性的影响，足以让人类永远引以

为诫。其次，政治因素在人口变化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

用。在二战波兰人口变化过程中，无论是一国出于本国政

治利益的需要，还是多国对战后国际政治格局的划分，都

引起了强制性的人口迁移，对战后波兰人口状况产生了较

大影响。种族灭绝中骇人听闻的暴行，政治迁移中背井离

乡的惨剧，无不铭刻在人类苦难的史册里。在全人类共同

谋求和平与发展的新世纪里，应防止这种悲惨历史的再

现，并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充分考虑到人口因素的影响。

注 释：

① 参见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译：《苏联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解放军出版社 1986 年版相关条目。

② 纳粹德国制定灭绝犹太人计划的会议。1942 年 1 月 20 日在柏林近郊万塞湖召开，包括内政部、司法部、东方部、外交部、总理府、中

央保安局和波兰总督府的重要官员共 15 人参加。会议发布了《万塞湖会议备忘录》，通过了以屠杀为主要手段的最后解决犹太人的计划。

③ 1920 年英国外交大臣寇松向苏俄和波兰提出的停火线。1919 年 12 月 8 日，协约国最高委员会决定重建波兰，并为其东部划定一

条临时边界，即自格罗德诺往南，经比亚韦斯托克东部，越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沿布格河向前，至原奥俄边界处。不久波苏间爆发战争，

英国外交大臣寇松致电莫斯科，建议以此线为停火线。后因苏俄在战争中失利，1921 年波苏《里加和约》划定的两国边界远在寇松线以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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