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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文主要探討自 1762 年到 2012 年俄國德意志人在俄國的歷史，內容含括德

意志人遷移俄國之背景、蘇聯時期的流放以及蘇聯解體後的現況。 

本研究成果主要有四點：(一)、凱薩琳二世為鞏固及開發大片南方新疆土，

在 1762 年開始邀請外國殖民者的政策，眾多特權及優惠吸引了當時歐洲窮困的

德意志人遷移至俄國，遷入運動長達百年並在 19 世紀末逐漸停歇。(二)、對德意

志人的流放早自 30 年代便已展開，1930 年初，對德意志人的流放起初為「階級

取向」，主要流放富農德意志人，1935 年後，逐漸移轉到「民族取向」，以民

族作為流放的標準，並一直持續到二戰時期。流放對德意志人的影響甚大，較為

明顯的為居住地的改變、職業、母語認同與教育程度的低下。(三)、德意志人在

戰後的回歸，主要受到蘇聯與西德政府的外交關係影響，但在蘇聯解體後，則是

受到德國移民法規的影響。由於法規趨嚴，俄國德意志人近年來回歸德國人數不

斷下滑，且已成為一個趨勢。(四)、目前俄羅斯僅存 60 萬德意志人，哈薩克約

23 萬。俄羅斯及哈薩克皆提出優惠條件希望吸引德意志人再度回歸，但真正回

歸的寥寥可數，俄國德意志人最終很可能成為歷史名詞。雖然在俄羅斯境內存在

兩個德意志人自治區，但德意志人未來很有可能面臨同化的命運。 

 

 

 

 

 

 

 

 

關鍵字：凱薩琳二世、伏爾加、俄國德意志人、民族流放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focused on the history of Russian Germans in Russia from 1762 to 

2012, which include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ir migration to the Russia 
Empire, deportation in the Soviet era, and their current status after the breakup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author has come to four conclusions as follows: 
1. Emigration of Russian Germans occurred because of the will of Catherine II. 

During her reign, she intended to consolidate and develop the new annexed land in 
southern Russia, which eventually led to her first invitation to foreign settlers in 
1762. Catherine II provided foreign settlers with a series of privileges and thus 
attracted mainly Germans- who at that time were beset by poverty. Germans` 
emigration to Russia lasted for more than 100 years and came to a halt in late 19th 
century. 

2. The deportation directed at Russian Germans was already in action in the 1930s.   
From the beginning of 1930s, the deportation of Russian Germans was 
class-oriented. After 1935, however, it gradually switched to nationality-oriented 
and remained to be so during WWII. The deportation of Russian Germans had 
devastating consequences, most predominantly by the change of residence (from 
Europe to Asia), profession, and by the downfall of mother tongue salience and 
education level. 

3. The number of Russian German returnees to Germany after WWII was influenced 
by the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Soviet Union and West Germany. After the 
demise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number of returnees, however, wa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domestic immigration laws of Germany.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re had 
been stricter restrictions toward Russian German returnees in recent years, the 
number of returnees has been declining and is expected to decrease in the future. 

4. Currently there are around 60 thousand Russian Germans in Russia and another 23 
thousand in Kazakhstan. Both counties have proposed good terms to attract 
Russian Germans to come back, but just a few of them eventually returned. 
Although there are two German autonomous districts in Russia, the residents in 
these two districts also face danger of assimilation. 

 
 

Key words: Volga, Catherine II, Russian Germans, Depor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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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俄國德意志人（Российские немцы）在德國被視為俄國人，而在俄國又被歸

類為德國人。德意志人在俄國有久遠的歷史，從12世紀到19世紀末從未間斷，吸

引歐洲人赴俄，為俄國帶來西方基督教文明一直為眾多沙皇的既定政策。 

俄國德意志人大量遷入俄國，乃受凱薩琳二世(Екатерина II Алексеевна, 

1729-1796)之詔令所吸引。來到俄國後大量聚集於伏爾加河流域，便被稱作伏爾

加德意志人（Поволжские немцы; Volga Germans），伏爾加德意志人也往往成為

俄國德意志人的代名詞。在百年發展後，德意志人並不僅僅存在於伏爾加河地

區，而在俄國的各個角落皆有其蹤跡，西至波蘭，東至遠東地區，南至高加索，

皆可見其蹤影。俄國德意志人在俄國的歷史中，不僅僅只涉及單純的遷入

(Migration)，在不同時期皆有著遷出(Emigration)俄國，前往美洲或回歸德國的運

動。1  

在蘇聯早期，德意志人享受自治權利，並在1924年蘇聯內成立「伏爾加德意

志人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Автономн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Немцев Поволжья; Autonome Sozialistische Sowjetrepublik der 

Wolgadeutschen），為第一個獲得自治共和國地位之少數民族。然而，在史達林

時期，對德意志人之強制流放不僅規模最大、影響也最為長遠。二戰期間，迫害

更達到了高峰，不僅伏爾加自治共和國被取消，多達百萬德意志人更被移送至西

伯利亞及中亞充當奴工。在戰爭結束後，仍對德意志人各種基本權益有著重重限

制，因此在二戰後，德意志人展開了長達數十年的平反及自治運動。 

1 根據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字典的解釋，“Migration” (移民，包含移入及移出)
乃指一大群人民或動物自一個地方遷徙至另一處(the movement of large numbers of people, birds 
or animals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而 “Immigration” (移入)，乃指永久居住在異國的過程(the 
process of coming to live permanently in a country that is not your own)；至於“Emigration” (移出)，
則是指離開居住國並前往另外一個國家(to leave your own country to go and live permanently in 
another country)。德意志人在俄國不僅僅為單純的移入或移出，而是在不同時期包含不間斷的移

入及移出，故筆者認為選擇用 Migration 較為恰當。參見：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http://www.oxfordlearnersdictionari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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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蘇聯解體後，多達兩百多萬餘人回歸德國，在德國其又被稱為「晚回歸者」

（Spätaussiedler），並在德國形成一個特殊的族群。至今仍有數十萬的德意志人

散落在俄羅斯及中亞等國，成為一個廣大的離散民族（Diaspora People）。 

俄國德意志人的流放命運，與其他同被流放的少數民族相比，其境遇更為特

殊多舛，而研究德意志人的歷史，使我們能借鏡蘇聯處理民族問題的錯誤方式，

在錯誤中學習，是一個相當值得探討的議題。此外，在筆者大學時代交換至德國

期間，學習俄語的家教便是俄國德意志人。種種都引發了筆者的研究動機。 

本研究所欲探討的主題為自俄羅斯帝國至俄羅斯聯邦時期俄國德意志人之

歷史發展。 

本文之研究目的主要有兩點，分別為：  

(一)、德意志人遷移俄國之背景及過程。 

(二)、蘇聯時期，德意志人被流放的經過及其影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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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獻回顧 

蘇聯時期對少數民族之流放之資訊，在1980年代末期，隨著機密檔案逐漸解

密公開，逐漸為人所知。然而，或許由於時空及地理因素影響，台灣及大陸地區

對於俄國德意志人的文獻並不多，不是粗略帶過，就是介紹淺顯，甚至還有錯誤。

在英文文獻中，對於流放時期及流放後之資訊隨著出版年份先後，除了數據不精

確外；內容亦有出入。由於史達林對於德意志人流放之複雜性及延續性，至今眾

多學者仍無法呈現流放的過程、地點以及流放的實際情況進行爬梳。幸眾多解密

檔案之公開，流放之詳細情況有著更精準的資訊，筆者更希望能利用解密後大陸

學者師建軍翻譯俄國學者之文獻─「關於戰後蘇聯特殊移民的解密檔案」2，利用

該筆寶貴資料，為國內提供關於研究俄國德意志人的研究資訊。 

國內尚未有研究俄國德意志人之專書，因此筆者將以西文之專書、期刊及論

文作為主要資料來源，其中西文資料將以英語及德語之相關書籍及期刊為主，俄

語資料為輔。筆者對於研究俄國德意志人之文獻依主題分類可分為下五大類。  

 

一、俄國德意志人之遷入及發展史 

關於俄國德意志人之文獻中，最多莫過於對伏爾加德意志人的歷史介紹，這

類作者通常自身為伏爾加德意志人之後裔：   

Fred C. Koch 所著的《伏爾加德意志人在俄國及美洲－1763 年至現今》（The 

Volga Germans in Russia and The Americas from 1763 to the Present）3 一書中，便

對伏爾加德意志人的來源、百年來的發展進行了詳盡的介紹，每個歷史事件幾乎

都有涵蓋，可以說是研究伏爾加德意志人不可不參閱的一本著作。 

Nadjeschda Eremina 所撰之《受罰的民族，20 世紀的俄國德意志人家族》 （Ein 

2 師建軍，「關於戰後蘇聯特殊移民的解密檔案」，冷戰國際史研究，俄國解密檔案(2010)，頁

413-505。 
3 Fred C. Koch, The Volga Germans in Russia and The Americas from 1763 to the Present (University 
Park: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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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traftes Volk, Eine Russlanddeutsche Familie im 20. Jahrhundert）4，一文涵蓋自

凱薩琳二世頒布詔令至俄羅斯聯邦時期德意志人之歷史，文中更穿插自身家族之

歷史，可以說是一本家族史。然而，作者與一般美國學者論調不同的是，作者認

為，早在德蘇戰爭爆發前，蘇聯政府便將德意志人當作敵人。其提出的證據為，

早在 30 年代的去富農化時期，德意志人受到反革命及指控為富農、取消其選舉

權，甚至還被流放至西伯利亞及中亞地區，可見一斑；而 Darrel Philip Kaiser 的

《伏爾加殖民區的遷入及遷出》（Emigration to and from the German-Russian Volga 

Colonies）5亦屬於此類，作者除了對於伏爾加德意志人流放之過程有詳盡的介紹

外，亦對其 1870 年後移民至美洲的歷史有所含括。 

Robert Korn 在《忠誠的獎賞》(Der Lohn für die Treue)6中，除了對伏爾加德

意志人早期發展歷史有著十分詳盡的介紹外，文中更穿插數位德意志人的親身歷

史口述資料，增進了歷史真實感。最難能可貴的是作者就伏爾加德意志人的傳

統、文化、音樂、節慶及伏爾加地區當時各大殖民區的發展提供了非常詳細且寶

貴的資訊，可謂是研究伏爾加德意志人之一本專書。 

Philipp Keim 的《伏爾加德意志人自遷入至殖民者公署之廢除》  (Die 

Wolgadeutschen von der Einwanderung bis zur Aufhebung des Kolonistenkontors)7提

供本文伏爾加德意志人自遷入俄國至 1860 年代之早期歷史發展。文中內容包含

伏爾加德意志人建築風格、經濟、宗教及教育制度，是一本了解伏爾加殖民區之

初期發展的專書；另一方面，James W. Long 的《自特權自身到一無所有─ 伏爾

加德意志人 1860-1917》(From Privileged to Dispossessed- the Volga Germans, 

1860-1917)8，則是對伏爾加德意志人在帝俄末期之發展史提供了珍貴的資訊，作

4 Eremina Nadjeschda,“ Ein bestraftes Volk. Eine Russlanddeutsche Familie im 20.Jahrhundert , ” in 
Irina Scherbakowa ed., Russlands Gedächtnis Jugendliche Entdecken Vergessene Lebensgeschichten 
(Hamburg: Körber-Stiftung, 2003), S. 79-95. 
5 Darrel Philip Kaiser, Emigration to and from the German-Russian Volga Colonies (Huntsville: Darrel 
Kaiser Books, 2007). 
6 Rober Korn, Der Lohn Für die Treue (Waldemar: Weber Verlag, 2012). 
7 Philipp Keim, Die Wolgadeutschen von der Einwanderung bis zur Aufhebung des Kolonistenkontors 
(Norderstedt: GRIN Verlag, 2006). 
8 James W. Long, From Privileged to Dispossessed: The Volga Germans, 1860-1917 (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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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僅對於當時伏爾加地區之社會狀況、土地問題及經濟產業皆有所談論，更論

及帝俄末期所發生之各重大事件及其對伏爾加德意志人之影響。 

另外一類型的專書，則較偏重於介紹俄國全體德意志人，時間軸從其遷入俄

國至回歸德國皆有涵蓋。相關書籍如 Alexander Prieb 的《俄國德意志殖民者》 

(Deutsche Kolonlisten Russlands)9，一書中講述當時德國、俄國之歷史背景，解釋

德意志人離開德國及遷入俄國之推力與拉力。除了生動的文字描寫外，更提供了

眾多歷史圖片。作者自身為史達林流放政策下的受害者，其父母被蘇聯軍隊自德

國流放至特殊移民區，因此作者較大篇幅論述德意志人之流放以及壓迫。在其最

後一章「不知所措」(Fassungslosigkeit)中，亦對德國政府對回歸的俄國德意志人

所採取的歧視政策有著批評，亦是一本值得參閱的書籍。 

Irina Mukhina 的著作《蘇聯德意志人》( The Germans of the Soviet Union)10亦

屬此類。作者在本書中大量引用第一手的官方資料，提供筆者許多難以尋得的數

據。更特別的是其更探討流放對蘇聯德意志人女性的影響，提供筆者研究的不同

面向。 

 

二、列寧時期民族政策 

Richard Pipes在《蘇聯之組成：共產主義及民族主義 1917-1923》（The 

form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 Communism and nationalism, 1917-1923）11的第一章

「俄國的民族問題」（The National Problem in Russia）中，將列寧對於民族問題

的看法分為三個時期：分別是－ 1893-1913年、1913-1917年以及1917-1923年。

作者認為，列寧的民族自決理論實際上並不是解決俄國民族問題的方法，更批評

列寧非但不嘗試解決民族問題，反而只是利用了民族問題來完成自身政治野心。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8). 
9 Alexander Prieb, Deutsche Kolonisten Russlands 1763-2006 (Augsburg: Waldemar Weber Verlag, 
2012).  
10 Irina Mukhina, The Germans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 Routledge, 2007). 
11 Richard Pipes, The form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 Communism and nationalism, 
1917-1923(Cambridg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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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 Conquest之著作《蘇聯民族政策的實踐》（Soviet Nationalities Policy in 

Practice）12中則對馬克思對於民族問題的理論、聯邦制與民族政策的關係以及列

寧、史達林之民族問題的看法亦有談論。  

在周尚文、葉書宗、王斯德等人著之《蘇聯興亡史》13的第三十章「民族危

機的加劇和蘇聯的解體」中提到，沙皇政府百年來對弱小民族進行的壓迫及歧視

政策，使得民族對立、猜忌嚴重，一直到十月革命後，透過列寧大力提倡民族自

決、民族平等，反對大俄羅斯沙文主義的原則後才有了改善；但列寧之後的領導

人不了解民族矛盾，使得民族間在宗教、文化、風俗之間的差異沒受到重視，造

成了嚴重後果。 

《列寧論民族殖民地問題的三篇文章》14文中包括列寧對民族自決的概念的

闡述以及其對民族問題的看法，對筆者了解列寧之民族政策有所助益。 

 

三、史達林時期民族及特殊移民政策 

就史達林的民族政策來說，趙常慶、陳聯璧、劉康岑、董曉舊等人所著的《蘇

聯民族問題研究》15一書亦有詳盡的介紹。在其第四章「史達林 － 勃烈日涅夫

時期民族工作的問題」便有提及史達林處理民族問題的錯誤包括：剝奪少數民族

的權利、將十幾個弱小的少數民族逐出家園及取消許多民族自治實體等等作為。 

對於特殊移民政策的起源，師建軍及付奮奎在「蘇聯特殊移民政策的深層原

因」中提到：「特殊移民的產生是俄國歷史傳統的延續，是史達林極權主義下動

員型社會─ 經濟發展模式的結果。」16除了史達林的個性之外，師建軍更認為，

史達林對於馬列主義教條式錯誤理解，是其重蹈俄國動員型社會發展模式覆轍的

主因，而其工業化及農業集體化的政策又催生了特殊移民現象的產生。 

12 Robert Conquest, Soviet Nationalities Policy in Practice(New York: Praeger, 1967). 
13 周尚文、葉書宗、王斯德等著，蘇聯興亡史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14 列寧，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列寧論民族殖民地問題的三

篇文章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15 趙常慶、陳聯璧、劉康岑、董曉舊等著，蘇聯民族問題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16 師建軍、付奮奎，「蘇聯特殊移民政策的深層原因」，俄羅斯研究，第 6 期(2007)，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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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特殊移民政策中，青覺與栗獻忠在《蘇聯民族政策的多維審觀》17一書

中，對筆者了解史達林之特殊移民政策提供了眾多資訊。在其第三章「蘇聯政治

生活中的民族政策」中，作者將特殊移民分為兩個種類：第一種為 30 年代史達

林為消滅富農政策下的富農特殊移民；第二種為二戰前後以國家安全、通敵叛國

等理由被流放的弱小少數民族。 

師建軍所撰「蘇聯特殊移民政策的歷史演變」18，一文中運用大陸及俄羅斯

學者出版之專書以及俄羅斯國家檔案館解密資料，從而對史達林之民族流放之政

策－ 包含特殊移民政策的歷史演變進行系統性的分析，文中亦對 1941-1954 年

間特殊移民人數變化提供了數據。作者將特殊移民之政策分為兩個階段：30 年

代「去富農化時期」以及 40 至 50 年代針對少數民族的「民族流放時期」。作者

提到，隨著 30 年代中期農業集體化之實施和國際關係之緊張，史達林從 30 年代

針對富農「階級性」之流放將目標逐漸轉移到了「民族性」的流放；史達林到了

40 年代，放鬆對富農之特殊移民限制，轉而將強制流放的焦點放在少數民族。

雖然同為特殊移民之身分，但與富農之特殊移民相比，蘇聯對少數民族的特殊移

民歧視還來的更嚴重，其中除了特殊移民之子女之身分世襲外、地方政府也對這

些少數民族之特殊移民之人身自由、經濟活動進行限制，而作者對蘇聯特殊移民

的解放劃分為四個階段： (一)、特殊移民解放政策的醞釀期（1953 年至 1954 年

中）；(二)、大多數特殊移民解放期（1954 年中至 1956 年末）；(三)、持續解放

剩餘特殊移民時期（1957 年至 1958 年）；(四)、特殊移民徹底解放期（1959 至

1965 年間）。 

師建軍在「關於戰後蘇聯特殊移民的解密檔案」中，主要編譯自兩位俄國研

究特殊移民政策的兩位專家：Н. Ф. Бугай 及В. Н Земсков。師建軍編譯了兩位俄

國專家書籍中之檔案資料，而這些檔案資料乃引用自蘇聯中央檔案館（現俄羅斯

聯邦國家檔案館）及內務人民委員部 (Народный комиссариат внутренних дел; 

17 青覺、栗獻忠，蘇聯民族政策的多維審觀 (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9)。 
18 師建軍，「蘇聯特殊移民政策的歷史演變」，寧夏大學學報，第30卷，第5期(2008)，頁8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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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ople's Commissariat for Internal Affairs) 等官方資料。文中師建軍更加入自

身的意見，其認為，特殊移民的產生乃是許多綜合因素之下的結果，除了實現農

業集體化、工業化、鞏固國防、平衡國家東西部人口差距以及加強偏遠地區經濟

開發等表面原因外，還有更深層的歷史背景如國際情勢緊張及國內落後的因素。

師建軍不否認特殊移民政策對國家工業化、開發偏遠地方經濟及人口平衡的貢

獻，但仍是史達林解決民族問題的錯誤方式。 

 

四、俄國德意志人的流放及其後歷史 

Walter Kolarz 的《俄國及其殖民地》（Russia and Her Colonies）19中，第三

章「被消滅的民族」（Liquidated Peoples）中提到，伏爾加德意志人之流放是出

自於國家安全因素，蘇聯希望藉此對其他非俄羅斯裔之民族作出警告，乃是一種

對其對「蘇聯政體忠誠」（Loyalty to Soviet Regime）的一種測試，作者並認為若

日本攻打蘇聯則相同的境遇則會發生在雅庫特（Yakuts）或布里雅特-蒙古

（Buryato-Mongols）自治共和國的少數民族身上。 

而在 Robert Conquest 所著之《蘇聯民族流放》（Soviet Deportation of 

Nationalities）20一書中，首先對伏爾加德意志人的歷史來源進行簡短回顧。本書

中較特別的是，作者不只以歷史的角度去分析蘇聯二戰時期伏爾加德意志人被流

放的命運，更以政治、意識形態的面向去探討原因，在當時資料欠缺的時代，作

者用最少的資料卻拼湊出完整的資訊，其更是第一個繪畫出德意志人被流放路線

的學者，為西方研究伏爾加德意志人的先鋒。21在第七章探討主題「非官方資料」

（Unofficial Accounts）中，作者大量參閱曾親自參與流放過程的前任內務人民委

員部上校布爾立茲司基（Colonial Burlitski）的口述、高加索（Kavkaz）及普羅

米修斯（Prometheus）期刊、還包括人口普查之數據及蘇聯大百科(Больш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之俄文資料。渠認為，德意志人流放之原因主要為國家

19 Walter Kolarz, Russia and Her Colonies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52). 
20 Robert Conquest, The Soviet Deportation of Nationalities (London: Macmillan, 1960). 
21 Ibid., p.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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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因素─ 史達林擔心其與德軍合謀，因此流放屬於一種預防性措施（Preventive 

Measure），防止其落入敵人手中。作者所提供關於流放的數據由於寫作時空限

制，並無記載流放人數之資料，故作者所提供流放之數據僅提到自烏克蘭、克里

米亞及北高加索大約流放了 20 萬人。22 

而 Александр Некрич 所撰寫的《被流放的民族》(Наказанные Народы) 23亦

是 70 年代關於蘇聯民族流放的早期作品之一。作者對蘇聯二戰期間對各民族之

流放進行了初步的整理，敘述流放的歷史背景及強制流放的情況，其將被流放的

民族分為兩類：分別是預防性軍事需求而流放的民族─ 包括伏爾加德意志人、

庫德人（Kurds）、希臘人（Greeks）、含姆辛人（Hemshins）；以及以懲罰為由的

流放民族 ─ 車臣人（Chechens）、印古什人（Ingushs）、卡拉柴人（Karachais）、

克里米亞韃靼人（Crimean Tatars）及巴爾卡爾人（Balkars）。雖對作者於德意志

人之流放並不是十分詳盡，但仍然對筆者了解蘇聯民族流放有著相當大的幫助。 

В. Н. Земсков 之著作《特殊移民》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24是 1990 年代後，首

先利用官方資料對蘇聯各流放民族之人數進行統整分析的文章，該文使筆者對特

殊移民之建置及其人數變化有著更為精確的掌握。 

至於 Н.Л. Поболь, П.М. Полян 等人合著的《史達林的流放 1928-1953》

( Сталинские депортации 1928-1953 )25則是近十年內，俄國學者根據最新的解密

資料所編撰而成的一本專書，本書不但對德意志人的流放時間、地點及人數都有

極為詳細的紀載，作者們更整理許多流放德意志人的重要命令，使筆者對於流放

的經過有著更深刻的了解。  

J.Otto Pohl所著《蘇聯社會資本及特殊移民：1941-1960年》（Social Capital and 

Special Settlers in the USSR, 1941-1960）26的文章中則提到，蘇聯針對特定民族流

22 Robert Conquest, The Soviet Deportation of Nationalities (London: Macmillan, 1960), p. 53. 
23 亞．涅克里奇著，王攸琪、沈江等譯，被流放的民族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1987)。 
24 В.Н Земсков,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1990), C. 3-17. 
25 Н.Л. Поболь, П.М. Полян, Сталинские депортации 1928-1953 (Москва: Демократия, 2005). 
26 J. Otto Pohl, “The Loss, Retention, and Reacquisition of Social Capital by special Settlers in the 
USSR, 1941-1960,” in Cynthia J. Buckley, Blair A. Ruble& Erin Trouth Hofmann eds., Migration, 
homeland, and belonging in Eurasia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8 ),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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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之動機有著種族及文化兩個因素，因為蘇聯政府認知德意志人無法融入蘇維埃

社會，視為本質上無法相容蘇維埃國家，特別是德意志人這類與外國（德國）有

著「種族關聯」的民族。史達林將其視為潛在的第五縱隊份子，流放不過是一種

預防性的安全措施。在為何德意志人獲得平反時間較晚的問題上，其則認為，乃

是其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27不足的結果。在特殊移民區廢除後，戰爭期間

被流放的各民族依照其社會資本多寡將會影響其要求返回出生地及自治共和國

權利之能力，其中德意志人社會資本最低的原因有三點：首先為歷史因素，相較

於其他較早獲得平反之流放民族，德意志人在俄國的歷史根源較淺，再者，德國

德意志人又缺乏文化同質性(Cultural Homogeneity)，有著宗教、語言認同的不

同。此外，蘇聯20年代實施的本土化（Коренизация; Korenizatsiya）政策之失敗

亦是一個重要因素，種種都造成了其社會資本低下，進而影響其對蘇聯政府要求

恢復其權利，返回出生地等訴求上團結力不足。 

Gerhard Simon 在《蘇聯民族民族主義及政策─ 自極權專政至後史達林社

會》（Nationalism and Policy Toward the Nationalities in the Soviet Union- from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to Post-Stalinist Society）28中提出，蘇聯之所以遲遲不願

平反德意志人之罪名及限制返回出生地之原因為歷史因素。其證據為蘇聯在

1957 年恢復車臣─  印古什自治共和國 (Чечено-Ингушская Автономн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The Chechen–Ingush Autonomous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 後，被流放的車臣人及印古什人返回原本的家鄉引發了

大量的暴力事件及與當地新居民產生嚴重的紛爭，使得蘇聯政府擔憂，若同樣給

予其返回出生地之權利將與當地新住民產生衝突。 

287-312. 
27 J. Otto Pohl 認為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乃由個體間之社會連結、網絡、相互之義務所組成，

其中又可分為結合型社會資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與「橋接型社會資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兩種。前者能在族群之間能藉由文化傳統之網絡加強自身身分認同，該資本之多寡影響

一族群集合凝聚力及動員之能力；而後者則是指橫跨多網絡的團體，茲網絡可使資訊及其他資產

流動。 
28 Gerhard Simon, (Karen Forster& Oswald Forster Trans), Nationalism and Policy Toward the 
Nationalities in the Soviet Union: from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to Post-Stalinist Society (Colorado: 
Westview,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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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vel Polian 之著作《違反其意志：蘇聯強制遷徙之歷史與地理》 (Against 

Their Will: 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Forced Migrations in the USSR)29，則是目

前一本系統化分析蘇聯流放歷史起源、流放過程及路徑之著作。該書對於筆者分

析德意志人之流放過程、途徑及在特殊移民區之資訊有相當大的助益。 

Hans Hahnenkampf在其著作《俄國德意志人二戰後之情況分析－特別探討為

何其離開俄國並來到德國》（Analyse der Lage der Deutschen in Russland nach dem 

zweiten Weltkrieg-mit besonderem Blick auf die Gründe,die sie veranlasst haben 

Russland zu verlassen und nach Deutschland zu kommen）30中提到，流放對俄國德

意志人所帶來的破壞十分巨大。作者並表示，流放導致德意志人生活距離彼此遙

遠，對其保有文化傳統、語言、工作及教育權都有很大的傷害，甚至對其民族認

同也受到了影響。而對於為何德意志人最終選擇離開俄國，作者認為除了蘇聯解

體後經濟困頓、教育制度落後外，最重要的原因是德意志人在戰後的四十年間不

斷的向政府請願恢復其自治權利，而政府則不斷以拖待變，正是這種沮喪及失望

導致其在蘇聯解體後大量離開俄國。 

大陸學者研究俄國德意志人之資料不多，但筆者仍找到一份有助益的文獻。

如初祥在「鮮為人知的一幕，蘇聯德意志人被迫移居西伯利亞和中亞的歷史」31

中，對蘇聯德意志人在二戰期間的強制流放提供了眾多的資料，包括流放的前置

作業及過程、二戰期間成立的勞動軍（Tрудармия; Labor army）建置及特殊移民

區的生活都有所涵蓋。初祥認為，將敵對國（德國）公民或同族人流放至指定區

域集中管理是可以接受的，但蘇聯政府卻在三點上大大傷害了民族感情，包括：

(一)、為德意志人冠上了莫須有的罪名；(二)、在特殊移民區進行流放式的管理；

(三)、戰爭結束後將管制維持了很長一段時間，從而降低了蘇維埃政權的威信。 

29 Pavel Polian, Against Their Will: 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Forced Migrations in the USSR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03). 
30 Hans Hahnenkampf, Analyse der Lage der Deutschen in Russland nach dem zweiten Weltkrieg-mit 
besonderem Blick auf die Gründe,die sie veranlasst haben Russland zu verlassen und nach 
Deutschland zu kommen (Norderstedt: GRIN Verlag, 2010). 
31 初祥，「鮮為人知的一幕— 蘇聯德意志人被迫移居西伯利亞和中亞的歷史」，西伯利亞研究，

第 4 期(1999)，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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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蘇聯解體後之德意志人歷史 

有關於俄國德意志人的另外一類型文獻，則是關注其在蘇聯解體後的發展，

其中Barbara Dietz所撰寫的《介於適應與自治，俄國德意志人在前蘇聯及聯邦德

國》（Zwischen Anpassung und Autonomie Russlanddeutsche in der Vormaligen 

Sowjetunion und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32一書中，詳細地提供俄國德

意志人自1954年至1994年移民至德國之數據。作者將德意志人回歸聯邦德國(西

德)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55-1970年、第二階段1971-1980年以及第三階段

1981-1986 年。作者認為，這三個階段的移民數量變化都與蘇聯的外交及內政情

勢有著很大的關係，在作者第三章「俄國德意志人移民運動史」

（Migrationsbewegungen in der Geschichte der Russlandeutschen）中，作者便指

出，蘇聯與西方國家的低盪期（Détente）結束後，對德意志人回歸德國造成負

面的影響。而針對回歸德國之原因，作者對不同時期提出不同的原因：1985-1986

年德意志人移民之因素歸類為種族因素－ 欲保存自身語言、文化、以德國人的

身分與德國人生活；到了1989-1990年時最重要的原因，轉變為家庭團聚

（Familienzusammenführung）；而到了1991年後，由於蘇聯經濟凋敝，此時經濟

因素－ 追求更好的生活水平及住房機會變成了德意志人離開的主因。 

Nurlan Suraganov的《自18世紀德意志人遷入俄國運動及其現今回歸原因─ 

特別探討哈薩克之情況》(Die Zuwanderung Deutscher nach Russland seit dem 18. 

Jahrhundert und Gründe für die Rückwanderung bis in die heutige Zeit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Situation in Kasachstan)33，則特別關注德意志人

在俄國及其各繼承國之發展，對筆者了解德意志人在各共和國之狀況有很大的助

益。其中對於哈薩克的德意志人有著相當詳細的介紹。 

32 Barbara Dietz, Zwischen Anpassung und Autonomie Russlanddeutsche in der vormaligen 
Sowjetunion und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erlin: Duncker& Humblot, 1995). 
33 Nurlan Suraganov, Die Zuwanderung Deutscher nach Russland seit dem 18. Jahrhundert und 
Gründe für die Rückwanderung bis in die heutige Zeit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Situation 
in Kasachstan (Norderstedt: GRIN Verlag,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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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主要採用歷史研究法以及文獻分析法，透過這兩種研

究方法之配合，以求達到客觀的研究成果。 

（一）「歷史研究法」 

所謂「歷史研究法」是指有系統性的蒐集及客觀評鑑與過去發生之事件相關

之資料，以檢驗事件之因果或趨勢，並以此提出準確之解釋，進而解釋現況，並

對未來的發展做出預測的一種分析方法。歷史研究法可幫助我們瞭解當時問題之

來源、問題之發展以及其特徵為何，對過去所採用之解決方案及未採用之方案進

行確認。知曉歷史法有助於管理者重蹈歷史覆轍，或只用傳統狹隘或膚淺之角度

來觀察自身之環境。一國之政策有其延續性且受時代背景之因素所影響，透過運

用歷史研究法，可幫助我們瞭解歷史領導人與執行者動機之願景及渴望。34 

俄國德意志人為何遷入俄羅斯帝國？其中是經濟因素、政治因素或是宗教因

素影響成分為大？蘇聯時期其歷史發展脈絡為何？流放的詳細情況為何？本研

究欲利用歷史研究法，來探究這些議題。 

（二）「文獻分析法」                                                                                                                                                                                                                                                                                                                                                                                                                                                                                                                                                                                                                                                                                                                                                                                                                                                                                                                                                                                                                                                                                                                                                                                                                                                                                                                                                                                                                                                                                                                            

而「文獻分析法」是廣泛應用於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之一，以系統且客觀性

的評定，配合證明之方法，來確定過去事件之真實性及結論，協助了解過去所發

生之事件之前因後果，從而探知過去、解釋現況、推知未來。35文獻可分為一手

文獻（Primary Source），包括官方與非官方的各種原始及間接文件資料；以及二

手文獻（Secondary Source），又包括專書論著、期刊論文、報章時事及網路資料

等相關資料。透過參閱一、二手文獻，對資料進行歸納、整理，最後從中尋求問

題之答案。 

34 張紹勳，研究方法 (臺中：滄海書局，2000)，頁 309-312。 
35 葉至誠，社會科學概論 (臺北：陽智文化出版社，2000)，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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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在時間上有所限制，時間之範圍始於帝俄時期 1762 年凱薩琳二世公

布詔令始，終於 2012 年。 

 

二、研究限制 

本研究因屬於宏觀研究，俄國德意志人在俄國之歷史有兩百餘年，如此長時

間軸所發生之歷史事件眾多，對於非與研究目的相關之事件只能重點描述，為本

研究之第一個研究限制。另外筆者俄語能力有限，無法大量閱讀俄文文獻，但仍

將參閱重要俄國學者之著作且積極利用俄文文獻中譯本來補足俄語文獻的不

足。最後，德意志人流放之相關資料到戈巴契夫晚期方公諸於世，但現在眾多文

件又被俄國及中亞各國以各種名義限制參閱，36筆者未能親自前往俄國及中亞蒐

集相關資料，進行實際的田野調查、親身訪問俄國德意志人亦屬限制之一，因此

將以國內各大學圖書館及中研院圖書館之各式書籍、期刊以及網路新聞等二手資

料進行研究，補足這方面之不足。  

36 1990 年代，由於前蘇聯的檔案部分公開，20 年來在德國、俄國、哈薩克及吉爾吉斯的學者依

據解密檔案資料撰寫了大量的文獻；但現今的開放性大不如前，以吉爾吉斯的中央檔案館

TsGAKR(Central State Archives of the Kyrgyz Republic)為例，二戰流放時期所成立的勞動軍的資

料便重新分類為機密(Secret)以及最高機密(Top Secret)等級。參見：Irina Mukhina, The Germans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 Routledge, 2007), 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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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章節安排 

本研究可以區分為五章：  

第一章為緒論，內容包含研究動機與目的、文獻回顧、研究方法、研究範圍

與限制以及章節安排。 

 

第二章為帝俄時期德意志人的遷入：本章主要探討俄國德意志人之歷史脈

絡。首先將針對俄國德意志人遷入俄國前，當時德國以及俄國之背景進行分析，

探索德意志人前往俄國之原因以及凱薩琳二世發布詔令、邀請外國人之歷史背

景。再者，探討其發布詔令百年間，德意志人陸續前往俄國之運動，並在最後對

帝俄晚期斯拉夫主義興起對俄國德意志人之影響進行回顧。作為了解往後歷史之

基石。 

 

第三章為蘇聯德意志人之自治與流放：該章為本文研究之主軸，首先探究列

寧民族政策及民族自決理論，作為日後對史達林之民族政策及特殊移民政策了解

之基礎。隨即論述史達林對德意志人的流放政策、經過及影響。尚包括流放過後，

強迫德意志人加入勞動軍及其在特殊移民區及勞動軍之情況，都將在本章探討。 

 

第四章為後史達林時期德意志人之平反與回歸：該章主要探討後史達林時期

德意志人之歷史發展。赫魯雪夫時期展開對二戰期間被無辜流放之民族平反，勞

動軍之解散及特殊移民區之廢除為德意志人平反的一個開端，而平反的進程、德

意志人之境遇、德意志人在俄國掀起的自治運動以及解體後其之回歸，則為本章

之重點。 

 

第五章為結論。就前三章之研究對俄國德意志人之研究發現進行說明，統整

結論，並對未來研究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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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帝俄時期德意志人的遷入 

第一節  遷入背景與遷入運動 

一、德意志人之遷入背景 

早在伊凡四世(Иван IV, 1530-1584) 時期，俄國沙皇便開始邀請德意志裔的

工程師、醫生及教育家等技術人才赴俄，但這段時期赴俄人數仍不具規模。1德

意志人較大量遷入俄國是一直到16世紀的彼得大帝時期 (Пётр I Великий, 

1682-1725)才開始。彼得大帝於1702年頒布詔令，再度邀請德意志人手工藝家、

技術人才及農民來到俄國，2德意志人來到俄國後，在各大城市形成了街區，在

莫斯科便形成了德國街區(Немецкая Слобода)。3彼得大帝的聯姻政策使得德國皇

室與俄國羅曼諾夫皇室產生交集，歐洲與俄國的聯繫自此一直持續到1917年十月

革命前夕。 

但俄國德意志人真正意義上大規模遷入，發生在同為德意志人的凱薩琳二世

(Екатерина II Алексеевна, 1729-1796)時期。招募外來移民之政策是當時歐洲重商

主義下的產物之一，歐洲國家如奧地利及普魯士早在凱薩琳二世前便已推行相同

之政策，希望吸引外來移民促進經濟發展，該政策又稱作「殖民政策」

(Konlonisationspolitik)。4凱薩琳趁顎圖曼土耳其人衰弱，不斷南進奪取其黑海之

領土，取得南烏克蘭黑海沿岸大片未開發疆域。為鞏固自身統治，凱薩琳二世希

望以基督教文化之歐洲殖民取代當地突厥民族，5建立緩衝地帶，開墾廣袤未開

1 Fred C. Koch, The Volga Germans in Russia and The Americas from 1763 to the Present (University 
Park: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195. 
2 Nurlan Suraganov, Die Zuwanderung Deutscher nach Russland seit dem 18. Jahrhundert und 
Gründe für die Rückwanderung bis in die heutige Zeit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Situation 
in Kasachstan (Norderstedt: GRIN Verlag, 2008), S. 14. 
3 莫斯科德意志人街區的成立，為其在俄國的流散奠基。事實上街區不僅僅居住德意志人，更包

括普魯士人、瑞士人及其他不講俄語的外國人。莫斯科的德意志街區於 1812 年因莫斯科大火災

而消失。 
4 Philipp Keim, Die Wolgadeutschen von der Einwanderung bis zur Aufhebung des Kolonistenkontors 
(Norderstedt: GRIN Verlag, 2006), S. 8. 
5 當地經常受到遊牧民族哈薩克人(Киргизы)及卡爾梅克人(Калмыки)等遊牧民族侵擾，一直到

18 世紀末都不斷侵擾伏爾加德意志人之殖民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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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的土地。6 

基於上述動機，凱薩琳二世於1762年及1763年頒布兩次詔令，邀請外國殖民

者開墾新土地，凱薩琳二世希冀吸引具有專業技能的農夫及工匠赴俄。頒布詔令

吸引外國殖民者是其上任後的幾個重大決定之一。 

1762年12月4日第一次的詔令「關於除猶太人外之外國人至俄國定居及自俄

國自由回歸其祖國之允許」(Über die Erlaubnis für die Ausländer, außer Juden, 

hinauszugehen und in Russland zu siedeln und über die freie Rückkehr von russischen 

ins Ausland gelaufenen Menschen in Ihr Vaterland)中以俄語、德語、法語及英語；

甚至波蘭語、捷克語與阿拉伯語在歐洲主要國家的報紙中刊登。7但第一次的詔

令因優惠條件不明確，僅具有歡迎移民之宣傳效用，響應人數相當少，俄國政府

大大高估了響應人數。 

隔年，1763年7月22日又頒布第二次詔令「關於赴俄在其所欲各省定居之外

國人及其贈與權利」(Über die Erlaubnis allen Ausländern, den nach Russland 

fahrenden, in den Gubernien zu siedeln in denen sie es wünschen und über die ihnen 

geschenkten Rechte)。在詔令中凱薩琳二世便提及：「我國帝國廣袤，尚有大片潛

力極大之領土未受開發，礦產豐富、山川壯麗。」8此外，凱薩琳二世更明訂優

惠條件，凱薩琳二世給予外國殖民者許多優惠— 除了每家庭給予農地30公頃、

免除兵役、補助赴俄旅費、允許免關稅攜帶至多300盧布等價個人財產以及免除

稅賦10-30年不等外，更保障來者之政治自治權、宗教信仰自由、保障語言文化

及其對自身教育之自治權；9對於建造農房及馬廄，亦提供10年無息之貸款。10方

才吸引大量外國殖民者─ 不僅德意志人，甚至來自現今法國、比利時及荷蘭的

6 除了上述原因外，當時凱薩琳二世除了目睹英國、荷蘭及普魯士接收新教徒(Huguenots)所帶來

的經濟利益外，此外還有最基本的人口學概念— 越多的人口，國家就越強盛。 
7 Philipp Keim, Die Wolgadeutschen von der Einwanderung bis zur Aufhebung des Kolonistenkontors 
(Norderstedt: GRIN Verlag, 2006), S. 10. 
8 “Catherine the Great and the 'Russian-Germans,” Deutsche Welle (Jul. 23.2013), 
<http://www.dw.de/catherine-the-great-and-the-russian-germans/a-16965100> (May 29 2014). 
9 Andreas Kappeler, Russland als Vielvölkerreich: Entstehung-Geschichte-Zerfall (München: C.H 
Beck, 1993), S. 52. 
10 Walter Kolarz, Russia and Her Colonies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52), p.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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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者皆來到了俄國。11  

該詔令公布後，歐洲各國成立各種私有及國有代辦處以招募殖民者，每成功

吸引一個移民，各代辦處便可自俄國政府得到一筆獎金。12俄國政府更與德意志

各邦貴族展開合作，13分別在德國的羅斯勞(Rosslau)、呂貝克(Lübeck)、比丁根

(Büdingen)、紐倫堡(Nürnberg)、韋爾達(Werda)及烏姆(Ulm)等地成立代辦處，廣

納人才。俄國為保障外國殖民者之權利，亦在俄國各殖民地成立相應之機構─ 殖

民者公署(Kontor)，殖民者公署可逕自與外國代表進行直接溝通。假如對殖民者

給予優惠條件不夠周全或實施有異議，公署可向俄國議會報告，甚至賦予其直接

與沙皇溝通的權力。14邀請外國殖民者，特別是具備基督教文明的歐洲人，也成

為俄國延續的政策，並一直持續到19世紀中葉為止。 

綜觀來看，引發德意志人大量遷入俄國之主要原因為貧窮及土地短少。15先

前連年戰爭紛擾之影響，16導致長年經濟危機及土地歉收，以當時柏林五口之家

為例，高達73%的收入必須花在糧食。此外，當時德國尚面臨土地過少、農民過

剩、宗教衝突以及稅賦過重17等問題，導致德國各邦人民渴望土地、宗教自由、

減少賦稅及免除兵役權；反之，俄國剛好土地過剩、農民技藝不精。於是在這樣

的互補條件下，凱薩琳的詔書自此開啟德意志人長達百年共分三波遷入俄國之運

動。 

 

11 歐洲各君主國特別是荷蘭及英國等具有海外殖民地的國家，不樂見人民移居它國，便採取了

一系列的嚴格措施限制移民。 
12 Philipp Keim, Die Wolgadeutschen von der Einwanderung bis zur Aufhebung des Kolonistenkontors 
(Norderstedt: GRIN Verlag, 2006), S. 30. 
13 18 世紀末的法國大革命，反對封建制為一趨勢，在當時德國各邦雖無激起革命，但貴族為了

減緩緊張，鼓勵農民移民。農民面臨貴族壓榨，並無選擇只能移民，當時德意志人亦選擇前往北

美洲，但與前往俄國相比，費用高昂。 
14 Philipp Keim, Die Wolgadeutschen von der Einwanderung bis zur Aufhebung des Kolonistenkontors 
(Norderstedt: GRIN Verlag, 2006), S. 12. 
15 Ebenda., S. 16. 
16 當時的德國地區歷經了三十年戰爭(1618-1648)及七年戰爭(1756-1763)。前者使得德國各邦國

人口減少三分之一，在法爾茲(Pfalz)、波梅爾恩(Pommern)、圖林根(Thüringen)及紐倫堡(Nürnberg)
各邦人口甚至少三分之二，眾多村莊毀滅；後者亦造成嚴重破壞，使得當地經濟凋敝，久久不能

恢復。 
17 當時在德國農民經常必須將所有的收成出售以支付稅收，對其造成極重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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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德意志人三波遷入運動 

德意志人進入俄國主要有三種路線(見下圖2-1)：主要在但澤(Danzig)或呂貝

克(Lübeck)乘船經過波羅的海抵達克倫斯塔(Kronstadt)，在當地待一至二天後，

再接駁至聖彼得堡的港口橘樹鎮(Oranienbaum)。18在橘樹鎮港口向沙皇宣誓效忠

後，再經由陸路抵達伏爾加河上游，一路向下至薩拉托夫省；次之為自德國烏姆

(Ulm)經多瑙河到黑海，再散佈至南烏克蘭及高加索地區；亦有少數經陸路波蘭

再進入俄羅斯本土。 

 

 

圖2-1：德意志人遷入俄國路線 

資料來源：Berend Nina, Russlanddeutsches Dialektbuch (Halle: Projekte-Verlag, 2011), S. 1. 

 

大部分人通常赴俄前便已熟識，甚至是親屬。根據啟程地、季節及交通工具

之不同，旅途一般耗時三至六個月不等，遷入俄國之旅途艱辛且危險，當時有15%

18 Fred C. Koch, The Volga Germans in Russia and The Americas from 1763 to the Present (University 
Park: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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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德意志人餓死及折返。19抵達各殖民區後，再根據宗教信仰而聚居，如同氏族

(Clans)般互相支持。 

德意志人第一波赴俄國運動發生在1764-1769年間，凱薩琳二世的第二次詔

令吸引主要來自德國中部黑森(Hessen)的德意志人，20有約25,000名其中超過半數

為農民的德意志人響應。21德意志人在抵達橘樹鎮港口後，便在當地建造少量殖

民據點，大多數人繼續沿著伏爾加河水路的方式不斷湧進伏爾加中下游流域，在

5年內便在伏爾加河流域建立了超過104個母殖民區(Mutterkolonien)。22期間第五

次俄土戰爭(1768-1774)的爆發、普加喬夫之亂(1773-1774)以及神聖羅馬帝國皇帝

喬瑟夫二氏(Josephs II, 1765-1790)在1768年禁止移出國家之政策，導致第一次遷

入俄國潮減緩。23  

德意志人第二波赴俄國運動發生於1801-1823年間，德意志各邦在歷經拿破

崙戰爭(1804-1815)後，經濟凋敝以及當地大地主之沉重稅賦，使得人民大量出

走。同時凱薩琳二世的繼任者保羅一世(Павел I, 1796-1801)於1800年9月6日的詔

令中，追認凱薩琳之殖民政策及對殖民者的特權，總共賦予殖民者約332,100英

畝大小之土地。24保羅一世除了邀請德意志人外，更對來自普魯士，因宗教因素

逃避兵役而來到俄國的門諾教德意志人(Mennonites Germans)寬容25，在詔令中承

諾其免除其一切兵役，確立門諾教德意志人之特權，至1810年為止，有超過18,000

名門諾教德意志人來到烏克蘭。26 

19 Nurlan Suraganov, Die Zuwanderung Deutscher nach Russland seit dem 18. Jahrhundert und 
Gründe für die Rückwanderung bis in die heutige Zeit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Situation 
in Kasachstan (Norderstedt: GRIN Verlag, 2008), S. 19. 
20 七年戰爭對當地的巨大破壞，加大當地人民向外移民的推力。 
21 J. Otto Pohl, “Volk auf dem Weg: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of the Russian-Germans From 1763 to 
the Present Day,” Studies in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Vol. 9, No. 2(2009), p. 268. 
22 德意志人抵達新地點便建立子殖民區(Tochterkolonien)，而通常子殖民區的命名，都與母殖民

據點或者德國之家鄉名稱有所關聯。 
23 Alexander Prieb, Deutsche Kolonisten Russlands 1763-2006 (Augsburg: Waldemar Weber Verlag, 
2012), S. 35. 
24 Irina Mukhina, The Germans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 Routledge, 2007), p. 8. 
25 門諾教德意志人來自東普魯士，為和平主義者，為了躲避服役而遷入俄國。沙皇保羅一世特

許其免除兵役並可在森林擔任守衛或在醫護隊擔任職務。在十月革命前，仍有 10 萬餘人在俄國，

在 1957 年蘇聯特准來自美國的門諾教徒前往蘇聯找尋其下落。詳見：Robert Conquest, The Soviet 
Deportation of Nationalities (London: Macmillan, 1960), pp. 145- 146. 
26 J. Otto Pohl, “Volk auf dem Weg: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of the Russian-Germans From 1763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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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一世死後，亞歷山大一世 (Александр I, 1801-1825)透過第六次

(1787-1792)、第七次俄土戰爭(1806-1812)以及1813年併吞克里米亞汗國後，再度

取得廣大黑海沿岸之土地。亞歷山大一世繼續前任沙皇之政策，希望俄羅斯人能

效仿德意志人的工業及商業能力，故在1804年2月20日頒布詔令，再度邀請殖民

者前往俄國。這次德意志人主要來自普魯士(Preußen)、巴登(Baden)、法爾茨

(Pfalz)、亞爾薩斯(Elsass)及符騰堡(Württemberg)等地。第二波的遷入運動，德意

志人來到俄國的原因主要為經濟及宗教因素，一共吸引超過50,000- 60,000德意志

人來到烏克蘭，27其在俄國黑海地區又成立了209個殖民據點。28由於來者眾多，

亞歷山大一世開始對赴俄人士之條件有所限制。其規定赴俄之德意志人必須要至

少具備300基爾德(Gulden)數量之現金或者有專業技能方可赴俄，且不能預支其

來俄國之費用，以及必須以家庭為單位申請赴俄。29  

德意志人最後一波之赴俄國運動則是在1830-1880年間，沙皇批准了約

25,000-30,000德意志人在西烏克蘭沃里尼亞(Volhynia)地區定居，產生了沃里尼亞

德意志人(Volhynian Germans)。30德意志人在此期間不斷移入當地，以至於到1880

年，沃里尼亞德意志人移民已達170,000人。31 

the Present Day,” Studies in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Vol. 9, No. 2(2009), p. 268. 
27 James W. Long, From Privileged to Dispossessed: The Volga Germans,1860-1917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8 ), p. 14. 
28 Ibid. 
29 Nurlan Suraganov, Die Zuwanderung Deutscher nach Russland seit dem 18. Jahrhundert und 
Gründe für die Rückwanderung bis in die heutige Zeit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Situation 
in Kasachstan (Norderstedt: GRIN Verlag, 2008), S. 19. 
30 Nina Berend, Russlanddeutsches Dialektbuch (Halle: Projekte- Verlag, 2011), S. 20. 
31 J. Otto Pohl, “Volk auf dem Weg: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of the Russian-Germans From 1763 to 
the Present Day,” Studies in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Vol. 9, No. 2(2009), p.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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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德意志人在俄國之發展 

一、初來乍到 

剛抵達伏爾加地區的德意志人，身處於完全未開發的地帶。當地沒有任何基

礎建設、建築材料及農業機具。由於當地冬天極度寒冷，與歐洲之冬天差異極大，

因此初來乍到的頭幾年，德意志人尚須借宿在俄羅斯農民家中方可生存。 

大部分德意志人在家鄉雖然務農，到俄國後嘗試從事其他行業，俄國本希望

藉由德意志殖民者的協助開發蠻荒之地，且俄國對穀物之需求量大，基於茲背

景，帝俄政府在1767年頒布詔令，禁止德意志人從事除了農業以外的行業，32且

德意志人不被允許離開其殖民地。此詔令與1763年詔令的原則相牴觸，限制了德

意志人之權利。此外，凱薩琳二世原意將伏爾加地區規劃成一個整齊且有序的殖

民區，但面臨地方貴族及當地俄羅斯農民非法佔據土地，造成德意志人到了當地

只能獲得條件不好的土地。而且伏爾加地區不僅因氣候條件不同於歐洲家鄉，導

致連年穀物收成不佳，政府時常無法準時繳交春季需要的種子，更加重了歉收。33

當地尚面臨遊牧民族、盜匪之侵襲，種種原因使得德意志人離開當地─ 有的返

回德國、有的前往北美洲，一直要等至1775年伏爾加地區才獲得首次豐收。34 

土地、學校與教堂在殖民區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土地方面，烏克蘭德意志人

允許土地私有；而伏爾加德意志人的土地則是歸屬村社(Мир)所擁有，土地擁有

者死後再由村社分配土地。子嗣繼承土地法律也有著不同，烏克蘭德意志人是由

最年輕的兒子繼承，最年長的兒子在成家後，會自父親得到少許農業機具及牲

畜；而伏爾加德意志人則是依照子嗣人數重新分配。35土地分配方面，烏克蘭德

意志人之條件較伏爾加德意志人來得優渥，不但土壤條件良好，伏爾加德意志人

32 James Minaha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s Diverse Peoples- A Reference Sourcebook (Santa 
Barbara: ABC-CLIOs, 2004), p. 102. 
33 伏爾加河地區氣候基本上屬於冬天長冷，夏天短熱且降雨量不定。當地氣候之記載可參見：

James W. Long, From Privileged to Dispossessed: The Volga Germans, 1860-1917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8), pp. 2- 7. 
34 早年當地便流傳一句俗語：「第一代人得到死亡，第二代人得到貧窮，第三代得到麵包。」 
35 Alexander Prieb, Deutsche Kolonisten Russlands 1763-2006 (Augsburg: Waldemar Weber Verlag, 
2012), S.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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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取得30公頃地；而烏克蘭德意志人取得多達65公頃地，且還能依自身需求自由

購買土地。36 

由於享有教育自治權，教堂可自由雇用牧師，在每個德意志人的殖民區大部

分皆設有獨立的教會學校，由當地人自由雇用教師，並以德語授課，這也造就了

其識字率在1914年達80%的高水平，同時間俄羅斯人僅28.4%。37此外，在遵循

俄國法律的先決條件下，在殖民區內德意志人也建立了自治政府及司法機構，成

為一個獨立於俄國之外的國中國。38在宗教方面，德意志人享受高度宗教自由，

宗教對德意志人的意義重大，往往教堂是殖民區內最重要且華麗的建築。日後德

意志人更在各殖民區中建立起各式機構，包括醫院、運動場、報紙媒體及教育諮

詢中心等機構。經過數十年的發展，伏爾加及烏克蘭德意志人逐漸在俄國站穩腳

步，展開了歷史的新頁。 

 

二、壯盛繁榮 

到了19世紀中期，德意志人逐漸壯大。由於土地的短少及子嗣的分產制度之

影響，德意志人成為耕作土地─ 特別在農業及磨坊技術專家。在引進德國先進

的農業器具後，伏爾加地區及烏克蘭地區農業生產便大幅度的提升，很快地，德

意志人便將該二區域打造成俄國農業的典範區，並開始俄國對農業、棉花出口作

出重要的貢獻。並在日後將產業逐漸轉型為紡織製造及菸草生產。當時德意志人

口僅占俄國總人口之3%，但其所生產的農業作物占俄國農業出口的60%之多。39 

在烏克蘭地區的德意志人農業經濟發展迅速，基於工業化時代人口增長，小

麥需求大增的情況下，烏克蘭德意志人放棄了原本熟悉的畜牧業，進而發展農

業。烏克蘭德意志人將農業產品輸往歐洲，並再自歐洲引進最新技術及各式新品

36 Nurlan Suraganov, Die Zuwanderung Deutscher nach Russland seit dem 18. Jahrhundert und 
Gründe für die Rückwanderung bis in die heutige Zeit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Situation 
in Kasachstan (Norderstedt: GRIN Verlag, 2008), S. 19. 
37 Gerd Stricker, “Ethnic Germans in Russia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in Stefan Wolff ed., 
German Minorities In Europe (New York and Oxford: Berghahn books, 2000), p. 166. 
38 J. Otto Pohl, Ethnic Cleansing in the USSR, 1937-1949 (Westport CT: Greenwood, 1999), p. 29. 
39 Alexander Prieb, Deutsche Kolonisten Russlands 1763-2006 (Augsburg: Waldemar Weber Verlag, 
2012), S. 60-61. 

 2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種牲畜。數十年內德意志人在烏克蘭成立了三間專門生產高質量農業機械的大型

企業。40除了大型企業外，在伏爾加地區及烏克蘭地區的德意志人尚成立超過一

百家精煉、釀酒及釀醋工廠等中小企業。41  

不到百年，俄國德意志人的人口不斷增加。伏爾加德意志人殖民區內的出生

率極高，由最初的25,000人茁壯至240,000人，原本的104個母殖民地也擴增到165

個之多。42隨著逐漸在俄國站穩腳步，德意志人也鼓勵其子嗣從商、往技術人員、

教師以及醫生等高知識份子階層努力，逐漸在各行政主體擔任要職，包括在銀

行、工廠及政府官員皆有其身影，對沙皇也十分忠心。431860年後，在伏爾加地

區以及其他各地區的殖民據點已逐漸穩定，但人口過多44，也造成了各個殖民區

內過於擁擠，也引發德意志人另一波內部遷移，但這些遷移皆屬個人之行為，且

其遷居之開銷皆由個人完全負擔。 

直到俄國1861年推行斯拉夫化政策前，德意志人與境內其他農民相比，屬於

當時唯一的自由農，不僅享有各種特權，更因德意志人自身的勤勞及文化水準較

高，使得俄國德意志人在社經上比其他族裔之農民更具優勢。45再加上其農藝技

術及機具精密，不傳授將其技術外族農民，更加強了其優勢地位。46  

因帝俄政府不限制烏克蘭德意志人農民購地之權利，因此烏克蘭地區的德意

志人透過購買土地，不斷擴大其農地，以至於在日後引起俄羅斯農民及帝俄政府

之妒忌及注意。大量擁地之現象尤其以烏克蘭之黑海地區及比薩比亞(Bessarabia)

為甚，當時德意志人在烏克蘭地區所擁有之土地與波西米亞(Bohemina)大小相

40 Alexander Prieb, Deutsche Kolonisten Russlands 1763-2006 (Augsburg: Waldemar Weber Verlag, 
2012), S. 60. 
41 Ebenda., S. 62. 
42 James W. Long, From Privileged to Dispossessed: The Volga Germans, 1860-1917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8), p. 8. 
43 1853-1856 年間的克里米亞戰爭中，德意志人積極支援戰事，特別在協助運送傷員及提供運輸

工具上積極幫俄軍。 
44 雖然 19 世紀德意志人人口無精準數據，但 James W. Long 估計 19 世紀始，光在伏爾加河流域

德意志人之人口每 25-30 年便成長一倍，出生率及死亡率分別是 2：1。 
45 Robert Conquest, Soviet Nationalities Policy in Practice (New York: Praeger, 1967), p. 47. 
46 Isabelle Kreindler, “The Soviet Deported Nationalities: A Summary and an Update,” Soviet Studies, 
Vol. 38, No. 3 (Jul., 1986), p. 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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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47且德意志人排斥烏克蘭及俄羅斯等外族人，往往不讓外族在其村莊或殖民

區擁有任何房產，因此烏克蘭地區的德意志人由於擁地甚大及較為排外，與外族

人相處上最具衝突性，相反的，伏爾加地區的德意志人則相對較無此問題。48 

 

三、百年後的俄國德意志人 

經百年發展，德意志人在俄國壯盛繁榮，在各地建立起眾多殖民區。(見下

圖2-2) 

 

圖2-2：1710-1959年俄羅斯德意志人分布圖 

資料來源：Martin Gilbert 著，王玉菡譯，俄國歷史地圖 (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9)，頁39。 

47 Walter Kolarz, Russia and Her Colonies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52), pp. 70-71. 
48 Dietmar Neutatz, Deutsche Bauern in den Steppen Rußlands Die Wolga- und Schwarzmeerdeutschen 
von der Ansiedlung bis zur Deportation: Mit einem vergleichenden Blick auf die Donauschwaben 
(München: Koehler & Amelang, 1994), S.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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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人以伏爾加河流域及烏克蘭地區為中心，在俄羅斯帝國開枝散葉，分

別在俄羅斯形成伏爾加德意志人(Volga Germans)，在烏克蘭形成黑海德意志人

(Black Sea Germans)、沃里尼亞德意志人(Volhynian Germans)以及克里米亞德意

志人(Crimea Germans)，還有人數在數萬不等，分散在高加索、西伯利亞以及莫

斯科、聖彼得堡兩大城市的德意志人。 

伏爾加德意志人為是最早第一波遷入運動中來到俄國的群體，由於德意志人

在此區域建立大量的殖民據點，逐漸成為德意志人的主要集聚地，故在此區域的

德意志人又被稱為伏爾加德意志人。伏爾加德意志人主要務農，到俄國不到百

年，便將俄國落後的南疆，開發為俄國最重要的糧倉之一。殖民區人口逐漸飽和

之情況下，土地短少引發伏爾加德意志人往烏拉爾(Ural)及西伯利亞遷徙，更在

當地建立了數個子殖民區。49  

在烏克蘭的德意志人屬第二波遷入運動時來到俄國之群體，其又可分為主要

三個團體：黑海德意志人、克里米亞德意志人及沃里尼亞德意志人。50黑海德意

志人因人數較其他兩者占優勢，經常被通稱為烏克蘭德意志人。黑海德意志人主

要居住在比薩比亞及多布羅加(Dobrujan)兩地。其大多數屬精練的農民，亦將烏

克蘭打造成俄國重要穀物出產地之一。沃里尼亞德意志人是最後一群來到俄國的

德意志人，其主要來自當時的波蘭地區，1882-1914年沃里尼亞德意志人移居至

更內陸的烏拉爾、中亞及西伯利亞地區，並在當地成立了殖民區。克里米亞德意

志人則是屬於較為孤立的一個族群，不與其他地區德意志人有著接觸。在烏克蘭

的德意志人是僅次伏爾加地區，德意志人第二大的集散地。隨著時間推進，烏克

蘭德意志人所建立的殖民區亦面臨人口過多、資源不足之情形，引發德意志人繼

續往俄國更內陸的省份移居。20世紀初，德意志人自烏克蘭又移居到比薩比亞、

塔夫里切斯基省51(Тавриче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及高加索地區。 

49 當時德意志農民賣掉所有家當，移居到百里，甚至千里外杳無人煙之地點購買廉價的土地，

再建立子殖民區之情況相當常見。詳見：James W. Long, From Privileged to Dispossessed: The Volga 
Germans, 1860-1917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8), p. 132. 
50 Irina Mukhina, The Germans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 Routledge, 2007), p. 11. 
51 塔夫里切斯基省(Тавриче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為俄羅斯帝國的一個省，含括包括克里米亞、聶伯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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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加索地區的德意志人不同於其他地區的德意志人，高加索德意志人居住在

較孤立且族裔複雜的殖民區內。與伏爾加及烏克蘭地區之殖民區相比，德意志人

在高加索的殖民區彼此分散不相連，促使其長期與非德裔民族接觸，故同化較其

他地區的德意志人較深入。在1920年代，德意志人在高加索地區便建立了超過200

個據點，主要分為五大殖民區。52特別的是，當俄羅斯境內的殖民區都停止接收

新德意志殖民者後，高加索的殖民區仍不斷歡迎新殖民者，因此與其他俄國的殖

民區相比，高加索地區的德意志人與德國母國之聯繫、語言及文化更為緊密，但

1921年及1933年的飢荒使當地德意志人人口嚴重下降，史達林日後的流放更完全

消滅高加索德意志人。 

亦有人數較少的德意志人分布在莫斯科、聖彼得堡的兩大城以及西伯利亞與

中亞地區。以莫斯科及聖彼得堡為例，是早期居住在德意志街區的德意志人後裔

以及居住在俄國境內其他地區德意志人以知識份子及文化精英為主的融合群

體。在羅曼諾夫王朝終結前，形成了與其他地區德意志人全然不同之方言、文化

傳統及心態。53而西伯利亞及中亞地區的德意志人，則是在隨著19世紀末，俄國

歐洲省份殖民區土地逐漸短少情況下，逕自決定向該區移民而產生。西伯利亞及

中亞的德意志人亦孤立於其他德意志人，直到1940年代勞動軍的動員前，一直屬

於一個孤立的群體。1871年開始，德意志人移居到哈薩克西北部省份，直到20

世紀初一共建立了110個殖民區。54在1900-1914年間，又在國家政策之推動下，55

大約10萬餘德意志人移居到西伯利亞地區，56建立323個德意志人殖民區。57 

正由於俄國德意志人因地理分布廣泛，遷入時間不同，彼此之間在社經條件

下游、黑海和亞速海沿岸地區。 
52 Irina Mukhina, The Germans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 Routledge, 2007), p. 12. 
53 Ibid., pp. 15-16. 
54 “Assessment for Germans in Kazakhstan” : 
<http://www.cidcm.umd.edu/mar/assessment.asp?groupId=70502#summary> (9 May 2014). 
55 彼得·斯托雷平(Пётр Столыпин)之眾多重要的改革之一，便是開發西伯利亞之農業，為該地區

提供經濟前景。斯托雷平農業改革的結果讓德意志人在烏拉爾地區、西伯利亞東、西部─ 特別

是鄂姆斯克(Omsk)、阿爾泰地區的斯拉夫戈羅德(Славгород)兩地、哈薩克，甚至在遠東地區之

殖民立下了基礎。 
56 Gerd Stricker, “Ethnic Germans in Russia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in Stefan Wolff ed., 
German Minorities In Europe (New York and Oxford: Berghahn books, 2000), p. 165. 
57 Irina Mukhina, The Germans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 Routledge, 2007), p.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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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顯差異，不應將其視為擁有同一文化、語言及宗教信仰之民族。德意志人在

各地形成群體，彼此互不交流，因此「俄國德意志人」這個名詞，在俄國十月革

命前並不存在。58 

58 Irina Mukhina, The Germans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 Routledge, 2007), p. 7. 

 29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第三節 大斯拉夫主義之影響 

一、各項特權喪失 

沙皇亞歷山大二世(Александр II, 1855-1881)上台後，亞歷山大二世在其任內

推動眾多改革，俄國發生了眾多變化。1861 年農奴解放前，俄國國內並沒有所

謂「德國問題」(The German Question)；然而在農奴解放後，德意志人與俄境內

其他農民擁有土地及財產上之比例不均，59擁地甚大的德意志人成為俄國民族主

義者的攻擊對象。1871 年德意志帝國的建立，使得德國問題在俄國中更受注目，

特別是德俄關係在 1878 年的柏林會議後惡化，德國問題在俄國民族主義者中更

顯威脅，徳意志殖民者被視為德國人和平征服的先鋒。俄國德意志人被稱為「德

國擴張」、「德國殖民」及「德國帝國主義」之宣傳喧囂塵上。 

1871 年 6 月 4 日，亞歷山大二世取消德意志人所有凱薩琳大帝及其繼任者

所承諾之特權。1874 年廢除了德意志人免除兵役的特權，推動全面徵兵制

(Universal Conscription Law)。徵兵制要求 18 至 21 歲之德意志人必須加入軍隊服

役，最初兵役期限為 6 年，再加上後備役 8 年，共計 14 年，但隨後幾年兵役便

縮短至 4-7 年。60許多在軍中服役之德意志人由於語言不通經常受到歧視。 

伏爾加德意志人初期雖然對於徵兵制反對，但並無激烈抵抗，尤其是家人在

收到軍中青年的家書後，便逐漸接受了徵兵制的制度。另一方面，採取徵兵制後，

促使了德意志人開始學習俄語。在此之前，德意志人習慣以德語方言溝通，對於

俄語能力之掌握相當低，在軍中寫家書經常需要請人代筆。往後德意志人通常在

小孩年幼時，便將其寄送至鄰近的俄羅斯家庭學習俄語，以克服語言的問題。61 

殖民者公署在 1876 年也被廢除，伏爾加殖民區的行政建置被取消，德意志

59 19 世紀至 20 世紀初帝俄時期伏爾加德意志人之土地問題，可參閱：James W. Long, From 
Privileged to Dispossessed: The Volga Germans,1860-1917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8 )之第四、第五章；Fred C. Koch, The Volga Germans in Russia and The Americas from 1763 to 
the Present (University Park: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8)之第四章、第五章。 
60 Fred C. Koch, The Volga Germans in Russia and The Americas from 1763 to the Present (University 
Park: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200. 
61 James W. Long, From Privileged to Dispossessed: The Volga Germans, 1860-1917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8), pp. 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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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再具有殖民者(Colonists)之身分。殖民區的行政權重新劃歸於薩拉托夫

(Saratov)及薩馬拉(Samara)地方政府。62不久，德意志人宗教、教育及文化自由遭

到更大的打擊。 

1881 年，亞歷山大三世(Александр III, 1881-1894)繼承王位後，展開對德意

志人進行斯拉夫化(Русификация)的政策。德意志人之自治權利不斷遭受打擊。

首先干涉原本其所承諾的教育自主權，規定必須在德意志人學校內學習俄語。

1891 年 9 月 24 日，將伏爾加德意志人之學校直接受於教育部管轄，並派遣專員

在當地學校監督教學，進一步喪失了教育自主權。63由於教育自治權被剝奪，傳

統教會所重視的宗教及傳統價值受到打擊。但另一方面，隨著伏爾加德意志人接

受世俗化之教育後，逐漸擺脫過去教會教育之老舊觀念，德意志青年漸漸不滿落

後孤立的農村生活，導致教育程度較高之德意志人離開殖民區，往外面世界發展。 

由於德意志人擁地甚大，1892 年政府頒布針對居住俄國歐洲西部省份的沃

里尼亞德意志人的法律，規定其不得再購買土地，且必須皈依東正教方能保留其

現有土地。641893 年始，更進一步伏爾加德意志人之殖民據點斯拉夫化。65在俄

帝政府剝奪其特權、強行徵兵及反德情緒高漲下，促使德意志人逐漸移民美國、

加拿大、巴西及阿根廷等地，至一戰爆發前，有超過 30 萬名德意志人離開俄國，

少數回到德意志帝國，但大多數前往南北美洲。66對於離開之德意志人，原則上

不允許返回俄羅斯帝國。67 

在 1897 年沙皇時期第一次人口普查中，帝國境內之德意志人人口已達近 180

62 Rober Korn, Der Lohn Für die Treue (Waldemar: Weber Verlag, 2012), S. 218. 
63 由於德意志人之抗議及政策執行不彰之影響，帝俄政府又在 1907 年後停止干涉德意志人之教

育，因此 1907-1914 年間德意志人之教育機構曾經又短暫繁盛。 
64 Alexander Prieb, Deutsche Kolonisten Russlands 1763-2006 (Augsburg: Waldemar Weber Verlag, 
2012), S. 82. 
65 德國村莊斯拉夫化之例子：村莊原名為「和平原野」(Friedenfeld)，被改為“Mirnoje Pole”；或

者「新希望」(Neu-Hoffnung)改為“Nowaya Nadezhda”。 
66 Alexander Prieb, Deutsche Kolonisten Russlands 1763-2006 (Augsburg: Waldemar Weber Verlag, 
2012), S. 86. 
67 Renate Bridenthal, “The Political Network of a Double Diaspora,” in Krista O. Donnel, Renate 
Bridenthal& Nancy Reagin eds., The Heimat Abroad the Boundaries of Germanness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5), p.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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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人；其中伏爾加德意志人之人數 39 萬人；烏克蘭德意志人近 38 萬。68殖民區

內人數過多，造成了土地短少的問題。1870-1912 年間，在伏爾加河流域爆發數

次飢荒，特別是 1891 至 1892 年間的饑荒，導致伏爾加地區的德意志人一波俄國

內陸的移居運動。 

除了土地外問題外，到了 20 世紀初，俄國德意志人尚面臨以下三點問題： 

(一) 移民區距離各自遙遠且分散，移民區被俄羅斯人所包圍孤立，導致彼此語言

及文化之交流逐漸脫節。 

(二) 語言溝通存在障礙，且社經情況也逐漸產生區別。 

(三) 德意志人與俄羅斯人之宗教不同，形成獨立之團體，不願融入俄國社會。 

沙皇尼古拉二世 (Николай II, 1894-1917)上台後，對於德意志人的打壓有增

無減。沙皇上台後不久，發生日俄戰爭(1904-1905)，使得全面徵兵制中從未啟動

的後備役被動員，引發了少數年紀介於 25-43 歲，擁有身體健全但不必服役的子

女，離開俄國的運動，但多數伏爾加德意志人選擇留下來共抵外敵。69 

1905 年尼古拉二世所發布的十月詔書(Октябрьский Манифест)中，對於基

本公民自由權保障，俄國人民開始享受言論自由、集會及新聞自由權。在 1905

年十月至隔年六月這短暫八個月中，是伏爾加德意志人唯一在帝俄末期短暫享有

過言論自由之時期。德意志人在這段時期創立了三大報紙，以德語發行的我們的

時代(Unsere Zeit)、薩拉托夫德意志報(Saratow Deutsche Zeitung, 經常簡稱

Deutsche Zeitung)以及以俄語發行的伏爾加報(Приволжская Газета)來表達自身

政治意見，但此三份報紙的壽命皆不到一年便因政治因素草草終止發行。70雖然

存在時間不長，但對德意志人卻有重要影響，這三大報紙使其能接觸到未受審查

的國內外新聞，了解世界情勢。  

在 1914 年，伏爾加德意志人在伏爾加河流域已建立超過 200 德國殖民地據

68 Sidney Heitman, “The Soviet Germans,” Central Asian Survey 12(1) (1993), p. 76. 
69 James W. Long, From Privileged to Dispossessed: The Volga Germans, 1860-1917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8), p. 38. 
70 Ibid., pp. 20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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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居住超過 50 萬人之人口；71而烏克蘭德意志人也前後成立超過 1,800 個子殖

民地，人口亦在 50 萬左右。(見下表 2-1)，其中烏克蘭德意志人成為人口僅占烏

克蘭 6%，但卻擁有 60%可耕作面積的優秀農民。72即使面對徵兵制強力推行、

俄羅斯同化政策、廢除特殊地位以及對德意志人文化及語言的壓迫，德語仍是德

意志人主要的溝通語言，但同時也因為徵兵制的推行，德意志人都掌握了流利的

俄語。73宗教方面，即使面臨打壓，信教比例仍相當的高。74 

 

表 2-1：1897-1926 年間俄國及蘇聯德意志人人口之變化 

 
資料來源：Sidney Heitman, “The Soviet Germans,” Central Asian Survey 12(1) (1993), p. 76. 

 

二、一次世界大戰與流放 

1914 年 7 月 28 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對俄羅斯帝國境內之德意志人而

言，是攸關經濟及民族生存的一場戰鬥。反德情緒在一戰期間達到最高峰，沙皇

加強對其他非俄羅斯裔民族各種壓迫。德意志人民族上與交戰國(德意志帝國)有

71 Walter Kolarz, Russia and Her Colonies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52), p. 69. 
72 Alexander Prieb, Deutsche Kolonisten Russlands 1763-2006 (Augsburg: Waldemar Weber Verlag, 
2012), S. 51. 
73 Ebenda., S. 88. 
74 根據 1897 年的人口普查，來到俄國的德意志人之宗教信仰：67%為路德教派(Lutherans)、18%
屬於羅馬天主教(Roman Catholics)；另外 8.3%、4.7%分別為門諾教(Mennonites)及改革宗教

(Reformed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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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聯，被視為德國在俄國「東進的先鋒」(Drang nach Osten)，更成為經濟困頓、

軍事失敗及政府施政失敗的代罪羔羊。早在戰前，帝俄政府便逮捕及流放了在其

境內的 33 萬名具奧匈帝國及德國國籍之國民。75 

沙皇首先在 1914 年 8 月 14 日頒布詔令，規定在軍中服役的德意志人一切交

談禁用方言，所有德語報紙及雜誌也全部被停刊。761914 年末，強制要求所有德

意志人學校授課使用俄語；隔年更以師資程度良莠不齊為由，關閉帝國境內最後

幾間德意志人教會學校。在政府內政部中成立「對抗德意志人滲透特別委員會」

(Sonderkomitee zur Bekämpfung der Deutschen Überfremdung)，抵抗所有與德國有

關的外來影響。 77在俄國，幾乎所有與德國有關係的人事物，都與德國桎梏

(German Yoke)連繫在一起。 

俄帝政府緊接著清除德意志人對俄國經濟的桎梏。1914 年在部長會議中，

官員便提議，應該將德意志人在俄國西部國境擁有之土地徹底收歸國有。國家杜

馬代表甚至提出，德意志殖民區應該以國家安全為由清除並交給農民士兵，後者

理念受到農業部長亞里山大·基福山(Александр Кривошеин)大力支持。 78其表

示，烏克蘭德意志人擁有最富饒之土地，迫使俄羅斯農民只能去西伯利亞；一位

烏克蘭地主更主張，應強制徵收德意志人之土地並重新分配給俄國農民，此舉能

轉移農民對貴族大地主的仇恨。79新聞媒體也指控德意志人與德國合謀，將境內

近 240 萬的德意志人描寫為壓迫農民、偷取俄國土地及竊取俄國財富的貪婪資本

家。 

事實上，在一戰期間，德意志人將守衛俄國祖國視為其責任。除了以資金捐

獻外，更以開設醫院、捐獻醫療器材及衣物支持戰事。在軍中服役的德意志人達

75 Pavel Polian, Against Their Will: 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Forced Migrations in the USSR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24. 
76 Philipp Keim, Die Wolgadeutschen von der Einwanderung bis zur Aufhebung des Kolonistenkontors 
(Norderstedt: GRIN Verlag, 2006), S. 147. 
77 Alexander Prieb, Deutsche Kolonisten Russlands 1763-2006 (Augsburg: Waldemar Weber Verlag, 
2012). S. 89. 
78 James W. Long, From Privileged to Dispossessed: The Volga Germans, 1860-1917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8), pp. 228-229. 
79 Ibid., p.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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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00 人，80其中伏爾加德意志人大約 40,000 人，81尚有額外 15,000 門諾教德

意志人亦在衛生單位救助傷員。82由於沙皇不信任德意志人，故不將德意志裔士

兵派遣至西線與德國作戰，而是將其佈署在高加索戰線上對抗土耳其軍隊。1916

年 2 月，德意志人為主的部隊歷經兩個禮拜的血戰，攻下了在土耳其東部埃爾祖

魯姆(Erzerum)的防禦工事，在土耳其戰線上做出了重要貢獻，一戰總計有 40,000

餘名德意志人為國捐軀。83  

隨著沙皇軍隊在西線戰事接連慘敗，1915 年便加強鼓動反德情緒以轉移政

府的無能。1915 年 2 月 2 日，沙皇尼古拉二世 84公布「清除法」(Liquidation Law)，

決定將俄國邊境南方戰線及西方戰線各 100 及 150 公里內，北自波羅的海、南至

裡海居住之德意志人，流放到西伯利亞或中亞地區。85由於俄國西部領土快速落

入德軍手中，該法實際上並沒有完全實施，但在德意志人中卻造成了恐慌。伏爾

加地區的德意志人拒絕收割穀物，變賣包括牲畜、農具等財產，進一步加深當時

已經很嚴重的食物短缺問題。隨即再頒布戰爭法，賦予沙皇軍隊對敵國甚至對自

身領土上之人民強制流放的權力。由於德意志人所處重要之戰略地位及強大經濟

實力，因此德意志人屬被流放最嚴重的少數民族之一。86 

由於地處與德國邊界不遠，因此居住在西烏克蘭沃倫尼亞、比薩比亞之德意

志人首當其衝，許多人必須在 24 小時內變賣所有財產。87合計超過 20 萬人被流

放到伏爾加河流域、西伯利亞及中亞地區，死亡人數介於 25,000-145,000 之

80 Dietmar Neutatz, Deutsche Bauern in den Steppen Rußlands Die Wolga- und Schwarzmeerdeutschen 
von der Ansiedlung bis zur Deportation: Mit einem vergleichenden Blick auf die Donauschwaben 
(München: Koehler & Amelang, 1994), S. 135. 
81 James W. Long, From Privileged to Dispossessed: The Volga Germans, 1860-1917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8), p. 224. 
82 Philipp Keim, Die Wolgadeutschen von der Einwanderung bis zur Aufhebung des Kolonistenkontors 
(Norderstedt: GRIN Verlag, 2006), S. 147. 
83 Ebenda. 
84 尼古拉二世之妻便是德國公主維多莉亞·雅麗絲·海倫·露薏絲·貝婭特麗絲(黑森和萊茵大公國

阿歷克絲郡主;Viktoria Alix Helene Luise Beatrice Prinzessin von Hessen und bei Rhein)。  
85 Fred C. Koch, The Volga Germans in Russia and The Americas from 1763 to the Present (University 
Park: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242. 
86 Eric Lohr, Nationalizing the Russian Empire : The Campaign against Enemy Aliens during World 
War I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p. 129. 
87 Fred C. Koch, The Volga Germans in Russia and The Americas from 1763 to the Present (University 
Park: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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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881915 年開始系統性在各大城市展開反德計畫，1915 年 5 月 27 日，在莫斯

科德意志人擁有的工廠、商店及住宅被系統性地摧毀，759 間企業及住宅被摧

毀，89共 3 人死亡，40 人受傷。90 

1915 年 12 月 13 日，帝俄政府擴大清除法的範圍，沒收德意志殖民者於俄

國西部及南部擁有之土地，91並將流放區域擴大到居住在波羅的海、黑海、高加

索及其他鄰近區域。921916 年進一步頒布命令，將住在波蘭、烏克蘭之德意志人

往東遷移。93 

1917 年 2 月 6 日，在俄羅斯帝國崩潰前夕，尼古拉二世採取更激烈的手段

執行德意志人土地清除政策，新的政策完全不同於先前因國家安全之原因而徵收

俄國西部德意志人之土地，尼古拉二世不僅要求地方官員徹底實施土地清除政

策，更將該法的適用範圍擴大到更內陸的 28 個省份，其中包括薩拉托夫及薩馬

拉省。94伏爾加德意志人被給予一年的年限，與農民土地銀行談判出售土地之價

格，銀行並計畫將這些土地隨後轉交給俄國農民。95政府對德意志農民土地徵收

政策使得俄國農民期待包括貴族的土地都能被重新分配，到了 1917 年農民對土

地重新分配要求如此激烈，以至於尼古拉二世重新思考是否應繼續清除德意志人

88 J.Otto Pohl, “The Deportation and Destruction of the German Minority in the USSR,” 
<http://www.volgagermans.net/norka/docs/Deportation%20and%20Destruction%20Soviet%20German
s.pdf>, p. 5. 
89 Rober Korn, Der Lohn Für die Treue (Waldemar: Weber Verlag, 2012), S. 205. 
90 J. Otto Pohl, “Volk auf dem Weg: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of the Russian-Germans From 1763 to 
the Present Day,” Studies in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Vol.9, No. 2(2009), p. 270. 
91 Walter Kolarz, Russia and Her Colonies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52), p. 72. 
92 Fred C. Koch, The Volga Germans in Russia and The Americas from 1763 to the Present (University 
Park: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243. 
93 居住在烏克蘭及波蘭省份之德意志人，隨著戰爭持續，流放從初期僅針對居住農村男性之德

意志人殖民者，轉變至中期到所有德意志裔之農民，甚至到戰爭後期改為所有德意志人(除了家

中男丁在前線服役之婦孺例外)。非但要支付流放的費用，更不能選擇目的地，若包括家庭成員，

影響人數高達 42 萬，這群流放的德意志人中少部分人重新在伏爾加河流域定居，大部分則流放

至西伯利亞。但必須指出的是帝俄清除法所針對的並不全然是民族上之德意志人(Ethnic 
Germans)，而是特別針對擁地甚多的德國殖民者(German Colonists)。參照：Eric Lohr, Nationalizing 
the Russian Empire : The Campaign against Enemy Aliens during World War I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pp. 130-132. 
94 James W. Long, From Privileged to Dispossessed: The Volga Germans, 1860-1917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8), p. 232. 
95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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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土地。96對於德意志人而言，二月革命的爆發(Февральская Pеволюция)使其獲

得救贖。迫於內憂外患，1917 年 3 月 11 日，沙皇決定暫緩針對德意志人之清除

法及流放法令，並將最後決定權交至臨時政府(Временн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России)

決議，沙皇尼古拉二世並在 3 月 15 日退位，數日後羅曼諾夫王朝正式終結，臨

時政府隨之成立。 

臨時政府成立後，伏爾加德意志人向臨時政府請求撤回流放命令，臨時政府

擱置了所有針對德意志人之壓迫政策，不僅流放計劃暫緩，土地清除政策亦被擱

置；但面對垂涎德意志人土地之農民，使得俄國境內德意志人決定保全自身利

益，向臨時政府請願。 

帝俄境內之德意志人在 1917 年 4 月 20 日於薩拉托夫召開了來自全俄 15 個

區域、由各區逕自選出 87 個主要由商人、企業家及農民為代表的全國德意志殖

民者大會(National Congress of German Settlers)。97俄帝境內的各區德意志人，克

服意見分歧，為自己在戰爭期間所受到的迫害求償，並再度要求臨時政府完全撤

銷流放的命令。第一次會議結束後成立了德意志俄國公民協會(Association of 

Russian Citizens of German Nationality)，其目標為：98 

(一) 索取被流放德意志人返回家鄉之權利。 

(二) 歸還政府自其沒收財產及歸還宗教、文化之自由。 

1917 年 9 月召開了第二次全國德意志殖民者大會，所討論的問題也由在爭

執狹隘的「我們是伏爾加德意志人還是其他德意志人？」轉變到了「我們是否為

俄國德意志人？」在會中也轉而向布爾什維克黨要求自治權利。  

另一方面，烏克蘭地區的德意志人亦在 3 月 21 日於奧德薩(Odessa)召開了愛

國者大會(Assembly of Compatriots)，進一步組織全俄國德意志人政治聯盟

96 實際上真正的德意志裔大地主，工業家及商人並沒有受到影響，僅有窮困殖民者的土地被沒

收。 
97 Fred C. Koch, The Volga Germans in Russia and The Americas from 1763 to the Present (University 
Park: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249. 
98 Renate Bridenthal, “The Political Network of a Double Diaspora,” in Krista O. Donnel, Renate 
Bridenthal& Nancy Reagin eds., The Heimat Abroad the Boundaries of Germanness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5), p.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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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Cоюз Всех Русских Немцев)，同樣要求其自治權利。一戰之前，

德意志人分歧嚴重，往往都是各自獨立的個體，以路德教、門諾教及天主教等各

式宗教自居，然而在戰爭期間所受到的壓迫，短暫地促使了全俄境內的德意志人

的團結。一直到十月革命，布爾什維克黨勝利後，流放之命令才被布爾什維克黨

正式取消。99 

俄羅斯帝國瓦解不久，發生俄國內戰 (Гражданская Война в России, 

1917-1922)，由於德意志人之居住地大多鄰近西部省份之戰場，因此受到波及，

如烏克蘭德意志人便受到烏克蘭叛變農民領袖內斯托·馬克諾(Нeстор Махно)的

攻擊騷擾。100在內戰時期，德意志人對於紅軍及白軍之支持，隨著地域有著不同。

烏克蘭德意志人一般支持白軍，因為白軍領袖鄧尼金(Антон Деникин)承諾將歸

還其土地及其他財產﹔而伏爾加德意志人因不同的社經背景則較同情紅軍，較傾

向布爾什維克黨，因為其同樣承諾重新分配土地並給予土地、文化及自治權。伏

爾加德意志人在內戰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紅軍中便成立了三個德意志團，包括

第一騎兵軍中的第一騎兵團，101以游擊隊及參加紅軍之方式對抗白軍。102  

德意志人直到 1917 年以前並未對德軍侵略者有著顯著的好感。1918 年 2

月，當德奧聯軍進入烏克蘭後，當地德意志人以解放者歡迎德奧軍隊。德軍佔領

烏克蘭後，使得德意志人回歸德國，理論上變為可能。當地德軍最高軍事指揮官

相當同情德意志人，在與烏克蘭當地數位德意志人之領袖討論後，原有意在黑海

建立一個集結所有俄國德意志人的殖民地。103但德國政府由於食物供給的問題，

99 Robert Conquest, Soviet Nationalities Policy in Practice (New York: Praeger, 1967), p. 47. 
100 為抵禦當地農民盜匪，當地德意志人成立了自衛隊(Selbstschutverbände)，但人數仍寡不敵眾，

人財損失慘重。直到 1918 年鄧尼金部隊抵達烏克蘭當地才解散，有 3,000 人加入白軍志願軍，

在白軍內戰失敗後大多數皆逃出俄國，留下來的皆被布黨以反革命份子槍斃。 
101 羅·亞·麥德維傑夫著，趙詢、林英譯，讓歷史來審判(下冊) ( 北京：東方出版社，2005 )，頁

926。 
102 亦有學者提出，事實上當地對布黨之支持不高，參加戰鬥之德意志人為德奧軍隊的投共戰俘，

且當地也拒絕加入紅軍並對抵抗布黨沒收其穀物及牲畜。參見：Renate Bridenthal, “The Political 
Network of a Double Diaspora,” in Krista O. Donnel, Renate Bridenthal& Nancy Reagin eds., The 
Heimat Abroad the Boundaries of Germanness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5), 
p. 193. 
103 Dietmar Neutatz, Deutsche Bauern in den Steppen Rußlands Die Wolga- und 
Schwarzmeerdeutschen von der Ansiedlung bis zur Deportation: Mit einem vergleichenden Blick au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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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對大規模回歸不感興趣，於是在 1918 年 6 月後便拒絕了相關計畫，隨即德

軍在西線的敗退更使得這個計畫終止。 

1918 年 3 月 3 日，蘇俄政府派代表簽署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Treaty of 

Brest-Litovsk)，正式結束與德意志帝國之戰爭。在戰後，大部分被流放的沃倫尼

亞德意志人回到了原居住地。德國改變初衷，意識其對在俄國同胞之責任，故在

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附加條款中，便要求保證德意志人回歸德國的權利，

將俄國德意志人視為德國人，並置之於德意志帝國的保護下。1918 年布爾什維

克黨及德意志帝國達成協議，在協議簽署 10 年內，每位德意志人皆可攜帶自身

財產回歸德國， 104德國為此成立德意志人回歸移民及遷居處(German Return 

Migration and Emigration)協助其回歸德國。1918-1921 年間共有 12 萬人得以離開

俄國，其中 6 萬永久居住在德國，剩下的人在德國短暫停留後，便離開前往美

國。 105然而在德國戰敗後，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所簽署之所有條款也被列寧

(Владимир Ленин)宣稱無效，德意志人自此錯失了第一次回歸德國的機會。 

在布爾什維克黨土地均分的理念下，擁地甚大的德意志人的土地被國有化，

布黨規定，每名擁有農地的德意志人必須繳交 2,000 盧布至國庫，且根據紅軍之

需要，許多補給品、牲畜及農作物皆被國有化，布黨國有化及徵收之政策引發當

地嚴重的飢荒，導致最後 1921 年伏爾加地區爆發了反對繳交農產品的反抗行

動。106 

die Donauschwaben (München: Koehler & Amelang, 1994), S. 136. 
104 Alexander Prieb, Deutsche Kolonisten Russlands 1763-2006 (Augsburg: Waldemar Weber Verlag, 
2012), S. 95. 
105 J. Otto Pohl, “Volk auf dem Weg: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of the Russian-Germans From 1763 to 
the Present Day,” Studies in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Vol. 9, No. 2(2009), p. 271. 
106 Alexander Prieb, Deutsche Kolonisten Russlands 1763-2006 (Augsburg: Waldemar Weber Verlag, 
2012), S.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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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德意志人遷入離開德國之推力，是在當時德國邦國境內土地短少、賦稅沉重 

及先前戰亂的影響下所增強的；相反的，俄國地廣人稀、廣袤土地仍未受開發，

再配合凱薩琳二世詔令所賦予的眾多優惠下，成為德意志人遷入俄國的強大拉

力。德意志人在凱薩琳二世以及其後之沙皇長時間持續邀請殖民者的政策下，揭

開了德意志人遷入俄國的百年運動。 

德意志人遷入俄國主要透過海路抵達俄國，其次是透過陸路進入俄國。德意

志人遷入運動又可分為三個時期，每一段時期皆在俄國的不同地點定居，同時每

個殖民區皆不斷吸收移民人口。德意志人生活獨立於俄國，自成生活圈，導致彼

此的風俗、語言及傳統文化有著不同。因此，在十月革命前，並沒有所謂「俄國

德意志人」之名詞。 

歷經遷入初期的艱苦，德意志人逐漸在俄國站穩腳步。在百年的發展下，俄

國德意志人逐漸茁壯成長，人口不斷提高，德意志人更利用自身之勤奮，不但將

烏克蘭及伏爾加地區打造為俄國之糧倉，更在俄國境內成立了眾多企業。隨著時

間推移，歐洲省份的土地也面臨短少、饑荒等問題，在往後數十年間又多次促成

德意志人往俄國更內陸的省份遷居。在三波遷入運動的作用下，德意志人在俄國

的殖民點(居住地)也逐漸成形穩定。俄國德意志人在伏爾加地區及烏克蘭地區形

成兩大中心，而且在大城市如莫斯科及聖彼得堡、高加索以及西伯利亞都成立了

眾多殖民點。 

自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繼承皇位後，推動眾多改革，其收回眾多凱薩琳女皇所

賦予之特權。自此，德意志人開始服兵役，開始接觸俄語以及與大城市的接觸。

而在沙皇亞歷山大三世繼任後，更展開了斯拉夫政策，對於俄國德意志人的文

化、宗教、教育及經濟等各層面，展開了一連串的壓迫，德意志人遷入俄國的運

動也在此時逐漸停止。亞歷山大三世的壓迫措施，也導致了德意志人移民美洲的

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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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曼諾夫王朝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發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對俄國德意志人

的壓迫達到了最高峰。帝俄政府將德意志人作為戰爭失利的代罪羔羊，幾乎任何

跟德國有關係的事物，但被強力打壓。在戰爭中期，尼古拉二世頒布一系列法令，

首先沒收居住在邊境地區德意志人之土地；在戰爭末期甚至將沃倫尼亞及比薩比

亞德意志人流放至西伯利亞及中亞地區。伏爾加德意志人原本也在下一波流放的

名單內，二月革命後成立的臨時政府，並沒有收回流放的命令。被壓迫的命運也

短暫的促成了德意志人之團結，召開了數次會議，分別向臨時政府及布爾什維克

黨要求撤銷命令、賠償與自治。伏爾加德意志人的流放命令方被布黨取消。 

羅曼諾夫王朝終結後，迅速爆發的內戰在德意志人當中顯現了立場的不同。

德意志人因社經背景之不同，分別支持不同的政權。德國與布爾什維克黨簽署和

平條約後，在條約中加入關於俄國德意志人回歸之要求，首次展開以官方規模介

入德意志人回歸的運動，但隨著戰事不順，列寧宣布條約無效後，德意志人也失

去了第一次回歸德國的機會。在白軍內戰失利後，又導致支持白軍的德意志人離

開俄國的運動。內戰結束後，蘇聯不久便成立，德意志人在蘇聯的歷史發展將在

下一章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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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蘇聯德意志人之自治與流放 

第一節 列寧至史達林時期之自治 

一、列寧之民族自治理念 

早在 1913 年，列寧便已同意在國家內建立民族自治區的理念，並開始倡導

當時民族自決的口號。列寧民族自決理念主要由三大要點組成：107 

(一) 被壓迫的各個民族有權擺脫民族壓迫之政治獨立自主權。 

(二)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實行民族區域自治亦為民族自決權之表現。 

(三) 承認各民族具有決策及管理自身事務之平等權利及民主權利。 

隨後在 1917 年 11 月 15 日，列寧簽署「俄國各族人民權利宣言」，在宣言中

闡述蘇俄政府對於民族政策之理念：108 

(一) 俄國各族人民享有平等及自主權。 

(二) 俄國各族人民享有自治且組織獨立國家之權利。 

(三) 廢除任何民族及宗教之一切特權與限制。 

(四) 居住在俄國領土上各少數民族有自由發展之權利。 

列寧堅持民族平等及民族自決之原則，鄙棄沙皇時期的斯拉夫主義，其民族

政策是以完全的自我表達意見及抵制任何形式上的歧視，特別是在民族層面的歧

視為基礎。109 

十月革命後，列寧十分重視民族政策，其表示：「俄國的民族政策是僅次於

土地問題之一個重大議題。」因此布爾什維克黨公布了一系列有關民族問題的法

令，闡明其民族政策。為求貫徹民族政策，成立了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Народный 

Комиссариат по Делам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ей)，促進中央蘇維埃機關與少數民族之間

更好的溝通，並由史達林(Иосиф Сталин)擔任第一任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委員。 

107 趙常慶、陳聯璧、劉康岑、董曉舊等著，蘇聯民族問題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6），頁 35。 
108 青覺、栗獻忠，蘇聯民族政策的多維審觀（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9），頁 64。 
109 Irina Mukhina, The Germans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 Routledge, 2007), p.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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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 年 4 月 21 日在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中設立德意志分部，大部分成員由

德奧軍隊戰俘組成，110主要負責建立伏爾加地區自治的前置工作。不久在 4 月

28 日蘇聯消息報(Известия)宣告，史達林接見伏爾加德意志人之代表團，並對伏

爾加德意志人之自治表示同意。111 

1918 年 7 月 10 日，蘇維埃代表大會通過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

憲法，憲法貫徹布爾什維克黨關於各民族自決的理念，更按照該憲法之規定，俄

羅斯聯邦各少數民族建立了自己的自治組織。列寧於 1918 年 10 月 19 日簽署命

令「伏爾加德意志人勞動公社」 (Трудовой Коммуны Автономной Области 

Немцев Поволжья; Work Commissariat for Volga-Germans Affairs)。112伏爾加德意

志人是蘇聯最先得到某種形式上自治的少數民族。113但除了貫徹列寧的理念外，

背後還有一位德國人恩斯特·羅特(Ernst Reuter)的推波助瀾，114方能加速了德意志

人的自治。 

 

二、本土化政策 

1923 年第 13 屆蘇聯共產黨代表大會正式決定採取本土化政策。本土化政策

以共產黨及社會主義為中心作前提，民族為形式，社會主義為核心的理念，保障

少數民族之文化發展，其主要內容如下：115 

(一) 發展並鞏固蘇維埃國家，與人民之民族相容適應。 

(二) 設立以本族語言的法庭，用熟悉當地居民生理及心理之組成各類權力機關。 

(三) 發展用本族語言的報紙、學校、戲院、俱樂部及一般文化教育機關。 

110 Rober Korn, Der Lohn Für die Treue (Waldemar: Weber Verlag, 2012), S. 232. 
111 Ebenda. 
112 由於烏克蘭地區之德意志人之殖民據點散布廣闊，對於創立一個集中的自治共和國有難度，

因此僅成立 11 個民族自治區，並無自治共和國之建置。 
113 劉向文，俄國政府與政治，(台北市：五南圖書出版社，2002)，頁 64-65。 
114 Ernst Reuter 在 1916 年一戰期間在俄國負傷被俘虜，在俘虜期間加入布爾什維克黨。1918 年

4 月史達林時任民族人民委員會委員時，親自指派其至薩拉托夫省，向伏爾加德意志人散播共產

主義的理想，並協助創建未來的伏爾加自治共和國。日後其成為西柏林的市長。參見：“Ernst Reuter: 
Ein Deutscher an der Wolga” Deutsche Welle (Aug. 12. 2013): 
<http://www.dw.de/ernst-reuter-ein-deutscher-an-der-wolga/a-16893484> (20 April 2014). 
115 斯大林，論民族問題，(中共中央中南局宣傳部編，1953)，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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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化使得少數民族能在自己的領土內獲得更高的教育及自治，保障其語言

及文化，包括在自治區內擔任高階職位等權力。列寧乃是希望這些政策將滿足民

族之需求並減少民族衝突，試圖剷除宗教差別及社經地位之差距，加強以階級為

主的國際社會主義團結。伏爾加德意志人在本土化政策時期的文化語言層面一度

繁榮壯大，在自治共和國境內設立德意志文化博物館、德意志劇院及德語報社等

等機構。116 

 

三、史達林時期初期之自治 

史達林在其著作「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Марксизм 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一書中便提出其對民族自治的看法： 

 

「區域自治的優勢在於，其並不牽涉到領土損失的問題，而是一群特定的人

口居住在一個特定的區域裡，不僅不會分化族群，亦不會增加民族之間的隔閡，

其之功用恰恰相反。」 117 

 

列寧歿後，史達林在執政初期短暫延續了列寧之本土化及民族平等政策，允

許各民族之語言自由發展，仍可用本民族語言教學。因此德語、俄語及烏克蘭語

不但在自治共和國內為官方語言，尚建立了研究俄國德意志人之方言及民俗之機

構。1181926 年通過自治共和國憲法。 

在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及其他蘇維埃社會主義民族共和國中

之主要聚集地成立自治共和國、自治州和自治區。119不管各民族有多小，都被賦

予各種程度上的自治，包括數個自治共和國或邊疆區(Kрай)、數百個人口界介於

10,000 至 50,000 民族區(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Район; National Rayon )以及數千個人口

116 Irina Mukhina, The Germans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 Routledge, 2007), p. 31. 
117 Robert Conquest, Soviet Nationalities Policy in Practice (New York: Praeger, 1967), p. 19. 
118 Nina Berend, Russlanddeutsches Dialektbuch (Halle: Projekte-Verlag, 2011), S. 21. 
119 李朋，「蘇聯民族政策失誤爭議」，西伯利亞研究，第 31 卷，第 4 期(2004)，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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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於 500-5,000 的村莊蘇維埃(Dorfsowjets)。120在蘇聯的烏克蘭及西伯利亞地區，

亦成立了共 19 個德意志的民族區，6 個在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內︰

阿爾泰地區、薩拉托夫州、史達林格樂州、奧倫堡、北高加索地區及克里米亞地

區﹔喬治亞及阿塞拜疆各 1 個，其餘 11 個於烏克蘭境內。121在這些民族區內，

保證其與政府單位使用母語之權利，在每個民族區也通常有一份自屬的報紙。此

外也成立眾多的村莊蘇維埃，在全蘇聯境內約有 550 個德意志人的村莊蘇維埃，

大部分在烏克蘭，122村莊蘇維埃享有決定並管理民族事務之民主權及平等權。 

1924 年 2 月 20 日伏爾加德意志人事務公社被改建為伏爾加德意志人蘇維埃

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 (Автономн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Немцев Поволжья; Autonome Sozialistische Sowjetrepublik der Wolgadeutschen，以

下簡稱自治共和國)。德意志人成為蘇聯第一個非俄裔族群獲得共和國地位的少

數民族，有權利處理自身內部事務。除了司法外，還可設立自己的醫療、勞工、

教育、財務及農業等委員會，擁有可以自由加入退出蘇聯的權力。123  

1924 到 1928 年間是俄國德意志人在政經、農業及文化上的繁榮期。1926

年伏爾加地區不但農作物產量回升到戰前的三分之二水平。124甚至在 1926 年蘇

聯人口普查中各民族的讀寫能力上，德意志人乃是蘇聯境內僅次於猶太人第二高

的民族。(見下表 3-1) 

120 Terry Martin, “The Origins of Soviet Ethnic Cleansing,”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70, 
No. 4 (Dec., 1998), p. 825. 
121 Walter Kolarz, Russia and Her Colonies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52), p. 74. 
122 Dietmar Neutatz, Deutsche Bauern in den Steppen Rußlands Die Wolga- und 
Schwarzmeerdeutschen von der Ansiedlung bis zur Deportation: Mit einem vergleichenden Blick auf 
die Donauschwaben (München: Koehler & Amelang, 1994), S. 145. 
123 J. Otto Pohl, Ethnic Cleansing in the USSR, 1937-1949 (Westport CT: Greenwood, 1999), p. 29. 
124 James W. Long, From Privileged to Dispossessed: The Volga Germans, 1860-1917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8), p.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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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蘇聯1926年人口普查中各民族之讀寫能力 

資料來源：Viktor Krieger, “ Intellektuelle Rückentwicklung– der Russlandeutschen in der 

Sowjetunion,” Volk auf dem Weg (2006), Nr. 3, S. 12. 

 

在數據上來看，德意志人讀寫能力名列前茅，但若仔細觀察，9 歲兒童之讀

寫能力比 9-49 歲的青壯年人口來得低，這乃肇因於帝俄晚期斯拉夫化政策的結

果。此外，亦有知識份子對共產黨掌政之恐懼，大量人口出走以及內戰加上接連

的饑荒的因素影響。為了解決這個問題，1929 年，在自治共和國首府恩格斯創

建了一個教育學院以及兩個教育中等技術學校(Техника)，125並透過動員共黨、

共青團及相關組織來加強其教育水平。到了 1938 年止，境內共有 421 間德語學

125 Viktor Krieger, “Intellektuelle Rückentwicklung– der Russlandeutschen in der Sowjetunion,” Volk 
auf dem Weg (2006), Nr. 3, S.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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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4 個師範學院、3 個醫學院、1 個農業學院及 1 個音樂學院；126學生則有 117,000

名、教師 4,320 名。127綜觀而言，在蘇聯初期之民族政策與沙皇時期之民族政策

相比，是有很大的進展。但一直到了 1920 年代末期，蘇聯本土化的政策並沒有

將伏爾加德意志人或者是其他地區的德意志人，形塑出「蘇聯德意志人」的身分

認知。128最後本土化政策在共(布)黨中產生了辯論，擔憂本土化政策將加強民族

意識。本土化政策最終在 1930 年代後，走向終結，宣告失敗。 

此外，蘇聯雖然設立自治共和國，但其並不希望其過於「德國化」。在1922

年8月蘇聯更將共和國首都自德意志人口占多數的馬克思市(Maxstadt)移至俄裔

人口居多之波克羅夫斯克129(Pokrovsk, 1931年後改名為恩格斯Engels)，可見一

斑。根據1926年之人口數據，自治區共和國內僅66.4%為德意志人，主要為農民

階級﹔其餘20.4%為俄羅斯裔、12%為烏克蘭裔的工人階級。 

德意志人本身並不積極參與政治，66.4%的人口裡雖然有30%加入共產黨，

但事實上擁有黨籍僅是一種表象。130自治共和國內領導階層為莫斯科所指派，通

常為德國或奧地利的共產黨人。自治共和國成立後，為鼓動德國之共產革命，蘇

聯希望將該地打造為共產主義的模範區，故早期自治共和國曾為一個擁有特權的

自治區。但隨著德國共產黨人於德國之失敗，加上隨後蘇聯國內30年代之政治、

經濟危機，其特殊地位也逐漸消失。 

126 J. Otto Pohl, Ethnic Cleansing in the USSR, 1937-1949 (Westport CT: Greenwood, 1999), p. 29. 
127 J. Otto Pohl, “Volk auf dem Weg: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of the Russian-Germans From 1763 to 
the Present Day,” Studies in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Vol. 9, No. 2 (2009), p. 272. 
128 Irina Mukhina, The Germans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 Routledge, 2007), p. 30. 
129 根據 1926 年之人口數據顯示：波克羅夫斯克市，44%為俄裔、42%為烏裔、僅 11%為德意志

人。 
130 Rober Korn, Der Lohn Für die Treue (Waldemar: Weber Verlag, 2012), S.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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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史達林之流放與原因 

壹、三零年代初期集體化運動與流放 

早在集體化開始前，1929年8月，德國在奧德薩、哈爾科夫(Khakov)及新西

伯利亞(Novosibirsk)的領事館便告知莫斯科大使館，在這些地區居住之德意志人

情況趨惡，亟欲移民的情況。這段時期除了有數千名為門諾教德意志人嘗試離開

蘇聯外，131另外尚有來自伏爾加自治共和國、西伯利亞、克里米亞及烏克蘭等地

共14,000名德意志人來到莫斯科德國大使館，請求蘇聯政府准許其離開蘇聯。起

初德國大使館不想因此與蘇聯造成關係緊張，因此拒絕幫助，但在國際媒體之大

量播送下，德國國內開始關注此議題。有鑒於此，德國大使館便開始積極涉入。

最後蘇聯迫於壓力讓步，並表示必須盡快將在莫斯科請願的德意志人消失。132最

終一共5,750人獲得允許先至德國停留，再移民去加拿大及南美洲；133當中失敗

移民的先被遣送回原居所，隨後被流放至西伯利亞，而那些曾經想前往莫斯科但

沒去成的也遭到嚴厲的懲罰。134在這段時期最特別的是，有約600名德意志農民

往東逃難，最後抵達俄國遠東地區，再跨越黑龍江到達了中國的哈爾濱。135 

在請願事件後，蘇聯政府為了抑止民族移出，設立眾多行政障礙，例如申請

護照需支付250盧布，試圖以此減少移民人數。136但還是有不少德意志人藉此機

會離開蘇聯，前往美國或德國。蘇聯1929年後也禁止了任何移民行為。137 

131 蘇聯政府給予高度自治及文化保障，但門諾教教徒認為在蘇維埃國家中生活與其宗教信仰牴

觸，早在 1923-1926 年間，德意志人在美國成立的門諾中央委員會(Mennonite Central Committee)，
便幫助約 18,300 名門諾教德意志人成功離開蘇聯前往美國及加拿大。參見：Benjamin Pinkus, “The 
emigration of national minorities from the USSR in the post-Stalin era,” Soviet Jewish Affairs, 
13:1(1983), p. 5. 
132 德國威瑪政權當時政局受到左派及右派之夾攻，失去了第二次為蘇聯德意志人爭取離開蘇聯

的機會。 
133 Dietmar Neutatz, Deutsche Bauern in den Steppen Rußlands Die Wolga- und 
Schwarzmeerdeutschen von der Ansiedlung bis zur Deportation: Mit einem vergleichenden Blick auf 
die Donauschwaben (München: Koehler & Amelang, 1994), S. 145. 
134 Benjamin Pinkus, “The emigration of national minorities from the USSR in the post-Stalin era,” 
Soviet Jewish Affairs, 13:1(1983), p. 6. 
135 Rober Korn, Der Lohn Für die Treue (Waldemar: Weber Verlag, 2012), S. 292. 
136 Benjamin Pinkus, “The emigration of national minorities from the USSR in the post-Stalin era,” 
Soviet Jewish Affairs, 13:1(1983), p. 5. 
137 Alexander Prieb, Deutsche Kolonisten Russlands 1763-2006 (Augsburg: Waldemar Weber Verlag, 
2012). S.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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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1月，史達林在真理報(Правда)發表「大轉變的一年」一文，展開農

業集體化時期(1929-1933)。隔年1930年2月在聯共(布)中央執行委員會和民族事

務人民委員部作出「關於加強全面集體化地區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和與富農鬥爭」

之決議後，掀起了去富農化之運動政策之狂潮─ 強制農民加入集體農場(Колхоз)

及國營農場(Совхоз)。茲二政策並非為針對德意志人之政策，但對德意志人之損

害卻是相當的大，因德意志人通常皆為擁有土地之小農，經常若德意志人擁有一

頭牛也會被指為富農，甚至雇請農工協助農事亦然。 

民族流放在俄國沙皇時期史上早有所聞，將政敵流放至西伯利亞為沙皇對內

政策之壓迫手段。西伯利亞地廣人稀、氣候寒冷，經濟落後又地點偏遠。早自沙

皇時期便採用流放作為其打擊政敵、鞏固政權並同時開發邊疆之手段，138但從未

在蘇聯時代達到如此大且複雜之規模。 

事實上，德意志人之流放並非始於二次世界大戰，自30年代開始，史達林便

逐漸違背列寧之民族政策原則，強制推行大斯拉夫主義，亦將本土化政策以集體

化取而代之，取消了眾多民族區及村莊蘇維埃。史達林更開始流放德意志人至西

伯利亞地區及哈薩克，將其移送至勞動移民區。在集體化運動中，德意志人被以

富農名義流放，其並由國家政治保衛總局139負責流放富農行動。根據學者Viktor 

Krieger估計，被以富農名義流放的德意志人人數約在5萬左右，占了當時德意志

人人口的4%。140運送至勞動移民區的過程中，衛生條件及食物供應相當差，在

勞動移民區後食物供應往往更糟，1931年每日配給尚有658公克；1933年每日僅

提供216公克，大部分的特殊移民，包括德意志人皆因飢餓而死，141總計自1930

138 馮珮成，「蘇聯農業集體化中的特殊移民現象」，俄羅斯研究，第 3 期(2005)，頁 64。 
139 國家政治保衛總局(Объединённ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於 1923 年 11
月 15 日成立，並負責領導各加盟國之國家政治保衛局(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簡稱 ГПУ，音譯「格別烏」)。在 30 年代去富農之行動中，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和

格別烏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140 J. Otto Pohl, Eric J. Schmaltz & Vossler J. Ronald , “In Our Hearts We Felt the Sentence of Death: 
Ethnic German Recollections of Mass Violence in the USSR, 1928–48,” Journal of Genocide 
Research(2009), 11(2–3）, June–September, p. 325. 
141 J. Otto Pohl, “Stalin’s Genocide against the “Repressed Peoples,” Journal of Genocide Research, 
2(2) ,(2000), p.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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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37年間，總計有27-30萬的德意志人因史達林的集體化政策及飢荒驟逝。142 

1930年1月5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通過「關於集體化的速度和國家幫助集

體農場建設辦法之決議。」決議決定了各地區集體化之速度，並要求伏爾加地區

及北高加索地區這些主要糧產區的集體化。143至1931年7月1日為止，伏爾加自治

共和國境內的土地多達95%完成集體化，而相較全國總平均僅57.7%。144 

 

一、特殊移民政策之起源 145 

而集體化及去富農化運動衍生特殊移民政策，特殊移民之政策又與史達林時

期的流放政策緊緊掛勾，是1930-1950年間蘇聯的既定政策之一。史達林在黨內

鬥爭勝利後，史達林模式逐漸取代列寧模式，特殊移民政策也逐漸成形。政策包

括：人口之遷移以及特殊移民區146之管理、特殊移民之安置及其政治地位之規定

等。關於特殊移民政策之起源，在蘇聯時期主要有三個觀點： 

(一) 使農民擺脫富農之剝削。 

(二) 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加速國家工業化及農業集體化。 

(三) 維護國家安全，懲罰法西斯份子。 

而到了蘇聯解體後，隨著解密檔案之公開，俄國學者則提出了四個新觀點：147 

(一) 鎮壓國內異議份子，加強農業集體化。 

(二) 平衡俄國東西部人口差距，開發偏遠地區之經濟。 

(三) 與史達林個人好惡有關，特別是在流放境內少數民族議題上。 

142 “Soviet “Paradise” Revisited: Genocide, Dissent, Memory and Denial” 
<http://www.grhs.org/heritage/SovietRepression.pdf>, p. 8.(1 June 2014). 
143 周尚文、葉書宗、王斯德等著，蘇聯興亡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頁 336。 
144 Nurlan Suraganov, Die Zuwanderung Deutscher nach Russland seit dem 18. Jahrhundert und 
Gründe für die Rückwanderung bis in die heutige Zeit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Situation 
in Kasachstan (Norderstedt: GRIN Verlag, 2008), S. 26. 
145 關於特殊移民政策之演變，可參考師建軍，「蘇聯特殊移民政策的歷史演變」，寧夏大學學報，

第 30 卷，第 5 期(2008)，頁 88-95。 
146 特殊移民區在集體化就開始建立，主要是受懲罰的蘇聯公民被流放之地點，在這些地點蘇聯

公民不依平常的法律規範管轄，而是在特殊的制度下生活，制度由蘇聯部長會議及人民內務委員

部制定。參見：亞．涅克里奇著，王攸琪、沈江等譯，被流放的民族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民

族研究所，1987)，頁 108。 
147 師建軍、付奮奎，「蘇聯特殊移民政策的深層原因」，俄羅斯研究，第 6 期（2007），頁 8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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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史達林為了一勞永逸地解決民族問題之激烈方式。 

特殊移民(Спецпоселeнецы; Special Settlers)為一個特別的集體。148其所代表

的涵義歷經三次改變─ 在1934年前，被流放的富農被稱為特殊移民；1934-1944

年間被稱為勞動移民(Трудопоселенцы; Labour Settlers)；1944年3月後又被重新稱

作特殊移民。149 

配合富農流放政策，蘇聯政府強行將富農流放至偏遠地區，政府在偏遠地區

建置勞動移民區(Трудопоселение; Labor Settlements)150。特殊移民之公民權較一

般蘇聯公民低下，在特殊移民區生活如監獄，受到政府各機構之嚴密控制。 

 

二、三零年代中期因政治因素之流放 

30年代中期開始，史達林開始針對蘇維埃自治社會主義共和國(Автономн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АССР) 或者自治州 (Автономная 

Область)的民族流放，其中包括居住在邊境地帶的德意志人，通常以經濟建設或

是間諜名義流放之。1511935-1938年間，史達林便開始對至少9個民族開始小規模

的流放。152可以說，早在1941年6月蘇德戰爭開始之前，蘇聯早已將德意志人視

為敵人。 

蘇聯特別擔憂居住在邊境地帶的波蘭人、芬蘭人及德意志人之忠誠度。將居

住在邊境地區之民族流放乃是跟蘇聯擔心國外勢力在邊境地區的滲透，以及對於

非俄裔民族之信任感不高有關係。1531934年11月5日，布黨中央委員會指控德意

148 特殊移民首見於古拉格。據估計，1929-1953 年間至少有 3,200 萬人被歸類為此類人口，當中

被送至勞改營、監獄的有 1800 萬；被內務部遣送至各機關動員之人口(勞動軍)達 400 萬人。詳

見：師建軍、付奮奎，「蘇聯特殊移民政策的深層原因」，俄羅斯研究，第 6 期（2007），頁 86。 
149 В.Н Земсков,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1990), C. 3. 
150 勞動移民區後來被轉化為特殊移民區(Special Settlements)，被流放的富農也被改稱為特殊移民

(Speical Settlers)。 
151 Otto, J. Pohl, “Stalin’s Genocide against the “Repressed Peoples,” Journal of Genocide Research, 
2(2), (2000), p. 273. 
152 1935– 1938 年間蘇聯至少有 9 個少數民族被流放：包括波蘭人、德意志人、芬蘭人、愛沙尼

亞人、拉脫維亞人、朝鮮人(Koreans)、中國人、庫德族人及伊朗人。詳情參見：Martin, Terry, “The 
Origins of Soviet Ethnic Cleansing,”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70, No. 4(Dec., 1998), pp. 
813-861. 
153 特別是在 1920 年代，眾多居住在邊境地區的民族暴動─ 1920-1922 年間在車臣及達吉斯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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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人蘊藏著反革命、反蘇聯的陰謀，逮捕居住在烏克蘭、伏爾加地區及遠在西伯

利亞的斯拉夫哥羅德自治區的德意志人，並流放至哈薩克、西伯利亞之特殊移民

區；烏克蘭公眾輿論也將所有居住在烏克蘭地區的德意志人指控為富農。1934

年規定所有德意志人在國內護照中規定登記其族裔以方便日後的流放行動，154同

時取消其選舉權，並剝奪其政治上和行動上的自由，受到情治機關的嚴密監視和

管制，使徳意志人不得無法對政府申訴，成為不受保護的少數民族。 

1921-1922年間以及1933-1934伏爾加河地區及烏克蘭地區皆曾發生嚴重的

飢荒。第一次的飢荒主要在伏爾加地區，當地氣候本身條件不佳，當地每4至5

年便有洪水氾濫，冬季漫長又嚴寒；第二次的發生烏克蘭地區的饑荒導致數百萬

計的人民因飢餓而死亡，估計多達15萬人德意志人，包括伏爾加地區的45,300

人，因此而死亡。155兩場饑荒皆是史達林一手造成的。156第二次的饑荒引發了德

國的關注。希特勒(Adolf Hitler)與興登堡(Paul von Hindenberg)大力支持募款及救

助行動，此外德國兄弟有難委員會(Brüder in Not)也自德國寄送物資到烏克蘭給

予其同胞。然而，此舉也導致蘇聯開始確信外國勢力(德國)，在未來利用蘇聯境

內少數民族作為危害蘇聯利益的武器，並將來自德國之捐助稱為希特勒的幫忙

(Hitler`s Help)，蘇聯自1934年夏天開始便拒絕接受該類物資，並向外界表示在當

地並無飢荒。截至1934年止，烏克蘭、高加索及伏爾加德意志人總共收到60萬德

國馬克及數萬美元的援助。157饑荒對伏爾加德意志人之影響深遠，以人口數據來

區、1921-1922 年間在卡累利亞(Karelia)、1924 年在喬治亞(Georgia) 1924-1925 年及 1927-1928
年在雅庫特及 1927、1929 年於亞塞拜然(Azerbaijan)，尚有 1933 年烏克蘭西部的分離運動(烏克

蘭民族主義者被指控將烏克蘭分離出去與德國合作)等等案例，都大大的增加蘇聯對於外來勢力

滲透的擔憂，並開始加強居住之邊境區對少數民族之控管。 
154 除德意志人外，數十個少數民族之族裔都被登記在國內護照中，該制度成為打擊猶太人工作

權及政治參與的工具。在國內護照中登記族裔之政策直到 1997 年 3 月 13 日才被俄羅斯聯邦總統

葉爾欽廢除，關於國內護照之發展可參閱：Aktürk Şener, “Regimes of Ethnicity: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Germany, the Soviet Union/Post-Soviet Russia, and Turkey,” World Politics ,Volume 63, 
Issue 01(Jan. 2011), p. 116, pp. 147-148. 
155 J. Otto Pohl, Eric J. Schmaltz, Vossler J. Ronald, “In Our Hearts We Felt the Sentence of Death: 
Ethnic German Recollections of Mass Violence in the USSR, 1928–48,” Journal of Genocide 
Research(2009), 11(2–3）, June–September, p. 326. 
156 第一次的飢荒是肇因於戰時共產主義的強行徵收政策，而第二次的饑荒則是農業集體化的後

果。 
157 Irina Mukhina, The Germans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 Routledge, 2007), p.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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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1914年以前，伏爾加德意志人有約60萬人，因為內戰減至452,269人，1920-1921

年間之饑荒使當地人口減少10萬餘人，1921年底剩下350,400人，158數年後隨著

饑荒問題改善後，在1926年又重新回到43萬人。在饑荒結束後，有4,000名蘇聯

德意志人因參與了饑荒救助行動被指控為德國間諜因而被捕。159 

飢荒結束後隔年，1935年2月20至3月10日，居住烏克蘭基輔(Киев)及文尼察

(Винница)的波蘭人及德意志人，共8,329個家庭，總計41,650人被遷移至東烏克

蘭，雖然兩者佔當地不到十分之一之總人口，但卻佔了被遷移人口中的57.3%。160

而幸運留在烏克蘭的德意志人也在往後幾年見證自己的民族自治被廢除。1936

年1月至9月間，內務人民委員部通過第776-120ss命令「遷移15,000戶波蘭及德意

志家庭至哈薩克進行經濟建設」(On Resettling from the Ukrainian SSR for 

Economic Construction in Karaganda Oblast Kazakh SSR 15,000 Polish and German 

Households)，以兩階段的方式，陸續將先前被遷移至東烏克蘭的63,976名德意志

及波蘭農民流放至哈薩克。161 

1937年大整肅時期(Большой Tеррор, 1937-1938)由原本早期針對階級的整

肅轉變至對民族的壓迫，數個民族被牽涉，數千名庫德人及伊朗人首先便自邊境

地區被流放。1937年11月，超過5,000個居住在奧德薩地區的德意志家庭被流放；

在烏克蘭其他地區的德意志人在1937-1939年間亦有小規模的流放。162 

1937年後，史達林開始收到許多關於蘇聯德意志人及德國公民在蘇聯境內進

行間諜及破壞活動的報告。163在史達林的授意下，同年內務人民委員部發布第

00439號令，以德意志人當中有著反革命破壞份子為由，開始了德意志人行動

158 James W. Long, “The Volga Germans and the Famine of 1921,”Russian Review, Vol. 51, No. 4 
(Oct., 1992), p. 523. 
159 Irina Mukhina, The Germans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 Routledge, 2007), p. 38. 
160 Terry Martin , “The Origins of Soviet Ethnic Cleansing,”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70, 
No. 4(Dec., 1998), p. 848. 
161 J. Otto Pohl, “The Deportation and Destruction of the German Minority in the 
USSR,”<http://www.volgagermans.net/norka/docs/Deportation%20and%20Destruction%20Soviet%20
Germans.pdf>, p. 8. (2 June 2014). 
162 Terry Martin, “The Origins of Soviet Ethnic Cleansing,”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70, 
No. 4 (Dec., 1998), pp. 852-853. 
163 大部分報告是內務人民委員部官員偽造而成，口供也是透過嚴刑拷打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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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Немецкая Операция)，開始對德意志裔的共黨黨員、老師、作家、工程師及技

術人才進行系統性的清除。164行動自1937年7月25日開始，一直延續到1938年12

月15日，此項命令逮捕以下人士：165 

(一) 在軍工企業、礦業及鐵路工作；先前為德國公民，現具蘇聯公民身分之工程

師、工人。 

(二) 與外國人有接觸之蘇聯德意志人。 

(三) 在俄國之德國共產黨人。 

(四) 曾在一戰中被德軍俘虜之俄軍士兵。 

(五) 曾為在俄國或德國之德國企業工作者。 

(六) 曾被定罪，或被指控為德國政府擔任間諜者。 

以上人等在爾後皆被宣佈為蘇聯人民之敵人及間諜，當中具有德國國籍的德

國人被逮捕百名餘。166在德意志人行動中，總計多達69,000-73,000人被定罪。167

伏爾加自治共和國的第一任領導人亞當威爾希(Adam Welsch)及其它德國自治區

的官員亦在此行動中被以叛亂名義逮捕。1681937-1938年間在烏克蘭頓內次克地

區之德意志人亦有4,265受到逮捕，當中3,608人被槍決。169烏克蘭內務人民委員

亞歷山大·烏斯賓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Успенский)更表示：「所有在烏克蘭蘇維埃共

和國領土上的德意志人及波蘭人都是間諜及破壞份子。」1701938年有998名德意

志人被送至古拉格的矯正營(Corrective Labour Camp)裡強迫勞動，1939年，人數

164 Nurlan Suraganov, Die Zuwanderung Deutscher nach Russland seit dem 18. Jahrhundert und 
Gründe für die Rückwanderung bis in die heutige Zeit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Situation 
in Kasachstan (Norderstedt: GRIN Verlag, 2008), S. 26. 
165 Irina Mukhina, The Germans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 Routledge, 2007), p. 40. 
166 Alexander Prieb, Deutsche Kolonisten Russlands 1763-2006 (Augsburg: Waldemar Weber Verlag, 
2012), S. 115. 
167 德意志行動並非所有被逮捕的人皆為德意志人，但由於官方資料的缺乏，且人民內務部到

1938 年 5 月才開始對德意志人行動中的逮捕人紀錄族裔，故 N.Okhotin 及 A.Roginsky 兩位學者

僅能以粗估的方式計算人數。詳見：J. Otto Pohl, Eric J. Schmaltz, Vossler J. Ronald , “In Our Hearts 
We Felt the Sentence of Death: Ethnic German Recollections of Mass Violence in the USSR, 
1928–48,” Journal of Genocide Research(2009), 11(2–3）, June–September, p. 327. 
168 Robert Conquest, The Soviet Deportation of Nationalities (London: Macmillan, 1960), p. 49. 
169 “ Deutsche aus Russland. Wer sie sind. Woher sie kommen. Was sie mitbringen,” 
<http://www.landesbeirat.nrw.de/publikationen/Deutsche_aus_Russland.pdf>, S. 9.(14 May 2014). 
170 根納季．博爾久戈夫著，李興耕譯，「蘇聯 30 年代”大清洗”運動中的民族範疇」，國外理論動

態，2007 年第 12 期，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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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至18,572名。171 

1939年為止，史達林廢止所有蘇聯境內德語之媒體及報紙，包括烏克蘭的14

間報社、莫斯科的德意志中央報(Deutsche Zentral Zeitung)，僅有伏爾加自治共和

國未受影響。1721939年取消了在烏克蘭及西伯利亞的德意志民族自治區，173並強

迫剩餘自治區內學校改教授俄語或烏克蘭語。1933年烏克蘭境內存在451德語學

校，共計55,623名學生，但到了1939年烏克蘭境內德語作為教授語言的學校完全

消失。1741939年後，除了居住在伏爾加自治共和國內的德意志人外，其餘德意志

人更被禁止在紅軍中服役。 

在1939年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簽訂後，德意志人在蘇聯之情況短暫好轉，史達

林甚至曾有意安排希特勒到伏爾加自治共和國參訪。德蘇兩國在簽訂了德蘇邊境

及友誼條約(Германо-Советский Договор о Дружбе и Границе между СССР и 

Германией)後。根據條約之秘密協定，10月份德國成立特別移民中心(Special 

Immigration Center)，雙方開始大規模交換人民。為方便交換人民之作業，雙方

成立「德國─ 蘇聯聯合委員會」(Joint German-Soviet Commission)，11月簽署協

議，首先幫助居住在邊界地帶波蘭、波羅的海三國、烏克蘭及白俄羅斯的德意志

人返回德國。175往後又與蘇聯陸續簽訂三個協議，將居住在比薩比亞、西烏克蘭

北布科維納(Northern Bukovina)及立陶宛、拉脫維亞等國的德意志人撤離到境

內。秘密協定總共協助395,756人交換至德國境內。176但由於希特勒不到兩年便

入侵蘇聯，只有少量的伏爾加德意志人成功移居至德國境內。 

171 J. Otto Pohl, Ethnic Cleansing in the USSR, 1937-1949 (Westport CT: Greenwood, 1999), p. 31. 
172 Ibid., pp. 30-31. 
173 Nina Berend, Russlanddeutsches Dialektbuch (Halle: Projekte-Verlag, 2011), S. 22. 
174 J.Otto Pohl, “The Deportation and Destruction of the German Minority in the USSR,” 
<http://www.volgagermans.net/norka/docs/Deportation%20and%20Destruction%20Soviet%20German
s.pdf>, p. 8.(2 June 2014). 
175 Pavel Polian, Against Their Will: 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Forced Migrations in the USSR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30-31. 
176 Benjamin Pinkus, “The emigration of national minorities from the USSR in the post-Stalin era,” 
Soviet Jewish Affairs, 13:1(1983), pp.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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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戰期間之流放 

1940年代後，隨著農業集體化之實現及蘇德戰爭之爆發，蘇聯特殊移民政策

之重心開始由三零年代針對富農的階級導向，轉變自全面流放少數民族的民族導

向。史達林在二戰期間共流放8個少數民族至西伯利亞及哈薩克等偏遠地區，177總

計超過200萬人被流放至特殊移民區。這些特殊移民區之建置早在自30年代不斷

的進行修改，逐漸成熟。178蘇聯學者布加伊估計被強迫流放之民族大約有320萬

人；而另一學者麥德韋傑夫則認為高達400-500多萬人。179與30年代不同的是，

到了40年代後，史達林的流放並不是單純針對一民族中的某一群體，而是採取流

放全體民族的措施。 

戰爭爆發後，早在7月中旬至8月中旬，便有11,193名德意志人組成民兵，包

括2,635名女性，抵抗侵略者。180在著名的布列斯特要塞(Брестская Крепость)戰

役中亦有德意志人英勇奮戰。然而1941年9月8日，史達林簽署內務人民委員部命

令第35105號，將在紅軍服役之德意志裔軍人立即解除職位，並流放至後方加入

勞動軍，181總計有軍官1,609名、軍士4,282名及士兵27,724名，共33,615名德意志

人受到影響。182 

177 這些民族包括：車臣人、印古什人、德意志人、克里米亞韃靼人、卡爾梅克人、巴爾卡人、

卡拉柴人以及梅斯赫金人(Meskhetian Turks)。依流放時間之先後分為：1941-1942 年因與敵國民

族有關係而被流放的民族(德意志人)；以及 1943-44 年間被流放，自古便生活在俄國，但歷史上

有反抗沙皇的紀錄(如車臣人、印古什人、巴爾卡人、卡爾梅克人、卡拉柴人、克里米亞韃靼人。 
178 亞·涅克里奇著，王攸琪、沈江等譯，被流放的民族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1987)，
頁 117。 
179 羅·亞·麥德維傑夫著，趙詢、林英譯，讓歷史來審判(下冊) ( 北京：東方出版社，2005 )，頁

931。 
180 Н.Л. Поболь, П.М. Полян, Сталинские депортации 1928-1953 (Москва: Демократия, 2005), 
C. 276. 
181 許多德意志人仍使用假名，或者在軍中直屬長官之力保下，共同對抗德國侵略者，總共有 9
名蘇聯德意志人獲得了蘇聯英雄的稱號。參見：Pavel Polian, Against Their Will: 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Forced Migrations in the USSR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25. 
182 師建軍，「關於戰後蘇聯特殊移民的解密檔案」，冷戰國際史研究，俄國解密檔案（2010），頁

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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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邊境地區德意志人之流放 

二戰期間對德意志人的流放很大的特徵便是與德蘇前線的變化而進行的。德

軍進軍神速，蘇聯邊境省份逐一淪陷。德軍進入烏克蘭居住大量德意志人之地區

時，南方戰線的指揮官向史達林報告當地居民以鹽與麵包歡迎德軍，183史達林的

反應迅速且堅決，並表示並無其他選擇。其說道： 

 

「給貝利亞同志：應該轟然地驅逐德意志人(выселить с треском)。史達林」 184 

 

在1941年8月初至8月中旬，人民內務部最先將居住在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約

1,900名德意志人轉移至烏克蘭奧爾忠尼啟則 (Орджоникидзе)及羅斯托夫州

(Ростовкая Область) 地 區 。 185 同 時 遷 移 卡 累 利 亞 - 芬 蘭 自 治 共 和 國

(Карело-финская АССР) 的 1,200 名 德 意 志 人 至 柯 米 共 和 國 (Республика 

Коми)。1868月31日到9月7日，又將列寧格勒州和列寧格勒市等邊界地帶6,500名

德意志人流放到後方。187 

1941年9月，內務人民委員部在烏克蘭逮捕了548名具有反蘇維埃思想的德意

志人，其中包括100名女性，流放至維亞特卡(Вятка)地區。1889月22日，根據蘇

聯國防委員會(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Kомитет Oбороны; State Defense Committee)命

令 ， 9 月 25 日 至 10 月 10 日 遷 移 居 住 在 烏 克 蘭 伏 羅 希 洛 夫 格 勒 州 

(Ворошиловград；現盧甘斯克Луганск)、史達林州(сталинская область；現顿涅

茨克州Донецкая область)及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Днепропетровск)德意志人，

183 Н.Л. Поболь, П.М. Полян, Сталинские депортации 1928-1953 (Москва: Демократия, 2005), 
C. 276. 
184 Там же 
185 Н.Л. Поболь, П.М. Полян, Сталинские депортации 1928-1953 (Москва: Демократия, 2005), 
C. 284. 
186 Там же 
187 Там же 
188 J. Otto Pohl, “Hewers of Wood and Drawers of Water: The Russian-Germans in the Labour Army,” 
The Eurasia Studies Society, Vol. 2. No. 1.(Feb., 2013), 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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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80,617 人次。 189 9 月 25 至 10 月 12 日接著流放札波羅結州 (Запорожская 

Область)32,032名德意志人，10月15日到22日，接著流放沃羅涅日(Воронеж)地區

共5,125名德意志人。190 

由於德軍推進迅速，烏克蘭西部省份快速淪陷，故烏克蘭大部份被流放的德

意志人，大部分都是居住在東部或是克里米亞地區之德意志人。蘇聯各行政單位

早在德軍抵達前，便盡可能地將所有的男性先行遷移至後方，因此在某些東部省

份留下大比例的德意志婦孺。191當時烏克蘭境內在1941年約有42萬德意志人，當

德軍佔領烏克蘭全境後，德軍計算尚存近32萬餘人。192被流放的烏克蘭德意志人

以火車流放至西伯利亞，旅途多達數個禮拜，死亡人數不得而知。193在同時間，

尚有居住在白俄羅斯的德意志人被流放至烏茲別克的棉花田勞動。194 

在烏克蘭德國佔領區下，德意志人多數與德軍合作。1941年8月後，德軍將

其置於保護下，任何傷害烏克蘭德意志人的行為最嚴重判處死刑。195烏克蘭德意

志人選擇加入黨衛軍(Schutzstaffel)、國防軍(Wehrmacht)或線民、地方企業領導

以及翻譯的工作，在黨衛軍及國防軍服役的德意志人總計有8萬餘名。196亦有不

少德意志人也加入了自衛隊及警察部隊，參與了消滅烏克蘭地區猶太人的行

動。197 

德意志人在納粹的意識形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德國政府認可其為亞利安人

189 Н.Л. Поболь, П.М. Полян, Сталинские депортации 1928-1953 (Москва: Демократия, 2005), 
C. 285. 
190 Там же, C. 284. 
191 J. Otto Pohl, Ethnic Cleansing in the USSR, 1937-1949 (Westport CT: Greenwood, 1999), p. 43. 
192 Dietmar Neutatz, Deutsche Bauern in den Steppen Rußlands Die Wolga- und 
Schwarzmeerdeutschen von der Ansiedlung bis zur Deportation: Mit einem vergleichenden Blick auf 
die Donauschwaben (München: Koehler & Amelang, 1994), S. 146. 
193 Ebenda. 
194 J. Otto Pohl, “Soviet Apartheid: Stalin’s Ethnic Deportations, Special Settlement Restrictions, and 
the Labor Army: The Case of the Ethnic Germans in the USSR,” Human Rights Review, Vol. 13 Issue 
2(2012), p. 213. 
195 J. Otto Pohl, Ethnic Cleansing in the USSR, 1937-1949 (Westport CT: Greenwood, 1999), p. 44. 
196 Alexander Prieb, Deutsche Kolonisten Russlands 1763-2006 (Augsburg: Waldemar Weber Verlag, 
2012). S. 138. 
197 J. Otto Pohl, Eric J. Schmaltz, Vossler J. Ronald , “In Our Hearts We Felt the Sentence of Death: 
Ethnic German Recollections of Mass Violence in the USSR, 1928–48,” Journal of Genocide 
Research(2009), 11(2–3）, June–September, p.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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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故將其登記在烏克蘭德意志人名單中(Die Deutsche Volksliste Ukraine)。198 

1943年6月止，總計有169,074名烏克蘭德意志人被登記在名單中，德國政府並給

予德國國籍，199且國籍可在男性家庭成員中不斷繼承。正因如此，這群被登記在

名單中的德意志人在日後回歸德國創造了條件。在二戰後期，約30萬人烏克蘭德

意志人被撤離至德國境內，其中70,000人留在德國，30,000人離開歐洲，200剩下

203,796名德意志人於1945年隨著蘇聯贏得戰爭，不是被蘇聯軍隊捕獲，就是被

英美同盟國交還給蘇聯。201回到蘇聯後隨即被送回至特殊移民區強迫勞動，共同

分擔了早在1941年其他被流放的德意志人的命運，蘇聯政府對曾經服役在國防軍

的德意志人判決25年勞役， 202當中僅存的少數直到1953年史達林死後才被釋

放。203 

 

(二)伏爾加德意志人之流放 

在流放烏克蘭德意志人同時，史達林立即指示莫洛托夫(Вячеслав Молотов)

及貝利亞(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徹底處理(伏爾加)德意志人之問題。兩者向史達林建

議，德意志人應該被流放。2047月底兩人前往伏爾加德意志共和國之首都恩格斯

視察，為流放作事前準備。205隨即，內務人民委員部派遣喬裝為德軍傘兵之俄軍，

198 “Volksdeutsche” (德意志裔)之名詞是在德國一戰後所創造，由於德意志帝國失去大量領土，

大量以德語為母語的民族德意志裔人口落入外國政府的統治。德軍在 1943 年末撤退，同時展開

撤退烏克蘭德意志人的行動，並一直持續到 1944 年初。 
199 J. Otto Pohl, Ethnic Cleansing in the USSR, 1937-1949 (Westport CT: Greenwood, 1999), p. 45. 
200 Renate Bridenthal, “The Political Network of a Double Diaspora,” in Krista O. Donnel, Renate 
Bridenthal& Nancy Reagin eds., The Heimat Abroad the Boundaries of Germanness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5), p. 189. 
201 在雅爾達會議中，英美蘇三國達成協議，英美協助蘇聯將蘇聯公民轉交給蘇聯，其中包括了

眾多烏克蘭德意志人，在 203,796 人當中有三分之一低於 16 歲。參見：J. Otto Pohl, Eric J. Schmaltz, 
Vossler J. Ronald, “In Our Hearts We Felt the Sentence of Death: Ethnic German Recollections of 
Mass Violence in the USSR, 1928–48,” Journal of Genocide Research(2009), 11(2–3）,June–September, 
p. 333. 
202 Alexander Prieb, Deutsche Kolonisten Russlands 1763-2006 (Augsburg: Waldemar Weber Verlag, 
2012). S. 140. 
203 Nadjeschda Eremina,“ Ein bestraftes Volk. Eine Russlanddeutsche Familie im 20.Jahrhundert , ” in 
Irina Scherbakowa ed., Russlands Gedächtnis Jugendliche Entdecken Vergessene Lebensgeschichten 
(Hamburg: Körber-Stiftung, 2003), S. 195. 
204 J.Otto Pohl, “Stalin’s Genocide against the “Repressed Peoples,” Journal of Genocide Research, 
2(2) ,(2000), p. 279. 
205 Pavel Polian, Against Their Will: 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Forced Migrations in the USSR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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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測試當地民眾之反應。206對示好之村莊事後清算。在6月22日至8月10日間，內

務人民委員部在伏爾加自治共和國以國家安全為由，逮捕145名德意志人，其中

有2人因間諜而被逮捕。207  

不久，8月12日，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和聯共(布)中央委員會通過第2060-9355

號聯合決議，決定流放居住在伏爾加地區的德意志人。8月27日，蘇聯內務人民

委員部發佈第09158命令(Приказ 09158)「關於從伏爾加德意志人自治共和國、薩

拉托夫州和史達林格勒州流放德意志人的行動措施」，規範包括下列人員免於流

放：208 

(一) 家庭成員並非德意志裔免於流放，但可跟隨其他家庭成員。 

(二) 俄羅斯裔女性嫁給德意志男性免於流放，但可跟隨其丈夫。 

(三) 一家之主為俄羅斯裔男性，其妻子為德意志裔免於流放。 

根據「關於自伏爾加德意志人自治共和國、薩拉托夫州和史達林格勒州流放

德意志人的行動措施」的規定，德意志女性與非德意志裔男性結婚則免於被流

放，以薩拉托夫州為例，約有1,000名因此女性免於流放。209 

1941年8月28日最高蘇維埃發布第21-60命令(Указ № 21-60) 「遷移居住在伏

爾加地區的德意志人」，命令中提到： 

 

「根據軍事單位取得之資料，居住在伏爾加河地區之德意志人當中，藏有成千上

萬名破壞分子及間諜。他們正在等候德國的通知在伏爾加河流域德意志人居住地

進行破壞。伏爾加河流域的德意志人藏匿如此大量的破壞分子和間諜的情況卻知

情不對蘇維埃政權通報，為預防當地間諜及破壞份子在該區域之搗亂，根據戰時

206 Pavel Polian, Against Their Will: 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Forced Migrations in the USSR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27. 
207 J.Otto Pohl, “The Deportation and Destruction of the German Minority in the USSR,” 
<http://www.volgagermans.net/norka/docs/Deportation%20and%20Destruction%20Soviet%20German
s.pdf >, p. 3.(2. June 2014). 
208 Pavel Polian, Against Their Will: 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Forced Migrations in the USSR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30. 
209 J. Otto Pohl, “Stalin’s Genocide against the “Repressed Peoples,” Journal of Genocide Research, 
2(2), (2000), p.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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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法律對伏爾加地區之德意志人採取懲罰性手段。蘇聯認為，遷移伏爾加地區及

其他地區之德意志人為必要，但承諾將給予其土地及在新移居點一切所需之幫助 

遷移地點將選定位在於新西伯利亞、鄂木斯克、阿爾泰地區、哈薩克及與其他相

鄰且具備富饒之可耕地地區」。210 

 

然而，無論俄國或是德國官方文件皆沒有任何跡象顯示，烏克蘭或是伏爾加

地區之德意志人在戰前有與納粹德國有相關的聯繫。211但仍流放了自治共和國、

史達林格勒州及薩拉托夫州之德意志人。此行動措施並規定逮捕任何有反蘇聯思

想的人和拒絕去移民點的人，若流放時不在當地，將註記以便流放者返回時流

放。212 

德意志人隨後被流放至新西伯利亞、鄂木斯克、阿爾泰地區、克拉斯諾亞爾

斯克(Красноярск)；哈薩克卡拉干達(Караганда)、庫斯塔奈(Костанай)、塞米巴

拉金斯克（Семипалатинск, 現塞米伊Семей）、阿拉木圖(Алма-Ата)、阿克糾賓

斯克(Актюбинск, 現阿克托比Актобе)、克孜勒奧爾達(Кызылорда)以及吉爾吉斯

等所謂特別移民區。213(參考下圖3-1)有鑒於先前未曾流放如此多的人數，管理人

數過於龐大，因此在內務人民委員部設立特殊移民局，處理龐大被流放的德意志

人。214  

210 Darrel Philip Kaiser, Emigration to and from the German-Russian Volga Colonies (Huntsville: 
Darrel Kaiser Books, 2007), pp. 90- 91. 
211 Yaacov Ro’I, “The Transformation of Historiography on the “Punished Peoples” History & 
Memory (2009), Vol. 21, No. 2, p. 156. 
212 Pavel Polian, Against Their Will: 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Forced Migrations in the USSR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31 
213 Nina Berend, Russlanddeutsches Dialektbuch (Halle: Projekte-Verlag, 2011), S. 22. 
214 Н.Л. Поболь, П.М. Полян, Сталинские депортации 1928-1953 (Москва: Демократия, 2005), 
C.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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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伏爾加德意志人流放地區 

資料來源：Martin Gilbert 著，王玉菡譯，俄國歷史地圖 (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9)，頁140。 

 

伏爾加自治共和國的流放過程極為迅速，流放行動之總領導人是由聯共(布)

中央政治局委員、國防委員會委員、內務人民委員貝利亞及其兩位副手─ 扎哈

羅維奇·柯布列夫(Захарович Кобулов)與謝羅夫·伊凡(Серов Иван)負責指揮。215

流放過程總共有1,550名內務人民委員部官員、3,250名警察及12,150名紅軍被派

往自治共和國、薩拉托夫州及史達林格勒州。216流放過程相當急促，導致德意志

人無法帶足夠之食物及衣服，217每個家庭限定只能攜帶1噸之個人物品及少量金

錢，但在實行面上，某些家庭僅被允許攜帶100公斤的隨身財產。218德意志人抵

215 亞．涅克里奇著，王攸琪、沈江等譯，被流放的民族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

1987)，頁 127。 
216 J. Otto Pohl, Eric J. Schmaltz, Vossler J. Ronald , “In Our Hearts We Felt the Sentence of Death: 
Ethnic German Recollections of Mass Violence in the USSR, 1928–48,” Journal of Genocide 
Research(2009), 11(2–3）, June–September, p. 329. 
217 德意志人在流放開始前 2 小時才接收通知，有些家庭甚至只給予 5-10 分鐘準備攜帶之物品。

德意志人更不知其流放之目的地，大部分人往往穿著輕便衣服便離開，不允許其攜帶大型物品，

德意志人隨後被鎖在裝滿 40-60 人之車廂，飲水及食物皆不足，有些情況下父子與夫婦被強制分

開，之後再也沒相見。 
218 Alexander Statiev, “Soviet Ethnic Deportations: Intent Versus Outcome,” Journal of Genocide 
Research(2009), 11(2–3）, 6-9 , p.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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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目的地之後所分配到之物資也相當稀少，也缺少足夠住房，在眾多情況下必須

強迫與當地當地家庭同住。流放路途平均耗時三個禮拜至一個月，德意志人被關

在沒有暖氣且衛生條件極差的車廂，老幼婦孺染上各種疾病。車廂內空間狹小，

空氣不流通，導致傳染病擴散快速，德意志人必須伴隨屍體數週才到達目的地。219 

9月5日內務人民委員部官員前往當地取代自治政府，德意志裔的政治領導人

被解除職位並流放。220內務人民委員部官員挨家挨戶登記流放名單，並成立接收

並評估德意志人之財產的部門。221德意志人之財產大部分轉交給附近新的集體農

場，小部分則被實施流放的人員所佔有，不是貝利亞的內務部人員就是參與流放

的士兵所偷竊，剩下來的由當地俄裔居民佔有。2221941年9月7日，註銷自治共和

國之地位，並將自治共和國併入史達林格勒州及薩拉托夫州。223 

最終在9月20日，短短17天內完成伏爾加自治共和國境內的所有流放，伏爾

加自治共和國共有446,480人，尚有薩拉托夫州46,706人及史達林格勒州的26,245

人，224總計519,431人次被流放出伏爾加河區域。 

219 Darrel Philip Kaiser, Emigration to and from the German-Russian Volga Colonies (Huntsville: 
Darrel Kaiser Books, 2007), pp. 94-95. 
220 在衛國戰爭期間蘇聯對伏爾加自治共和國之德意志裔政治菁英之消滅可參照：Шумилова 
Л.Н., Судьба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литы Республики немцев Поволжья в годы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http://www.sgu.ru/files/nodes/10082/29.pdf> , СC. 1-14; Viktor Krieger, “Patriots or Traitors? 
- The Soviet Government and the “German Russians” After the Attack on the USSR by 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y,” Russian- German Special Relation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 A Closed Chapter ? 
(New York: Berg Publishers, 2006), p. 153-156. 
221 Pavel Polian, Against Their Will: 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Forced Migrations in the USSR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32. 
222 Ibid., p. 158. 
223 Walter Kolarz, Russia and Her Colonies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52), p. 75. 
224 В.Н Земсков,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1990), C.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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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加索及其他地區之德意志人流放 

除了在伏爾加自治共和國的流放行動外，流放在俄國其他地區同步進行中，

且一路持續至同年11月底止。9月6日國防委員會命令流放莫斯科及羅斯托夫州之

德意志人，導致在9月15-18日居住在羅斯托夫共38,288名之德意志人被流放。2259

月10-14日及9月22日居住在莫斯科州和莫斯科市共8,640名德意志人亦被流放。

1941年9月底開始，國防委員會命令將流放居住在克拉斯諾達爾邊疆區

(Краснодарский Край) 、奧爾忠尼啟則 (Орджоникидзе) 、圖拉州 (Тульская 

Область)、卡巴爾達-巴爾卡爾(Кабардино-Балкарская)及北奧賽提亞自治共和國

(Северная Осетия ACCP)等地，一共169,511人被流放。226 

1941年10月15號始，流放居住在高加索地區包括喬治亞、亞塞拜然及亞美尼

亞共43,476名德意志人。隨後又有高爾基州(Горьковская Область)2,544名德意志

人被流放。10月22日持續流放7,306名在達吉斯坦及車臣自治共和國(Дагестаная 

и ЧИ АССР)境內之德意志人。2271941年11月2日，5,525人次自卡爾梅克自治共和

國(Калмыцкая ACCP)被流放， 228同年11月24日，流放居住在古比雪夫州地區

(Куйбышев и Куйбышевская Область)的8,787名德意志人(尚包括隨後來自高爾

基州3,162人及克里米亞上次流放行動中未流放的2,233人，其餘人來自蘇聯境內

其他各州)。 

到1941年底止，887,406名德意志人自伏爾加河地區、烏克蘭、克里米亞半

島、高加索以及其他地區，被流放至西伯利亞的針葉林地帶或荒蕪的哈薩克大草

原，其中有一半以上在哈薩克落腳。229 

被流放的德意志人在離開時會收到其所有之牲畜、住宅之收據，理論上到新

流放地之後，依照收據等值賠償之。若當地住宅不足予以配給，當地單位應給予

225 Н.Л. Поболь, П.М. Полян, Сталинские депортации 1928-1953 (Москва: Демократия, 2005), 
C. 284. 
226 Там же C. 285. 
227 Там же C. 286. 
228 Там же. 
229 在哈薩克德意志人被禁止居住在首都及行政中心，只能在村落中居住。參見：Н.Л. Поболь, 
П.М. Полян, Сталинские депортации 1928-1953 (Москва: Демократия, 2005), C.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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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材料或者貸款給持收據人，230當然這些皆沒有實現。1942年5月19日，最高

蘇維埃主席團為求消除德人之生活蹤跡，將前伏爾加德意志自治共和國的村莊改

名，並在一個月內完成任務。231自治共和國內的博物館、中央圖書館及檔案館被

關閉，各式藏有俄國德意志人之珍貴資料不是被分送至其他地區，就是被破壞。232 

1942至1944年間，在蘇聯境內又有50,000德意志人從居住地被流放。233例如

在列寧格勒圍城戰時期未來得及被流放之德意志人，1942年3月利用生命之路流

放。 234即使在戰爭結束後，在1946年3月16日流放仍殘留在列寧格勒的德意志

人。235戰後又有來自德國、奧地利、波羅的海及東南歐的德意志人也被強制遣返

或綁架至蘇聯，被流放至特殊移民區，與其他德意志人共享流放的命運。 

 

貳、流放之原因 

就史達林流放德意志人之原因，主要有五個因素： 

(一)經濟因素 

部分歷史學家認為，德意志的流放乃是史達林希望能透過流放，開發落後的

西伯利亞及中亞地區，平衡東部西部之發展。將德意志人及其他同被流放的民族

利用為廉價勞工，尤其德意志人本來就被歸納為勤奮、誠實及成功的一個民族，

更解釋了德意志人為何是被流放民族中人數最多的可能原因。 

230 Irina Mukhina, The Germans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 Routledge, 2007), p. 44. 
231 相較於沙皇時期之改名，蘇聯時期的改名偏向愛國主義︰例如 Balzer 更名為 Krasnoarmejsk；
最早及最大的殖民點 Mariental 被改名為 Sowetskoje；Jost 則成為 Oktjabrjskoje。Maxstadt 則因

Stadt 為德文，故被改名為 Max。 
232 Viktor Krieger “Patriots or Traitors? - The Soviet Government and the “German Russians” After the 
Attack on the USSR by 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y,” Russian- German Special Relation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 A Closed Chapter ? (New York: Berg Publishers, 2006), pp. 141-142. 
233 Nurlan Suraganov, Die Zuwanderung Deutscher nach Russland seit dem 18. Jahrhundert und 
Gründe für die Rückwanderung bis in die heutige Zeit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Situation 
in Kasachstan (Norderstedt: GRIN Verlag, 2008), S. 28. 
234 Isabelle Kreindler,” The Soviet Deported Nationalities: A Summary and an Update,” Soviet Studies, 
Vol. 38, No. 3 (Jul., 1986), p. 391. 
235 J. Otto Pohl, Ethnic Cleansing in the USSR, 1937-1949 (Westport CT: Greenwood, 1999), p.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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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家安全因素 

歷史學者如Robert Conquest認為，德意志人流放之主要原因為國家安全因素

─ 史達林擔心其與德軍合謀，因此流放屬於一種預防性措施 (Preventive 

Measure)，而非懲罰性措施。史達林僅僅是為了避免德意志人與德軍合謀，故將

其安置到安全地帶。 

 

(三)軍事戰略因素 

俄國歷史學者Александр Некрич則認為，史達林的考量是出自軍事戰略考

量，目的就是在邊境地帶建立「較可靠的邊境居民」，以防止重要且具戰略意義

之地區在發生武裝衝突時存在危險，同時希望藉此對其他非俄羅斯裔之民族作出

警告，乃是一種對「蘇聯政體忠誠」（Loyalty to Soviet Regime）的一種警示。例

如在戰爭期間史達林先行流放居住在克里米亞之韃靼人及高加索之穆斯林，隨後

在二戰後立刻向土耳其要求歸還一戰失去的領土；且史達林也曾以間諜為由，流

放了在遠東地區的朝鮮人及中國人，由此二例，可見一斑。 

 

(四)民族及文化因素 

另有美國學者J. Otto Pohl認為，流放之原因是出自於民族及文化因素，尤其

是德意志人與外國(德國)相同的民族。史達林將其視為潛在的第五縱隊份子，流

放不過是基於其為德裔之血緣便將其視為天生具有反叛之性格，認定無法重新塑

造蘇維埃化的一種措施。戰爭不過是一個藉口，是將德意志人自其居住地徹底根

除加強同化，徹底解決民族問題的一次機會。236特別是以忠貞的德裔共產黨人都

難逃流放之命運，便可看作史達林政權對德意志人種族化（Racialization）的一

種表現。237 

236 事實上蘇聯政府在戰爭期間花費大量人力資源進行民族流放─ 包括運輸、派遣士兵及官員，

事實上可以將資源花費在對抗外敵上，取得更大的成效。 
237 J. Otto Pohl 認為，種族化的手段通常透過制度性的安排來進行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例

如：制訂法令、限制經濟和社會活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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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復仇及外交因素 

俄國學者А. А Герман則認為，蘇聯軍隊初期的慘敗導致了史達林對德意志

人的流放。史達林不允許德國法西斯之同胞居住在俄國廣袤的領土上，流放乃是

史達林的憤怒及復仇。238另外一方面，德國自1933年希特勒上台後，德蘇關係不

斷惡劣，也是因素之一。且德國當時以歐洲各國領土居住德意志裔人口為由，侵

略了歐洲國家(捷克斯洛伐克、奧地利)，更讓蘇聯感受到大量德意志人居住在其

領土上如芒刺在背，只能將其流放至遙遠的後方，斷絕危險。 

238 Irina Mukhina, The Germans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 Routledge, 2007), p.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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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流放時期之命運與影響 

德意志人通常先由地方的軍方單位強行集中至運輸中心，再統一由國防人民

委員會交給內務人民委員部或是交通人民委員部(Народный Комиссариат Путей 

Сообщения; НКПС)管理，之後再流放至各個特殊移民區。 

 

一、特殊移民區 

在特殊移民區，大多數德意志人都被送至古拉格(ГУЛаг)從事勞力活動，剩

餘的人則是在受內務人民委員部監管的各部門工作。239特殊移民安置之問題不受

到莫斯科中央所重視，生產部門往往只想最大程度剝削勞工。德意志人於冬天抵

達流放地，德意志人往往被送到空曠且毫無開發的地帶，給予基本的農具便要求

其開始勞動。 

特殊移民區之生活條件艱苦，無論在住房、醫療、食物供應及教育等各種條

件皆相當差。240少數人尚能找到30年代富農所留下來的簡陋小屋，但大部分德意

志人必須為自己建設營房，為求生存，有些德意志人須必須在地上挖坑禦寒，許

多德意志人因此凍死或餓死。241在抵達的幾個月內，德意志人必須仰賴流放前所

攜帶之食物維生，當地亦無提供醫療協助，導致肺結核、斑疹傷寒等疾病肆虐，

1940年代，總計共25萬名德意志人因飢荒和疾病喪命。242 

德意志人就此被利用為免費勞工開發偏遠地方之經濟，在流放區從事勞力密

集之產業(煤炭開採、冶金、木材砍伐、建築及農業生產)。同時必須聽從特殊指

揮部的管轄，1949年，特殊指揮部總計有2,679個，平均每一個特殊指揮部管轄

700戶家庭。243 

239 J. Otto Pohl, “Hewers of Wood and Drawers of Water: The Russian-Germans in the Labour Army,” 
The Eurasia Studies Society, Vol. 2. No.1.(Feb., 2013), p. 1. 
240 特殊移民區之生活可參閱：Irina Mukhina, The Germans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 
Routledge, 2007), pp. 81-108. 
241 Robert Conquest, The Soviet Deportation of Nationalities (London: Macmillan, 1960), p. 97. 
242 Darrel Philip Kaiser, Emigration to and from the German-Russian Volga Colonies (Huntsville: 
Darrel Kaiser Books, 2007), p. 96. 
243 Pavel Polian, Against Their Will: 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Forced Migrations in the USSR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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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月8日，蘇聯人民委員會頒布關於「特殊移民法律定位之決定」，將

德意志人特殊移民之地位以及特殊移民區以法律來合法化，決定中規定：244 

(一) 特殊移民享有蘇聯公民一切之權利，但本決定之限制不在其內。 

(二) 所有具備勞動能力之特殊移民必須參與勞動生產，並由地方蘇維埃與內務部

機關分配其職。 

(三) 不經內務部特殊移民管理局當局之同意，不得離開其移民區，離開視為逃亡 

並受到刑事處罰。 

(四) 特殊移民、家長或其代理人，規定在三天內向內務部通報家庭之任何變化，

包括家庭成員之增加、死亡及逃亡等情事。 

(五) 特殊移民需嚴格遵守內務部特管局制定之生活規則，並服從其安排；若違反

者處以行政處罰─ 罰款一百盧布或者拘留五日。 

 

二、勞動軍(Трудовая Aрмия, Трудармия)245 

對許多德意志人而言，在勞動軍的時光是流放時期最為不堪回首的回憶。246

首先在8月31日，蘇聯政府發布關於居住在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德意志

人 (On the Germans living in the Ukrainian SSR)的命令，內務人民委員部拘留所有

在烏克蘭境內介於16-60歲之男性德意志人，共18,600人被迫加入至勞動

軍。2471941年9月26日內務人民委員部對地方各單位發出第001393號命令，指示

將所有在內務人民委員部掌控下之建築大隊人力轉換為勞動軍，勞動軍重新被創

建，該命令亦擴展至蘇聯德意志人。同年10月30日蘇聯人民委員會(Совет 

Народных Коммиссаров)指示將在工業地區居住的德意志人轉移至西伯利亞及

244 沈志華總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北京：社會文獻出版社，2002)，第 12 卷，頁 513。 
245 早在蘇聯 20 年代建立初期，在內戰結束後，紅軍士兵被轉化為勞動軍以恢復烏克蘭、北高加

索及烏拉爾地區的工業、石油工業及農業經濟等。 
246 Irina Mukhina, The Germans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 Routledge, 2007), p. 69. 
247 Viktor Krieger, “Patriots or Traitors? - The Soviet Government and the “German Russians” After 
the Attack on the USSR by 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y,” Russian- German Special Relation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 A Closed Chapter ? (New York: Berg Publishers, 2006), p.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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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亞的農業地區。2481942年後，將德意志人的動員法律合法化，並訂定出勞動軍

之組織架構。勞動軍將以一個大隊(1,500人)為基準，一個大隊又在向下細分縱隊

(250-300人)及班(50-75人)。管理模式如同軍事單位，並配置契卡(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чрезвычайная комиссия; ВЧК)249的官員監督之。 

1942年1月前勞動軍數量仍相當的少，僅有20,800德意志人被動員進入勞動

軍，主要是由自紅軍解除兵役的德意志人以及烏克蘭德意志人組成。250日後將德

意志人動員進勞動軍，共進行了四次動員。 

第一次國防委員會(State Defense Committee; GKO)頒布命令1123ss─ 「關於

17-50歲達役齡之德意志人撤退後之用途」 (Concerning the Kind of Use for 

German Evacuees of Conscript Age from 17 to 50 Years)。預計動員12萬德意志人進

入勞動軍，但從1942年1月10至30日，僅招募到92,961人。251 

為了彌補人數之不足，1942年2月14日頒布命令1281ss─ 「關於動員達役齡

且居住在各區、各自治及各共和國17-50歲之德意志人男性」(Concerning the 

mobilization of German Men of Conscript Age from 17 to 50 Years Permanently 

Residing in Districts, Localities and Autonomous and Union Republics)。動員在1941

年前就居住在烏拉山以東未被流放的當地德意志人(Local Germans)， 252總計

40,864餘德意志人被動員進入勞動軍。253 

第三次動員於1942年10月7日，依照國防委員會第2383ss號命令，動員共男

248 Nikolai Bougai, The Deportation of Peoples in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Inc, 1996), p. 182. 
249 契卡是列寧在十月革命後，希望建置一個能以非常手段反制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機構。此機構

於 1917 年設立，並在 1922 年被改組成國家政治保衛局（格別烏）；爾後在 1954 年更名為國家安

全委員會，即著名的蘇聯情報單位克格勃(KGB)。 
250 J. Otto Pohl, “Hewers of Wood and Drawers of Water: The Russian-Germans in the Labour Army,” 
The Eurasia Studies Society, Vol. 2. No. 1.(Feb., 2013), pp. 5-8. 
251 J. Otto Pohl, “Soviet Apartheid: Stalin’s Ethnic Deportations, Special Settlement Restrictions, and 
the Labor Army: The Case of the Ethnic Germans in the USSR,” Human Rights Review, Vol. 13 Issue 
2(2012), p. 217. 
252 在 1941 年前，西伯利亞居住 231,301 德意志人；哈薩克則有 61,271 德意志人早居住於當地。

參見：J. Otto Pohl, “Hewers of Wood and Drawers of Water: The Russian-Germans in the Labour 
Army,” The Eurasia Studies Society, Vol. 2. No. 1.(Feb., 2013), p. 2. 
253 J. Otto Pohl, “Soviet Apartheid: Stalin’s Ethnic Deportations, Special Settlement Restrictions, and 
the Labor Army: The Case of the Ethnic Germans in the USSR,” Human Rights Review, Vol. 13 Issue 
2(2012), p.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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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15-55歲共70,780名；並首次將女性納入勞動軍，16-45歲之女性共被動員52,742

名，女性若懷孕，或有3歲以下小孩則免徵召，而若有未滿14歲的子女則送至孤

兒院。254第三次動員屬於動員中最大的一次，1942年10月14日，此命令擴展到俄

國境內母國對蘇聯宣戰之其他敵對民族，如芬蘭裔(Finns)、匈牙利裔，義大利裔

及羅馬尼亞裔等等達役齡之男性。 

第四次動員發生在1943年3月至8月，共動員5,000多名男性和近10,000名女

性。255總計二戰期間共有40萬餘人被動員進勞動軍，包括芬蘭人、朝鮮人、卡爾

梅克人及克里米亞韃靼人。在勞動軍中德意志人占了絕大多數，1941-1946年間，

總計316,000德意志人被徵召進入勞動軍， 256占了近80%。在316,000人當中，

183,000在古拉格矯正營勞動；其餘133,000則在內務部監督下的各部門勞動。257 

蘇聯政府特意禁止被動員的德意志人從事輕鬆的工作，指派其特別危險且勞

累之工作，特別是在重工業各部門。258德意志人主要工作內容為農業勞動，尚包

括建設西伯利亞大鐵路、工廠建設、伐木；有些則是到庫茲涅茨克盆地的庫茲巴

斯煤礦場，或送至哈薩克及烏拉山脈地區之金礦場勞動等等，皆屬於相當勞累之

工作。259德意志人在史達林統治下淪為建設共產主義之奴工。不但是唯一女性都

被徵招至勞動軍的民族，其數量也占了勞動軍人口近8成之多，透過剝削減少國

家支出。不僅住房條件差，每日食物配給僅400-600公克麵包。學者估計在被動

員的316,000德意志人當中，死亡人數介於30,000至100,000之間。260甚至有年僅

254 J. Otto Pohl, “Soviet Apartheid: Stalin’s Ethnic Deportations, Special Settlement Restrictions, and 
the Labor Army: The Case of the Ethnic Germans in the USSR,” Human Rights Review, Vol. 13 Issue 
2(2012), p. 217. 
255 J. Otto Pohl, “Hewers of Wood and Drawers of Water: The Russian-Germans in the Labour Army,” 
The Eurasia Studies Society, Vol. 2. No. 1.(Feb., 2013), pp. 13-14. 
256 Irina Mukhina, “To Be Like All But Different: Germans in Soviet Trudarmee,” Europe-Asia Studies, 
Vol. 63, No. 5(July 2011), p. 858. 
257 J. Otto Pohl, “Hewers of Wood and Drawers of Water: The Russian-Germans in the Labour Army,” 
The Eurasia Studies Society, Vol. 2. No. 1.(Feb., 2013), p. 2. 
258 Irina Mukhina, “To Be Like All But Different: Germans in Soviet Trudarmee,” Europe-Asia Studies, 
Vol. 63, No. 5(July 2011), p. 860. 
259 關於德意志人在各部門之勞動人數可見：師建軍，「關於戰後蘇聯特殊移民的解密檔案」，冷

戰國際史研究，俄國解密檔案（2010），頁 461-463。 
260 由於官方並無相關統計資料，在勞動軍死亡人數部分，各個學者有著不同的估算：J. Otto Pohl
估計在 31,012 人；А. А Герман 認為大約在 6 萬；Viktor Krieger 估計在 7 萬；Alfred Eisfeld 甚至

估計有 10 萬之多。參照：J. Otto Pohl, “Hewers of Wood and Drawers of Water: The Russian-Germ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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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歲的青少年及長於55歲的德意志人被動員進勞動軍。261 

1942年1月12日，對於被動員至勞動軍的德意志人制定出更詳細的規則。起

初政府承諾其每日需工作10小時，一個月享有3天休假，但實際上每日卻工作16

小時以上，且必須連續工作2至3個禮拜之久。262此外，蘇聯政府原本承諾將以「自

由工人」之薪資水準發放薪水，卻僅發出低於水平的薪資，該情況到戰後仍沒有

改變。263 

1942年10月23日，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指示將下列德意志人：德意志裔共產

黨員、德意志女性嫁給俄羅斯男性者，不論其階級，解除動員；而女性俄羅斯人

嫁給德意志男性有子嗣者，包括在工業及農業部門工作之德意志人則繼續勞動。

在同年12月後，又將一部份因加入勞動軍殘廢及有疾病之德意志人自勞動軍解除

動員，有3,800餘人得以離開。264 

 

三、戰後的特殊移民 

二戰後，德意志人被稱為法西斯(Фашисты)。德意志人不但完全沒在報紙及

書籍中提到，德意志人被流放之消息更被掩蓋於眾，關於德意志人之資訊更自官

方文件中完全消失。在1939年版本蘇聯大百科中，仍對伏爾加德意志人對於共產

主義的忠誠大加讚揚。但在戰後版本的蘇聯大百科中，蘇聯民族中便不見對德意

志人之記載，265德意志人就此不為人知的散落在烏拉爾地區、庫茲涅茨克盆地工

業地區、哈薩克及西伯利亞等地。(見下圖3-2) 

in the Labour Army,” The Eurasia Studies Society, Vol. 2. No. 1.(Feb., 2013), p. 16. 
261 Rober Korn, Der Lohn Für die Treue (Waldemar: Weber Verlag, 2012), S. 360. 
262 J. Otto Pohl, “Soviet Apartheid: Stalin’s Ethnic Deportations, Special Settlement Restrictions, and 
the Labor Army: The Case of the Ethnic Germans in the USSR,” Human Rights Review, Vol. 13 Issue 
2(2012), p. 218. 
263 關於德意志人當時薪資收入、食物配給及住房之情況可參照：Irina Mukhina, “To Be Like All 
But Different: Germans in Soviet Trudarmee,” Europe-Asia Studies, Vol. 63, No. 5(July 2011), pp. 
862-869; J. Otto Pohl, “Hewers of Wood and Drawers of Water: The Russian-Germans in the Labour 
Army,” The Eurasia Studies Society, Vol. 2. No. 1.(Feb., 2013), pp. 14-15. 
264 Nikolai Bougai, The Deportation of Peoples in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Inc, 1996), pp. 186-187. 
265 Walter Kolarz, Russia and Her Colonies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52), p.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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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戰後德意志人在特殊移民區的分布圖 

資料來源：Pavel Polian, Against Their Will: 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Forced Migrations in 

the USSR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91. 

 

事實上，德意志人在戰爭期間在後方之勞動，對於戰事有著不可抹滅的貢

獻。德意志人憑藉著自身的刻苦耐勞，支援蘇聯中亞地區的工業、農業生產基地，

提升當地經濟。德意志特殊移民在蘇聯戰爭期間及其後的經濟建設中扮演了重要

的角色，1940年代末至1950年代初，內務部(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Внутренних Дел; 

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1946年取代內務人民委員部)所屬企業掌控下的特殊

移民所創造出的產值，占同期蘇聯年總產值的十分之一之多。在各個產業中，德

意志人的生產力超過其他民族的表現。266 

266 在庫茲巴斯煤礦區的 7,577 名德意志人礦工中，便有 2,559 人(33.9%)超過每日配額目標之

125%，僅有 980 人(12.8%)沒達到配額目標。詳見：J. Otto Pohl, “The Loss, Retention, and 
Reacquisition of Social Capital by special Settlers in the USSR, 1941-1960,” in Cynthia J. Buckley, 
Blair A. Ruble& Erin Trouth Hofmann eds., Migration, homeland, and belonging in Eurasia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8 ), p.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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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5年年底，部份德意志人開始自勞動軍中釋放。1946年，勞動軍正式解

散，1946年10月12日，內務部決議，將在戰爭時期被流放的德意志人之遣返民送

至其家屬所在之特殊移民區，若無法查明該人口之家屬或其為單身則遣送至新西

伯利亞的特殊移民區。267 

但內務部仍以德意志人為「特殊移民」的身分為由，繼續強迫德意志人勞動，

且不發予其身分證、無自由遷徙權。268有些被動員的德意志人直到1957年才被釋

放。269被釋放的德意志人被內務部遣送至1941年流放的地點，270 

1948年11月26日，最高蘇維埃頒布法令「關於逃離管制區及在衛國戰爭期間

被撤退至蘇聯遙遠地區及移民區之犯罪刑罰」 (Concerning the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for Escape from the Place of Mandatory and Permanent Settlement of 

Persons Evacuated to the Remote Regions of the USSR at the time of the Patriotic 

War)。政府在法令中表示，流放屬於「永久性」(Навечно)。所有被流放的民族

是永遠被放逐的且沒有權利回到原先居住的地方，德意志人與其他6個民族被歸

類為「永久性移民」，永遠不得回歸。271蘇聯政府要求伏爾加德意志人同意，承

諾其永遠不得回去伏爾加地區。272此外，每月需要親自向當地政府報到，離開特

殊移民區6公里遠的村莊皆必須向內務部申請書面許可。273擅自離開屯墾區處以

267 師建軍，「關於戰後蘇聯特殊移民的解密檔案」，冷戰國際史研究，俄國解密檔案（2010），頁

433。 
268 Peter Aifeld, “Russlanddeutsche – Eine Autobiographische Studie vor Historischem Hintergrund“, 
<http://www.wolgadeutsche.net/bibliothek/aifeld/rd_studie_vor_historischem_hintergrund.pdf>,  
S. 19.(5 May 2014). 
269 J. Otto Pohl, “Hewers of Wood and Drawers of Water: The Russian-Germans in the Labour Army,” 
The Eurasia Studies Society, Vol. 2. No. 1.(Feb., 2013), p. 1. 
270 J. Otto Pohl, “Soviet Apartheid: Stalin’s Ethnic Deportations, Special Settlement Restrictions, and 
the Labor Army: The Case of the Ethnic Germans in the USSR,” Human Rights Review, Vol. 13 Issue 
2(2012), p. 219. 
271 師建軍，「關於戰後蘇聯特殊移民的解密檔案」，冷戰國際史研究，俄國解密檔案（2010），頁

444。 
272 即使如此，仍有少數人於 1942 到 1948 年間共有 129 人逃回薩拉托夫州。參見：初祥，「鮮

為人知的一幕─ 蘇聯德意志人被迫移居西伯利亞和中亞的歷史」，西伯利亞研究，第 4 期(1999)，
頁 6。 
273 Peter Aifeld, “Russlanddeutsche – Eine Autobiographische Studie vor Historischem Hintergrund“, 
<http://www.wolgadeutsche.net/bibliothek/aifeld/rd_studie_vor_historischem_hintergrund.pdf>,  
S. 20. (5 May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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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之徒刑；擅自離開工作崗位則監禁6個月；知情不報者判決5年勞役。274即便

有著處罰，至1948年10月1日為止，在特殊移民區之德意志人逃亡人數22,235人，

被抓回的有6,896人。2751949年後，內務部規定，各共和國內務部邊疆區和州內

務部管理局，將永久性流放的各少數民族及其家屬按目前之所在地登記。276按照

登記之資料，德意志特殊移民中具有共黨及共青團身分人士所有流放民族中最多

的，其中包括俄共(布)黨員2,415人、俄共(布)預備黨員458人及共青團5,801人。277 

至1956年特殊移民區廢除為止，身分為特殊移民的德意志人之人數最多時曾

達120萬餘，即使在1955年後，戰後結束10年，仍有70萬餘德意志人屬於特殊移

民。278(見下表3-2)對德意志人之眾多限制，必須至史達林去世後，新任領導人頒

布各項法令後才逐漸解除。   

274 亞．涅克里奇著，王攸琪、沈江等譯，被流放的民族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

1987)，頁 138。 
275 沈志華總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北京：社會文獻出版社，2002)。第 12 卷，頁 535。 
276 同上註，頁 546。 
277 同上註，頁 565。 
278 德意志特殊移民的地點分布，可參閱：J. Otto Pohl, Ethnic Cleansing in the USSR, 1937-1949 
(Westport CT: Greenwood, 1999), pp. 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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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1945-1955年特殊移民之德意志人人數 

年份 特殊移民之德意志人 

1945.10.1 687,300名 

1946.10.1 774,178名；尚有121,459名被動員之德意

志人以及2,681名費爾克斯多伊奇份子279 

1948.10.1 1,095,813名 

1949.7.15 1,093,490名 

1953.1.1 登記人數1,224,931名(現有1,209,430名) 

1954 登記人數1,251,803名(現有1,240,482名) 

1955 登記人數727,823名(現有718,841名) 

資料來源：師建軍，「關於戰後蘇聯特殊移民的解密檔案」，冷戰國際史研究，俄國解密檔案

（2010），依年份先後引用自頁10,20,33,41,60,66,70。 

 

四 、流放之影響 

(一)居住地的改變與人口變化 

流放最直接的影響便是德意志人居住地的改變，被流放的德意志人被流放到

西伯利亞及中亞各共和國。德意志人廣泛地散居在俄國各角落，造成德意志人越

來越難保存自身的傳統、語言及文化；甚至對於教育、工作等基本權利有著影響。

多數德意志人為了避免迫害，不僅隱瞞自己族裔，名字也斯拉夫化(如“Peter”改

成“Pjotr”)，甚至避免在公共場合不講德語及與同族裔共同出現，以免被稱作法

西斯份子。280此外，眾多家庭因 1941 年的流放妻離子散，戰後多年仍找尋不到

對方，甚至直到今日仍無下落。但即使在流放過後，德意志人之整體數量年年升

高，1939 年有 142 萬餘人，1959 年到達 160 萬，到 1979 年升高至 190 萬人，到

279 在蘇德戰爭初期，居住在俄國歐洲西部邊界省份(烏克蘭)之德意志人並未撤離，隨後被當局

宣布為費爾克斯多伊奇份子(фольксдойчи; Volksdeutsche)。 
280 Hans Hahnenkampf, Analyse der Lage der Deutschen in Russland nach dem zweiten Weltkrieg-mit 
besonderem Blick auf die Gründe,die sie veranlasst haben Russland zu verlassen und nach 
Deutschland zu kommen (Norderstedt: GRIN Verlag, 2010), 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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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1989 年更突破 200 萬人之多。(見下表 3-3) 

 

表 3-3：蘇聯時期俄國德意志人之人口統計 
 1926 1939 1959 1970 1979 1989 1991 

蘇聯 1,238,731 1,427,232 1,619,655 1,846,317 1,936,214 2,038,603 1,821,300 

俄羅斯 776,420 876,819 820,016 761,888 790,762 842,295 810,900 

摩爾多瓦 N/A N/A 3,843 9,399 11,374 7,335 5,800 

烏克蘭 393,924 489,466 23,243 29,871 34,139 37,849 36,100 

哈薩克 51,102 N/A 659,751 858,077 900,207 957,518 845,200 

烏茲別克 4,656 N/A 17,958 33,991 39,517 39,809 30,200 

吉爾吉斯 4,291 8,426 39,915 89,834 101,057 101,309 70,000 

塔吉克 N/A N/A 32,588 37,712 38,853 32,671 14,700 

土庫曼 1,263 N/A 3,647 4,298 4,561 4,434 4,300 

白俄羅斯 7,075 8,448 N/A N/A N/A 3,517 3,500 

喬治亞 N/A 20,527 N/A N/A N/A 1,546 N/A 

亞美尼亞 N/A 433 N/A N/A N/A 265 100 

亞塞拜然 N/A 23,133 N/A N/A N/A 748 500 

愛沙尼亞 N/A N/A 700 7,900 3,944 3,466 N/A 

立陶宛 N/A N/A N/A N/A 2,616 2,058 N/A 

拉脫維亞 N/A N/A N/A N/A 3,299 3,783 N/A 
資料來源：1926,1991 年之數據取自 Barbara Dietz, Zwischen Anpassung und Autonomie 

Russlanddeutsche in der vormaligen Sowjetunion und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erlin: 
Duncker& Humblot, 1995), S. 33.；1939 年數據取自 J. Otto Pohl, Ethnic Cleansing in the USSR, 

1937-1949 (Westport CT: Greenwood, 1999), p. 32.；1959-1989 年之數據取自 Maria 
Savoskul,“Russlandeutsche: Integration und Selbstidentifizierung , ” in Ipsen-Peitzmeier, Sabine, 

Kaiser , Markus, Zuhause Fremd-Russlanddeutsche Zwischen Russland und Deutschland (Bielefeld: 
Transcript Verlag, 2006), S. 202. 

 

雖然人口逐年提升，若觀察上表，將發現居住地明顯的變化。但自帝俄時期

一直到 1926 年，德意志人原本是主要居住在俄國歐洲地區的民族；在 1959 年後

卻成為主要分布在烏拉爾山以東的西伯利亞及中亞各共和國的民族，1980 年代

末，已有近 100 萬德意志人居住在哈薩克。解除特殊移民區的限制後，原本以務

農為主的德國人，大多數搬到了城市，德意志人的都市化也逐年增加，原本德意

志極大比例居住在農村。1959 年，僅 39%德意志人居住在城市，但到了 198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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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有超過 50% 的德意志人居住在城市。281許多德意志裔知識份子融入了俄國生

活，逐漸被同化為俄羅斯人。 
 

(二)母語認同及教育程度 

除了居住地的變化，由於身為德意志人被迫害的歷史經驗，德意志人對德語

為母語之認同也越來越低。2821926 年有高達 94.9%之蘇聯德意志人將德語視為

母語，但自流放後的，自 1959 年的 75%、1970 年的 66.8%、到 1979 年只剩 57.7%，

最後到了 1989年，幾乎德意志裔的年輕人皆無法講德語了，僅剩 48.7%會德語。283

這肇因於流放時期德意志兒童沒有辦法受教育，蘇聯境內的德語學校完全消失，

無論是教育水平或是德語能力都大大的降低了。據估計，按照該情勢演變，到

2020 年在俄國以德語作為母語的德意志人將完全消失。  

流放也導致教育程度低下，根據1939年的人口普查顯示，受過高中教育的德

意志人每1,000人佔5.2個人，而受過中學教育的則佔69.7%，讀寫能力僅稍低於猶

太人的第二名水平。(見下表3-4) 

281 Barbara Dietz, Zwischen Anpassung und Autonomie Russlanddeutsche in der vormaligen 
Sowjetunion und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erlin: Duncker& Humblot, 1995), S. 94. 
282 對德語為母語之認同又因地域而不同，哈薩克德意志人認同德語為母語的比例比在俄國的德

意志人比例更高 17%。參見：Gerhard Simon, (Karen Forster& Oswald Forster Trans), Nationalism 
and Policy Toward the Nationalities in the Soviet Union: from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to 
Post-Stalinist Society (Colorado: Westview, 1991), p. 323. 
283 J. Otto Pohl, Ethnic Cleansing in the USSR, 1937-1949 (Westport CT: Greenwood, 1999), p.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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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939 年蘇聯人口普查中各民族教育程度 

資料來源: Viktor Krieger, “ Intellektuelle Rückentwicklung – der Russlandeutschen in der 

Sowjetunion,” Volk auf dem Weg (2006), Nr. 3, S. 13. 

 

原本在 1939 年讀寫能力與第一名的猶太人不分軒輊的德意志人，因為自治

共和國的廢除，整體民族被流放以及壓迫政策，導致德意志人淪落為排名第 18

名的民族。在 1989 年的人口普查中，德意志人擁有高等學歷之人口劇烈下降，

每 1,000 人僅有 5,2 人；每 1,000 人僅 167 人有中學結業；沒有任何教育的每 1,000

為 84 人，各項皆遠低於蘇聯平均水平，幾乎與楚瓦什人程度相當(見下表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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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1989 年蘇聯人口普查中各民族教育程度 

資料來源：Viktor Krieger, “ Intellektuelle Rückentwicklung – der Russlandeutschen in der 

Sowjetunion,” Volk auf dem Weg (2006), Nr. 3, S. 14.284 

 

除了教育程度急遽下降，德意志人受教權也受到嚴重影響。在戰後，若德意

志人不加入共青團或是不同於東正教宗教信仰則無法接受高等教育，這種情況到

了布里茲涅夫時期更為嚴重，在德意志人集中的各中亞共和國中，經常要賄賂當

地官員才能獲得在學校學習的機會。285教育權之剝奪連帶導致工作權，許多工作

284 由於當時超過半數德意志人居住在哈薩克，所以 Viktor Krieger 之數據以居住在哈薩克境內的

德意志人為主。但其指出，居住在其他地區之德意志人的教育程度也相差不遠，以西伯利亞鄂木

斯克(Omsk)為例，指數各為 55, 144 ,100。 
285 Viktor Krieger, “ Intellektuelle Rückentwicklung – der Russlandeutschen in der Sowjetunion,” Volk 
auf dem Weg (2006), Nr. 3, S.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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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人無法在敏感產業中工作，特別是關於軍工及人文科學類的工作；在蘇聯

共黨中德意志人也沒擔任任何重要職位。 

 

(三)職業 

被流放的德意志人當中有著眾多高知識份子，以一個在西伯利亞的一個特殊

移民區為例，1,300 人當中，便有 574 人接收過專業訓練，當中包括 47 名醫生、

14 名藝術家、23 位工程師、5 位律師、120 名經濟學家及眾多教授及科學家。286

然而，幾乎所有曾在 1941 年流放前有接受過一定職業訓練的德意志人，在經歷

戰爭期間的流放後，大部分人一直到戰後都沒有再從事流放前的相關工作。此

外，由於在流放期間皆從事勞力工作，德意志人之父母鼓勵子嗣學習較實用的技

術工作，造成了知識份子的斷層。 

 

(四)婚姻 

流放對德意志人所造成的影響還包括婚姻方面。婚姻為維繫民族的一種方

式，在二戰前，德意志人基本上僅同族婚姻，也各自遵行自己的宗教；然而流放

過後，由於在勞動軍及特殊移民區德意志人男女性被強制分開，導致同族婚姻的

情況不再。2871980 年代時，在哈薩克之德意志人有 65%與俄羅斯族、哈薩克族

及朝鮮族等異族通婚。 288若整體觀之，1957 年，蘇聯德意志人之異族通婚僅

40.2%，但到了 1991 年卻將近 70%。(見下表 3-6)  

286 Irina Mukhina, “To Be Like All But Different: Germans in Soviet Trudarmee,” Europe-Asia Studies, 
Vol. 63, No. 5(July 2011), pp. 871-872. 
287 Rober Korn, Der Lohn Für die Treue (Waldemar: Weber Verlag, 2012), S. 364. 
288 Ruth Mandel, “Diaspora and the Post-Soviet Transnational Experience,” in Cynthia J. Buckley 
Blair A. Ruble& Erin Trouth Hofmann eds., Migration, homeland, and belonging in Eurasia,”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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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俄國德意志人 1957-1991 年異族通婚率 

年份 比率(%) 年份 比率(%) 

1957 40.2 1981 67.1 

1960 45.1 1982 62.8 

1961 44.8 1983 64.0 

1970 58.1 1984 65.7 

1971 60.9 1985 65.4 

1972 60.1 1986 66.2 

1973 61.4 1987 66.5 

1975 62.7 1988 65.5 

1977 58.1 1989 67.0 

1980 61.1 1991 68.3 

資料來源：Irina Mukhina, The Germans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 Routledge, 2007), p.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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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在內戰結束，蘇聯建立後，德意志人自先前的戰亂中獲得喘息，農業產量接

近戰前水準、人口逐漸提升；德意志人也在本土化政策下，文化語言更獲得空前

的發展。在這段期間，德意志人在蘇聯境內獲得了眾多自治區的建置，德意志人

在列寧的民族平等政策與自治政策下，在 1918 年成立伏爾加德意志人勞動公

社；在 1924 年在自治共和國之設立下，成為蘇聯第一個獲得自治共和國地位的

少數民族。 

史達林執政後不久 30 年代初期，史達林以集體化取代本土化，以斯拉夫主

義取代列寧的民族平等主義，數萬德意志人被以富農罪名被流放至西伯利亞及中

亞地區之勞動移民區。30 年代的流放劃分為兩個階段：分別是 30 年代初期去富

農化時期之流放，數萬德意志人被流放至西伯利亞及中亞地區；到了 30 年代中

期，史達林將居住在邊境地區的德意志人遷移出居住地；到了 30 年代末期更以

間諜及國家安全為由，展開了對「德國間諜」的逮捕及流放，在 30 年代中期的

流放更搭配「肉體消滅」之措施。 

特殊移民政策是史達林流放政策的根本，在 30 年代經過不斷的修改及完

善，更在 40 年代發揮了效用。特殊移民並不具備一般公民基本權利，且日常生

活接受到政府單位的監視及控管，特殊移民的現象一直持續到 60 年代。 

蘇聯境內的德意志民族自治區、報紙及學校也逐漸被廢除。在與德國簽署關

於人民交換的條約後，雙方開始在邊境地區交換人民，有近 40 萬居住在邊境地

區之德意志人回歸德國，但戰爭爆發時，大部分德意志人仍在蘇聯境內。 

二戰爆發後，德意志人被冠上與敵軍通敵的罪名，以此為藉口，史達林對全

境的德意志人進行全面流放，流放自 1941 年一直持續到戰後。流放與德軍之進

軍有著關聯，首先是居住在邊境地區(烏克蘭、白俄羅斯、列寧格勒及卡累利亞)

的德意志人被流放，其次是伏爾加德意志人，最後才是散居在高加索及其他居住

在歐陸各省的德意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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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人在流放過後被移送至特殊移民區，在特殊移民區時期的生活艱苦，

強迫勞動及生活衛生條件低下，導致眾多德意志人死亡。為了解決勞動力之缺

乏，勞動軍隨後被重新建置，勞動軍總計動員四次，首先動員居住在特殊移民區

的德意志人，隨後動員長久居住在西伯利亞及中亞地區的當地德意志人。在勞動

軍德意志人從事更為艱難的工作，在戰爭期間及戰後時期在中亞各共和國做出重

大的經濟貢獻。 

戰後，德意志人之流放命令及下落不為大眾所知，蘇聯的官方紀載中甚至不

見德意志人之資訊。在勞動軍解除後，多達百萬德意志人仍在特殊移民區受到內

務部的管制，繼續強迫勞動。在特殊移民區中存在眾多繁文縟節，對於其自由遷

徙及其他基本權益仍有著重重管制。  

就流放的原因，學者有著不同的看法，主要的五個論點：分別有經濟、民族

及文化、國家安全、軍事戰略及復仇與外交因素所導致的。但就流放的影響而言

則是相當廣泛的，從最顯著的居住地改變、到母語認同及教育程度低下，甚至到

婚姻及職業都有所影響。在史達林過世後，蘇聯德意志人開啟了長達 40 年的平

反及自治運動，包含解體後的回歸運動。這三大運動，將在下一章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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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後史達林時期德意志人之平反與回歸 

第一節 赫魯雪夫時期之平反與回歸 

一、特殊移民身分解除之經過 

在戰後，特殊移民的解放分為四個階段：(一)、特殊移民解放政策的醞釀期

（1953年至1954年中）；(二)、大多數特殊移民解放期（1954年中至1956年末）；

(三)、持續解放剩餘特殊移民時期（1957年至1958年）；(四)、特殊移民徹底解放

期（1959至1965年間）。1 

在醞釀期的1953年便有德意志人以匿名信方式，向蘇共中央主席團闡述蘇聯

德意志人之生活情況。信中的內容主要提到： 

 

「德意志人被祖先居住超過200年的地方流放，在戰爭時期，被送至勞改營

強迫勞動，伙食及待遇有如囚犯，且未受任何審判而被定罪，我們單純地相信因

政府向其表示僅是戰爭的殘酷所要求的臨時措施。德意志人在後方各個部門努力

勞動，亦對勝利做出不可抹滅的貢獻，但戰爭過去已八個年頭，但我們受的苦難

卻仍持續。比其他蘇聯公民更受污辱及無權利之地位，沒有基本教育權、選舉權、

服兵役權、民族平等權及工作休憩權。」2 

 

在戰後，德意志人無論在受高等教育及或在共黨之升遷受到重重阻礙，防空

軍及邊防軍等敏感單位亦不接收德意志人。3德國之音(Deutsche Welle)之宣傳報

導更加深了德意志人之不滿情緒。在史達林歿後，在戰爭時期被流放之各民族掀

起了民族運動。4被流放的德意志人也開始以信件、請願連署、組織代表團或遊

1 師建軍，「蘇聯特殊移民政策的歷史演變」，寧夏大學學報，第 30 卷，第 5 期(2008)，頁 93。 
2 沈志華總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北京：社會文獻出版社，2002)，卷 26，頁 412-416。 
3 亞歷山大．佩日科夫著，劉明等譯，解凍的赫魯雪夫（北京：新華出版社，2006），頁 198。 
4 這裡必須特別指出，相較於其他五個早在 1956 年獲得平反之少數民族，德意志人與克里米亞

韃靼人是最後兩個民族獲得平反的，德意志人遠不比其他民族來的團結，原因如下︰ 
第一、不如其他民族如車臣人、印古什人、克里米亞韃靼人、卡爾梅克人、巴爾卡爾人在當地已

居住數個世紀，有著對其地域強烈認同感，伏爾加德意志人之歷史根源只能追朔到 176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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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等多元方式要求平反。5 

為少數民族恢復權利及名譽的平反，在蘇共二十大前便已開始準備。1954

年7月5日，蘇聯部長會議通過第143- 649號「關於取消特殊移民法律地位的某些

限制」決議，允許從事公務工作之特殊移民在本州、本邊疆區及本共和國內可以

因公務自由移動。德意志特殊移民原本每月向內部機關登記一次，改為象徵性的

每年一次。蘇聯政府並允許特殊移民加入工會及共青團並根據專長及教育程度來

聘用。取消16歲以下之青年必須向內部機關登記之規定，重新給予受教育之權

利，同時將其自特殊移民區釋放。68月13日蘇聯部長會議通過第1739- 789號秘密

決議，取消下列德意志人之特殊移民限制：前富農、按居住地登記而未被流放者、

戰爭時期被動員在工業部門中勞動而未被流放者，總共為117,733人。7同年11月

又取消以罰款和逮捕作為違反移民區制度之懲罰措施，8進一步改善德意志人之

處境。 

1955年5月9日，戰爭期間被動員的德意志人幾乎全數自特殊移民區釋放，8

月23日，蘇聯部長會議通過第2708號秘密決議，恢復德意志人特殊移民服兵役之

義務。9同年12月13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作出「關於在特殊移民區之德意

志人及其家庭成員之權利」(О прекращении ограничений в правах немцев и 

членов их семей, которые находятся на спецпоселении)之決議─ 不再管制被流

第二、除了伏爾加地區之德意志人，亦有散落在蘇聯其他地區(如烏克蘭德意志人)，來自德國不

同區域及說不同的方言、信仰不同宗教之德意志人(天主教、路德教或門諾教)，地理上又被其他

民族隔開。但最重要的一點為，德意志人之民族意識發展較晚。俄國德意志人之民族意識在二戰

後才開始發芽，在此之前，德意志人往往僅認同自我的教堂或村莊，而非認同自己與其它的俄國

德意志人享有同一文化、歷史及領土。而一直到流放過後，俄國德意志人將彼此視為同一民族之

概念才開始萌芽。  
5 Darrel Philip Kaiser, Emigration to and from the German-Russian Volga Colonies (Huntsville: Darrel 
Kaiser Books, 2007), p. 106. 
6 亞．涅克里奇著，王攸琪、沈江等譯，被流放的民族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1987)，
頁 150-151。 
7 初祥，「鮮為人知的一幕— 蘇聯德意志人被迫移居西伯利亞和中亞的歷史」，西伯利亞研究，

第 4 期(1999)，頁 7。 
8 亞．涅克里奇著，王攸琪、沈江等譯，被流放的民族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1987)，
頁 150-151。 
9 初祥，「鮮為人知的一幕— 蘇聯德意志人被迫移居西伯利亞和中亞的歷史」，西伯利亞研究，

第 4 期(1999)，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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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至國家各地之德意志人特殊移民及其家庭成員，並宣布：「德意志人及其家庭

成員於衛國戰爭時期被流放至特殊移民區即刻釋放，脫離內務部之行政管控，並

可在蘇聯境內自由移居。」1012月13日的命令公布後，蘇聯共黨及政府高級領導

人又開始接收來自蘇聯德意志人的大量信件及請願書，要求為其平反及恢復自治

共和國。 

但是，關於在特殊移民區之德意志人及其家庭成員之權利之決議並沒有在媒

體上公布，且此決議表示，德意志人不具備返回其流放前之住處及索取其在流放

期間被沒收財產之權利。11但此決議仍是蘇聯德意志人之轉捩點，德意志人不但

取得有效的護照，被允許與在國外之親屬進行書信往來；經濟層面上也恢復了自

由選擇職業及工作地點之基本權利。同時蘇聯政府也對曾在二戰期間與納粹德國

政權合作而被判刑之蘇聯公民大赦，其主要內文如下：12 

(一) 判刑十年以下之公民刑期減少或釋放。 

(二) 判刑超過十年以上之公民刑期減半。 

(三) 曾為德國警察、軍隊或特別部隊效力之人士立即釋放。 

在解除自由移居的限制後，正值赫魯雪夫推廣處女地運動政策，工作機會較

充足，引發眾多德意志人自氣候條件嚴苛的西伯利亞移居到較溫暖的哈薩克及吉

爾吉斯定居。13同時一些德意志人不顧政府禁止返回原出生地之禁令，返到前伏

爾加自治共和國之土地。1956年9月初，有1,500人潛逃回史達林格勒州、102人

返回薩拉托夫州及70人回去羅斯托夫州。14 

1956 年 2 月 24 至 25 日，赫魯雪夫展開去史達林化運動。在蘇共二十大上

10 Gerhard Simon, (Karen Forster& Oswald Forster Trans) Nationalism and Policy Toward the 
Nationalities in the Soviet Union: from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to Post-Stalinist Society (Colorado: 
Westview, 1991), p. 241. 
11 Robert Conquest, The Soviet Deportation of Nationalities (London: Macmillan, 1960), p. 145. 
12 Hans Hahnenkampf, Analyse der Lage der Deutschen in Russland nach dem zweiten Weltkrieg-mit 
besonderem Blick auf die Gründe,die sie veranlasst haben Russland zu verlassen und nach 
Deutschland zu kommen (Norderstedt: GRIN Verlag, 2010), S. 6. 
13 Barbara Dietz, Zwischen Anpassung und Autonomie Russlanddeutsche in der vormaligen 
Sowjetunion und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erlin: Duncker& Humblot, 1995), S. 34. 
14 初祥，「鮮為人知的一幕— 蘇聯德意志人被迫移居西伯利亞和中亞的歷史」，西伯利亞研究，

第 4 期(1999)，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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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秘密報告中，赫魯雪夫首次對史達林強行流放某些少數民族進行了批評，為

被強制流放的車臣人、印古什人、卡拉柴人、巴爾卡爾人及卡爾梅克人進行平反，

但赫魯雪夫並沒提及德意志人。15但在同年春天，德意志人全部脫離特殊移民之

限制。16這時便有德意志人已打算離開蘇聯，但大多數的申請都被拒絕。17 

 

二、家庭團聚原則下的回歸 

德意志人在俄國之命運，一直為徳俄兩國在戰後的重要議題之一，德國學界

及政府皆相當關注其在俄國的同胞。到了 1950 年代後，德意志人生活獲得部分

改善的原因很大部份不是基於蘇聯領導人之意願，而是受蘇聯與德意志聯邦共和

國(以下簡稱西德)之外交關係有著很大影響。西德政府致力為那些自 1940 年以

來因戰爭或邊界修改而留在蘇聯的德意志人(主要是烏克蘭德意志人，而非百年

來居住在俄國之德意志人)，回歸祖國的權利。18 

1955年9月8日，西德總理康拉德．艾德諾(Konrad Adenauer)抵達莫斯科進行

國是訪問，除了與蘇聯就近10,000名滯蘇聯德軍戰俘問題進行談判外，也對蘇聯

境內德意志人表示關切，特別是具備德國國籍的烏克蘭德意志人。19蘇聯對於遣

返戰俘問題較無意見，但對具有德國國籍的烏克蘭德意志人之回歸相當反對，兩

造在經由多次的談判後，仍無取得共識。 

1955年9月13日，蘇聯與西德恢復建交。蘇聯為了表達友好，德意志人之境

遇有了暫時的改善。德軍戰俘及少部分德國在戰後被蘇聯兼併領土居住的德意志

15 Nadjeschda Eremina,“ Ein bestraftes Volk. Eine Russlanddeutsche Familie im 20.Jahrhundert , ” in 
Irina Scherbakowa ed., Russlands Gedächtnis Jugendliche Entdecken Vergessene Lebensgeschichten 
(Hamburg: Körber-Stiftung, 2003), S. 199. 
16 Peter Aifeld, “Russlanddeutsche – Eine Autobiographische Studie vor Historischem Hintergrund“, 
<http://www.wolgadeutsche.net/bibliothek/aifeld/rd_studie_vor_historischem_hintergrund.pdf>, S. 
20.(5 May 2014). 
17 Hans Hahnenkampf, Analyse der Lage der Deutschen in Russland nach dem zweiten Weltkrieg-mit 
besonderem Blick auf die Gründe,die sie veranlasst haben Russland zu verlassen und nach 
Deutschland zu kommen (Norderstedt: GRIN Verlag, 2010), S. 4. 
18 埃萊娜·卡雷爾，郗文譯，分崩離析的帝國：蘇聯國內的民族反抗(北京：新華出版社，1982)，
頁 195。 
19 Klaus Breunig,” Das Schicksal der Russlanddeutschenvon 1941-1991” 
<http://www.grin.com/de/e-book/102722/das-schicksal-der-russlanddeutschen-von-1941-1991>, S. 2. 
(7 May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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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回歸到了西德，但真正長久居住在蘇聯的德意志人並沒有回歸。1957年6月，

當蘇聯與西德政府對領事館及經濟文化交流之細項進行談判時，西德特別要求將

具備德國國籍之蘇聯德意志人回歸議題作討論。蘇聯外交部長葛羅米柯(Андрей 

Громыко)則回應：「蘇聯並沒有所謂具有德國國籍的德意志人回歸的問題，就算

有也不需要透過談判來解決。」20兩方就此中斷談判數月。 

在德國紅十字會的積極介入及蘇聯政府的讓步下，211958 年 4 月 8 日，蘇聯

與西德政府才簽署關於家庭團聚及兩國紅十字會合作協議 (Cоглашение о 

воссоединении семей и 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Обществ Красного Креста обеих 

стран)。該協議規定「家庭團聚」(Familienzusammenführung)的原則可以適用於

1940 年前，尚未加入蘇聯國籍的德意志人及其子孫，為其隨後回歸德國揭開了

序幕。221958 年末，蘇聯又與西德達成口頭協議，進一步擴大家庭團聚原則之範

圍，規定在 1941 年 6 月 21 日前尚未加入蘇聯國籍的德意志人及其後裔，亦有權

申請回歸西德。23隔年簽訂「家庭團聚條約」(Договор о воссоединении семей)，

西德在駐莫斯科大使館成立由 14 人組成的特別部門，處理蘇聯德意志人的回歸

申請。24 

在家庭團聚的原則下，在 1958 年開始，一直到 70 年代初，共有超過 20,000

名俄國德意志人(主要為烏克蘭及波蘭地區的德意志人)得以回歸西德(見下圖

4-1)；相反的，伏爾加德意志人因很早便被流放到特殊移民區，且在西德沒有親

屬，故沒有辦法依據家庭團聚原則回歸西德。 

20 Benjamin Pinkus, “The emigration of national minorities from the USSR in the post-Stalin era,” 
Soviet Jewish Affairs, 13:1(1983), p. 15. 
21 蘇聯妥協同意部分德意志人移居的原因是希望能讓非兩世紀以前就來到俄羅斯之外的德意志

人返回祖國，等其離開後蘇聯就不會有德意志人的問題，因為原本長久生活在俄羅斯的德意志人

終究會在文化上被同化。但開放給這些以家庭團聚為由返回祖國德意志人的措施，卻引發兩世紀

以來生活在俄羅斯的德意志人希望以「種族血緣關係」要求回歸德國的狂瀾。 
22 埃萊娜·卡雷爾，郗文譯，分崩離析的帝國：蘇聯國內的民族反抗 (北京：新華出版社，1982)，
頁 196。 
23 Stefan Wolff, “The Politics of Homeland,” in Krista O. Donnel, Renate Bridenthal& Nancy Reagin 
eds., The Heimat Abroad the Boundaries of Germanness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5), p. 292. 
24 Benjamin Pinkus, “The emigration of national minorities from the USSR in the post-Stalin era,” 
Soviet Jewish Affairs, 13:1(1983), p.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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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951-1971 年德意志人從蘇聯回歸西德人數示意圖 

資料來源：Maria Savoskul, “Russlandeutsche: Integration und Selbstidentifizierung , ” in 

Ipsen-Peitzmeier , Sabine, Kaiser , Markus, Zuhause Fremd-Russlanddeutsche Zwischen Russland und 

Deutschland (Bielefeld: Transcript Verlag, 2006), S. 200. 

 

西德與蘇聯的關係獲得一定改善後，蘇聯德意志人之情況開始好轉，特別在

文化、教育及宗教層面。1942-1956 年間，蘇聯境內沒有任何德文的書籍及報紙

出版，但 1957 年後，德意志人分別在莫斯科、阿爾泰首府巴爾瑙爾(Barnaul)及

阿拉木圖(Almaty)擁有三家德語報紙─ 新生活 (Neues Leben)、工作(Arbeit)及紅

旗(Rote Fahne)。25蘇聯境內─ 1956 年在莫斯科、1957 年在阿拉木圖及 1962 年

在吉爾吉斯，恢復廣播德語電台。26 

在教育層面，1941 至 1956 年達學齡之德意志人大部份都無法取得受教育之

機會，27但在 1957-1958 年間，德意志人重新獲得受教育的權利，蘇聯教育部在

數個蘇聯加盟國增設德語課程，為上普通學校之德裔兒童提供了德語課程的機

25 Robert Conquest, Soviet Nationalities Policy in Practice (New York: Praeger, 1967), p. 146. 
26 Alexander Gerzen, “Geistliche Arbeit unter Russlanddeutschen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http://www.emk-ru-lahr.de/pdf/Berichte/Arbeit%20unter%20Russ.von%20Gerzen.pdf >, S. 10. 
(4 May 2014). 
27 Klaus Breunig, “Das Schicksal der Russlanddeutschen von 1941-1991,”  
<http://www.grin.com/de/e-book/102722/das-schicksal-der-russlanddeutschen-von-1941-1991>, S. 3. 
(7 May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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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28而在宗教方面，德意志人也逐漸被給予宗教自由，上教堂禮拜。291959 年

版的蘇聯大百科，德意志人又再度出現在民族組成中。  

 

三、德意志人的政治平反 

一直到 1964 年，伏爾加地區德意志人被流放到中亞 23 週年之際， 8 月 29

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才為其平反，發布「對於部份平反伏爾加德意志人 1941

年 8 月 28 日之流放命令」 (Указ о частичной реабилитации немцев Поволжья и 

отмене депортационного Указа от 28.08.41 года)。決議中指出︰30 

 

「史達林和蘇聯政府當年對伏爾加河地區德意志人的不分青紅皂白的指責

是毫無根據的，是史達林個人崇拜下蠻橫的行為。事實上，在衛國戰爭時期，絕

大多數德意志人同蘇聯人民一同勞動促進了蘇聯人民對法西斯德國的勝利，並且

在戰後積極參加共產主義建設…故撤銷 1941 年發布之關於流放伏爾加河地區德

意志人的命令。」 

 

此決議還特別強調德意志人在哈薩克、烏茲別克及吉爾吉斯工業及農業之重

要角色及貢獻。但決議非但沒有提到恢復德意志人自治共和國的問題，僅提到德

意志人居民已在數個共和國新的居住地定居「深根」，原來之居住地已被其他人

民所取代。31對於散居各共和國之德意志人，蘇聯政府僅要求地方政府及各共和

國根據其民族特性及利益給予經濟和文化建設方面的幫助和支援。32 

28 Gerhard Simon (Karen Forster& Oswald Forster Trans), Nationalism and Policy Toward the 
Nationalities in the Soviet Union : from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to Post-Stalinist Society(Boulder: 
Westview, 1991 ), p. 245. 
29 Isabelle Kreindler,” The Soviet Deported Nationalities: A Summary and an Update,”Soviet Studies, 
Vol. 38, No. 3 (Jul., 1986), p. 397. 
30 初祥，「鮮為人知的一幕— 蘇聯德意志人被迫移居西伯利亞和中亞的歷史」，西伯利亞研究，

第 4 期(1999)，頁 7。 
31 Pavel Polian 估算，1960 年代在前伏爾加自治共和國的城市地區的確有這種情況，但在鄉村僅

有戰前的 20%-30%人口，其認為蘇聯官方之說詞與事實明顯有出入。 
32 趙常慶、陳聯璧、劉康岑、董曉陽等著，蘇聯民族問題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6)，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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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命令對於在蘇聯的德意志人為一個歷史性的一刻。政治上對德意志人而

言，將其不實之罪名給洗刷；在法律上也將其與納粹德國合作及背叛祖國之指控

撤銷。主張回歸伏爾加故土之德意志人看出自身民族散居各地存在著被同化的危

險，獲得政治上之部分平反後，德意志人亦展開了拯救其文化、語言及自治共和

國的運動。 

 

四、德意志人的自治與回歸運動 

在獲得 1964 年部分平反後，德意志人所開始的民族運動，主要由恢復其伏

爾加自治共和國及爭取回歸故土(西德)兩大訴求同步進行。1965 年，蘇聯及西德

紅十字會代表於維也納會面，就家庭分散的問題進行了討論，最後取得共識─ 同

意依照家庭團聚的原則，允諾 40,000 名蘇聯德意志人回歸至西德，但最終僅有

1,000 餘名德意志人成功回歸。33 

由於其要求長年被忽視，德意志人要求恢復所有公民權以及回到出生地之呼

聲不斷增強。由於幾個先前被流放的少數民族的共和國都已被恢復，德意志人對

其要求遲遲沒有回應非常不滿。34他們多次與蘇聯政府要求，呼籲重視其返回家

鄉之權利並恢復自治共和國。但即使獲得平反，蘇聯政府仍不允許其返回出生

地，對其在流放期間被沒收之財產亦不予歸還。在經過多次的協商後，德意志人

在蘇聯成立了一個致力於恢復伏爾加自治共和國的代表團。35 

1964 至 1965 年間，蘇聯德意志人首次派遣代表團至莫斯科探討恢復伏爾加

德意志自治共和國的問題。1964 年 12 月底，13 位俄國德意志人的代表抵達德文

報紙「新生活」位於莫斯科的總部，就建立自治共和國的議題向布里茲涅夫

33 Sidney Heitman, “The Soviet Germans,” Central Asian Survey 12(1) (1993), p. 77. 
34 1950 年代，俄國德意志人皆無有組織性的民族主義運動，1964 年前，針對恢復自治共和國之

請願皆屬於個人性質，如 1956 年及 1957 年僅有 2 位德意志人向蘇聯政府請願。有組織性的請願

直到 1964 年才發生，而相較於 1957 年後同屬流放的少數民族，克里米亞韃靼人及梅斯赫金人所

作出的努力則積極的多。 
35 Hans Hahnenkampf, Analyse der Lage der Deutschen in Russland nach dem zweiten Weltkrieg-mit 
besonderem Blick auf die Gründe,die sie veranlasst haben Russland zu verlassen und nach 
Deutschland zu kommen (Norderstedt: GRIN Verlag, 2010), S.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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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Леонид Брежнев)及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米高揚(Анастас Микоян)請願。

起初布里茲涅夫不願接見代表團，但在英國媒體 BBC 報導請願事件後，為了避

免事態擴大，由米高揚代表接見。36  

但直到 1965 年 1 月 2 日，米高揚才接見第一個代表團中的 9 人。在會見中

德意志人就其所受到的歧視、自治共和國的設立、文化保障以及將 1964 年的平

反命令公諸於俄文報紙 37等議題進行了討論。米高揚則回應，允許德語報紙刊登

關於 1964 年的平反命令，但俄文報紙僅能作出評論，但不會刊登。38此外表示，

德意志人不僅工作努力，且犯罪情形也比俄羅斯族來的少，承諾在德意志人目前

集中的地區建立更多學校及報紙及其他可以保存其文化的措施，但就重新恢復其

自治共和國則技術上是不可能的，因為德意志人對哈薩克的經濟是不可或缺的。 

米高揚於 1965 年 7 月 7 日接見了第二個由 43 人組成的德意志人代表團。39 

德意志人同時交出了 4,500 份來自德意志人之請願簽名。40在會見中，德意志人

提出以下四個理由恢復其共和國︰41 

(一) 伏爾加地區德意志人的居住地為其祖先購買和開發的，亦是列寧基於民族

平等自決之政策而保障其對該地之自治權的。 

(二) 唯有恢復自治共和國，方能洗去德意志人之冤屈，無罪不受罰，既然他們

仍處在不能返回出生地之狀態下，就表示他們仍然有罪。 

(三) 1964 年 8 月 29 日的決議宣稱，德意志人完全融入新流放地，已找到了自己

的第二塊故土，這與事實完全不符，因為採用強迫流放的方法是不會使人們深根

的。 

36 Eric J. Schmaltz and Samuel D. Sinner, “You Will Die under Ruins and Snow: the Soviet Repression 
of Russian Germans as a Case Study of Successful Genocide,” Journal of Genocide Research(2002), 
4(3), pp. 342-343. 
37 直到 1964 年，流放 23 年後，當時 1941 年流放德意志人之命令才被大眾所知，但直到 1965
年 1 月 5 日，該決議才被公諸於媒體。即使如此，蘇聯人民仍很少人知道此事。 
38 Ibid., p. 343. 
39 Ibid. 
40 Gerhard Simon(Karen Forster& Oswald Forster Trans), Nationalism and Policy Toward the 
Nationalities in the Soviet Union : from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to Post-Stalinist Society (Boulder: 
Westview, 1991), p. 337. 
41 徐隆彬，「衛國戰爭期間蘇聯七個被遷少數民族的命運」，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第 6 期（2008），
頁 73-74。 

 9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四) 德意志人在伏爾加河地區生活了近 200 年，已形成一個特殊民族，早已建

立自己民族的國家體制。 

然而米高揚再度以德意志人在哈薩克及俄國眾多邊疆地區在開拓當地經濟

中扮演重要角色，以及重新遷移難度過高為由拒絕︰ 

 

「在蠻荒的邊疆地區倘若沒有德意志人的話，那麼當地經濟就無法運作，你

們提出了要恢復共和國的問題。我們完全理解，這是問題的最根本解決之道。但

是這是不可能的，因為這要牽動 50 多萬人並使其遷居。絕不能說德意志人沒有

共和國就不能生活，要知道，在戰前有三分之二的德意志人居住在共和國之外的

地方。我們現在不能恢復共和國，因為這會帶來巨大困難。歷史上所犯的錯誤不

可能全部糾正過來，但是在文化要求方面，我們準備儘快解決。」42 

 

米高揚最後僅答應對德意志人文化及語言的要求－ 允許更多的德語書籍出

版，在數年後蘇聯國內第四份德語報紙「友誼報」(Freundschaft) 出現。 

1967 年，第三個德意志人代表團又來到莫斯科，並帶來 8,123 個請願簽名，

蘇聯政府逐漸對德意志人的請願感到厭煩，故這次請願沒有任何高級官員接見。

1972 年，在傳出德意志人在哈薩克、西伯利亞及吉爾吉斯準備出發再度請願的

消息後，當地政府更直接阻止出發。43一直到數次會議毫無進展，德意志人在心

灰意冷下，也從早期爭取恢復憲法所賦予之「自治權」，對政府寄予厚望的心態；

轉換到以離開蘇聯，回歸故土德國的「自由回歸權。」 

蘇聯最主要不願恢復其自治共和國之原因為經濟因素。44原因在於哈薩克及

42 徐隆彬，「衛國戰爭期間蘇聯七個被遷少數民族的命運」，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第 6 期(2008)，
頁 74。 
43 Eric J. Schmaltz and Samuel D. Sinner, “You Will Die under Ruins and Snow: the Soviet Repression 
of Russian Germans as a Case Study of Successful Genocide,” Journal of Genocide Research (2002）, 
4(3), p. 344. 
44 Isabelle Kreindler 認為，對蘇聯而言，除了經濟因素之外，能自西德取得之外交利益也不大，

因此並不積極願恢復其自治地位。參見：Isabelle Kreindler,” The Soviet Deported Nationalities: A 
Summary and an Update,” Soviet Studies, Vol. 38, No. 3 (Jul., 1986), p. 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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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伯利亞及中亞地區難以招募到勞動力，而德意志人之勤奮在當地的勞動對開發

當地經濟作出卓越的貢獻（特別是中亞之農業及工業部門）。此外，與車臣人在

特殊移民區激烈的反抗相比，德意志人表現更為溫馴，成為當地不可或缺的優良

勞動力。451970 年代初，蘇聯共黨中央會總書記布里茲涅夫便被告知，只要有

10 萬德意志人離開蘇聯，蘇聯經濟損失將高達 40 億盧布。46特別是德意志人皆

在農業部門擔任領導地位，哈薩克的發展完全依賴於德意志人勞動力，若蘇聯失

去了這群可靠勞工，將對哈薩克的農業造成嚴重影響。 

45 J.Otto Pohl, “The Loss, Retention, and Reacquisition of Social Capital by special Settlers in the 
USSR, 1941-1960,” in Cynthia J. Buckley, Blair A. Ruble& Erin Trouth Hofmann eds., Migration, 
homeland, and belonging in Eurasia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8 ), p. 212. 
46 Alexander Prieb, Deutsche Kolonisten Russlands 1763-2006 (Augsburg: Waldemar Weber Verlag, 
2012), S.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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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蘇聯解體前之平反與回歸 

一、限制解除與回歸 

1968 年後，由於蘇聯與西方的外交關係惡化。蘇聯同年宣布與西德簽署之

家庭團聚協議之義務已完成，47造成回歸人數下降至數百人。但 1970 年代在威

利·布蘭特(Willy Brandt)的「東方政策」(Ostpolitik)48的作用下，西方與蘇聯展開

低盪期(Détente)，蘇聯對德意志人態度又趨寬容。 

1970 年 8 月 12 日蘇聯與西德簽訂「莫斯科條約」，條約中雙方就放棄使用

武力、尊重現有歐洲國家的領土完整、放棄領土要求、其中對波蘭邊界以及東德

與西德之疆界達成共識。這份條約是戰後西德（代表德國）與蘇聯簽的和平條約，

幾乎代表蘇聯歐洲領土疆界的確立，對於蘇聯而言，是再滿意不過了。  

布蘭特在 1971 年到莫斯科進行國是訪問，蘇聯要求，若德國同意協助天然

氣管線的建設，蘇聯將同意恢復家庭團聚的原則，允許曾經具有德國國籍的德意

志人回歸西德。49  

1972 年 11 月 3 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通過決議：「廢除對於在蘇聯境

內之德意志人關於居住地選擇之限制」(Свободный выбор постоянного места 

жительства для немцев,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СССР)，取消了對於德意志人的各種居住

地點的限制，允許德意志回歸原出生地。該決議使得法律上重新恢復自治共和國

變得可能；但是實際上運作卻是不可行，尤其是在蘇聯宣布其正處於「蘇聯人民

的歷史新階段」下，如果恢復自治共和國，更像是否認了這一歷史新階段。布里

茲涅夫更在蘇聯建國 50 周年大會上宣布，蘇聯民族問題已經徹底解決了，且對

蘇聯各民族之不斷融合及繁榮作出保證，對異族通婚同化德意志人採取支持的態

47 Sidney Heitman, “The Soviet Germans,” Central Asian Survey 12(1) (1993), p. 77. 
48 布蘭特認為，美蘇競爭已陷入僵局，若西德繼續推行哈爾斯坦主義，不僅不能重新統一，亦

不能消除蘇聯之威脅與美國之掌控，故其認為，西德只能以承認二戰後之現實與蘇聯達成諒解，

此政策為「東方政策」。主要政策內容為：與西方加強合作之同時，加強與東方之諒解；同時承

認戰後歐洲之現狀，改善與蘇聯及民主德國(東德)之關係。參見：周尚文、葉書宗、王斯德等著，

蘇聯興亡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頁 779。 
49 Alexander Prieb, Deutsche Kolonisten Russlands 1763-2006 (Augsburg: Waldemar Weber Verlag, 
2012), S.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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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被允許回歸出生地後，有約 50,000 名德意志人回到了前自治共和國的土地，50

但因懼怕被指控為法西斯份子或叛徒，幾乎都隱藏了自己身為德意志人之身分。  

1972 年蘇聯德意志人非法地成立了由 45 人的委員會組成的蘇聯德意志人移

民協會(Vereinigung ausreisewilliger Deutscher der UdSSR; Association of Germans 

in the USSR Willing to Emigrate)，不僅要求自由回歸西德之權利，更主張恢復前

自治共和國。1974 年成長至超過 7,000 個成員，並多次在莫斯科、塔林及阿拉木

圖舉行示威遊行。51 

隨著移民運動越演越烈，蘇聯政府開始憂心這種移民運動會擴展到其他族裔

(如猶太裔)，一來擔憂若承認德意志人不是蘇聯人就代表蘇聯民族政策的失敗，

二來是大部分德意志人選擇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西德)，而非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東

德)之情況下，52便開始壓制移民運動。1973 年 5 月 18 日一群來自愛沙尼亞、拉

脫維亞、哈薩克、塔吉克及烏茲別克的德意志人帶著 35,000 份移民請願書抵達

莫斯科，希望能移民至西德，往後幾年在莫斯科及哈薩克不斷都有大大小小的示

威。53  

1974 到 1977 年之間，共有 40 名的移民運動份子被判處 1-3 年不等的徒刑。54

蘇聯政府對於欲申請離開蘇聯之德意志人更在行政手續上百般刁難，拒絕給予簽

證往往是最有效的方式，往往以口頭告知結果且不需要解釋原因。蘇聯官方更開

始利用媒體宣傳許多德意志人到了德國後產生不適應的報導，55並且規定前往資

50 Gerd Stricker, “Ethnic Germans in Russia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in Stefan Wolff ed., 
German Minorities In Europe (New York and Oxford: Berghahn books, 2000), p. 169. 
51 Nurlan Suraganov, Die Zuwanderung Deutscher nach Russland seit dem 18. Jahrhundert und 
Gründe für die Rückwanderung bis in die heutige Zeit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Situation 
in Kasachstan (Norderstedt: GRIN Verlag, 2008), S. 33. 
52 蘇聯德意志人回歸通常以西德作為首要回歸國家。東德(Deutsche Demokratische Republik,DDR)
通常是萬不得以的選擇，少部分選擇東德是因為有親屬在東德，但大部分只是作為日後移民至西

德的跳板。70 年代至 80 年代間，總計只有 11,000 蘇聯德意志人選擇回歸東德。參見：Sidney 
Heitman, “The Soviet Germans,” Central Asian Survey 12(1) (1993), p. 79. 
53 J. Otto Pohl, “Soviet Apartheid: Stalin’s Ethnic Deportations, Special Settlement Restrictions, and 
the Labor Army: The Case of the Ethnic Germans in the USSR,” Human Rights Review, Vol. 13 Issue 
2(2012), p. 221. 
54 Gerhard Simon (Karen Forster&Oswald Forster Trans), Nationalism and Policy Toward the 
Nationalities in the Soviet Union, p. 338. 
55 Hans Hahnenkampf, Analyse der Lage der Deutschen in Russland nach dem zweiten Weltkrieg-mit 
besonderem Blick auf die Gründe,die sie veranlasst haben Russland zu verlassen und n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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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義國家(西德)必須繳交 300 盧布的稅金(社會主義國家僅 50 盧布)，且蘇聯德

意志人放棄國籍還必須額外繳交 100 盧布的費用，56企圖阻擋回歸潮。但另一方

面，蘇聯由於擔憂過於激烈的手段會影響其與重要政治、經濟夥伴─ 西德之關

係，故蘇聯實際上對處理德意志人之問題顯得謹慎行事，深怕引起西德政府之反

感。格哈特·施羅德(Gerhard Schröder)也體認，若要幫助更多的同胞離開蘇聯，

私下談判比大聲叫嚷來得有用，故也採取了相當低調的態度處理俄國德意志人之

問題。隨著請願的次數越趨密集，美國及東德、西德皆不斷施壓蘇聯對其境內德

意志人允許自由移民。57 

由於雙方關係的改善，1971-1979 年間人數的增長與上個 10 年相比，翻了

10 倍之多，人數增長在 1976 年達到高峰，到了 80 年代後又因蘇聯與西方關係

交惡人數開始逐年下降。(見下圖 4-2)

Deutschland zu kommen (Norderstedt: GRIN Verlag, 2010), S. 9. 
56 在 1975 年赫爾辛基協議(Helsinkin Accords)前，前往資本主義國家稅金為 400 盧布；但前往社

會主義國家僅 30盧布。詳見：Benjamin Pinkus, “The emigration of national minorities from the USSR 
in the post-Stalin era,” Soviet Jewish Affairs, 13:1(1983), p. 24. 
57 Barbara Dietz, Zwischen Anpassung und Autonomie Russlanddeutsche in der vormaligen 
Sowjetunion und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erlin: Duncker& Humblot, 1995), S.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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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972-1986 年德意志人從蘇聯回歸西德人數示意圖 

資料來源：Maria Savoskul, “Russlandeutsche: Integration und Selbstidentifizierung, ” in 

Ipsen-Peitzmeier , Sabine, Kaiser , Markus, Zuhause Fremd-Russlanddeutsche Zwischen Russland und 

Deutschland (Bielefeld: Transcript Verlag, 2006), S. 200. 

 

二、戈巴契夫時期之回歸期 

在戈巴契夫(Михаил Горбачёв)上台前，蘇聯政府原意在 1979 年夏天打算在

哈薩克的 Зеленоград (Zelinograd，今哈薩克首都阿斯塔納)地區以 Ерейментау 

(Ereymentau)市為中心，設立了一個如同蘇聯早期的民族區，但遇到當地居民強

烈反對而失敗。58  

在 1980 年代，德意志人多次在莫斯科紅場上示威遊行，雖然多人被逮捕，

但並沒阻止德意志人回歸故土的意願，由於當時資訊不公開，西方各國難以估計

58 關於在哈薩克設立自治區的詳細過程可參閱：Eric J. Schmaltz, “Carrots and Sticks . . . and 
Demonstrations: Yuri Andropov’s Failed Autonomy Plan for Soviet Kazakhstan’s Germans, 
1976-1980,” The Eurasia Studies Society Journal of Great Britain and Europe(2014), Vol. 3. No. 1, pp.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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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德意志之人數，德國媒體一度估計蘇聯德意志人總人口約在 30 萬人左右。59 

在戈巴契夫上台後，實行開放(Гласность)及改造(Перестройка)政策的條件

下，以往禁忌的話題如：流放、勞改營及自治運動都可被公開討論，1987 年後，

蘇聯國內德文報紙被允許報導關於流放的資訊。戈巴契夫的上台不僅在俄國引發

德意志人文化的重生，對過去被流放之少數民族採取寬容的態度，也使得德意志

人全面回歸變得可能。  

 

(一)全面回歸潮 

自 1980 年末到蘇聯解體後，德意志人開始更有組織性的為自己的權益發

聲。1987 年，十月革命七十年紀念時，德意志人在伏爾加自治共和國作為蘇聯

聯邦制下最早被建立的自治共和國的特殊歷史背景下，利用該機會又重新提起恢

復自治區的議題，在媒體及公眾的高度關注下，蘇聯官方同意西德總理赫爾穆特·

科爾(Helmut Kohl)在其俄國第一次的國是訪問期間，與一批蘇聯德意志人代表團

見面。60 

1986 年 8 月 28 日戈巴契夫簽署法令，允許在隔年 1 月 1 日後，解除眾多對

德意志人回歸至西德之限制。611986 年，德意志回歸人數僅 753 人，但隔年德意

志人返回西德之數開始呈現劇烈成長，在 1994 年達到最高峰 213,214 人次。62(參

照下圖 4-3) 

59 埃萊娜·卡雷爾，郗文譯，分崩離析的帝國：蘇聯國內的民族反抗(北京：新華出版社，1982)，
頁 196-197。 
60 Hans Hahnenkampf, Analyse der Lage der Deutschen in Russland nach dem zweiten Weltkrieg-mit 
besonderem Blick auf die Gründe,die sie veranlasst haben Russland zu verlassen und nach 
Deutschland zu kommen (Norderstedt: GRIN Verlag, 2010), S. 10. 
61 Alexander Prieb, Deutsche Kolonisten Russlands 1763-2006 (Augsburg: Waldemar Weber Verlag, 
2012), S. 168. 
62 1991 年 5 月原本對蘇聯公民出入境的法律又有更大的簡化，但由於國內眾多的政治問題，出

入境簡化的法律直到 1993 年 1 月 1 日才全面生效，也解釋了為何 1993 年是德意志人回歸人數的

最高峰。參照：Barbara Dietz, Zwischen Anpassung und Autonomie Russlanddeutsche in der 
vormaligen Sowjetunion und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erlin: Duncker& Humblot, 1995),  
S.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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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987-2012 年德意志人從蘇聯回歸德國人數示意圖 63 

資料來源：1986-2010 年之數據取自德國聯邦行政局(Bundesverwaltungsamt)之歷史統計資料 

<http://www.dierusslanddeutschen.ru/doc/files/1950_2010.pdf>；2011-2012 年之資料同樣取自德國

聯邦行政局網站<http://www.bva.bund.de/DE/Home/home_node.html> 

 

(二)完全平反與自治 

戈巴契夫與西德總理科爾於 1988 年 11 月 28 日之會談中表示，蘇聯政府有

意在薩拉托夫省附近重新成立德意志人自治區。64蘇聯最高主席團也通過在哈薩

克改善教授德語為母語之決議，在蘇聯其他地區討論新開設德國學校。1989 年 3

月，蘇聯德意志人在莫斯科成立了名為重生(Wiedergeburt)的組織，該組織由 105

個代表組成，積極向蘇聯政府要求自治權利。65 

63 兩德在 1990 年 10 月 3 日統一。 
64 Fred Oldenburg “Relations between the USSR and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in The 
Federal Institute for Soviet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eds., The Soviet Union, 1988-1989 Perestroika in 
Crisi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0), p. 254. 
65 該組織代表蘇聯全體德意志人，主要要求政治平反；同時提倡德文、德國文化及習俗，最重

要的是要求恢復自治共和國。該組織在向蘇聯政府要求重建自治共和國上展開了多年的運動，

1993 年成員已達 20 萬人，在德俄政府之間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詳見：Eric J Schmaltz, “Reform 
“Rebirth” and Regret: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Ethnic-German Nationalist Wiedergeburt 
Movement in the USSR and CIS, 1987-1993,” Nationalities Papers(1998), pp. 215-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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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年 7 月 12 日在第一次民族代表大會的決議後，最高蘇維埃成立「蘇聯

德意志人問題委員會」(Kommission für die Probleme der Sowjetdeutschen)，制定

恢復德意志人自治的方案，最後完成了該方案草案的制定。根據該草案，將在前

伏爾加德意志人自治共和國領土上，恢復德意志人的自治。 

除了在自治權利上的進展外，德意志人的進一步平反也實現了。1989 年 11

月 14 日，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宣布在戰爭期間之流放行為不僅是犯罪且違法，內

文中寫道： 

 

「…二戰期間，政府將保加利亞人、印古什人、卡爾梅克人、卡拉柴人、克

里米亞韃靼人、德意志人、土耳其─梅斯赫金人、車臣人、朝鮮人、希臘人和庫

德人等民族強制流放，體現出史達林體制的野蠻與殘暴…最高蘇維埃認為，強制

流放不僅是最嚴重的犯罪，更違反了國際法及社會主義之人道原則，對之予以強

烈譴責。最高蘇維埃保證，此類踐踏人權和人道主義原則之事件不會在我們國家

重演…並將立法，確保蘇聯各民族免於受壓迫之可能…。」66 

 

1989 年 11 月 18 日，蘇聯最高蘇維埃同意，在伏爾加地區重新成立一個獨

立的伏爾加德意志自治共和國，並委託成立國家委員會，徹底恢復蘇聯德意志人

之權益。67見此態勢，薩拉托夫州共黨領袖便在莫斯科及共和國選定地發動了大

規模的抗議及遊行，伏爾加地區俄裔居民之反感強烈，甚至說出︰「寧可要愛滋

病，也不要德意志共和國。」迫於壓力，最高蘇維埃暫緩計畫。68對於同時大量

回歸之德意志人而言，這些決議也顯得不是那麼重要了。 

66 師建軍，「關於戰後蘇聯特殊移民的解密檔案」，冷戰國際史研究，俄國解密檔案（2010），頁

490。 
67 Hans Hahnenkampf, Analyse der Lage der Deutschen in Russland nach dem zweiten Weltkrieg-mit 
besonderem Blick auf die Gründe,die sie veranlasst haben Russland zu verlassen und nach 
Deutschland zu kommen (Norderstedt: GRIN Verlag, 2010), S . 11. 
68 實際上，當地俄羅斯人並不反對德意志人；而是反對建立一個自治共和國。1990 年 1 月，當

地活動分子在莫斯科遊行的主題便為：「德意志人─好！，自治─不！(Germans – Yes! Autonomy – 
No!) 參見：Irina Mukhina, The Germans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 Routledge, 2007), p.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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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 4 月，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魯基雅諾夫(Анатолий Лукьянов) 與蘇聯

德意志人會面，討論德意志人之狀況，並同意應該有個解決方案。同年，蘇聯總

統戈巴契夫和西德總理柯爾簽約，允許所有德意志人離開回歸西德。1991 年 3

月，德國外交部長漢斯-迪特里希·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在與蘇聯總統戈巴

契夫之會面中又再度提出恢復自治區之請求。69 

1991年 4月 26日，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Российск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Федеративная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公開承認，史達林時期對德意志人

之流放及指控(包括其他少數民族)，為毀謗(Клевета)及種族滅絕(Геноцид)，70宣

布德意志人之完全平反。 

隨後在 1991 年 10 月 13 日，在鄂木斯克地區的阿索沃(Азово)的居民就建立

自治區的議題舉行公投，公投結果顯示，當地民眾超過 8 成支持建立自治區，並

在同年 12 月 18 日受到鄂木斯克地方人民代表議會的核准，成立阿索沃德意志民

族自治區(Азовский немецкий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район)。71同年 1991 年 6 月 1 日，

俄羅斯最高蘇維埃(Верховный Совет РСФСР)亦批准在西伯利亞阿爾泰地區的

戈爾巴市 (Гальбштадт) 建立了戈爾巴市德意志民族自治區 (Гальбштадт 

Немецкий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район)。72 

1991 年 10 月末，在蘇聯解體前夕，戈巴契夫又再度承諾將恢復蘇聯德意志

人在伏爾加河流域的自治區，但往後數年的政治紛擾，又使得自治共和國的設立

成為泡影，新設立的自治區的未來也充滿挑戰。73 

69 James Minaha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s Diverse Peoples- A Reference Sourcebook (Santa 
Barbara: ABC-CLIOs, 2004), p. 233. 
70 Eric J. Schmaltz 認為蘇聯作出此舉是在戈巴契夫新政下，國內政治及各民族團體之壓力，其希

望透過改革能改善蘇聯國際地位及形象以及博取德國好感，增加德國在俄國的經濟投資。詳見：

“Soviet “Paradise” Revisited: Genocide, Dissent, Memory and Denial” 
<http://www.grhs.org/heritage/SovietRepression.pdf>, p. 9.(1 June 2014). 
71 早在 1893 年阿索沃地區的第一個村莊便由伏爾加德意志人所創建。阿索沃自治區目前人口

22,925 人(2010 年人口普查)，當地以俄裔居民為主體，德裔人口僅占近 20% (2010)。自治區總面

積 1,400 平方公里，地方機關以俄語作為官方語言。 
72 戈爾巴市民族自治區最早在 1927 年創建，1938 年該自治區被史達林所廢除。戈爾巴市民族自

治區總面積 1,450 平方公里，居民目前約為 17,668 人(2010 年人口普查)，德裔人口占近 32%，主

要主要來自於中亞各共和國之德意志人。  
73 雖然設立兩個自治區，解體後俄國政府一直拒絕在自治區內設立德意志人自己的學校，僅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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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俄羅斯聯邦時期之變遷 

在蘇聯解體後，散落在俄羅斯及中亞各共和國之德意志人皆因各種不同原因

離開了當地。對德意志人通常只有三種選擇：同化為俄羅斯人、回歸德國或是移

居到其他獨聯體國家(主要為俄國)。離開的主要原因為經濟及子女的教育問題；

次要有當地民族主義崛起、宗教問題及家人團聚等因素；擔憂德國的態度改變，

不再接收德意志移民，或者看著大家都走，擔憂只有自己留下來的情況也是原因

之一。 

德意志人回歸的主要原因也不斷改變。1985-1986年德意志人移民之因素歸

類為種族因素－ 欲保存自身語言、文化、以德國人的身分與德國人生活(Als 

Deutsche unter Deutschen leben)；到了1989-1990年時最重要的原因轉變為家庭團

聚（Familienzusammenführung）；而到了1991年後，由於蘇聯經濟凋敝，此時經

濟因素－ 尋求更好的生活水平及住房機會則變成了德意志人離開的主因。74 

 

一、在俄羅斯與獨聯體國家之概況 

(一) 俄羅斯及烏克蘭德意志人 

1990 年代，德國政界逐漸體認，吸收大量來自東歐及獨聯體國家的移民所

造成沉重之社會福利負擔，不如直接對其居住國進行各種經濟、文化上對其予以

之協助，希望德意志人留在當地、減少德國經濟壓力，直到今日仍採取相同的政

策。75 

解體後，德國與俄羅斯簽署德俄睦鄰夥伴合作關係合約(German-Russian 

Treaty on Good Neighbourly Relations, Partnership and Cooperation)以及蘇聯德意

意設立德語幼稚園。德國政府雖然積極協助在俄德意志人，包括街道基礎建設、電力及供水系統、

改善住房等措施，但並沒有達到減少移民回德國的效果。真正具備德國文化知識及德語能力之德

意志人早已離開，剩下的德意志人對德國文化及德語並沒有很高的興趣，最終這兩個自治區很有

可能被同化，成為第二個名不如實的猶太自治區。 
74 Barbara Dietz, Zwischen Anpassung und Autonomie Russlanddeutsche in der vormaligen 
Sowjetunion und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erlin: Duncker& Humblot, 1995), S. 104-109. 
75 Marianne Takle, “(Spät)Aussiedler – from Germans to Immigrants,” Nationalism and Ethnic Politics, 
Vol. 17, No. 2, p.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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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人逐步建國合作協議(Protocol on Cooperation for the Gradual Restoration of 

Soviet German Statehood)展開了對德意志人大量援助，希望透過改善生活條件(特

別是住房)減少回歸德國之人潮。在合作計畫初期，德國政府便投資超過 50 萬馬

克，但由於當地俄羅斯裔居民以及德國內部之抗議，加上俄國官僚系統及法律障

礙，計畫不久便終止。76 

德意志人重建往昔自治共和國的希望不斷破滅，該情形到葉爾欽初期有了轉

變。即將成為俄羅斯聯邦總統的葉爾欽(Борис Ельцин)，首先在 1991 年 1 月 26

日簽署關於被壓迫民族之平反之法律 (Concerning the Rehabilitation of the 

Repressed Peoples)，承諾蘇聯時期之錯誤，對於被流放的民族，表達友好的態度。 

俄羅斯聯邦立國初期政治紛擾，急需德國之政經支持，1991 年 11 月，俄羅

斯聯邦總統葉爾欽在德國波昂(Bonn)與德國總理柯爾的會議後，簽署恢復伏爾加

自治共和國的共同聲明，承諾將會在德意志人集居地設立類似蘇聯早期之民族自

治區。77葉爾欽並表示，德意志自治共和國將涵蓋總計 1,150 平方英里的兩個不

相鄰之地區，一個為前軍事禁地；另一個將設在原伏爾加德意志自治共和國的領

土上，估計可容納 30-40 萬蘇聯德意志人。781992 年 2 月 21 日又簽署「蘇聯德

意志人的優先平反措施」 (On High-Priority Measures for the Rehabilitation of 

Soviet Germans)，加速德意志人的平反。 

葉爾欽於 1992 年 5 月 21 日簽署 「關於基於農業工業設施之基礎在伏爾加

地區設立定居點及定居點之社經發展保證」(On the Establishment on the Basis of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Facilities of Satellite Settlements for Russian Germans in the 

Volga Region, and On the Guarantees of the Settlements`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原意在薩拉托夫市的馬克思區(Район Маркс)及恩格斯區(Район 

76 Nurlan Suraganov, Die Zuwanderung Deutscher nach Russland seit dem 18. Jahrhundert und 
Gründe für die Rückwanderung bis in die heutige Zeit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Situation 
in Kasachstan (Norderstedt: GRIN Verlag, 2008), S. 39. 
77 Ebenda., S. 36. 
78 “Chronology for Germans in Kazakhstan” 
<http://www.cidcm.umd.edu/mar/chronology.asp?groupId=70502> (14 May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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Энгельс)以及位於伏爾加格勒市的卡米辛區(Район Камышин)建立自治區，在遭

到當地議會否決後取消。79 

由於葉爾欽承諾在伏爾加地區設立自治區，當地群情憤慨，因此葉爾欽在

1992 年 1 月 8 日，親自到薩拉托夫地區平息眾怒，保證不會設立自治共和國；

並表示：「除非當地人口 90%是德意志人才會建立一個自治共和國。」80自此，

德意志人在俄國恢復自治共和國的希望破滅，其他關於在南烏克蘭、加里寧格勒

(Kaliningrad)設立自治區之計畫隨後亦取消。 

俄羅斯聯邦於 1994 年通過法令，給予曾在蘇聯時期受到政治迫害及非法自

德意志人沒收之財產以等值賠償金補償。811997 年末，又通過對俄國德意志人平

反之額外措施及俄國德意志人之文化自治權之保障法令。82德意志人在俄國政治

參與上，也比起蘇聯時期獲得很大的進步。83 

隨著經濟情勢好轉，且面臨人口老化勞動力不足之影響，俄羅斯聯邦總統普

京(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計畫吸引已移居到德國之俄國德意志人回到俄國。2006 年，

普京便大力開發新西伯利亞市之住房及基礎建設以吸引德意志人回歸，並給予回

歸者 3,000 歐元補助金、交通費及家當之運輸費。842007 年，俄國決定到 2012

年前，挹注 8000 萬歐元用以發展西伯利亞及伏爾加地區之工業設施，進而吸引

德意志人回到俄國。此舉引發德國政府之不滿，並表示將不保證對回歸俄國之德

意志人提供任何協助。此舉的確有吸引到少數德意志人申請，但實際上真正回歸

79 Nurlan Suraganov, Die Zuwanderung Deutscher nach Russland seit dem 18. Jahrhundert und 
Gründe für die Rückwanderung bis in die heutige Zeit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Situation 
in Kasachstan (Norderstedt: GRIN Verlag, 2008), S. 39. 
80 Irina Mukhina, The Germans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 Routledge, 2007), p. 162. 
81 Eremina Nadjeschda,“ Ein bestraftes Volk. Eine Russlanddeutsche Familie im 20.Jahrhundert , ” in 
Irina Scherbakowa ed., Russlands Gedächtnis Jugendliche Entdecken Vergessene Lebensgeschichten 
(Hamburg: Körber-Stiftung, 2003), S. 92. 
82 Pavel Polian, Against Their Will: 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Forced Migrations in the USSR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209. 
83 在蘇聯 1980 年初期，最具權力的 100 個官員中無一為德意志裔；但葉爾欽時期有了改善，在

其內閣中 Alred Kokh 擔任私有化部長、Georgii Boos 為財稅部長、Eduard Rossel 在葉爾欽家鄉斯

維爾德洛夫斯克州(Свердловская Oбласть)任職省長、Viktor Kress 也被葉爾欽指定擔任托木斯克

州(Томская Oбласть)之州長。 
84 “Russia Hopes to Lure Back Ethnic Germans,” Deutsche Welle (Sep.09.2007): 
<http://www.dw.de/russia-hopes-to-lure-back-ethnic-germans/a-2772792-1>(3 June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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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寥寥可數。 

根據2002年俄羅斯聯邦第一次人口普查之資料，85仍計有近60萬德意志人在

俄羅斯。德意志人的離開，對俄國的農業造成了負面影響，以新西伯利亞為例，

1993年便有500國家農場及50個集體農場關閉。862011年8月28日，在伏爾加地區

德意志人被流放的70周年紀念日，前伏爾加自治共和國的首府恩格斯，豎立了紀

念碑紀念被流放的德意志人銅像。87 

烏克蘭德意志人在1989年仍存在38,000人，88主要居住在奧德薩、頓河地區

(Днепр)及喀爾巴阡烏克蘭(Карпатская Украина)。在蘇聯解體後，時任烏克蘭總

統克拉夫丘克(Леонид Кравчук)曾表示，烏克蘭歡迎德意志人居住，並特別邀請

居住在中亞各共和國的德意志人來到烏克蘭。但是烏克蘭政府卻規定德意志人必

須能夠證明其祖先是自烏克蘭被流放的方可移居，故真正回歸的人數也寥寥可

數。1996年，德國政府與烏克蘭政府簽署協議，成立德國烏克蘭委員會

(Deutsch-Ukrainische Kommission)，協助在烏克蘭德意志人的語言、文化傳統之

發展，目前在烏克蘭大約存在40,000-49,000左右德意志人。89 

 

(二)哈薩克、吉爾吉斯及塔吉克之德意志人 

在蘇聯解體前夕，有 50%的俄國德意志人居住在哈薩克產棉花及玉米的地

區，大部分皆以拖拉機駕駛、技術人員及農夫為職。90西德政府原本估計在哈薩

克約僅有 5 至 10 萬德意志人，91在 1989 年，哈薩克卻實際上有將近百萬德意志

85 2010 年第二次的人口普查德意志人的欄位被取消，德意志人被歸類為其他類(Другие)，故難

以區分德意志人之實際數量。 
86 Alexander Prieb, Deutsche Kolonisten Russlands 1763-2006 (Augsburg: Waldemar Weber Verlag, 
2012), S. 169. 
87 «В Энгельсе открыт памятник депортированным поволжским немцам»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Aug. 28, 2011):<http://www.rg.ru/2011/08/28/reg-svolga/pamyatnik-anons.html>(14 May 2014). 
88 Nurlan Suraganov, Die Zuwanderung Deutscher nach Russland seit dem 18. Jahrhundert und 
Gründe für die Rückwanderung bis in die heutige Zeit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Situation 
in Kasachstan (Norderstedt: GRIN Verlag, 2008), S. 42. 
89 Ebenda., S. 43. 
90 Hans Hahnenkampf, Analyse der Lage der Deutschen in Russland nach dem zweiten Weltkrieg-mit 
besonderem Blick auf die Gründe,die sie veranlasst haben Russland zu verlassen und nach 
Deutschland zu kommen (Norderstedt: GRIN Verlag, 2010), S. 12. 
91 “KAZAKHSTAN: Special report on ethnic Germans,” Irin News (Feb. 25,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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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解體之後，散落在中亞各共和國的德意志人得到解體時所居住之共和國之

國籍。居住在中亞各國的德意志人，並未直接回歸德國，反而是移入西伯利亞的

自治區，並將其作為前往德國的臨時居所。92 

解體後哈薩克面臨經濟衰退、民族主義興起 93、高失業率、教育制度僵固及

醫療水準下降等問題。哈薩克與德國政府亦成立德國哈薩克委員會(Deutsche 

Kasachische Kommission)，在經濟及醫療上給予其同胞協助。在 1992 年成立哈

薩克德意志人議會(Der Rat der Deutschen Kasachstans)，主要對德意志人在德語學

習、保存德國文化及社會救助上提供協助。德國政府在中亞各共和國皆成立跨文

化中心(Begegnungszentrum)，提供德語課程、德文圖書館、報紙及多媒體影片音

樂，讓在當地德意志人能夠學習祖先的語言，使其隨後在德國的生活能夠快速融

入。在哈薩克議會的決議下，也在德意志人集中的地區設立了德語幼稚園。為了

鼓勵德意志人留在哈薩克，德國在解體後的十年內挹注 100 萬馬克(約 50 萬美

金)，供應煤炭、食品、藥品及鼓勵成立中小企業。94  

2000 年後，隨著哈薩克經濟情勢好轉，哈國亦積極吸引離開哈薩克之德意

志人回歸。近年來哈薩克總統納札巴耶夫(Нурсултан Назарбаев)便簽發超過

2,000 個回歸的德意志人之公民申請。95現今大約僅存 23 萬左右的德意志人居住

在哈薩克，96當中超過半數皆曾提出移民德國的申請。97 

吉爾吉斯德意志人在蘇聯解體後，由於經濟凋敝、當地民族主義之興起，引

<http://www.irinnews.org/report/28051/kazakhstan-special-report-on-ethnic-germans> (1 June 2014). 
92 居住在中亞的德意志人比居住在俄羅斯的德意志人同化來得深，原因是中亞各國德意志人的

人數與當地主體民族相比，人口相對較少，因此通常皆透過徹底斯拉夫化，來維持自身相較於當

地主體民族的優越性。 
93 蘇聯解體後，哈薩克推行哈薩克化(Kazakhization)，強行推行哈薩克語。法律規定大學生及政

府部門之職員都必須通過語言測驗，對當地德意志人之政治、經濟權益影響甚大。現今哈薩克德

意志人主要集中於三個地區：切利諾格勒(Tselinograd)、烏斯季卡緬諾戈爾斯克(Ust-Kamenogorsk)
以及哈薩克與吉爾吉斯邊境。 
94 “Kazakhstan Auf Wiedersehen,” The Economist (Apr. 13, 2000): 
<http://www.economist.com/node/302312> (14 April 2014). 
95 “Russian-Germans: Back to the Heimat,” Neweurasia.net (Jun. 11, 2007): 
http://www.neweurasia.net/politics-and-society/russian-germans-back-to-the-heimat(22 April 2014). 
96 J. Otto Pohl, “Volk auf dem Weg: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of the Russian-Germans From 1763 to 
the Present Day,” Studies in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Vol. 9, No. 2(2009), p. 282. 
97 Irina Mukhina, The Germans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 Routledge, 2007), p.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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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大量出走。解體後德國政府在吉爾吉斯對德意志人之住房、醫療及職訓方面亦

有協助。1989 年，仍有大約 10 萬人在吉爾吉斯，2009 年，在吉爾吉斯之德意志

人僅存 9,500 人。98  

1989 年在塔吉克大約有 3 萬名德意志人，因解體初期之內戰大量離開，到

2000 年僅存 2,000 餘名。99德國政府亦為當地同胞提供免費語言課程、醫療之協

助，吉爾吉斯政府在邱澤(Tschuj)及索庫盧克(Sokuluk)兩地成立了德意志國家文

化特區(Deutsche Nationale Kulturbezirke)。100 

 

二、俄國德意志人在德國 

(一)德意志裔之認定標準 

欲回歸德國的俄國德意志人，最重要的是其是否具有「德意志民族」

(Volkszugehöriger) 之條件。根據 1993 年新修改的聯邦流亡法第六條

(Bundesvertriebenengesetz; BFVG § 6)，聯邦行政局 (Bundesverwaltungsamt)將依

據申請人是否滿足下三項條件，判定其德意志民族之身分：101 

(一) 父母至少一方為德裔。 

(二) 對德意志民族有著基本認識，且基本認識是透過種族、語言、教育及文化所

習得(蘇聯國內護照需註明為德意志人)。 

(三) 具備簡單德語能力，而語言能力是在幼兒或青年時期，在家庭中所習得(語

言能力將在自出發地之最近德國駐外代表處官員測試)。 

由於蘇聯德意志人在蘇聯的特殊情況，使得其難以習得德語及文化，無法滿

足聯邦流亡法第六條第二項，申請人必須具備德語能力之要求，因此不能被認定

98 «Том 3.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состав и владение языками, гражданство населения Республики 
Таджикистан»<http://www.stat.tj/ru/img/526b8592e834fcaaccec26a22965ea2b_1355501132.pdf> 
(June 10 2014). 
99 Nurlan Suraganov, Die Zuwanderung Deutscher nach Russland seit dem 18. Jahrhundert und 
Gründe für die Rückwanderung bis in die heutige Zeit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Situation 
in Kasachstan (Norderstedt: GRIN Verlag, 2008), S. 45. 
100 Barbara Dietz, Zwischen Anpassung und Autonomie Russlanddeutsche in der vormaligen 
Sowjetunion und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erlin: Duncker& Humblot, 1995), S. 77. 
101 BVFG § 6 Volkszugehörigkeit: <http://www.gesetze-im-internet.de/bvfg/__6.html> (15 May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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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德意志民族。因此，將蘇聯德意志人特別規定只要祖先一方為德意志人便可被

視為德意志民族，102並依照聯邦流亡法第 15 條給予德國國籍。但對於原本是德

意志族卻選擇俄羅斯族的德意志人及其子孫視為永久失去為晚回歸者之身分資

格。103 

 

(二)回歸者(Aussiedler) 104之認定標準 

德國對回歸德國之時間不同，取得回歸者或晚回歸者之身分，並依此地位，

取得德國國籍。105 

基 本 法 第 116 條 (Grundgesetz, Artikel 116) 106 與 聯 邦 流 亡 法

(Bundesvertriebenengesetz, BFVG)補此互相補充法律的不足，是來自前東歐共產

國家及俄國各獨聯體之德意志人能夠申請回歸德國的兩個重要法源。為證明流亡

者或難民身分，需得到流亡者官署(Vertriebenenbehorde)所出具之證明。根據聯邦

流亡法第一條之第二項第三款，對於得到回歸者地位的條件主要為：107 

(一) 回歸者是具備德國國籍或德意志民族，在 1945 年 5 月 8 日前，在德國東部

102 Irina Mukhina, The Germans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 Routledge, 2007), p. 165. 
103 在蘇聯時期，通常以父親的族裔作為子女之族裔：若父母為不同族群：父親為俄羅斯人，母

親為德意志人，則自動被歸類為俄羅斯族；但是允許在 16 歲時由子女自己選擇更換父親或是母

親的族裔，許多德意志人擔憂反德情緒或歧視選擇其他族裔。而相反地，俄羅斯族在蘇聯佔優勢，

故多數人選擇填寫為俄羅斯族。參見：Barbara Dietz, Zwischen Anpassung und Autonomie 
Russlanddeutsche in der vormaligen Sowjetunion und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erlin: 
Duncker& Humblot, 1995), S. 28. 
104 回歸者泛指來自前蘇聯各共和國及共產陣營的德意志人，但並不是單純的名詞，而是一種特

殊身分。在東西冷戰對抗時期，變相成為一種政治工具，作為蘇聯共產政權對異己壓迫的證明之

一。回歸者之身分提供給在東歐及俄國的德意志人回歸西德的窗口，在冷戰時期，具備回歸者身

分的人士可直接在德國取得公民權並申請永久居住權；但在蘇聯解體後，這種政治工具的意義消

失，再加上移民人潮過多，故德國往後加緊了對回歸者的限制。 
105 到了 1993 年後，回歸者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統稱晚回歸者。兩者差別在於：回歸者即使未得

到德國國籍，仍被視為是回歸者，但若晚回歸者未得到德國國籍，即失去晚回歸者的地位。 
106 基本法第 116 條之內容： 
（1）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本基本法所指德國人系指具有德國國籍的人，或以德意志民族的難民

和被逐出家園人身分或作為此類人員的配偶、後裔，在 1937 年 12 月 31 日以後的德意志帝國領

域被接受的人員。 
（2）原德國國籍人在 1933 年 1 月 30 日至 1945 年 5 月 8 日之間，基於政治、種族或宗教原因被

剝奪德國國籍的以及其後裔，依申請應恢復其德國國籍。如他們在 1945 年 5 月 8 日之後在德國

有住所且沒有表示相反意思的，則視為未喪失國籍。參照德國基本法：

<http://www.recht-harmonisch.de/GG-chinesisch.pdf>，頁 36。(2014 年 5 月 18 日) 
107 Bundesvertriebenengesetz § 1Vertriebener: 
<http://www.gesetze-im-internet.de/bvfg/__1.html> (4 May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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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包括：但澤、愛沙尼亞、立陶宛、拉脫維亞、前蘇聯、波蘭、前捷克斯洛伐

克、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及中國有著居住地者。 

(二) 並在 1990 年 7 月 1 日流放措施之制定前，或者至 1992 年 12 月 31 日前，

透過接納手續離開上述地點者。 

早期回歸者不但享有與德國公民相同的退休金，健保及失業福利金；在語言

訓練費及職業訓練上的救助與晚回歸者相比，亦相當優渥。108在 1993 年前回歸

的德意志人被歸類為擁有回歸者；而 1993 年 1 月 1 日後才回歸至德國的德意志

人，則被稱為晚回歸者。因此大部分的俄國德意志人則屬於晚回歸者的類別。 

 

(三) 晚回歸者(Spätaussiedler)的認定標準 

俄國德意志人基本上屬於晚回歸者。依照聯邦流亡法第四條，若欲得到晚回

歸者之地位，需滿足下列條件：109 

(一) 晚回歸者屬於德意志民族，來自前蘇聯各共和國並在 1992 年 12 月 31 日前，

透過收容程序的六個月內，在德國法律規定下取得永久居留，且之前： 

自 1945 年 5 月 8 日或自 1952 年 3 月 31 日，在其流放或父母一方被流放後，或

於 1993 年 1 月 1 日前出生，且家族成員滿足前述兩者之時間條件者(除非其父母

或祖父母，在 1952 年 3 月 31 日後才遷入移民區)，在移民區有住所者。 

(二) 來自前蘇聯各共和國之德意志民族(Volkszugehöriger)，且在 1992 年 12 月 31

日或之前因其德意志民族之身分遭受歧視對待。 

(三) 晚回歸者根據基本法第 116 條為德意志民族；其配偶或子嗣，只要婚姻關係

有效，同樣適用該法律之範圍。 

德意志人來到德國收到一次性的旅費補助 102 歐元。而 1956 年 4 月 1 日前

因具備德意志血統而被流放或是監禁者，得到一次性賠償的 2,046 歐元；而在

1946 年 1 月 1 日前出生者則得到 3,068 歐元，但凡非屬晚回歸者之家庭成員將無

108 Irina Mukhina, The Germans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 Routledge, 2007), p. 165. 
109 Bundesvertriebenengesetz § 4 Spätaussiedler : <http://www.gesetze-im-internet.de/bvfg/__4.html> 
(19 May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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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得到任何賠償。110 

 

(四)回歸法令之改變 

在 1990 年前，俄國德意志人抵達德國後便自動取得公民身分，當時申請回

歸的德意志人甚至只需會說 Guten Morgen (早安)便可得到簽證。德國人自 1990

年代開始，發現取得晚回歸者身分過於簡單，大量的移民將會對德國社會經濟造

成影響。在 1990 年 7 月 1 日 「回歸者接納法」(Aussiedleraufnahmegesetz)之實

施後，導致德意志人回歸手續變得相當複雜。無論是回歸者或是晚回歸者，在進

入德國前，必須預先在所在地向德國聯邦行政局(Bundesverwaltungsamt)提出接納

程序，並由其決定法定條件之符合，核發接納證(Aufnahmebescheid)，進而獲得

進入德國的許可，111若其配偶非德意志人，必須聯合申請方可取得接納證。 

但隨著移民人潮不斷大量湧入，來自俄國的德意志人被視為工作競爭者及領

取救助金的群體。再加上兩德統一後的經濟問題、高失業率導致德國境內開始提

出管制東歐及前蘇聯德意志人回歸之數量。根據 1993 年通過的戰爭結果調解法

(Kriegsfolgenbereinigungsgesetz; War Consequences Conciliation Act)，對來自前蘇

聯各共和國及東歐之德意志人設下每年 225,000 人次的配額門檻，配額門檻到了

2000 年後，每年移民數量限制又下修為 100,000 人。112德語語言班自 18 個月縮

短為 6 個月，但仍享有健保。眾多的經濟援助、幫助德意志人融入德國社會的計

畫補助減少。 

德國亦有將以血統(Jus sanguinis)作為取得公民身分的國籍法改為出生地(Jus 

soli)之呼聲。113因此在 1993 年修改了聯邦流放法第四條，規定在 1993 年 1 月 1

日後出生的俄國德意志人子嗣沒權利回歸德國，只能以父母進行聯合申請，具備

110 “Deutsche aus Russland. Wer sie sind. Woher sie kommen. Was sie mitbringen,” 
<http://www.landesbeirat.nrw.de/publikationen/Deutsche_aus_Russland.pdf>, S. 18.(14 May 2014). 
111 楊君仁，「德國移民法制之變遷及其對我之借鏡」，法制論叢，第 44 期(2009)，頁 9。 
112 Irina Mukhina, The Germans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 Routledge, 2007), p. 165. 
113 Ruth Mandel, “Diaspora and the Post-Soviet Transnational Experience,” in Cynthia J. Buckley 
Blair A. Ruble& Erin Trouth Hofmann eds., Migration, homeland, and belonging in Eurasia,”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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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文化及民族的移民條件，正式消失。1141996 年後減少德意志人融入德國的

經濟援助、老人退休金大幅縮水，115非德裔之配偶及其子嗣則完全沒有退休金。 

滿足語言條件的門檻不斷改變，1993 年原先僅一家之主通過德文語言檢定

即可(但配偶及其他家庭成員可不具備)。116但 1997 年開始，語言檢定被列為得

到德國國籍的條件之一。117自 2005 年 1 月 1 日始，提高標準為所有家族成員必

須通過語言檢定，意即必須同時具備德語聽說讀寫能力。因此許多即使被德國政

府認定為德意志裔的俄國德意志人，卻因為語言的問題，超過半數以上無法通過

考試，導致其無法得到接納證，語言檢定成為想回歸德國的德意志人最大的絆腳

石。118  

俄國德意志人回歸德國後，主要集中在三大邦：巴伐利亞(Bayern)、北萊因-

威斯特法倫(Nordrhein-Westfalen)及巴登-符騰堡(Baden-Württemberg)。集中在這

三大邦之原因在於，早期回歸德國之俄國德意志人大多選擇定居在此，導致解體

後回歸之德意志人仍選擇與友人及親戚一同居住。因此在 1996 年後，由於人口

過於集中與某些邦，造成財政負擔，故聯邦政府設立「居住地分配法」

(Wohnraumzuweisungsgesetz)─ 規定若回歸者欲領取社會福利金，則必須在來到

德國的頭三年，居住在政府所分配的邦內，若違反將阻斷其社會福利救助。許多

人時效一過，馬上就從較落後且工作機會普遍較少的東部邦，回去西部邦居住。

居住地分配法隨著回歸人數下降後，在 2009 年 12 月 31 日被廢除。 

蘇聯解體後到 2012 年，總共有近 200 萬德意志人回歸德國。回歸到所謂「家

114 Marianne Takle, “(Spät)Aussiedler – from Germans to Immigrants,” Nationalism and Ethnic 
Politics, Vol. 17, No. 2, p. 168. 
115 1960 年 2 月 25 日，德國政府制定外國退休金法(Fremdrentengesetz)，德意志裔來到德國在其

前居住國之退休金可依西德標準計算。但 1993 年減少為 70%；1996 年 5 月 6 日後來德國之德意

志裔減少至僅為 60%。參見：“Fremdrentengesetz”: 
<http://www.russlanddeutschegeschichte.de/geschichte/teil4/aufnahme/rentengesetz.html>(21 May 
2014). 
116 J. Otto Pohl, “Volk auf dem Weg: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of the Russian-Germans From 1763 to 
the Present Day,” Studies in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Vol. 9, No. 2(2009), p. 281. 
117 口試由移民處的官員進行，必須要能以德語進行日常生活溝通，但沒通過的人數超過 35%。

參見：Irina Mukhina, The Germans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 Routledge, 2007), p. 166. 
118 “Junge Spätaussiedlerinnen und Spätaussiedler” 
<http://www.hochsauerlandkreis.de/untersuchungsbericht_spaetaussiedler.pdf>, S. 3.(2 June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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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德國之德意志人，也始終被認定為俄國人，亦面臨了許多適應的問題。119俄

國德意志人的後裔年輕人不願學習德語，僅願意與朋友及家人講俄語，甚至在德

國當地成立俄國德意志人的幫派；中老年人也因語言問題也僅有侷限的社交圈、

面臨因學歷不被德國所承認所造成長期失業，必須依賴政府救助的問題。此外，

德意志人居住在城市中較貧困，外來移民混雜的區域，與德國人隔離。德國當地

人也不將俄國德意志人視為德國人，俄國德意志人備受歧視。因此俄國德意志人

又回到了俄國伏爾加河流域及西西伯利亞地區，其中多數為農民。 

現今在俄國伏爾加地區，除了殘留下來的廢墟外以及在薩拉托夫市尚有兩處

街名 Germanskij pereulok及Zimmerwaldskaja還可看出德意志人曾經存在過的痕

跡外，120伏爾加德意志人的蹤跡幾乎消失了。而在其他地區，隨著德意志人漸漸

凋零，俄國德意志人的蹤跡也越來越難尋得。

119 少數俄國德意志人到了德國後，難以適應德國文化，且面臨語言之問題，大部分老年人仍懷

念俄國的親朋好友；但大部分人仍正常的適應在德國的生活，但時常也僅與來自前蘇聯各共和國

之人士來往。參見：Hans Hahnenkampf, Analyse der Lage der Deutschen in Russland nach dem 
zweiten Weltkrieg-mit besonderem Blick auf die Gründe,die sie veranlasst haben Russland zu verlassen 
und nach Deutschland zu kommen (Norderstedt: GRIN Verlag, 2010), S. 6. 
120 Philipp Keim, Die Wolgadeutschen von der Einwanderung bis zur Aufhebung des 
Kolonistenkontors (Norderstedt: GRIN Verlag, 2006), S.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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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節 

史達林歿後，德意志特殊移民身分逐步解除。首先在 1954 年取消特殊移民

某些限制，允許在公務前提下有限的自由移動，又取消特定種類之特殊移民限

制，少部份德意志人自特殊移民區釋放。1955 年德意志人重新獲得護照及恢復

服兵役之義務，並在年末做出解除蘇聯境內特殊移民之管制，在不允許德意志人

回歸出生地及索取被沒收之財產之前提下，德意志人開始自特殊移民區釋放，脫

離管制並在 1956 年春天全部獲得釋放。在解除移民區限制後，西伯利亞德意志

人移居到中亞各共和國，亦有數百至數千不等德意志人回到了其出生地；同時展

開零散的請願恢復自治共和國運動。 

在戰後，德國政府關注德軍戰俘及曾經被納入烏克蘭德意志人名單因而獲得

德國國籍的俄國德意志人之命運。在戰後，俄國德意志人之命運與受蘇德關係很

大的影響，在艾德諾訪蘇，與蘇聯建交後，兩國關係獲得改善，開啟兩國短暫地

蜜月期。除了德國戰俘回歸外，少部分曾獲得德國國籍的俄國德意志人亦在家庭

團聚的原則下回歸西德。同時俄國德意志人在文化、教育及宗教層面皆有著改

善，關於德意志人的資訊也重新出現在官方的出版品中。在 1964 年最高蘇維埃

主席團發布部分平反及撤銷伏爾加德意志人之流放命令，平反德意志人莫須有的

罪名。在獲得政治平反後，德意志人開始了有組織性的自治運動，並多次派出代

表團與蘇聯政府領導人會談；在歷次會談中除了文化自治權的讓步外，皆無重大

成效下開啟了德意志人回歸西德的回歸運動。 

歷經 60 年代末的短暫關係交惡，導致蘇聯單方面終止回歸申請，但 70 年代

在威利·布蘭特的東方政策作用下，蘇聯政府再度恢復以家庭團聚之原則回歸西

德。特別是在 1972 年取消德意志人居住地點之限制後，回歸西德的運動逐漸增

強。德意志人在蘇聯各大城市請願、示威遊行，蘇聯政府則以各種行政障礙來阻

礙回歸人潮，但 1970 年代的回歸人數與 1960 年代相比，仍整整成長了 10 倍之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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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戈巴契夫時期改革後，以往關於流放、自治運動及勞改營等禁忌話題被允

許公開討論，俄國德意志人也採取更積極的方式，要求蘇聯政府恢復其自治共和

國。1987 年戈巴契夫簽訂之新法令生效後，減少了德意志人回歸西德之限制， 導

致自 1987 年開始，德意志人回歸人數呈現爆炸性成長。在解體前夕，蘇聯政府

透過一連串的決議，對二戰時期之民族流放表達歉意及平反，完成了對德意志人

的全面平反。在與德國政府多次談判後，戈巴契夫原本同意在原本前自治共和國

之領土上建立德意志自治共和國，但在當地民眾激烈抗議下，最後僅在西伯利亞

成立兩個民族自治區。 

解體後隨著德意志人大規模回歸，仍有約 90 餘萬德意志人生活在俄國及前

蘇聯各共和國，人口主要集中在俄國、哈薩克及烏克蘭；塔吉克及吉爾吉斯僅存

數千名德意志人。德國政府為了減緩回歸潮，積極提供當地住房建設、語言文化、

職訓及醫療的協助，俄國政府及哈薩克政府在近年經濟好轉後，也積極吸引回歸

德國的德意志人回歸俄國及哈薩克。 

德國基本法第 116 條及聯邦流亡法，是德意志人回歸德國的重要法源，德意

志人因回歸德國之先後順序又可分為回歸者及晚回歸者。在回歸人數不斷增長情

況下，德國移民法規也歷經了不斷的修改，條件也越來越嚴格。除了設立回歸人

數門檻外，回歸者的語言學習、社會融入計畫、退休金及社會福利也遭到刪減。

此外，由於人口過於集中於某些邦，造成財政負擔，德國也開始對回歸者之居住

地進行管制。在眾多法規下，對於回歸人數有著最大遏止效果的為語言門檻，語

言門口由最初僅需具備簡單德語溝通能力，到 1993 年後，一家之主須通過語言

檢定，演變至 2005 年回歸者的全體家庭成員皆須通過語言檢定，這造成回歸人

數自 2005 年後迅速下降。回歸德國的俄國德意志人超過 200 萬人，主要居住在

德國的巴伐利亞、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及巴登-符騰堡。德意志人在回歸後亦面臨

語言、社會融合、失業及青年犯罪等問題，因為這些問題，少數德意志人亦選擇

再度回歸俄羅斯或哈薩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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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留在俄國及各獨聯體各國的的德意志人，有半數以上提出回歸的申請，但

皆因語言的問題無法獲得資格。可以預見的是，在俄國及各獨聯體國家，俄國德

意志人終將如伏爾加地區德意志人留下的的廢墟般，逐漸成為一個歷史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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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德意志人來到俄國的背景主要是經濟因素。在凱薩琳二世公布詔令前，當時

德國各邦受到前年戰亂所影響，土地歉收造成糧食支出大漲，此外，耕地不足、

徵稅過重及宗教壓迫因素亦是原因之一；相反的，當時俄國在兼併大片黑海領土

後，產生廣袤未開發之土地，急需填補人口空缺及發展當地經濟，但苦無高質量

的農民協助發展，故在凱薩琳二世詔令之邀請下，方才展開了德意志人遷入俄國

的百年運動。 

凱薩琳二世的詔令公布後，其邀請歐洲殖民者的政策被繼任沙皇延續。德意

志人來到俄國主要是透過海路，次之為陸路方式；而其遷入俄國之過程，主要分

為三個階段： 

(一) 1764-1769年：伏爾加河地區。 

(二) 1801-1823年：烏克蘭地區。 

(三) 1830-1880年：西烏克蘭的沃里尼亞地區。 

1860年後，德意志人在俄國各地區的殖民點發展趨於穩定，遷入俄國之運動

在1881年亞歷山大三世繼承王位後，也逐漸停息。到了20世紀初，隨著俄國歐洲

省份各殖民區的土地短少及人口過多，又引發德意志人往高加索、西伯利亞及中

亞地區移居的運動。 

大部分的文獻若論及德意志人之流放，都是以二戰戰爭作為開端；然而實際

上史達林流放德意志人早在 30 年代便開始，並可分為三個階段，且每個階段針

對的目標皆有所出入。 

(一) 在最初 1930 年代的去富農化時期，首先是以「階級鬥爭」為主，富農德意

志人被流放至西伯利亞及中亞地區。 

(二) 1935 年後，由原本的階級取向，移轉到「民族取向」，居住在邊境地帶的

德意志人被以國家安全之名義流放至後方，1937 年後更改以間諜為由以流放及

肉體消滅等方式對待德意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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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到二戰爆發後，史達林對德意志人的流放則轉變至全面流放之政策，首先

將邊境地區的德意志人流放、隨後流放伏爾加自治共和國，包括薩拉托夫州及薩

馬拉州的德意志人，最後是高加索及其它地區的德意志人。德意志被人流放到西

伯利亞及中亞的大後方流放一直持續到戰後，影響層面甚大。 

影響層面在居住地及人口、母語認同及教育程度、職業、婚姻等四個層面。

在居住地方面，德意志人原本是主要居住在俄國歐洲部份的民族；在流放後，則

成為主要集居在亞洲的民族。人口方面，在流放過後仍不斷提升，但母語認同度

及教育程度卻因流放逐年下降；職業的選擇也僅限於技術方面的工作，德意志人

在流放後幾乎都沒從事流放前的知識性工作。而婚姻也從原本主要本族通婚，轉

變至異族通婚率的比率越來越高。 

在蘇聯解體前夕，蘇聯政府在西伯利亞地區成立兩個德意志民族自治區，但

該二區德意志人並不是多數，甚至連半數都不到；雖然德國政府在當地展開了各

式援助計畫、推廣德國文化，但可預見的是，該二德意志民族自治區將終究成為

第二個猶太自治州─ 既不德意志也不自治。 

在 1956 年德意志人特殊移民身分解除後，便已展開了回歸運動，其中又可

分為三個階段： 

(一) 1951-1960 年─ 蘇聯與西德政府協商後的回歸，回歸人數超過 16,000 人。 

(二) 1961-1986 年─ 依家庭團聚原則回歸的德意志人，人數將近 8 萬人。 

(三) 1986-現今─ 自由回歸的德意志人。 

在三個階段中又明顯受到兩國外交關係影響，尤以前兩階段為是，第三階段

則是受德國國內移民法規之影響。 

第一階段 1951-1960 年間的回歸，是蘇聯與西德建交早期的蜜月期下所促

成，主要由德軍戰俘以及曾經獲得德國國籍(被登記在烏克蘭德意志人名單)的烏

克蘭德意志人組成。 

第二階段 1961-1986 年間的回歸中，初期由於 1960-1969 年代雙方關係交惡

下，人數比上個 10 年，減少將近一半。1970 年後由於莫斯科條約的簽訂，兩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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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關係又回溫，一直到 1978 年，人數不斷上升，但自 1979 年後呈現逐年下降

之趨勢並一直持續到 1986 年。 

第三階段在 1987 年後，由於戈巴契夫簽署新法令，使得人數開始呈現爆炸

性性成長，並在 1994 年達到高峰，並自 2006 年開始不斷穩定下降，一直下降到

2012 年的 1,782 人次。若未來德國移民法規未有重大變化，未來人數仍會不斷下

降。  

在歷經解體後大量回歸西德後，德意志人在俄羅斯僅剩不到 60 萬人、哈薩

克也不到 23 萬，有能力能回歸的德意志人早已想盡方法回歸，留下來的多半多

次提出申請，但仍因眾多條件之限制只能待在當地。在俄國經濟復甦後，普京多

次提出開發西伯利亞之計畫，希望能吸引德意志再次回到俄國；哈薩克總統納札

巴耶夫也對德意志人再度回歸哈薩克表示歡迎的態度，然而可以預估的是，德意

志人在俄國的未來並不樂觀，隨著時間演進，俄國德意志人最後可能成為一個歷

史名詞。 

另一方面，在蘇聯解體後至 2012 年，來自前蘇聯各共和國的德意志人回歸

德國人數超過 200 萬人次。關於回歸的法規也越來越嚴格，在 2006 年德國修改

語言檢定的法律後，更使得回歸人數急遽下降到數千人，2012 年僅有不到 1,800

人回歸德國，依此情勢推測，往後幾年回歸人數仍會繼續下降。  

俄國德意志人回歸德國後，即使大部分人良好地適應德國的生活，但對少數

德意志人亦產生了許多問題。中老年人除了因為學歷不被承認，必須要仰賴德國

政府的救助金外；由於語言問題，人際關係通常也僅限於與前蘇聯各共和國的人

士來往；青少年更因難以融入德國社會也產生了犯罪、輟學及社會融合困難等情

況。 

但隨著時間演進，筆者相信俄國德意志人最終將融入德國社會，逐漸改善 

「在家感受為外國人」(Zu Hause fremd)的情況，真正回歸到先祖居住的德意志

家庭中。 

對於本論文的後續研究之建議，可以參酌德國學者近十年來，以社會學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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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探討俄國德意志人之整合，族群認同及語言文化等議題，作為後續研究者之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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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俄國德意志人大事記 

1618-1648 年─歐洲 30 年戰爭。 

1756-1763 年─歐洲 7 年戰爭。 

1762-1796 年─凱薩琳二世執政時期。 

1762 年 12 月 4 日─凱薩琳二世發布第一次邀請外國殖民者之詔令。 

1763 年 7 月 22 日─凱薩琳二世發布第二次詔令。 

1764-1767 年─德意志人在伏爾加河流域建立殖民區。 

1801 年─沙皇保羅一世延續凱薩琳二世的移民政策。 

1804 年─沙皇亞歷山大一世邀請外國殖民者殖民俄國南部黑海地區。 

1871 年 6 月 4 日─亞歷山大二世廢除凱薩琳二世及亞歷山大一世給予德意志殖

民者之特權及特殊地位。 

1874 年 1 月 1 日─德意志人喪失免除兵役之特權，開始在軍隊服役。 

1870 年─德意志人開始大規模遷徙美洲，持續到一戰前夕。 

1830-1880年─沙皇批准了約25,000-30,000德意志人在西烏克蘭沃里尼亞地區定

居。 

1914 年 7 月 28 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 

1915 年 2 月 2 日─帝俄政府頒布清除法，收回德意志人在邊境地區的土地，並

流放居住在西烏克蘭沃倫尼亞、比薩拉比亞德意志人，隨後該項法律擴展至全國

其他地區。 

1915 年 12 月 13 日─帝俄政府制定擴大清除法，計畫在 1917 年春天將居住在伏

爾加河流域之德意志人流放至西伯利亞。 

1918 年 10 月 19 日─列寧簽署命令，成立「伏爾加德意志人勞動公社」  

1924 年─蘇聯境內成立「伏爾加德意志人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 

1929-1933 年─農業集體化時期，德意志人以富農名義首次被流放至勞動移民區 

1935 年 2 月 20 日至 3 月 10 日─住在西烏克蘭地區之德意志人首先被移轉至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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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隨後流放至哈薩克。 

1937 年 7 月 25 日至 1938 年 12 月 15 日─德意志人行動，對德意志人展開逮捕

及肉體消滅。 

1941 年 6 月 22 日─希特勒突襲蘇聯。 

1941 年 8 月─展開居住在邊境地帶德意志人的流放。 

1941 年 8 月 28 日─發布伏爾加德意志人之流放命令。 

1941 年 9 月 3 日至 20 日─在伏爾加自治共和國包含薩拉托夫及史達林格勒州展

開流放行動。 

1941 年 10 月至 11 月─展開對高加索德意志人及其他地區德意志人之流放。 

1942 年 1 月 10 日─勞動軍首次動員。 

1942 年 2 月 14 日─勞動軍第二次動員。 

1942 年 10 月 7 日─勞動軍第三次動員，首次將女性納入勞動軍。 

1943 年 3 月至 8 月─勞動軍第四次動員。 

1945 年 1 月 8 日─蘇聯人民委員會頒布關於「特殊移民法律定位之決定」，將特

殊移民的地位法律化。 

1947 年─勞動軍全面解散。 

1953 年 3 月─史達林歿。 

1954 年 7 月 5 日─蘇聯部長會議通過第 143- 649 號 「關於取消移民法律地位

的某些限制」決議。 

1955 年 5 月 9 日─戰爭期間被動員的德意志人特殊移民自特殊移民區釋放。 

1955 年 12 月 13 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作出「關於在特殊移民區之德意志

人及其家庭成員之權利」(О прекращении ограничений в правах немцев и членов 

их семей, которые находятся на спецпоселении)，德意志人脫離特殊移民之身分。 

1955 年 9 月 8 日─西德總理艾德諾訪問蘇聯，對德軍在蘇聯戰俘及德意志人議

題進行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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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年 2 月 24-25 日─赫魯雪夫二十大秘密報告中首度提及被流放之民族，但並

無提及德意志人及克里米亞韃靼人。 

1958 年 4 月 8 日─蘇聯與西德政府簽署關於家庭團聚及兩國紅字會合作協議

(Соглашение о воссоединении семей и 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Обществ Красного 

Креста обеих стран)。 

1958 年末─蘇聯與西德達成口頭協定，擴大家庭團聚的範圍。 

1959 年 4 月 24 日─蘇聯與西德簽訂家庭團聚條約(Договор о воссоединении 

семей)。 

1964年8 月 24 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發布 「對於部分平反伏爾加德意志

人在1941年8月28日之命令」(Указ о частичной реабилитации немцев Поволжья и 

отмене депортационного Указа от 28.08.41 года)，德意志人獲得政治平反。 

1972 年 11 月 3 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通過決議：「廢除對於在蘇聯境內之

德意志人關於居住地選擇之限制」 (Свободный выбор постоянного места 

жительства для немцев,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СССР)，取消了對於德意志人的各種居住

地點的限制。 

1991 年 12 月 25 日─蘇聯解體。 

2011 年 08 月 28 日─伏爾加德意志人流放 70 年紀念日，在前伏爾加自治共和國

首都恩格斯豎立紀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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