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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今年於香港爆發的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或稱反送中運動)，成為了國際眾所矚，

目的焦點，香港示威者主張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等三大宗旨來對抗香港政府，以求政

府可以撤回逃犯條例，除了靜坐、遊行，在今年八月二十三日，示威者更是組成了"人鍊"

向政府提出訴求，這種示威方式便是仿效一九八九年由波海三國(立陶宛、拉脫維亞、愛

沙尼亞)所發起的「自由之路」活動，波海三國發起此活動的目的是，希望世界諸國能關

心三個國家共同的歷史遭遇，並向蘇聯表達三國的獨立立場，有鑒於此事件在冷戰歷史

中的重要性，且距今剛好三十年，因此我們打算以此自由之路活動為主題，探討、歸納

該事件的背景、始末及其影響。 

 

二、研究方法 

 

        透過文獻研究法，以網路及書籍，查找波海三國歷史和自由之路運動資料，統一整

理討論，分析這件事對後人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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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波海三國近代歷史沿革 

 

    （一） 蘇聯蠶食、佔領及戰前對三國的統治政策(1939-1941) 

 

        波海三國被蘇聯佔領，在事件的整個歷史背景中，具有很重要的意義，也是一個一

定會討論到的時間點，但此處介於篇幅關係及三國被佔領過程的類似性，將會在後面的

論述把此三國視為一個整體，僅在三國背景中做一些簡單論述，及在被占領時間點及三

國當政者的部分上加以區隔，以簡化後面的論述。 

      

        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納粹德國與蘇聯締結《德蘇互不侵犯條約》，該條約中

除規定德國與蘇聯的互不侵犯政策外，另外附加了一份秘密協議，在該秘密協議中，德

國與蘇聯達成共識，即波海三國為蘇聯的勢力範圍。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德國進攻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歐洲戰場開始，戰爭爆發

後，波海三國由於這種夾在兩強權之間，十分危險的地理位置，不約而同地宣布了中立，

試圖明哲保身，不去淌這場戰爭的混水，但即便如此，蘇聯的槍口依然盯上了他們，在

與德國共同擊潰波蘭以後，蘇聯開始對此三國展開頻繁的政治行動。一九三九年九月二

十八日，三國中國土最小的愛沙尼亞成為了蘇聯首當其衝的施壓目標，在蘇聯強大的武

力脅迫下，愛沙尼亞被迫與其簽訂互助條約，允許蘇聯在其境內設置軍事基地，而沒過

多久，拉脫維亞、立陶宛也相繼步上了愛沙尼亞的後塵，與蘇聯簽訂了互助條約。 

 

        不過這裡就出現了一個問題，為什麼波海三國會選擇與蘇聯締約的道路呢?與蘇聯比

鄰，時刻受到其武力威脅固然是個很大的原因，但並不能完全的解答這個問題，因為當

三國被迫簽署互助條約時，還有這麼一個國家，同樣與蘇聯比鄰，也面臨了蘇聯逼迫的

難關，但並沒有像三國般如此快屈服，而是選擇了用武力來保衛國家主權的方式，那就

是三國北邊的芬蘭，因此我們不妨可以比較芬蘭與波海三國的差異，試著分析三國選擇

締約的其他原因。 

 

        比較兩者的差異，地理因素的影響必不可少，而地理因素又可以分成許多面向，最

直觀的，大概就是三國和芬蘭的國土面積差距了，芬蘭雖然獨立不久，但其國土還是有

一定的幅員，且在芬蘭的前線，卡雷利阿地峽，除了地勢險要，充斥著沼澤和森林難以

行軍，還有芬蘭花了十年構築的曼納海姆防線，此防線擁有八百個地下暗堡，並以交通

壕連接。在主要防禦地帶前設有二十到六十公里縱深的緩衝地帶。主要防禦地帶前和緩

衝地帶內廣泛設置了許多反坦克設施及地雷，因此還是有一定的防禦能力的。 

 

        相比之下，波海三國不但國土面積較小，無法實施大面積的戰略縱深，且國土大多

都是平原和丘陵，並無天險可守，且受制於此，其的經濟也沒有芬蘭的所得高，因此很

難構築出一條具有防禦能力的戰線來抵抗外來勢力的侵略，從戰略的方面來說，沒有足

夠的武力與蘇聯抗衡，是其選擇和平路線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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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靠武力脅迫，蘇聯也採取先禮後兵的政策，向三國亮出了利多的一面，例如，

立陶宛的歷史古都——維爾紐斯在波蘇戰爭期間為波蘭所占領，之後波蘭更直接將其納

入領土，一九三九年德蘇瓜分波蘭，維爾紐斯重新劃歸至蘇聯占領區，蘇聯政府知道，

維爾紐斯，不但是立陶宛曾經的最大城市，而且也是立陶宛人夢寐以求，想拿回的精神

象徵，因此在互助條約談判期間，蘇聯就曾提出可以把維爾紐斯還給立陶宛的條件來做

交換，稱此為「防止德國侵略立陶宛的保護措施」及「蘇聯對立陶宛的尊重及史達林的

善意」 

 

        拿回維爾紐斯，對於立陶宛來說，是個極具誘惑力的條件，因此，在立陶宛一些政

治人物都想達成此歷史大業，因此對政府極盡慫恿之事，稱其為民意所向，其後，立陶

宛政府答應了此條約。 

 

        至於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方面，蘇聯則是提出了此舉是在保護兩國不被德國侵略的

說法，及提供武器、軍事互助的條件來使兩國答應。 

 

        而芬蘭方面，在波海三國與蘇聯簽訂互助條約後，蘇聯也曾邀請芬蘭外長赴莫斯科

談判，但芬蘭卻持續都未回覆，蘇方進而指責芬蘭沒有波海三國積極，在交換利益上，

雖蘇聯也有提出以兩倍的土地換取芬蘭前線數個靠近列寧格勒的群島，但蘇聯所給出的

交換土地在當時都是尚未開發的森林地，且除此之外，莫斯科政府還提出芬蘭應該割讓

一些靠近列寧格勒的前線土地、允許蘇聯在芬蘭國內建立軍事基地及拆除曼納海姆防線

等要求，種種不符合等價交換的條件，最終使得芬蘭政府不願意與蘇聯簽訂互助條約。 

          

        在與三國的互助條約中，蘇聯在三國的駐軍人數，立陶宛給予了其兩萬人的名額(等

於立陶宛軍隊的人數)，其餘兩國各三萬(已超過兩國士兵的人數)，乍看之下，只有立陶

宛取得了平衡的結果，但這種平衡並沒有持續很久，一九四〇年六月，蘇聯以士兵失蹤、

三國串連反蘇等藉口，迫使三國修改互助條約，將裡面的駐軍人數增加，此時的三國，

內部都已經有蘇聯原先的駐軍，因此更是無法反抗蘇聯的要求，一九四〇年六月中旬，

蘇聯向三國發出最後通牒，國土最大的立陶宛最先成為蘇聯的目標，約有三十萬大軍浩

浩蕩蕩地往立陶宛開去，只不過，這群新增的駐軍名額並沒有開往軍事基地，而是直取

立陶宛的行政中心，戰略要地，同年七月，蘇聯紅軍即佔領了整個立陶宛，同樣的一幕，

在七月，也接著在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的領土上上演，根據美國紐約時報報導，共有近

五十萬的紅軍，參與了此次佔領行動，在控制三國的領土之後，蘇聯即開始組織親蘇的

蘇維埃政府——人民陣線，人民陣線無視三國憲法，雖有舉辦投票，但能投的選項只有

一個，一個月後，在一次的集會上，人民陣線一致通過了「請求蘇聯將三國納入領土」

的最高決議，而蘇聯接到請求後也欣然地答應將三國納入領土，一夕之間，三國成為了

蘇聯的領土，失去了作為獨立國家的身分。 

 

        吞併三國後，為了穩定民心及躲過西方譴責，蘇聯首先就向三國的人民保證生活方

式一切如舊，但等到蘇聯發現西方對這件事反應不大的時候，他們立馬改變施政方針，

首先的舉措就是清算三國的高層政要、軍界人士、警察首長，及民間的一些知識分子、

財政菁英、自由作家，這些人的存在被蘇維埃政府認為可能危害到他們的統治，因此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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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埃政府對付這些人可謂毫不手軟，逮捕、拘禁、驅逐，甚至殺害都是當局清算的常用

手段，包括這三國的領導人在內，也都在這次的清算行動中受道不同等級的處分，且最 

 

後都難逃一死，之後，蘇維埃政府更變本加厲，開始驅逐一般的市井百姓，當局把這些

被驅逐的人定性為「人民公敵」，例如在一九四一年的六月，光是在立陶宛，即有超過

一萬八千的立陶宛人被驅逐，史稱「六月遣送」在蘇維埃政府製造的紅色恐怖之下，三

國人民開始對政治噤聲，人人自危的氣氛瀰漫在三國之內。 

 

        處置完「人民公敵」後，接著蘇聯即開始著手改變三國的經濟政策，例如實施企業

國有化、集體農場等，試圖把三國真正改造成一個共產主義社會。 

 

（二）三國反抗運動(德國佔領＆史達林時期)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德國發動巴巴羅薩計畫進攻蘇聯，由於事出突然，蘇聯

並沒有做好戰爭的準備，因此德軍前期連戰連捷，波海三國也很快就易手為德國的佔領

區，當德軍初來乍到，踏入這三國的領土時，三國都有終於獲得救贖的呼聲，他們把德

國視為救世主般的存在，相信德國是結束暴政的天使，還有民間百姓自發性的參加德國

軍隊，或是組成游擊隊來與德軍共同對抗蘇聯，如納粹德國就曾在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

徵召當地人民來組成武裝黨衛隊，在立陶宛則有戰爭後期組成的國土防禦部隊，一九四

五年由於蘇軍的反攻及盟軍在西方的登陸，德國自顧不暇，因此希特勒下達指示可以允

許部隊中的當地人的士兵可以留下來保衛家園，同時，也有一些德國士兵為避免被蘇軍

俘虜而加入了三國本土居民所組成的游擊隊，利用三國繁雜的森林地貌持續同蘇聯抗爭，

後世將這些游擊隊員稱為「森林兄弟」森林兄弟也因此成為了三國人民反抗蘇聯統治的

典型代表。 

 

        森林兄弟對於蘇軍的攻擊無孔不入，防不勝防，而其中又以立陶宛的游擊隊最為剽

悍，他們與立陶宛的農民串連，除了襲擊政府，破壞各種設施，阻撓選舉外，還直接與

軍隊戰鬥，使得蘇聯損失了八萬人的軍力，而蘇聯為了報復，則開始實施驅離農村政策，

驅離農村政策使得游擊隊的攻勢稍微被壓制，然而武裝行動並沒有因此結束，森林兄弟

依舊持續抗爭，直至一九五三年史達林逝世，蘇聯治理政策發生轉變，武裝反抗才告一

段落。        

 

（三）二戰後蘇聯的統治政策 

 

        史達林之死是個蘇聯對三國政策的轉捩點，其後，蘇聯的政治鬥爭愈加尖銳，內務

部部長貝利亞成為了首度獲得權力的領導者，貝利亞認為，如果持續與西方對立，將會

導致蘇聯的滅亡，為了改善與西方的關係，貝利亞採取不同與以往的政策，給予波海三

國政府形式上的獨立，想使三國成為像是蒙古或波蘭般的附庸國家，這種鬆綁的政策，

使波海三國人民稍微恢復了一點對蘇聯的信心，但同時，貝利亞的政策也為當時的蘇聯

政界所不容，因此貝利亞政府沒過多久即告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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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貝利亞垮台後，新繼任的領導人是赫魯雪夫，赫魯雪夫和貝利亞的施政方針雖不盡

相同，但他們的共同點就是赫魯雪夫也十分不認同史達林時代的統治方式，其在蘇聯共

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就曾經大力的批判史達林及揭發他的罪行，並著手開始平反政策，

允許部分在史達林時代被非法驅逐、囚禁的三國人民可以回到自己的家園，在赫魯雪夫

時代，波海三國內部的政治鬥爭趨向緩和，拘捕減少，驅逐中止，紅色恐怖的氣氛逐漸 

 

消弭，三國內的共產黨要職也開始由本地人擔任，但此一政治自由的時光，在一九六四

年赫魯雪夫去職時即宣告結束。 

 

        一九六四年十月，布里茲涅夫通過政變推翻赫魯雪夫而得以上台執政，布里茲涅夫

的上台使得蘇聯在其執政的數十年間陷入了停滯狀態，雖然經濟總體還是略有增長，但

發展的速度卻不如以往，在布里茲涅夫的執政下，蘇聯的經濟開始衰敗，這時的蘇聯，

連自己的本土俄羅斯都已自顧不暇，其底下的加盟國更是雪上加霜，質疑蘇聯、脫離蘇

聯的呼聲不斷出現，波海三國政府也開始重新構思，一味跟著莫斯科政府的方向走，是

否為對國家最好的選項。 

 

二、自由之路事件始末 

 

（一）三國政府與蘇聯的交惡 

 

  一九八五年，戈巴契夫在布里茲涅夫辭世後接任蘇聯領導人，但由於前任的不當統

治及其後的政爭，此時的蘇聯已是千瘡百孔，風雨飄搖，為了挽救蘇聯的共產體制，戈

巴契夫開始進行一連串的改革，實施有限度的民主化，為了保全蘇聯，戈巴契夫打算放

棄蘇聯外的衛星國，轉而專注於蘇聯的內政，卻沒想到這將是加速蘇聯終結的第一步，

而且終結的步伐，就將從波羅的海開始。 

 

  戈巴契夫的上台，起初並未給三國人民的生活帶來任何顯著的變化，但漸漸地，一

些獨立於蘇聯之外的東歐衛星國，紛紛發生了民主革命，蘇聯基本上已失去對於局勢的

控制，輸掉冷戰的結果，也已經無法避免，這些外界的民主革命，跟三國內部那些由海

外人士發布，宣傳獨立的報章雜誌相互作用，讓三國境內的人們開始明白，自己擁有爭

取更好生活的權利，一九八七年六月十四日，正值蘇聯實施六月遣送，驅逐三國人民四

十六周年，拉脫維亞的獨立組織號召人民在拉脫維亞獨立戰爭的自由紀念碑下集會、獻

花，之後其他兩國的獨立組織紛紛效仿，三國的一些流行歌手也選擇以音樂的方式來喚

起人民對民族的認同，此一連串用歌曲表達獨立意願的運動被稱為「歌唱革命」受到歌

唱革命的影響，三國的共產黨先後與蘇聯的共產黨決裂，並修改憲法，賦予本國的蘇維

埃政府有「反對蘇聯法律的權力」。 

 

（二）事前籌備 

 

  在波海三國發起歌唱革命訴諸理念的同時，距離《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簽訂的五十

週年也即將到來，由於臨近這個歷史上的敏感時刻，波海三國與莫斯科的關係日益緊張，

一九八八年，為了舒緩劍拔弩張的情勢，蘇聯首次批准這些示威合法，沒有逮捕示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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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清蘇聯的態度後，三國的社運人士遂決定在《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簽訂五十週年的當

天發起特別大規劃的示威，且採用人鍊的方式來進行，人鍊的方式由誰何時提出至今不

詳，但此一新穎的示威方式很快就獲得了三國社運人士的認同，八月十二日，三國社運

人士派出代表簽訂正式協議，三國的蘇維埃政府也很快就批准了示威的請求，愛沙尼亞

政府甚至把示威當天的日期設為公眾假期，以解決雇主不讓員工參與示威的爭端。 

 

        示威的主辦機構為確保人鍊不受到干擾，預先在地圖上明確標出三國城市、鄉鎮和

村落的準確位置。交通不便者可乘坐免費巴士。全國均投入籌備工作，連之前置身事外

的郊區也積極參與。 

 

（三）示威開始 

 

  一九八九年八月二十三日，「波羅的海自由之路」活動如火如荼的展開，三國加起

來共有兩百萬人參與此次示威，從維爾紐斯開始，沿高速公路，經過三國的重要城市，

最後到達愛沙尼亞首都塔林，全長約六百公里，當地時間晚上七點，人鍊連接完成，示

威者和平地牽手十五分鐘，除此之外，一些地區也舉辦了聚會，他們或是邀請僧侶來舉

行彌撒，或敲響教堂鐘。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的人民陣線領袖在兩國邊界會面，舉行一

場象徵性的喪禮，豎立一支大型黑色十字架，還在地上放置了三副棺材，其上蓋著三國

的國旗，棺材的上面，則是架著納粹德國與蘇聯的旗幟，象徵著那些德蘇暴政的死難者、

「森林兄弟」、遭驅逐的人、政治犯，和其他被標籤為「人民公敵」的人，在喪禮上，

示威者手持蠟燭，誠心悼念，此次示威的動員人數之多，成功引起了整個世界的注意，

根據當時的空拍影像表示，人鍊即使是在最偏遠的鄉村地區，也幾乎是沒有斷開的。 

 

（四）外界反響及影響 

 

  自由之路示威的發起，使蘇聯當局受到巨大的壓力，蘇聯廣播電台發出聲明，使用嚴厲

的言詞警告波海三國，指責示威群眾歧視小數族群，威嚇仍然忠於蘇聯理想的人，並批評地

區政府沒有阻止這些行徑。蘇共稱自由之路會造成災難性的結果，同時也號召三國境內的農

民與工人挺身對抗示威，捍衛蘇聯的理想，總的來說，此聲明具有多重的意思，一方面間接

威脅使用武力，一方面則表示蘇聯還是希望以外交手段，不流血解決紛爭。 

 

除了蘇聯，西方國家也對這次自由之路的示威有所回應，美國總統喬治·赫伯特·華克·布

希和西德總理科爾主張示威應以和平的方式進行，譴責蘇聯的威脅，至於聯合國方面，三國

的社運人士有向聯合國的秘書長發表聯合聲明，表示三國人民受到蘇聯的侵略威脅，聯合聲

明傳到聯合國後，蘇聯原本堅定的立場立刻軟化，但莫斯科政府還是一直堅持把三國留在蘇

聯境內，是解決一切混亂的唯一方法，因此並沒有深入檢討此次示威的根本原因。 

 

   

 

        自由之路不只引起了外界的注意，也對世界上其他的共產國家產生了不小的影響，自由

之路喚起了這些國家人民的自由意識，也打擊到了在各國統治的共產黨政府，加深了這些國

家政府與人民的緊張程度，沒多久，東歐的這些共產主義國家也紛紛發生革命或是政黨輪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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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這些國家改組政府的手段不盡相同，但有一點共通的是，在這波民主化浪潮中，各國的

共產政府紛紛垮台。 

 

（五）重建獨立 

 

  自由之路活動結束後，三國的政府與民間都開始進行未來政策要如何轉變的討論，在立

陶宛，蘇維埃政府舉行了大選，但此次大選與以往不同的是，這次的選舉名單上多了其他的 

 

政黨選項，而打破了以往只有共產黨一黨獨大的局面，最終，選舉以立陶宛的獨立組織──

薩尤季斯全面勝出告終，薩尤季斯上台執政後，政策目標立即轉向為要讓立陶宛成為獨立國

家，一九九〇年二月九日，立陶宛政府舉行獨立公投，獨立選項以壓倒性的優勢勝出，三月

十一日，立陶宛政府正式宣布恢復立陶宛的獨立地位，並通過臨時法(憲法)，成為第一個脫

離蘇聯獨立的加盟共和國，之後，三國中的其他兩國，愛沙尼亞與拉脫維亞也先後在一九九

一年的八月二十日，二十一日宣布獨立，截至一九九一年底，西方大部分國家承認波海三國

的獨立。 

 

（六）波海三國現況 

 

1、 經濟現況 

 

  波海三國獨立之後進行結構性改革，轉投自由市場經濟，同時積極融入西方，就是

想在經濟上盡量減少對俄羅斯的依賴，經濟體系在二〇〇四年更是決定加入北大西洋公

約組織與歐洲聯盟，加入歐盟對三國經濟有巨大的幫助，歐洲的市場，加快三國的經濟

轉型，也帶動許多外資，即使受二〇〇八年金融海嘯衝擊，也能迅速重振回來，現在波

海三國人民 GDP 遠遠超越俄羅斯人，三國屬於高收入經濟體也是人類發展指數極高的國

家，三國後面也陸續加入北歐投資銀行，波羅的海國家理事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歐

洲安全與合作組織，歐洲理事會，申根公約和歐元區。 

 

2、與俄羅斯的關係 

 

  獨立以後，三國與俄羅斯的關係也是個值得探討的議題，有鑑於半世紀以來的蘇聯

的獨裁統治歷史，目前三國除了把自由之路的舉行日八月二十三定為「歐洲史達林主義

和納粹主義受害人紀念日」 在拉脫維亞跟立陶宛國內，更是有法律明令禁止懸掛蘇聯國

旗與其他有關共產主義的標誌，至於愛沙尼亞則針對這議題在討論當中，由此可見三國

並沒有對這歷史上的糾葛釋懷。 

 

  二〇一四年克里米亞危機後，出於對地緣政治的擔憂，三國又再次對俄羅斯起了戒

心，擔心俄羅斯會有再次入侵的可能，所以紛紛採取符合自身國情的應對措施，如立陶

宛就恢復了自二〇〇八年中斷的徵兵制度，開始強化本國軍力，同時也加強與北約其他 

 

成員國的合作關係，北約也因此時常在波羅的海舉行軍演以嚇阻俄羅斯，以上兩點都不

難看出，目前三國與俄羅斯的關係，並沒有到非常融洽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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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論 

 

    自由之路活動不只對當世的世界局勢造成影響，對後世的人民效仿，也起到了很大的

作用，如在二〇〇四年，台灣即有效仿自由之路的二二八牽手護台灣示威活動，目的是反

對中國大陸部署針對臺灣的飛彈設施以及支持反飛彈公投，此人鍊當時共有兩百萬人參與，

也是臺灣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社會運動，無獨有偶，在國外，也有效仿人鍊的示威活動，

如二〇一三年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亞之路及今年在香港所舉行的香港之路，雖上述人鍊的主

辦方並沒有都稱是效仿自由之路，但以此為靈感發想的亦不是完全沒有 由此可見自由之路

的影響力至今仍然存在，絕不是個過去了就消逝的活動。 

 

同時，在這次的活動中，三國人民英勇無畏的抗爭精神，也很值得後人借鑑，對比台灣目

前的國際處境，雖說和波海三國的情況並不完全一樣，但有一點相同的是，不論是當時的

波海三國、還是現在的台灣，在國際上，都遭遇到了專制政權的威脅，因此我們不妨可以

藉著自由之路的事件來反思，面對專制政權，我們應該採取怎樣的態度來應對，才是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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