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芬蘭是「納粹黨走狗」嗎？   
余創豪 chonghoyu@gmail.com   

 

 

俄羅斯警告芬蘭和瑞典  

自從俄烏戰爭開打以來，俄羅斯對芬蘭、瑞典這兩個中立國家文攻武嚇，除了重彈防

止「北約東擴」的老調外，俄羅斯一直以來都以「納粹黨走狗」這個標籤去妖魔化芬蘭。

第二點我將會在下面詳細解釋，現在先交代俄羅斯、芬蘭、北約的三角關係。  

今年三月，俄羅斯外交部先後兩次警告芬蘭和瑞典，聲言若果這兩個國家加入北約，

它們將會面對「嚴重的軍事和政治後果」。

隨後，瑞典外交部長表示： 「我們拒絕這種

聲明，瑞典的安全政策由瑞典決定，俄羅斯

與我們的獨立決定無關。」四月七號，俄羅

斯國會議員賈巴羅夫 (Vladimir Dzhabarov) 警

告芬蘭，若果芬蘭加入北約，這將會是一場

「可怕的悲劇」 ，芬蘭將會成為俄羅斯合理

的軍事目標，芬蘭的舉動會「保證自己受到

毀滅」 。此外，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 

(Dmitry Peskov) 表示，如果芬蘭和瑞典加入北約，那麼俄羅斯將不得不用自己的措施去

「重新平衡局勢」 。 

儘管俄羅斯聲色俱厲地作出恐嚇，早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員國外長在布魯塞爾開會

時，提到芬蘭和瑞典加入的可能性。最近芬蘭總理馬琳訪問斯德哥爾摩，和瑞典首相安德

森商討參加北約的事宜，馬琳表示，除了加入北約之外，芬蘭再沒有其他更好方法自我保

護。瑞典將會在六月提交加入北約的申請，芬蘭內部正在商討之中，將會在六月前決定是

否加入。傳統上芬蘭人民希望保持中立和不結盟，並不熱衷於加入北約，但自從俄羅斯入

侵烏克蘭之後，民意開始逆轉，最近的民調顯示，將近六成芬蘭人傾向加入北約。  

 

  



大衛對抗巨人歌利亞  

那麼，「納粹黨走狗」這種

指控是從何說起呢？這段歷史傷

痕要追溯到二次大戰之前。二次

大戰前夕，俄羅斯要求芬蘭割讓

接近列寧格勒的一片土地，然後

用俄羅斯其他土地交換，芬蘭斷

然拒絕。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在

不宣而戰的情況下，蘇聯紅軍由東南面進入芬蘭，這場戰爭延續到一九四零年三月，時值

冬天，故此這場戰爭名為「冬戰」，而芬蘭軍隊是名副其實的「寒冬戰士」。  

蘇聯動員了二十一個師，這相當於其後盟軍登陸諾曼底兵力的三倍。芬蘭軍力在質與

量方面都遠遜於蘇聯，蘇聯全國有五百萬士兵、三百個師，芬蘭軍隊只有三萬三千人。一

九三九年九月芬蘭空軍只有 36 架戰鬥機和 21 架轟炸機，蘇聯派出了 2300 架飛機攻打芬

蘭，芬蘭空軍的老爺飛機時速只有 187公里，蘇聯軍機時速則高達 362公里。雙方實力之

懸殊，有如今日烏克蘭與俄羅斯的對比，或者好像是聖經裏面大衛對抗巨人歌利亞。 

 

國際社會對冬戰的反應  

那時候國際社會以不同形式幫助芬蘭，情況有如今日

許多國家都支援烏克蘭。例如意大利、法國、英國、美國

捐贈飛機給予芬蘭；愛沙尼亞、匈牙利、丹麥、瑞典、挪

威等多個國家都派遣志願軍幫助芬蘭對抗蘇軍。 

當時美國朝野都擁抱孤立主義，一九三三年羅斯福總

統曾經提出美國需要在國際事務上扮演更加積極的角色，

卻遭到口誅筆伐。蘇聯入侵芬蘭之後，羅斯福以強烈措詞

譴責史太林，說「蘇聯和其他獨裁國家都是一丘之貉」，

蘇聯的侵略行為是「對芬蘭可怕的強姦」，但他並沒有對

芬蘭提供實質的援助，充其量只是作出有限度的禁運，例

如要求美國飛機製造商不要賣飛機給蘇聯。一些美國商人

自發地拒絕售賣商品予蘇聯，前總統胡佛成立了援助芬蘭

基金會，從而幫助芬蘭的難民，到了 1940年 1月，該基

金會向芬蘭人捐贈了二百萬美元。  

 



化整為零、以小博大  

史太林以為芬蘭是垂手可得，出乎意料之外，蘇軍竟然受到重創，在整場戰爭中蘇聯

損失了六百架飛機，情況與今天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有點相似。史太林吹捧自己戰功彪炳，

直至赫魯曉夫時代，蘇聯才公布在「冬戰」中紅軍的死亡人數高達一百萬！ 

雖然芬蘭沒有機動部隊，但芬蘭士兵以

滑雪方式行軍，可以來去自如，他們以這

種戰術切斷紅軍的機動部隊，對他們進行

包圍，芬蘭稱這種策略為Moti。而且，芬

蘭士兵穿著白色制服，與雪地融為一體，

蘇軍則穿綠色軍服，在雪地上成為明顯的

射擊目標。  

蘇軍以坦克車開路，聰明的芬蘭士兵以

簡單便宜的方法，就可以摧毀蘇聯坦克，他們走到坦克車後面投擲燃燒彈，坦克車油缸起

火之後，整輛坦克車就會爆炸，俄羅斯士兵變成了「燒鵝」！所謂燃燒彈，其實是一個裝

滿汽油的玻璃瓶，瓶口塞上布來引火，這種自製炸彈不是芬蘭人的發明，它在一九三六七

月的至一九三九年四月西班牙內戰期間已經廣泛地使用，但芬蘭軍隊給這種炸彈起了一個

新名字：「莫洛托夫雞尾酒」(Molotov cocktail)。 一九

三九年八月，蘇聯與納粹德國簽署了互不侵犯條約，隨

後共同瓜分波蘭。簽署這條約的蘇聯代表是蘇聯外交部

長莫洛托夫，不用說，使用這個名字的目的就是要侮辱

莫洛托夫。 

以上的戰術有點像現在烏克蘭軍隊用化整為零和成

本比較低廉的導彈，去摧毀俄軍的坦克車及戰艦。 

 

冬戰以芬蘭割地告終  

蘇軍在東南線失利之後，於是派出後援由東北面切

入芬蘭，芬蘭派遣神出鬼沒的狙擊手對付紅軍。當時芬

蘭的氣溫低至攝氏零下五十至六十度，紅軍受到突襲而

死亡之後，血液馬上凝結，全身立即僵硬，所以很多蘇

軍無聲無息地站著死，同僚根本不知道敵人就在附近，

結果在東北戰場上蘇軍一樣損兵折將。 



史太林老羞成怒，調集了四十五師狂攻芬

蘭，芬蘭軍隊依然採用基於熟悉地形的戰略，當

紅軍經過結冰的湖面時，芬蘭軍隊以砲火打碎冰

層，令紅軍沉入湖中。 

「冬戰」維持了四個半月，芬蘭知道久守必

失，最後與蘇聯簽訂協議，割讓了百分之十二的

領土予蘇聯。芬蘭失去的領土是南面卡累利阿 

(Kreia) 及東面的一部分，情況有如烏克蘭失去南

面的克里米亞和東面的斯巴頓地區。  

 

俄羅斯不斷炒作芬蘭是納粹走狗  

一九四一六月年，希特拉單方面撕毀德蘇互

不侵犯條約，亦是在不宣而戰的情況之下，展開

「巴巴路沙行動」（Operation Barbarossa），全面入侵蘇聯。在冬戰中，蘇聯幾乎傾全國

之力，也無法征服一個小國，希特拉看透了蘇聯是紙老虎，他說： 「我們只需踢開大

門，整個腐爛的建築就會倒塌。」 

隨後蘇聯加入了中英美法的反法西斯同盟，芬蘭則與德國結盟，希望借助德國的力量

去收復失地，芬蘭與蘇聯的第二場戰爭名叫「延續戰爭」 （Continuation War），顧名思

義，這是冬戰的延續 。一九四四年納粹德國已露出敗像，於是乎芬蘭和蘇聯簽署了《莫

斯科停戰協定》，這和平條約的最終版本直到 一九四七年才在巴黎正式簽署，巴黎和約

將芬蘭列為納粹德國的盟友，認為芬蘭對戰爭負有責任，因此芬蘭需要向俄羅斯提供巨額

賠償。蘇聯由侵略者搖身一變，佔據了道德高地。  

一九四四年停戰協定與一九四零年和約的條件相似，芬蘭被迫接受俄羅斯佔據之前芬

蘭割讓的土地，但新的停戰協定還要將芬蘭整個佩察莫地區（Petsamo）移交給蘇聯。芬

蘭不單止沒有收復失地，而且損失比先前更加慘重。此外，芬蘭同意將共產黨合法化，並

且取締法西斯組織。最後，停戰協定還包括芬蘭必須將德國軍隊驅逐出其領土。 

二零二零年，俄羅斯宣告對在二戰期間芬蘭的卡累利阿戰俘營展開調查，俄羅斯的指

控是：戰俘營的工作和生活條件惡劣，芬蘭可能犯下了種族滅絕的罪行。芬蘭赫爾辛基大

學學者安蒂萊恩（Antti Laine）表示：這種指控毫無新意，俄羅斯幾乎每年都拿出來炒

作，其主要基調不外乎俄羅斯參加了反法西斯戰爭，芬蘭與納粹黨是一夥的。其實，遠在

葉利欽總統的時代，芬蘭學者已經盡量配合俄羅斯去翻查這段歷史。  

 



由沉默的羔羊到敢於亮劍  

也許芬蘭正是弱國無外交的典型，在二次大戰結束之後和冷戰期間，芬蘭不敢得罪蘇

聯，在外交上採取中間路線，因此美蘇兩個陣營一部分和談在芬蘭赫爾辛基舉行，最著名

的一次就是一九七五年八月美蘇等三十五個

國家在芬蘭赫爾辛基簽定了《赫爾辛基協

定》，在這個協定中，西方國家承認了蘇聯

在東歐的主導地位，但這些國家需要受到國

際社會的人權監察。  

1989年東歐變天，曾經被蘇聯吞拼的波

羅的海三國爭取獨立，但芬蘭避免公開支持

波羅的海三國 ，直至 1991年蘇聯已經是強弩

之末，芬蘭才承認波羅的海三國和跟它們建

立外交關係。 

由於在國際關係上芬蘭一直要看俄羅斯的

臉色，有些人誤會芬蘭是親俄，甚至以為芬

蘭是俄羅斯的一部分，例如根據美國前國家

安全顧問約翰博爾頓所說，特朗普總統於 2018 年訪問赫爾辛基與普京總統會談之前，曾

詢問其前任參謀長約翰凱利：「 芬蘭是否屬於俄羅斯？」 

雖然芬蘭於一九九五年加入了歐盟，但並沒有參加北約，正如前面提過，俄羅斯不斷

地恐嚇芬蘭不要加入，否則後果自負。有趣的是，蘇聯解體後，俄羅斯與白俄羅斯、亞美

尼亞、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幾個前蘇聯加盟共和國成立了集體安全

條約組織（CSTO），但芬蘭從來沒有警告俄羅斯不要成立任何軍事同盟或者加入任何國

際組織。 

在俄烏戰爭爆發之前，芬蘭總統尼尼斯托於元旦演講中重申芬蘭主權，表示芬蘭政府

保留申請加入北約的權利。尼尼斯託說，俄羅斯的要求威脅到歐洲安全秩序，他認為，若

要維護包括芬蘭在內的歐盟成員國主權和安全，便需要跨大西洋合作。正如文章開首提

及，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和對芬蘭作出多次恐嚇之後，芬蘭逐漸由沉默的羔羊變成敢於亮

劍。   

 

結語  

如果只是翻閱二次大戰的歷史，那麼我們會以為：跟納粹德國朋比為奸的芬蘭是施害

者，站在中英美法一面的蘇聯是法西斯的受害者。然而，衡量歷史的恩怨情仇應該採取一



個全面的眼光，現在納粹黨臭名昭著，但是一九三零年代和之前，許多人對法西斯主義、

納粹主義趨之若鶩，認為強人政治可以帶來民族復興、經濟發達、社會穩定......，那時候

許多納粹德國的暴行還未完全曝光， 芬蘭聯德抗蘇以圖光復山河是可以理解的。 

最後，假設在冬戰期間美國不是奉行孤立主義，而是積極地援助芬蘭去擊退蘇聯紅

軍，冬戰的結果是芬蘭沒有失去一寸土地，那麼在二戰期間大有可能芬蘭不會倒向納粹

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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