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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底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起初令筆者感到有點意外，在此之前，烏克蘭東部頓

巴斯地區已經被俄羅斯分割出來，我以為普京會就此退兵，等待將來另一個機會去「凌

遲」烏克蘭。若果如此，北約真的莫奈其何，在全面開戰之前，一月底拜登總統已經露出

了底牌，說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小規模入侵」（minor incursion）不會導致北約全力回

應。2014 年俄羅斯吞併了克里米亞，西方國家一面說制裁，但同時又大量進口俄羅斯的

天然氣和石油。假若今次俄羅斯只是吞吃了烏東，新一輪的所謂製裁也可能和上次一樣軟

弱無力。  

不過，如果回顧歷史和從貪婪心理學的角度來看這次戰爭，普京的冒進亦不算是太出

人意外。首先，讓我們不單止回顧歷史，而且更以假設性的問題去「改寫」歷史。  

《K20：怪人二十面相》是一齣由金城武主演的

推理電影，故事發生在一個虛構的平行時空，在這部

電影的場景裏面，日本跟英美簽訂了和約，1949年日

本依舊完整，並沒有受到二戰的浩劫。筆者認為，這

個版本的日本原本是有可能出現的。  

1894 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滿清政府戰敗後與日

本簽訂了馬關條約，將臺灣、澎湖、遼東半島割讓予

日本；1904 年日俄戰爭爆發，日本竟然打敗了俄羅

斯，雙方簽訂的朴茨茅斯條約讓日本控制了朝鮮和南

滿洲的大部分地區，包括亞瑟港和連接該地區的鐵

路，以及薩哈林島的南半部。1931 年發生了 918 瀋陽

事變，日本關東軍不費吹灰之力便佔領了中國東三

省，當時的國際聯盟只是無牙老虎，而美國朝野則擁

抱孤立主義。在短短幾十年間，日本的國土已經擴大

了幾倍，若果當時日本就此罷手，往後《K20：怪人二十面相》會由電影變成現實。但貪



得無厭的軍國主義卻作出了一連串愚蠢的決定，包括發動盧溝橋事變、偷襲珍珠港......，

結果兩枚原子彈令日本一鋪清袋。 

1936年三月，希特拉違反凡爾賽條約，將德國軍隊派往萊茵區，英法沒有強烈回應，

希特拉向法國和英國提出了一項為期 25 年的互不侵犯條約，並聲稱德國在歐洲沒有領土

要求，就此安撫了英法。 一年之後納粹德國吞併了奧地利，1938年 9月英國首相張伯倫

來到慕尼黑與希特拉簽訂和平協議，隨後德軍佔領蘇台德地區，捷克政府解散。1939 年 3 

月，納粹佔領了捷克斯洛伐克，在同年八月納粹德國和蘇聯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劃分了

勢力範圍。相信讀者已經猜到我下一句會說什麼，在短短幾年間納粹德國已經鯨吞了幾個

國家，英法等強國已經承諾容忍引希特拉的霸凌行為，而德蘇互不侵犯條約亦解除了來自

東面的潛在威脅，如果希特拉就此罷手，沒有侵略波蘭，沒有撕毀承諾去攻擊蘇聯，納粹

德國可能不會走上迅速覆亡的悲劇。  

上述的德蘇互不侵犯條約令史太林可以肆無忌憚在東面發展，1939年他和希特拉瓜分

了波蘭，同年蘇聯侵略芬蘭，最後佔領了芬蘭 12%土地，1940 年又吞拼了波羅的海三

國。在二戰末期史太林支持外蒙古獨立，建立了中蘇之間的緩衝區。二戰之後蘇聯盤踞東

歐，間接地控制了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東德、匈牙利、波蘭......。在二戰期間蘇聯

畢竟是反法西斯同盟的一員，當時美國對蘇聯的擴張幾乎是默許，若果史太林願意與美國

和西歐國家改善關係，那麼歷史將會改寫。但是史太林卻選擇在 1948年封鎖柏林，1950

年支持北韓南侵，並且繼續在全球輸出革命，太貪變貧，1991 年蘇聯解體是「歷史發展

的必然趨勢」。 

貪婪心理學是一個十分有趣的課題，心理學家萊昂塞‧爾策（ Leon Seltzer ）指出，

貪婪與成癮一樣，是解決不安的一種應對機制。極度不安全感會令人無止境地追求財富與

權力，希望自己勝過同儕，將人家比了下去。爾策的理論是用來解釋一般人的行為，而不

是針對政治領袖的心理狀態或者群眾的集體傾向，但筆者認為這說法用於後者亦很有說服

力。 

為什麼二戰前的日本不能滿足於已經擴充了幾倍的帝國呢？一個極有可能的原因，就

是過去千多年來日本的近鄰是幅員、文化都遠超過自己的中國，一股長期的自卑感和不安

全感，造成了不惜一切去完成霸業的春秋大夢。而二戰前大不列顛是雄霸全球的無日落帝

國，相比之下，納粹德國當然不會滿足於僅僅成為地區性霸權。在二戰之後美蘇分庭抗

禮，美國的存在已經令蘇聯感到極端不安。 

保羅‧皮夫 (Paul K. Piff) 是另一位專門研究貪婪的心理學家，他對這個主題進行了一

系列實驗，其中一個著名的實驗是讓受測試者玩大富翁，每次遊戲開始之前，其中一名受

測試者通過抽籤而獲得特權，例如每一輪都可以擲骰子兩次，並且可以得到額外的獎賞。 



實驗室隱蔽的錄影顯示出：這些得了甜頭的人比其他人更頻密地拿取放在枱面上的零

食，表現出更加傲慢的態度，在比賽之後更喜歡向人誇耀自己的過人之處，好像自己的獎

賞是應得的。同樣，雖然這些心理學研究是關於個人行為，但我認為亦可以應用在政治層

面。野心勃勃的政治領袖和追隨者常常覺得自己得到的一切是天命所歸，爭取更多是理所

當然的。 

在上面筆者兩次提到德蘇互不侵犯條約，這是一

個可恥的密約，是兩個獨裁政權劃分勢力範圍，當時

代表蘇聯的一方是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

（Vyacheslav Molotov），可悲的是，其後世子孫並沒

有對先祖的行為反省。哈薩克斯坦曾經是蘇聯加盟共

和國之一，在蘇聯解體之後宣布獨立，現任俄羅斯議

會議員尼康諾夫（Vyacheslav Nikonov）是莫洛托夫的

孫子，2020 年 12 月，他聲稱哈薩克斯坦的領土是上

天賜予「俄羅斯的大禮」，他認為哈薩克斯坦的北部

絕對是俄羅斯的土地，早晚應該歸還俄羅斯。 

尼康諾夫和普京的邏輯是同出一轍！ 到底還有

多少土地是上天賜予我羅斯的禮物呢？天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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