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塞拉耶佛刺殺事件

主條目：塞拉耶佛事件

1914 年 6 月 28 日，此日為塞爾維亞之國慶日。奧匈帝國皇儲費迪南大公夫婦在塞拉耶

佛視察時，被塞族青年加夫里若  ·  普林西普  （一名參加塞爾維亞恐怖組織「黑手黨」(Black 

hand)的波士尼亞學生）槍殺。奧匈帝國以此爲藉口，得到德國的支援後，於 1914 年 7

月 28 日出兵塞爾維亞。這件事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線。

[編輯] 戰事爆發

1914 年 7      月      28      日  ，奧匈向塞爾維亞宣戰。7      月      30      日  俄羅斯開始總動員，出兵援助塞爾

維亞。8      月      1      日  ，德國向俄國宣戰，並向法國提出最後通牒，要求其在德俄發生戰爭時

保持中立。法國拒絕，並進入總動員。8 月 3 日，德國向法國宣戰。8      月      4      日  ，德國入侵立

國時已保持永久中立的比利時。同日，英國考慮到比利時對自己國土安全的重要，又為

了確保比利時的中立和維護 1839 年簽署的《倫敦條約》，於是向德國宣戰。8      月      6      日  ，奧

匈向俄國宣戰。8      月      12      日  ，英國向奧匈宣戰。

[編輯] 西面戰線

主條目：西方戰線

在戰爭爆發之前幾年，德國總參謀長阿爾弗雷德  ·  馮  ·  施里芬  已制定了以速戰速決爲主要

特徵的施里芬計劃：先利用德國發達的鐵路網，集中優勢兵力在六星期內打敗法國，

然後將部隊調往東線進攻俄國。與此相對應，法國也制訂了以兩個集團軍齊頭並進，一

舉收復普法戰爭後被割讓給德國的阿爾薩斯和洛林兩省的第十七號計劃。但戰事的發展

卻出乎這些軍事家意料，使得這兩個計劃皆不可行。

[編輯] 德軍進攻

1914      年      8      月      2      日  ，德軍出兵中立國盧森堡，以取得盧森堡的鐵路網。8      月      3      日  ，德軍對

比利時不宣而戰。至 8      月      9      日  ，德軍成功攻佔比利時全境，並且驅逐在比利時境內的法

軍回法國境內。8      月      21      日  ，德軍分兵五路攻向法國北部，法軍失守，被逼後撤。9      月      3      日  ，

德軍已進逼巴黎，法國政府被逼撤退至波爾多。9      月      5  -12      日  ，德軍與英法聯軍在巴黎近

郊馬恩河一線爆發馬恩河戰役，結果兩敗俱傷，德軍只得轉入戰略防禦，固守安納河

一線，戰鬥開始演變為陣地戰。接著，雙方爆發了奔向海邊的運動戰，結果英法聯軍大

敗。德軍成功奪取法國東北部的廣闊領土，但始終不能截斷英法兩國的運輸線。隨後雙

方再爆發佛蘭德會戰，但雙方均無重大成果，結果戰事進入膠著對峙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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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戰事僵持

1915      年  春，英法聯軍趁德軍主力集中在東面戰線，發動了香巴尼和阿杜瓦兩輪攻勢。但

因為沿用舊戰術，而且欠缺強大火力掩護，結果被德軍成功抵擋，己方反而傷亡慘重。

該年 4      月  德軍反擊，並首次使用毒氣，使雙方的損失更為慘重。結果 1915      年  的西面戰線，

英法聯軍死傷百萬人，德軍亦死傷 61 萬人，但戰事仍然膠著。

1916      年      2      月  ，東面戰線的壓力稍為降低，德軍主力再次移師西線，與法軍爆發凡爾登

會戰。結果在激戰 7 個多月後，德軍仍不能攻取凡爾登。而英法聯軍為了制衡德軍，在

該年 7      月  初向索姆河一線與德軍爆發索姆河戰役，戰況更為慘烈。英軍雖然在這場戰爭

裡首次使用坦克，但雙方在傷亡共約 120 萬人後，戰事仍未有重大突破，並持續至該

年 11      月  ，西線再次變為膠著對峙狀態，不過協約國開始掌握戰爭的主動權。

[編輯] 美國參戰

1917      年      4      月      6      日  ，美國總統  威爾遜  在國會宣佈與德國斷交的情景

1917      年      2      月      3      日  因德國使用無限制潛艇戰，使美國多隻船隻被擊沉，美國與德國斷交 。

2      月      24      日  ，美國駐英大使佩奇收到破獲的齊默曼電報，電報稱如果墨西哥對美國宣戰，

德國將協助把美國西南部還給墨西哥，於是美國以此為根據，於 4      月      6      日  向德國宣戰。

1917      年      4      月  ，法軍於西線開展春季攻勢，與德軍在蘭斯和蘇瓦松之間進行會戰，歷時

共一個月，但法軍在傷亡 10 萬人後卻仍未有進展，引起了法國士兵的騷動，並導致該

次戰役的策劃者、上任不足半年的法軍總司令羅貝爾  ·  尼維爾  將軍被革職。戰事再度膠著，

而法軍因內部騷動，無力防禦，只得由英軍負責西線防禦。在該年下半年，美國提供的

裝備到達歐洲，英軍於是再在西線猛攻，但在損失 100 多萬人後，仍無法改變戰事的

膠著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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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最後進攻

1917      年      11      月  ，東面戰線因俄國發生十月革命並退出戰爭而結束，德軍立即集中於西線，

意圖在美軍到達歐洲之前，於 1918      年  夏季打敗英法兩國，以扭轉局勢。1918      年      3      月  -7      月  ，

德軍接連於西線發動 5 次大規模的攻勢，頭兩次攻勢在損兵 14 萬後仍無所獲。而美軍則

已到達歐洲，使協約國兵力大增。該年 5      月  底，德軍發動第三次攻勢，這次成功突破法

軍的防線進逼至距巴黎僅 37 公里之地，但並不能殲滅英法聯軍的主力，而己方則損失

13 萬人。在 6      月      9      日  -6      月      13      日  這 5天，德軍發動第四次攻勢，企圖將德軍在亞眠和馬恩

河的兩個突出點接連起來，以集中兵力攻擊巴黎，但並未能成功。7      月      15      日  ，德軍死心

不息，發動第五次攻勢，但在損失 15 個師後，一無所獲，己方軍力反而消耗殆盡，只

得撤退至興登堡防線，從此只能作消極防禦。

[編輯] 東、南戰線

[編輯] 俄國動員

1914      年      7      月      28      日  ，奧匈因為德國向其開出「空白支票」，因此自信心大增，與塞爾維亞

斷交並對其宣戰。俄國則宣布全國總動員，以支援塞爾維亞與奧匈戰鬥，這引起德國的

不滿（而兩國的惡性關係也埋下了伏線）。8      月      1      日  ，德國以俄國拒絕停止全國總動員

為藉口向俄國宣戰，並同時在西線進侵比利時。8      月      4      日  ，英國因比利時為其自身安全

的關鍵，因此對德宣戰。8      月      6      日  ，奧匈向俄國宣戰。

[編輯] 德俄交戰

俄軍乘德軍在開戰之初，集中兵力在西線之際，在東線向德軍發起進攻。8      月  下旬，俄

軍進入東普魯士，並逼向德國的心臟地帶，德軍被逼從西線調兵回援。德國援軍行動迅

速，很快便抵達東線，並於科穆辛森林附近消滅數萬名俄軍，使得東線戰局發展受到

德軍控制。9      月      11      日  ，俄國的第一集團軍再度被擊敗，德軍進逼至俄國境內，俄軍損失

共 25萬餘人。在南線方面，俄軍開始時在加里西亞和布柯維納屢次擊敗奧匈帝國的軍

隊，但德國隨後對奧匈提供支援，結果到 12 月中旬，東線戰事亦進入膠著狀態。

1915      年  ，德軍因為西線的馬恩河會戰失敗，決定先集中兵力擊潰俄國，逼使俄國停戰，

從而結束東線戰事，並且避免繼續陷入兩線作戰的困局，東線於是變成主要戰場。1915

年      5      月  ，德奧聯軍以 18 個師和 2000餘門大炮，分兵兩路進擊俄軍，並計劃將俄軍逼至

「波蘭口袋」內殲滅。雙方交戰 8 個多月，德軍攻佔普熱米什爾、萊姆堡、伊凡哥羅德、華

沙、布列斯特、維爾諾及里加，並逼使俄軍撤退至從里加灣到德涅斯特河一線，俄軍共

損失 170 多萬人。德軍雖然大勝，但已方損失亦極大，而且並未消滅俄軍主力，結果無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6%B6%85%E6%96%AF%E7%89%B9%E6%B2%B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7%8C%E5%8A%A0%E6%B9%B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7%8C%E5%8A%A0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B6%AD%E7%88%BE%E8%AB%BE&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8%83%E5%88%97%E6%96%AF%E7%89%B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F%AF%E6%B2%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F%AF%E6%B2%99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C%8A%E5%87%A1%E5%93%A5%E7%BE%85%E5%BE%B7&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90%8A%E5%A7%86%E5%A0%A1&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9%AE%E7%86%B1%E7%B1%B3%E4%BB%80%E7%88%BE&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5%E6%9C%88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15%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15%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15%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8%83%E6%9F%AF%E7%B6%AD%E7%B4%8D&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A%A0%E9%87%8C%E8%A5%BF%E4%BA%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9%E6%9C%8811%E6%97%A5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7%91%E7%A9%86%E8%BE%9B%E6%A3%AE%E6%9E%97&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D%B1%E6%99%AE%E9%AD%AF%E5%A3%AB
http://zh.wikipedia.org/wiki/8%E6%9C%88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C%AC%E4%B8%80%E6%AC%A1%E4%B8%96%E7%95%8C%E5%A4%A7%E6%88%98&action=edit&section=23
http://zh.wikipedia.org/wiki/8%E6%9C%886%E6%97%A5
http://zh.wikipedia.org/wiki/8%E6%9C%884%E6%97%A5
http://zh.wikipedia.org/wiki/8%E6%9C%881%E6%97%A5
http://zh.wikipedia.org/wiki/7%E6%9C%8828%E6%97%A5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14%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C%AC%E4%B8%80%E6%AC%A1%E4%B8%96%E7%95%8C%E5%A4%A7%E6%88%98&action=edit&section=22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C%AC%E4%B8%80%E6%AC%A1%E4%B8%96%E7%95%8C%E5%A4%A7%E6%88%98&action=edit&section=2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B4%E7%99%BB%E5%A0%A1%E9%98%B2%E7%BA%BF
http://zh.wikipedia.org/wiki/7%E6%9C%8815%E6%97%A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9%AC%E6%81%A9%E6%B2%B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9%AC%E6%81%A9%E6%B2%B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9E%E7%9C%A0
http://zh.wikipedia.org/wiki/6%E6%9C%8813%E6%97%A5
http://zh.wikipedia.org/wiki/6%E6%9C%889%E6%97%A5
http://zh.wikipedia.org/wiki/5%E6%9C%88
http://zh.wikipedia.org/wiki/7%E6%9C%88
http://zh.wikipedia.org/wiki/3%E6%9C%88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18%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18%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81%E6%9C%88%E9%9D%A9%E5%91%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11%E6%9C%88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17%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C%AC%E4%B8%80%E6%AC%A1%E4%B8%96%E7%95%8C%E5%A4%A7%E6%88%98&action=edit&section=20


法逼迫俄國投降。而尼古拉二世亦乘機罷免皇叔尼古拉大公的俄軍總司令職位，由沙皇

本人親自兼任俄軍總司令並御駕親征，但這並無法從根本上改變俄軍的局面。

[編輯] 土耳其參戰

德國為了牽制俄國，於是答應向鄂圖曼土耳其提供一億法郎的貸款，以換取其參戰。於

是土耳其於 1914      年      10      月      29      日  正式參戰。並與俄國在高加索發生戰鬥。俄軍初時作戰不

利，但於 1915      年      1      月  發動反攻，土耳其的第九集團軍被殲滅，共損失約 7 萬多人。

[編輯] 義大利轉投協約國

1915      年      5      月  ，義大利因為英法答應在戰後分得阜姆和達爾馬提亞，於是投向協約國一

方，對同盟國宣戰。同時，聖馬利諾亦派志願軍協助義大利，以及聖馬利諾戰地醫療隊。

義大利軍雖然實力較弱，交戰初期即損失近 30 萬人，但卻成功拖住了奧匈 40 個師的兵

力，緩減了俄法的壓力。1915      年      9      月  ，保加利亞加入同盟國，並出兵 30 萬，配合德奧

聯軍攻擊塞爾維亞，結果同盟國很快便佔領塞爾維亞全境，塞爾維亞政府及軍隊被逼

撤退至希臘的科孚島。

[編輯] 俄軍反擊

在戰壕裡作戰的士兵

1916      年  春，俄國調集 3 個方面軍共 200 萬人向德奧聯軍發動反攻，在激戰一輪後，雙

方各損失百萬兵力，但俄軍兵力較多，因此逼退德奧聯軍，並乘勝攻進加里西亞東部

地區，史稱勃魯希洛夫攻勢（勃魯希洛夫為當時的俄軍總參謀長）。羅馬尼亞亦於該年

8      月  向同盟國宣戰。德奧聯軍於是決定攻取羅馬尼亞，以奪取石油和糧食補給。結果羅馬

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很快便失陷，德奧軍隊佔領大部分羅馬尼亞國土。

[編輯] 進攻伊斯坦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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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加里波利之戰

協約國軍隊為了解除俄國在高加索被鄂圖曼土耳其牽制的困局，決定聯合進攻鄂圖曼

土耳其的首都伊斯坦堡。1915      年  初，加里波利之戰爆發。協約國先後有50 萬士兵遠渡重

洋來到加里波利半島。在近十一個月的戰事後，共約 13.1 萬人死亡，26.2 萬人受傷，結

果被逼撤退。這場戰役是一戰中最著名的戰役之一，也是當時最大的一次海上登陸作戰。

[編輯] 英土戰爭：阿拉伯的勞倫斯

主條目：阿拉伯的勞倫斯

阿拉伯半島十四世紀被土耳其佔領。雖然土耳其人也信奉伊斯蘭教，但是與阿拉伯人並

非是同一民族。1916      年  ，阿拉伯發生反抗土耳其的民族起義，英國從埃及派軍支持，英

國少校  勞倫斯  組織游擊隊，擊敗土耳其。

阿拉伯半島盛產石油，不過一戰時期尚未被發現。

[編輯] 俄國退出

帶領布爾什維克發動十月革命的列寧

主條目：1917      年俄國革命  

俄國本身為農奴制的經濟體系，經不起東線持續的戰事，結果其國內經濟崩潰，工廠

倒閉，失業率驟增，軍火補給極度困難，士兵極度厭戰。1916      年  冬，俄國內部各種矛盾

加劇，莫斯科的罷工人數更達至百萬人以上，結果，俄國二月革命在 1917      年      3      月      8      日  

爆發，令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亞歷山大  ·  克倫斯基  領導的臨時政府仍然繼續戰爭，但又

再被德奧聯軍擊敗。結果俄國工人及農民忍受不了，在 1917      年      11      月  （儒略曆      10      月  ），

由布爾什維克領袖列寧領導了一場武裝起義，推翻了臨時政府，建立了共產政府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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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共產國家。列寧其後與德國簽署《布列斯特  -  立陶夫斯克條約  》，並宣布退出第一次

世界大戰。

[編輯] 海上戰爭

日德蘭海戰中的英國皇家海軍

主條目：日德蘭海戰

雖然英德兩國在戰前爭建無畏艦，但在整個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卻只有一次大規模的艦

隊主力決戰，德軍少數布署在海外殖民地的巡洋艦隊在開戰的頭一年即遭優勢英國海

軍的肅清（雖然其中不乏如輕巡洋艦  恩登號  這樣成功的通商破壞艦），德國公海艦隊

也被英國海軍封鎖在波羅的海內。1916      年  ，德國海軍意圖突破封鎖，隨爆發英德海軍間

唯一的艦隊決戰日德蘭海戰。這場戰役的結果比較特別：一方面，舍爾海軍上將率領的

德國大洋艦隊以相對較少噸位的艦隻損失，擊沉了更多的英國艦隻，從而取得了戰術

上的勝利；另一方面，傑利科海軍上將指揮的英國主力艦隊成功地將德國海軍封鎖在

了德國港口，使得後者在戰爭後期幾乎毫無作爲，從而取得了戰略上的勝利。

而另一方面，在戰爭初期，德國主要依靠潛艇戰阻止他國對英國的物資援助，但因為

美國抗議而一度中止。但當德國海軍情勢越來越差，國內的經濟亦日趨惡化時，德國在

1917      年      1      月  決定恢復無限制潛艇戰，即凡是在英國水域的船隻，不論是敵方或是中立

國的，都有可能被德國潛艇擊沉，這大大影響了美國商船的航行，而且亦有美國商船

被擊沉的紀錄，因此德美關係惡化，美國開始有對德宣戰意欲，在齊默曼電報事件後，

美國正式對德宣戰。結果德國的無限制潛艇戰反而招致了強大的美國參戰。

[編輯] 世界大戰

[編輯] 日本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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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自從在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打敗中國及沙俄後，欲向中國獲得更多利益。因此其於

第一次世界大戰里投向協約國，向同盟國宣戰，以獲得德國在中國  山東半島  的權益，

於是在 1914 年 9 月向德國宣戰，發動了青島戰役，11 月攻佔青島。

[編輯] 拉美諸國參戰

在美國參戰後，拉丁美洲諸國亦跟隨美國向同盟國宣戰，結果使這場戰爭的範圍再度

擴大。但這些國家大多在名義上參戰，並未實際投入戰爭。

[編輯] 中國參戰

中國  [3]  當時為段祺瑞統治下的北洋政府，北洋政府為了獲取利益，於是便投向較有利的

協約國一方，1917      年      3 月 14 日與德斷交，8 月 14 日對德奧宣戰[4]。

[編輯] 大戰結束

[編輯] 德國變天

主條目：德國革命

1918      年      8      月  至 9      月  間，德軍再損失 15萬人、大炮 2000餘門及機槍 13000餘挺。不斷傳來

的軍事失敗的消息使德國國內的矛盾加劇。9      月  ，興登堡元帥建議在德國議會提出要「結

束戰爭」。但德軍的最高統帥部卻仍死心不息，意圖用剩餘的海軍艦隻與英國海軍進行

最後決戰。結果德國水兵因不願送死，在基爾港發生譁變，並迅速蔓延到整個海軍及全

國。11      月      9      日  ，德國首都柏林亦發生革命，德皇威廉二世只得宣布退位，並逃至荷蘭。

11      月      11      日  ，德軍求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

[編輯] 同盟國投降

雖然俄國退出戰爭，但德國的各盟國──鄂圖曼土耳其、保加利亞及奧匈卻因持續作戰，

致使經濟崩潰，國內各民族發生起義，結果無力再戰，相繼向協約國求和。最後德國內

部亦發生政變，並向協約國求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

[編輯] 巴黎和會

主條目：巴黎和會

戰後各國於巴黎凡爾賽宮召開和議，稱為「巴黎和平會議」（Paris Peace Conference，簡

稱巴黎和會）。會議的重大決定由美國總統  托馬斯  ·  伍德羅  ·  威爾遜  （Thomas Wood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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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son）、英國首相  大衛  ·  勞合  ·  喬治  （David Lloyd George）和法國總理喬治  ·  克列孟梭  

（Georges Clemenceau）主持。威爾遜總統主張寬大對待德國，在英國立場方面, 他亦主

張公平和不太苛刻的對待德國。原因是德國和英國之間有不少經濟活動交流, 站在利益

方面, 英國都主張不嚴懲德國。法國卻因為復仇心作祟，主張嚴懲德國。最後，諸國與德

簽訂的議和條約──《凡爾賽和約》，因應法國的要求而加入了極其苛刻的條款，向德

國強加了巨大的割地賠款及限制軍備條款。但同時間，並未處置德皇威廉二世、興登堡

元帥、魯登道夫將軍等決策者。結果為德國在 20 年後挑起規模更大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埋

下了禍根。

[編輯] 其他和約

戰勝國與其他戰敗國亦分別簽署了條件苛刻的和約，戰勝國與奧匈帝國的奧地利部分

簽署《聖日爾曼條約》，奧匈帝國被劃分為多個民族國家；與保加利亞簽署《訥依條約》，

保加利亞失去愛琴海出海口，並須賠款 4億 4500 萬美元；與匈牙利簽署《特里亞農條

約》，匈牙利領土大幅減少；與鄂圖曼土耳其簽署《色佛爾條約》 ，徹底瓜分鄂圖曼土

耳其的領土。後來的土耳其共和國只剩下伊斯坦堡、其附近小部分領土及安那托利亞的

部分。

以《凡爾賽和約》及其他各個和約所構成的戰後歐洲及國際關係的新體系，就是所謂的

凡爾賽體系，對戰後歐洲及國際關係的發展有著重要影響。影響

[編輯] 民族國家

沙俄帝國、德意志帝國、奧匈帝國、鄂圖曼土耳其帝國這四大帝國覆滅。而巴爾幹半島與

中東地區的民族國家則隨之而起，如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匈牙利和伊拉克  [5]   等。

[編輯] 歐洲削弱美日興起

原來為世界金融中心及世界霸主的英國，在戰後雖然領土有所增加，但其對領土的控

制力卻因戰爭的巨大傷亡與物資損失而大大削減，而其經濟亦因戰爭而大受影響，出

現嚴重衰退，從此其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讓給了美國。這場大戰也削弱了法、意、德；美

國成爲世界第一經濟強國，世界金融中心也由倫敦轉移到紐約；日本也由債務國變成

債權國，並侵佔了原屬德國勢力範圍的中國膠州灣及山東半島。

[編輯] 無產階級革命

大戰期間，俄國發生無產階級革命，使世界上出現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俄

（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從此共產主義便開始在世界各國擴散，至 1922 年，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98%87%E7%B6%AD%E5%9F%83%E8%81%AF%E9%82%A6%E7%A4%BE%E6%9C%83%E4%B8%BB%E7%BE%A9%E5%85%B1%E5%92%8C%E5%9C%8B&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B%8F%E4%BF%8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4%BE%E4%BC%9A%E4%B8%BB%E4%B9%89%E5%9B%BD%E5%AE%B6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C%AC%E4%B8%80%E6%AC%A1%E4%B8%96%E7%95%8C%E5%A4%A7%E6%88%98&action=edit&section=4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1%B1%E4%B8%9C%E5%8D%8A%E5%B2%9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3%B6%E5%B7%9E%E6%B9%BE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2%B5%E6%AC%8A%E5%9C%8B&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2%B5%E5%8B%99%E5%9C%8B&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A%BD%E7%BA%A6%E5%B8%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C%A6%E6%95%A6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C%AC%E4%B8%80%E6%AC%A1%E4%B8%96%E7%95%8C%E5%A4%A7%E6%88%98&action=edit&section=4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C%AC%E4%B8%80%E6%AC%A1%E4%B8%96%E7%95%8C%E5%A4%A7%E6%88%B0#cite_note-4%23cite_note-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C%8A%E6%8B%89%E5%85%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C%88%E7%89%99%E5%88%A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6%96%AF%E6%8B%89%E5%A4%A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D%B7%E5%85%8B%E6%96%AF%E6%B4%9B%E4%BC%90%E5%85%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6%9D%B1%E5%9C%B0%E5%8D%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8%9D%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4%82%E5%9C%96%E6%9B%BC%E5%9C%9F%E8%80%B3%E5%85%B6%E5%B8%9D%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5%A7%E5%8C%88%E5%B8%9D%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6%84%8F%E5%BF%97%E5%B8%9D%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F%84%E7%BE%85%E6%96%AF%E5%B8%9D%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C%AC%E4%B8%80%E6%AC%A1%E4%B8%96%E7%95%8C%E5%A4%A7%E6%88%98&action=edit&section=4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7%A1%E7%88%BE%E8%B3%BD%E9%AB%94%E7%B3%BB&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89%E9%82%A3%E6%89%98%E5%88%A9%E4%BA%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C%8A%E6%96%AF%E5%9D%A6%E5%A0%A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9%B2%E4%BD%9B%E7%88%BE%E6%A2%9D%E7%B4%8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9%B9%E9%87%8C%E4%BA%9E%E8%BE%B2%E6%A2%9D%E7%B4%8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9%B9%E9%87%8C%E4%BA%9E%E8%BE%B2%E6%A2%9D%E7%B4%8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8%B1%E7%90%B4%E6%B5%B7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A8%A5%E4%BE%9D%E6%A2%9D%E7%B4%84&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1%96%E6%97%A5%E8%80%B3%E6%9B%BC%E6%A2%9D%E7%B4%84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C%AC%E4%B8%80%E6%AC%A1%E4%B8%96%E7%95%8C%E5%A4%A7%E6%88%98&action=edit&section=3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C%AC%E4%BA%8C%E6%AC%A1%E4%B8%96%E7%95%8C%E5%A4%A7%E6%88%9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F%83%E9%87%8C%E5%B8%8C%C2%B7%E9%B2%81%E7%99%BB%E9%81%93%E5%A4%A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F%9D%E7%BD%97%C2%B7%E5%86%AF%C2%B7%E5%85%B4%E7%99%BB%E5%A0%A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7%A1%E7%88%BE%E8%B3%BD%E5%92%8C%E7%B4%8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6%AC%E6%B2%BB%C2%B7%E5%85%8B%E5%88%97%E5%AD%9F%E6%A2%A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8%A1%9B%C2%B7%E5%8B%9E%E5%90%88%C2%B7%E5%96%AC%E6%B2%B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5%9C%8B%E9%A6%96%E7%9B%B8


蘇俄收復烏克蘭，建立蘇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世界各地相繼建立共產主

義政黨或政權，直至冷戰結束為止。

[編輯] 德國復仇

參見：刀刺在背傳說 

《凡爾賽條約》將發動戰爭的責任悉數推給德國，從而對德國實行條件極為嚴厲的經濟

與軍事制裁，德國失去 13%的國土和 12%的人口，還被解除武裝，德國陸軍被控制在

10 萬人以下，且不許擁有空軍。但德國雖然在一戰中最後戰敗，其元氣並未受到過大的

傷害，工業體系依然保存完整，本土也並未受到戰火的波及。《凡爾賽條約》過多考慮戰

勝國的利益分配，完全沒有考慮戰敗國自身的利益，加上條約的空前苛刻性和掠奪本

質，造成德國貨幣瘋狂貶值，使得德國國民對強加給他們的條約有極強的抵觸和反感

情緒，因而引發德國民眾強烈的民族復仇主義情緒。德國人為擺脫《凡爾賽條約》桎梏，

各派政治勢力、各種政治思想在德國你爭我奪，顯得尤為激烈。種種因素配合，以及德

國在希特勒的納粹黨的領導下，終於爆發了另一次規模空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戰。

[編輯] 中國發起運動

主條目：五四運動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中國系戰勝國，雖然因此停止對戰敗的德國和奧匈帝國的庚子賠

款，並在巴黎和會中提出廢除外國在華勢力範圍、撤退外國在華駐軍等七項希望取消日

本強加的「二十一條」及換文的陳述書，但由於當時北洋政府的軟弱遭受列強拒絕，並

簽署將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此做法成為中國五四運動的導火線。

1919      年      5      月      4      日  由於山東問題中國北京的青年學生及廣大群眾、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

階層廣泛參與了一次示威遊行、請願、罷課、罷工、暴力對抗政府等多形式的愛國運動，

並使得之後中國政府在 6      月      28      日  沒有簽署凡爾塞和約。此運動對中國近代迄今之政治、

社會、文化、思想影響甚巨，此後北洋軍閥政府失去民心而垮台，也使得馬克思主義理

論在中國的廣泛傳播，並促使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和發展。[6]

[編輯] 軍人待遇

美國的一戰軍人領到每人每日 1 美元為薪金，另加 25分為每日在美國國外消費。後來由

於 1930      年代  的大蕭條，退伍軍人、其家屬與其他有關團體，向美國政府要求即時索取

戰時服務的酬勞金額不果而導致 1932      年  美國軍方介入的流血酬恤金進軍事件。

[編輯] 國際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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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國際聯盟 

鑑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傷亡與物資損失巨大，英法等戰勝國於是發起了一個用以減少

武器數目、平息國際糾紛及維持民眾的生活水平的組織，是為國際聯盟（簡稱國聯）。

然而，國聯卻不能有效阻止法西斯主義的侵略行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被聯合國取代。

[編輯] 女性地位提升

在大戰期間參戰國內大量男性均直接參與前線戰爭，導致國內勞動力大減，生產軍需

品、武器、後勤支援等的職位大部份皆由女性接替，使婦女的重要性提高。在戰後 1920

年代日本的婦女運動、1920 年美國給予婦女選舉權，至 1928 年英國亦給予婦女選舉權

等事件顯示婦女的地位得以重視，女權運動亦在此時興起。

[編輯] 文學藝術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殘酷造就了以海明威、艾略特為代表的「迷惘的一代」（Lost 

Generation）文學家，他們的文學作品及個人結局（海明威最終選擇自殺，艾略特最終

皈依宗教鬱鬱而終）都反映出這場戰爭給人類所造成了無法癒合的心靈創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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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凡爾賽和約》及其他各個和約所構成的戰後歐洲及國際關係的新體系，就是所謂的凡爾賽體系，對戰後歐洲及國際關係的發展有著重要影響。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