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南台通識電子報 

31 
 

 

 

 

 

 
● 黃煥堯  

 

 

前文曾提及聖經啟示錄中所敘述的戰爭、飢饉、災荒、瘟疫等現象是傳統人類社

會中可重創人口數的因素。當時談到了戰爭，本文則續談飢饉。傳統社會所以會產生

飢荒的情況，大體不脫政經因素干擾、氣候異常或意外災難等原因，但在交通便利與

糧食供應順暢等情況尚未成熟之前，人類要應付飢荒其實較諸現代真是有更多能力不

及之處，尤其是對事發後的救治而言。也就是說，飢饉不管古代或現在都會發生，人

類在抑制其成因方面，成效始終有限，但在事後的救助上，卻因交通與糧食系統的發

達，使得現代人得以比傳統社會更能阻止飢荒的蔓延擴大，從而挽救更多災民免於淪

為餓莩。這一點從二戰以後的非洲可以看出，儘管近數十年來非洲各地屢因各種自然

或非自然等因素的干擾而發生飢荒，但在聯合國或各種國際組織的介入援助下，雖然

還是存在有餓斃的現象，但像傳統中國一旦遭遇飢荒即”死者枕藉、白骨蔽野、餓莩

千里、十室九空”等大量死亡的情況，就甚少再發生，這不能不說是現代社會在交通

技術與糧食供應方面比起傳統環境有著大幅改善的緣故。  

儘管如此，很奇怪的是二十世紀仍有一些因飢荒而導致大規模死亡的情況，即令

人類社會的進步已降低了此種現象發生的機率仍舊如此。而這往往就牽涉到政治考量

、人謀不臧或管理不當等的問題，且比起因自然因素導致的飢荒，前述那幾個因素毋

寧更令人感到毛骨悚然、不寒而慄。因為這種飢饉的產生經常是蓄意的、策略性的，

甚至於是明知故犯者。以 1930 年代初蘇聯的大飢荒為例，當時蘇共領袖史達林為報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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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集體農場政策的農民，決定用暴力的手段從倔強的農民手中把全部收成搶走，聽

任他們去挨餓，光烏克蘭一地就餓死了二百五十萬至四百八十萬人，這場浩劫也被學

者認為是史上極其罕見人為的、故意的，執政者主動製造出來的飢饉。政府不仁，以

百姓為芻狗，為了維持一個運作不良、效率不高的共產體制，不惜如此糟蹋眾多百姓

的生命，委實令人覺得匪夷所思。  

另外如中國在 1950 年代末至 1960 年代初的”大躍進”運動，其後果甚至還更為

慘重，緣因當時在此一運動下的農業生產充斥著一片反科學、反經驗的浮誇風，各省

競相上調各項農產產量的數據，導致應按固定比例上繳中央的糧食嚴重超限，地方存

糧不足無以為繼，於是飢荒迅速擴散開來四處蔓延，據現今專家估計，光 1959 至 1961

三年間，中國內部因飢荒而死的總人數在三千萬至四千萬左右，相當於消滅一個中型

國家的總人口。而且當時毛澤東領導的中共當局，雖明知國內飢饉的災情慘重，但為

了裝飾門面、粉飾太平，竟然還打腫臉充胖子繼續對外輸出糧食，也不尋求國外的援

助，任令老百姓深陷於飢餓的煉獄中，也不改其好大喜功的初衷。中國與蘇聯的人民

真是何其倒楣，碰到如此毫無仁心不恤人命的統治者，套一句西方常用的民諺” 有這

樣的統治者，還需要什麼敵人嗎？”敵人說不定還不會這麼殘暴不仁、凶殘成性呢！

人類歷史的發展按理應是由野蠻至文明、由草昧至先進來發展，但觀察上述的例子，

這番道理似乎也不再是如此地顛樸不破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