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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煥堯  

 

 
流感即流行性感冒的簡稱，它曾經在二十世紀初期的歷史舞台上大大地露臉了一

番，那就是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影響。任誰也沒有料到一次大戰的結束，居然就和這

小小的病毒牽扯上關係。從某個角度來觀察，一次世界大戰之所以會出人意表地戛然

而止，主要就是因為戰爭結束前一個月，即 1918 年 10 月突然爆發的西班牙流行性感

冒，簡稱西班牙流感的大規模肆虐。1 

1914 年開始的一次大戰，經過四年的鏖戰後，至 1918 年時歐陸各主要國家都已筋

疲力盡，這種情況在同盟國方面尤其明顯。該年 10 月，同盟國中為首的德國已感受到

沉重的壓力，於是向協約國方面提出了求和的呼籲。但協約國方面由於有美國參戰，

力量增強，想藉機徹底削弱德國，因此拒絕了德國的求和。德國在求和遭拒後，決定

在西線重新發動一次攻勢，與協約國決一死戰，以期扭轉局面。但就在此時，一個出

乎意料的特殊情況發生了。1918 年 10 月前後，西班牙流感突然爆發，而這種疾病，其

蔓延速度之快，病情之重以及死亡率之高，都令人大吃一驚，這突如其來的災難使人

們措手不及、一片恐慌，交戰雙方都深受其害。2 

因為此次流感不同於一般，不但對 20~40 歲的青壯年極具殺傷力，且往往不待併

發症產生即直接致人於死命，患者甚至在幾小時內就迅速死亡，歐戰中死亡的美軍有

                                                 
 黃煥堯，南台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社會科學組講師。 

1 瘟疫的歷史，肖水源、劉愛忠主編，知青頻道，北市，2005 年 12 月一版一刷，頁 115。這種疾病因此

前曾在西班牙造成 800 萬人死亡而得名。 
2 世界歷史祕聞軼事，張壯年、張穎震編著，究竟出版，北市，2005 年 3 月初版，頁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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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半就是被流感殺死的。3另外在德國至少有四十萬人因此死亡；而在英國甚至首相勞

合喬治也遭感染病倒了，法國則僅巴黎一地每周平均死亡人數就有一千多人。 

在這波流行性疾病的衝擊下，交戰雙方都產生了厭戰的情緒，特別是德國，許多

士兵不願意再打下去，投降、逃跑的越來越多，基爾軍港的海軍甚至發動起義、譁變

，迫使德皇威廉二世退位並逃往荷蘭。同盟國的成員保加利亞、土耳其、奧匈帝國先

後投降。新組閣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決定不惜一切代價向協約的國求和，而協約國方

面，由於疾病的蔓延和各方面的情勢影響，戰爭也難以為繼，於是同意了德國的求和

，西班牙流感成了結束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催化劑。 

 

 

 

                                                 
3 流行病史話，張劍光、陳蓉霞、王錦著，遠流，香港，2005 年 4 月初版一刷，頁 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