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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奶會有的，麵包會有的 
作者:程映虹   
 
  看過蘇聯電影《列寧在 1918 年》的人都會記得這樣一

句對白："牛奶會有的，麵包會有的。"這是列寧的衛士瓦西

裡前往鄉下征糧前安慰餓得半死的妻子時說的。三年後，當

俄國處於革命後最可怕的大饑荒時，麵包和牛奶忽然真的有

了，不過不是從被戰時共產主義政策收刮得顆粒不剩的農

村，而是從萬里之遙的美國。這是一個一直被蘇聯當局有意

隱瞞的歷史事實。  
 
  1918 到 1920 年，蘇維埃政權實行極左政策，向共產主

義窮過渡，取消市場和貨幣，把農民手裡的全部糧食都拿過

來，派紅軍和工人帶著機關槍下鄉征糧，俄國農村經濟徹底

破產，千百萬農民和蘇維埃政權尖銳對立。1921 年又逢俄國

大旱，數千萬人瀕臨餓死。布爾什維克一方面把俄國極其有

限的外匯拿出來給第三國際搞世界革命，派出代表到各國建

立共產國際的支部，另一方面想以數千萬人命危在旦夕為由

向西方要援助。但由於蘇維埃政權把所有外資都收歸國有，

西方國家和蘇俄斷絕了外交關係。革命策略十分靈活的列寧

找來了高爾基，讓他組織一個非官方團體向西方求援。  
 
  高爾基本來正在為被契卡（布爾什維克的肅反委員會，

集拘捕、審訊和判決為一身的專政機構）關押和迫害的知識

份子求情，現在正好利用這個機會向列寧提出釋放一些著名

知識份子以增強這個委員會的民間性質，列寧只好答應。於

是一大批下獄的知識份子和前政府人士被釋放，其中甚至包

括俄國文豪列夫·托爾斯泰的女兒。他們組成了一個非官方的

"全俄拯救饑餓委員會"。  
 
  七月十三日這個委員會成立後就通過各種途徑和西方

接觸。高爾基在美英報刊上發表文章，呼籲救救"托爾斯泰、

陀斯妥耶夫斯基、巴甫洛夫和格林卡的國家"。高爾基清楚地



 2 

知道假如他說"世界上第一個工人的祖國"是不會得到回應

的。七月二十三日高爾基的呼籲就得到了美國商務部長兼救

濟署長赫伯特·胡佛的回應。胡佛當時正主持戰爭對歐洲國家

的物資援助。胡佛寫信給高爾基，同意援助蘇俄糧食，但提

出兩個條件：釋放被蘇俄關押的七名美國人，美國救濟人員

在蘇俄分配救濟物資時不受蘇方干預。  
 
  列寧雖然在給政治局的信中痛斥胡佛，說是要當眾刮這

個美國佬的耳光，但他還是指示蘇俄外交人民委員會同意這

兩個條件。外交人民委員加米涅夫回信給胡佛，建議雙方派

代表會商有關細節。很快，美國代表布朗和蘇俄外交部付人

民委員李維諾夫在里加展開談判並與八月二十日達成協

定，蘇方釋放了一百多名被扣押的美國人質，這個數字大大

出乎美國政府的預料，因為很多在俄國的美國人早就失去了

聯繫，美國政府手頭只有二十多個人的名單。  
 
  里加協定簽署後，九月二十一日美國救濟署第一艘船"
鳳凰"號到達彼得格勒，運去了 700 噸糧食。胡佛派經濟學家

凱洛格和前印第安那州長古德里奇前往蘇俄考察災情，他們

的報告使得美國救濟署大吃一驚：總共有 1500 到 2000 萬人

受饑餓的威脅。這個數字遠遠超出了原先的估計，美國救濟

署不得不一再擴大援助的規模。  
 
  美國救濟署在蘇俄的救濟行動持續了兩年，運去了 70
萬噸以糧食和藥品為主的物資，光物資發放站就有 15000
個。援救行動的總金額達 7800 萬美元，這筆款項的購買力

在今天應該不下 100 億了。蘇俄用前沙皇政府留下 1800 萬

美元的黃金儲備支付了一部分援助金額。剩下的款項中，美

國國會撥款 2000 萬，大戰剩餘物資 800 萬，其餘 3200 萬美

元全部來自民間的捐獻，如美國紅十字會、聯邦教會理事會

和基督教青年會等民間組織主辦的活動。 美國援助物資主

要是糧食。為了讓更多俄國人能得到援助，美國救濟署物資

發放人員制定了人均最低營養標準，按當時物價計算，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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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可以給一個俄國人提供一個月的食品，以玉米為主。但俄

國兒童得到了額外的供應，包括壓縮牛奶、罐裝燉肉和小麥

麵包。在這次行動中，至少有一千萬以上的俄國人（多數是

兒童）因為這批美援而獲救。在留下的照片中，人們甚至可

以看到連包裝麵粉的布袋都被俄國人用來作成禦寒的棉靴。  
 
  對於美國人民的援助，蘇俄自然是又驚又喜。在給胡佛

的一封信中，高爾基這樣說：  
 
   "在過去的一年中你們從死亡中拯救了 350 萬兒童，550
萬成人，15000 學生，現在又有 200 多俄國學者得到了援

助……在我所知道的全部人類受難史上，沒有任何行動就其

規模和慷慨能夠和這次援助相提並論的……這次行動不但

是一次物質的救援，更是對在過去數年中飽受殘暴和憎恨折

磨的心靈的精神拯救……你們的援助將作為一項史無前例

的偉業載入史冊，千百萬從饑餓中被拯救出來的俄羅斯人將

永遠銘記在心。"  
 
  1923 年 7 月 18 日，當救援行動結束時，蘇俄政府為美

國救濟署在俄國的人員舉行歡送酒會，人民委員會付主席兼

外交人民委員加米涅夫宣讀了一份聲明：  
 
  "以千百萬獲得拯救的人民的名義，以蘇維埃俄羅斯和其

他蘇維埃共和國的名義，在全世界面前我們對這個組織，對

它的領導人赫伯特·胡佛先生……以及所有這個組織的工作

人員表達最深切的感激之情，我們要說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

共和國的全體人民永遠不會忘記美國人民通過這個組織向

我們提供的援助，我們將把這個記憶變成未來兩國友誼的保

證。"  
 
  加米涅夫宣讀完聲明後，將一份印在卷軸上的聲明原件

裝在一個精美的框子裡送給胡佛，這份檔至今還陳列在斯坦

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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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加米涅夫的讚美也許是虛情假意，但這並不妨礙

與此同時莫斯科的報紙說胡佛之所以這麼起勁，是因為他過

去投資的礦產有一部分在俄國的烏拉爾山區，他是想借機弄

回來。這個消息也被美國國內一些左派報刊刊登了。這種官

方的讚美更不妨礙蘇聯方面日後把這次行動說成是帝國主

義最陰險企圖的大暴露，例如乘機進行間諜活動和把沒人要

的剩貨運到蘇俄，等等。  
 
  在二次大戰後，蘇聯方面為對抗美國援助歐洲的馬歇爾

計畫，還讓幾個在歷次政治清洗中苟活下來的參與過胡佛救

濟行動的蘇聯人發表聲明，說自己就是在那次救濟中被美國

人拉下水當間諜的。  
 
  最有戲劇性的一幕發生在"全俄拯救饑餓委員會"最後一

次會議上。那些從監獄裡放出來組織這麼個委員會向西方呼

籲的知識份子和社會名流們滿以為自己立了大功，不說論功

行賞也會將前嫌一筆勾銷，於是紛紛前往出席，那知道讓契

卡逮個正著，一網打盡，送回了他們該去的地方。少數漏網

之魚中有托爾斯泰的女兒，後來她去了美國，終老在新澤西

州的一個農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