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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国初 ,立足于国内外形势 ,民主德国将完成德国统一确立为主要任务 ,并采取

了争取两德谈判为主 、发动群众运动为辅的策略。然而 ,民主德国争取德国和平统一政策最终

失败 ,其主要原因是以美苏对峙的国际局势的走向是全面冷战而不是达成和解 ,同时也与两德

政府的对立以及民主德国自身的政策失误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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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之初 ,民主德国积极寻求通过两德谈判来建立统一的全德政府 ,为此还提出了种种建议。然

而 ,在东西方对抗和两德对立的形势下 ,民主德国争取和平统一的种种努力均告失败 。

一 、民主德国立足两德谈判的和平统一政策的确立

二战后 ,战胜国在德国问题上的分歧重重导致德国的分裂长期化 。首先 ,这些国家都不会轻易放弃

通过战争获得的权益 。其次 ,作为欧洲地理位置的中心 ,两个德国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成为美苏两

国在欧洲势力范围内建立稳定的秩序的基础
[ 1]
(第 162 页)。最初 ,四国在德国的最高统治权只是临时性

的 ,以对德和约没有签订为由 ,四国都将在德国的特权长期化 、合法化。在 1952年的《波恩条约》和

1954年的《巴黎协定》中 ,美 、英 、法三国保留了在安全保障 、柏林以及全德性质问题上的权利和义务 ,苏

联也是尽量保留自己在德国的特权
[ 2]
(第 118 页)。此外 ,两个德国的对立也使德国问题的解决更加困

难。建国后 ,联邦德国阿登纳政府选择了倒向西方阵营的外交战略。为了融入西方 ,阿登纳选择的是先

欧洲一体化后德国统一 ,甚至为了前者还不惜搁置德国统一。建国初 ,民主德国也明显地倒向苏联一

边。由于在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 ,两德政府达成妥协已经比较困难 ,在它们都企图加入对立

的冷战阵营后 ,德国的统一更是存在着难以逾越的内部障碍 。

从上可见 ,在德国问题被纳入冷战格局和两德分别倒向了对立的冷战阵营后 ,德国统一的实现困难

重重 。1948年的柏林危机显示 ,拥有德国统一钥匙的美苏两国都极力避免直接的暴力冲突 ,德国问题

的解决只有和平谈判一条道路 。在涉及德国问题的各方势力中 ,民主德国的实力最为薄弱 ,在政治 、经

济 、安全方面都十分依赖苏联的支持和保护 ,它在 50年代初期积极于两德的统一谈判 ,在很大程度上体

现的是苏联意志 。至于苏联的德国政策 ,斯大林关心的是落实通过波茨坦协定获得的权益。在民主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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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单独负担了赔偿责任后 ,苏联主要是努力保障自身安全。在晚年 ,斯大林十分担心苏联的安全 ,赫鲁

晓夫还讥笑他生活在生怕敌人进攻的恐怖之中[ 3](第 565 页)。二战后 ,真正能威胁到苏联国家安全的只

有美国 ,因而 ,斯大林竭力阻止美国力量停留在欧洲和反对美国主导的西方联盟的建立。斯大林对战后

国际形势的看法是 ,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市场的矛盾比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的

矛盾更为激烈;德国会很快地再次崛起并要求独立[ 4]
(第 622-624 页)。从这一判断出发 ,斯大林主张建立

一个中立 、统一的德国 ,一方面德国的复兴有利于扩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 ,另一方面一个统

一 、中立的德国可以阻止美国继续留在欧洲。而且 ,主张德国统一还可以使苏联获得德国人民以及国际

舆论的支持 ,避免承担分裂德国的责任 ,从而可以提高苏联的国际威望 。在外交策略方面 ,由于以前与

西方的对抗性合作没有什么收获 ,斯大林在晚年放弃了强硬路线 ,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态度
[ 5]
(第 24 页),

表现在德国政策上是他采取了以谈判方式解决德国问题的新策略。

虽然民主德国在德国政策方面采用谈判策略体现了苏联的影响 ,但它坚持德国统一目标不仅是外

部因素作用的结果 ,也是其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所在 ,早在建国之初 ,统一社会党政府就将完成国家统

一确定为主要任务[ 6](第 221 页)。民主德国坚持德国统一的动因是:

(一)经济因素

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 ,德国建立了统一的经济结构并形成了相互依存的自然分工 ,煤 、铁等自然资

源丰富的西部是发达的重工业区 ,资源缺乏的东部是全国的主要农产品供应区 。二战后 ,德国被分区占

领 ,占领当局各自为政严重阻碍了德国经济的正常联系 ,影响了德国的经济恢复 ,也给民主德国的经济

制造了严重困难[ 7]
(第 1175-1176 页)。因而 ,为了反对资产阶级控制德国经济和促进德国经济的恢复 ,统

一社会党主张恢复德国的统一 。

(二)安全因素

二战后 ,德国被解除了武装并被限制从事军事生产 ,四大国分别在各自占领区驻扎了军队 。1949

年 4月 ,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建立 ,西方还企图将联邦德国拉入其中。统一社会

党的判断是 ,这是帝国主义力量准备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该计划的目标首先是巩固帝国主义在联邦德

国的统治 ,然后是使德国充当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动新侵略战争的跳板和攻城锤[ 8]
(第 37 页)。而积极地

进行重新武装的阿登纳政府是美国金融资本最亲密的盟友和助手。因此 ,为了维护自身安全 ,民主德国

积极支持苏联东欧国家建立中立 、统一德国的主张 。

(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因素

二战后 ,斯大林一度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比较乐观 ,他甚至认为在英国也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
[ 9]

(第 84 页)。联邦德国在 50年代初的情况十分糟糕 ,1950年冬的失业人数接近两百万[ 10]
(第 220页),国内的

政党斗争非常激烈。因而 ,民主德国领导人也十分看好德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形势 ,格罗提渥估计 ,大约 3

000—5 000万有被选举权的德国人将支持统一的反法西斯国家观念
[ 11]

(第 56页)。所以 ,尽管在人口 、领土

面积以及经济潜力等方面不如联邦德国 ,民主德国却在争取统一方面更为积极主动 ,因为“民主德国的立

场往往立足于走向共产主义制度的革命性变化将会并一定会出现的估计上”[ 12](第 40页)。

(四)民族主义因素

二战后 ,统一社会党支持建立德国人的政府 ,反对国家和民族的分裂 。在建国的当天 ,民主德国建

立了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全国阵线 ,该组织的首要目标是建立民主德国领导下的统一国家
[ 6]
(第 218

页)。在联邦德国为了加入西方阵营而搁置国家统一时 ,民主德国高举民族统一旗帜有利于获得要求统

一的大多数群众的支持 ,从而巩固新政权并提高其威望。统一社会党也刻意将自己打扮成德意志民族

利益的代表者和护卫者 ,而将阿登纳政府指责为外国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和卖国贼[ 13](第 13 页)。

总之 ,从国内外形势和现实利益考虑出发 ,民主德国在建国后选择的是在苏联东欧国家支持下与联

邦德国谈判统一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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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民主德国和平统一政策的调整及其争取德国统一的努力

从 1949年建国到 1955年加入华沙条约组织 ,完成统一是民主德国的主要国家任务 ,统一社会党也

作出了种种努力 。民主德国争取国家统一的斗争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 ,从 1949年 10月到 1950年 9月 ,由于忙于恢复经济和巩固政权 ,民主德国在争取国家统

一方面表现消极 。建国初 ,民主德国主张在波茨坦协定的基础上完成德国统一 。为了实现德国的统一 ,

民主德国多次提议举行两德谈判和积极发动群众 ,如提出“德国人的德国”口号 ,煽动联邦德国群众反对

英 、法 、美三国以及与它们密切合作的阿登纳政府 。然而 ,由于建国后存在严重的经济困难 ,民主德国在

争取德国统一上表现消极 ,主要是进行政策宣传 ,并没有制定和实行切实有效的措施 。

第二阶段 ,从 1950年 10月到 1952年 6月 ,民主德国积极争取开启两德之间的统一谈判。朝鲜战

争爆发后 ,由于担心苏联威胁其西欧势力范围 ,美国开始将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纳入西方军事体系并付诸

行动 。统一社会党政府意识到 ,联邦德国倒向西方特别是积极加入西方军事集团的政策也危及了它的

安全[ 14]
(第 291 页),并与其反帝统一道路背道而驰。因此 ,民主德国一方面积极争取苏联东欧国家的安

全保障 ,一方面支持 1950年苏东八国外长会议通过的以中立换统一的布拉格决议 ,即要求按照波茨坦

协定签订和约和最终从德国撤军 ,德国两部分谈判德国统一问题 。从布拉格会议结束到统一社会党第

二次代表会议召开前夕 ,民主德国多次向联邦德国和西方建议谈判解决德国问题。然而 ,联邦德国拒绝

承认民主德国的国家地位使有关谈判从未举行 ,双方只是在建立全德政府的方式和步骤等问题上争执

不休 ,主要涉及全德立宪议会产生方式 、自由选举的举行以及对德和约等问题。1952年 5月 26日和 27

日 ,联邦德国和英 、法 、美等国先后草签了关于结束德国占领状态和组建欧洲防务集团的《波恩条约》和

《巴黎条约》 。两个条约的签订表明 ,民主德国以谈判德国统一问题来阻止联邦德国重新武装的政策没

有奏效。

第三阶段 ,从 1952年 7月到 1954年 1月 ,民主德国继续争取德国统一 ,同时也加快了社会主义建

设的步伐 。建国后 ,民主德国的主要任务是完成德国统一 ,但在统一前景渺茫以及西方威胁上升后 ,保

持政权稳定便成为更为迫切的任务 。在 1952年 7月举行的统一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上 ,统一社会党

的新任务是将社会主义建设上升为与统一斗争并列的国家任务 。实际上 ,随着以统一换中立的政策趋

于失败 ,民主德国的德国政策开始强硬化 ,其主要措施是对内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对外努力于社会

主义阵营的团结和一体化 。然而 ,民主德国争取国家统一的努力毫无成效 ,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作更

是问题重重。1953年 6月 ,工人的罢工抗议引发了柏林骚乱 ,统一社会党内部的反对派也趁机要求只

将德国统一作为主要目标
[ 11]

(第158 页)。在苏联的支持下 ,统一社会党第一书记乌布利希保全了统治地

位 ,民主德国继续实行完成统一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两大任务并存的政策 。

第四阶段 ,从 1954年 1月到 1955年 5月 ,民主德国是优先巩固社会主义政权的生存和安全。斯大

林逝世后 ,为了解决德国问题和欧洲安全问题 ,四大战胜国外长会议于 1954年 1月再次在柏林召开。

国内动乱刚刚平息 ,民主德国明白谈判时机对自己不利 ,为了避免四国牺牲其利益 ,它试图影响苏联的

谈判立场 ,促使苏联同意和谈及其准备工作必须有德国代表参加以及必须通过两德的直接协商来成立

临时全德政府 ,等等 。由于四国的分歧依旧 ,柏林会议没有达成实质性的协定。会后不久 ,苏联取消了

对民主德国国家机关的监督 ,并授权民主德国自行决定它的包括两德关系在内的国内外事务。柏林会

议后 ,获得主权的民主德国更加强调自身的安全与存在。1954年 3月 30日 ,统一社会党“四大”召开。

大会决议表示不要求简单地把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成果搬到联邦德国 ,但也开始坚持保持现状[ 7]
(第

1232 页)。联邦德国外交官格雷韦后来也意识到 , “柏林会议是最后决定德国两个部分分道扬镳 、彼此距

离越来越远的起点”
[ 15]

(第 167 页)。1955年 ,两个德国分别加入对立的军事集团 ,德国的分裂局面进一

步巩固 ,这也宣告民主德国立足谈判的统一政策最终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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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民主德国争取国家和平统一努力失败的原因

民主德国争取德国和平统一政策失败 ,主要原因是当时的国际局势的走向是全面冷战 ,同时也与两

德政府的对立以及民主德国自身的政策失误有关 。

(一)东西方关系是走向全面的冷战对抗而不是达成妥协

二战后 ,斯大林十分担心苏联的安全问题 ,因而他提议建立一个中立 、统一和非社会主义的德国。

但是 ,指望斯大林放弃民主德国也是不可能的 ,因为苏联的安全政策是将安全边界扩大到国土之外的中

东欧国家 ,民主德国成了苏联安全防线的前哨阵地 。至于西方在德国统一方面的立场 ,美国国务卿艾奇

逊的回忆录显示 ,美国更关心的是欧洲的前途 ,它不愿意为了德国重新统一而向苏联付出高额的破坏欧

洲未来前景的代价[ 16](第 162 页)。可见 ,在美苏冷战中 ,德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它实际上取代了英国作

为欧洲力量平衡中心的地位 ,甚至还成为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平衡中心 。因而 ,美苏都不愿在德国问题上

作出实质性的让步 ,它们需要对德国实行割据 。在美国成功地重新武装联邦德国和改组了北约后 ,苏联

不得不针锋相对地建立了华约军事集团并将民主德国纳入其中 。在东西方在欧洲的冷战走向了危险的

军事集团对抗后 ,德国的分裂进一步扩大和巩固。可以说 ,德国问题导致了冷战的加剧 ,而冷战的升级

又加深了德国的分裂 。在美苏冷战升级的总体形势下 ,东西方不可能在冷战的焦点问题 ———德国问题

上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

(二)两个德国在德国问题上的分歧难以弥合

在争取统一过程中 ,民主德国向联邦德国提出过许多建议 ,但由于双方的立场差距太大 ,谈判未能

举行 。实际上 ,两德在德国政策上的差异体现了两国外交战略的对立 。建国后 ,阿登纳政府确立了倒向

西方的外交战略 ,其德国政策从属于这一战略 。在德国统一问题上 ,阿登纳坚持“实力政策” ,他优先考

虑的是积聚实力和取得西方的支持 ,而不是谈判 ,他甚至比西方更坚决地反对谈判德国统一问题 ,因为

他一直将民主德国的谈判提议看作是苏联扩张和破坏欧洲联合的棋子
[ 17]

(第 27页),或者是民主德国企

图取得与联邦德国平等的地位 。在德国问题上 ,民主德国一度将国家统一目标置于优先地位 ,但它同样

选择了倒向苏联一边的外交战略。由于既想完成国家统一又想发展社会主义事业 ,民主德国的理想是

在波茨坦协定基础上解决德国问题 。但在联邦德国重新武装和加入北约的危险出现后 ,以苏联为首的

社会主义阵营决定与西方妥协 ,希望以德国的统一来换取德国的中立 。由于四国谈判一直没有结果 ,苏

联希望由两德谈判来促成德国问题的解决 。然而 ,对民主德国不利的是 ,西方坚持自由选举的统一方

式 ,而联邦德国在人口和领土面积方面占有优势。因而 ,民主德国在统一提议中尽量保护自己的利益不

受损害。如最初它主张两德派出人数相同的代表平等谈判德国统一 ,后来向联邦德国的立场让步 ,同意

以自由选举为统一的第一步 ,但又企图塞进民主德国的选举制度内容 ,以保证在选举上的有利地位 。正

是由于在选举方式上互不相让 ,有关德国自由选举的谈判毫无成果。在乌布利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后 ,

对立的社会制度在德国土地上出现 ,两国举行统一谈判更加不可能。

(三)民主德国在争取德国统一过程中存在策略失误

为了完成德国统一 ,民主德国采取了以两德谈判为主 、发动群众运动为辅的两手策略 ,两德谈判未

能实现的主要原因是联邦德国拒绝和谈 ,但也与民主德国的谈判策略失当有关 。

首先 ,民主德国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宣传言论特别是对联邦德国执政党的直接攻击 ,阻碍了两德谈

判之门的开启。建国初 ,民主德国将阿登纳政府看作对手 ,它主要是依靠工人阶级及其组织来争取国家

的和平统一。在 1950年的布拉格会议后 ,民主德国才确立了立足于两德谈判的德国政策 ,将阿登纳政

府以及联邦议院作为谈判对象 。由于对联邦德国拒绝承认民主德国和进行两德谈判的立场不满 ,在争

取两德谈判之时 ,民主德国不时批评和攻击阿登纳及其右翼政党 。在争取统一谈判时 ,民主德国的激烈

言论为两德谈判设置了新的障碍 ,损害了苏联东欧国家的谈判诚意 ,并给了联邦德国拒绝谈判的托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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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民主德国的群众动员方式损害了两德政府间的相互信任 。因与阿登纳政府进行接触毫无成

果 ,民主德国经常将联邦德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社会民主党作为争取的对象 ,号召“所有反法西斯民主

力量 、爱国力量联合反对联邦德国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 ,促进反法西斯的民主发展和完成统一” [ 16](第

40 页) 。尽管统一社会党对反对阿登纳政府的群众动员估计乐观[ 11](第 139 页),但争取与联邦德国无产

阶级及其政党一致行动没有成功。最终 ,民主德国的阶级动员方式不仅没有实现两德工人阶级的统一

行动 ,还增添了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的不信任感 ,从而不利于营造良好的谈判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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