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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德国近现代史上的三次军备控制实践在世界军备控制与裁军史上具有十分重要

的地位和研究价值;要想使军备控制与裁军达到最初目的 ,需要严格的军备控制措施 、国际合作 、

对被控制对象进行思想改造;仅仅依靠单纯的军备控制是解决不了复杂的国际安全问题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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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现代世界历史上 ,德国经历了拿破仑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三次军备控

制和裁军 ,这样的尴尬经历使德国历史充满了压抑与屈辱 、血腥与复仇。对这一世界军备控制史上鲜见

的 、重大的历史事件加以研究 ,无疑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

一 、拿破仑战争后的第一次军备控制

进入近代以来 ,在今天德国的领土上进行了无数次的战争。每次战争过后 ,都要进行相应的政治 、

军事安排 。笔者认为 ,1807年 7月第四次反法战争失败后订立的《提尔西特和约》及其附加协定和 1808

年 9月签署的《巴黎协定》 ,是德国历史上第一次被迫接受的军备控制条约 。

(一)条约对普鲁士的军备限制

在第四次反法战争中战败的普鲁士 ,被迫接受了《提尔西特和约》以及附加协定 、《巴黎协定》 。后者

规定:普方须缴纳赔款 1.4亿法郎;负担驻留在施特廷(今什切青)、库斯特林和格罗郜三处的法军(共 3

万人)的给养;限定普军数目为 4.2万人。 ……如果不能及时缴纳 ,法军则可以重新占领普鲁士
[ 1]
(第

227-228 页)。对于 4.2万军队的构成 ,协定规定:普鲁士军队人数为 36 000人 ,其中步兵 22 000人 ,骑兵

8 000人 ,炮兵和技术部队 6 000人 ,可以增加 6 000人的皇家卫队 ,现役兵员总数为 42 000人;没有特

别允许 ,禁止征兵 ,禁止增加民兵或国民卫队的数量[ 2]
(第 94 页)。

(二)普鲁士对条约的创造性执行

面对法国的压制 ,智慧的德意志人想出了不少规避风险且很有创意的对策 ,最有影响的是两点:其

一 ,是实施“速成兵”制度 。鉴于拿破仑对普鲁士军队员额的限制 ,以格哈德 · 冯 ·沙恩霍斯特为首的

一批具有先进思想的军队精英 ,筹备实施“速成兵”制度。靠着这种通过短期服役的士兵组成的速成兵

制度 ,普鲁士绕过了《巴黎条约》的限制[ 3](第 219 页)。据此 ,不断地有经过短期训练后离队复员的士兵 ,

又不断地有新兵前来填补空额 、接受新的训练 。从表面上看 ,普鲁士的军队始终不超过 4.2 万人的限

额 ,但实际上在编外保持着一支数量庞大的后备部队 。其二 ,是建立总参谋部 ,提高总参谋部的地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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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总参谋部在当时虽然还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但它已成为普鲁士军队的大脑 、先进思想的泉源

和进行军事改革的中坚力量
[ 3]
(第 214 页)。

(三)影响评析

在强大外力作用下的此次军备控制 ,不但对当时 、而且对此后的德国和世界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 ,确立了具有全球意义的军事制度。在被逼无奈之下实施的速成兵制度 ,因为适应了资产阶级

革命所带来的个性解放与民族 、民主意识萌发的时代要求 ,在迅速提高了军队的员额和战斗力的同时 ,

也提高了全民保家卫国的意识 ,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因而 ,在民族解放战争胜利后 ,基于该制度的普遍

兵役制不但没有取消 ,还成为了普鲁士军队 ,乃至世界各国兵役制度的基础 。总参谋部这个建立在近代

技术突破基础上的军事指挥 、军事谋划机构 ,造就的不仅仅是长期称雄的德国军队 ,而且是军事管理 、军

事指挥的革命性变化 。

第二 ,进一步刺激了普鲁士的军国主义。被强迫的军备控制经历 ,深深刺痛了有着浓厚的军国主义

传统的普鲁士国内各个阶层的神经 。经过被迫进行的军事变革 ,普鲁士军队变得更加强大 ,一跃而为欧

洲超一流的雄师 ,而且军国主义思想有增无减 。

第三 ,施压者的失算 。拿破仑是把对普政策放在整个欧洲大战略中看待的 ,因此 ,他对普鲁士的军

备控制政策就显得有些矛盾:“他不想完全解除普鲁士的武装 ,因为普鲁士是被作为新出现的法兰西帝

国和俄罗斯之间的缓冲国 ,然而 ,拿破仑也不希望保持普鲁士的独立地位;其结果 , 《提尔西特条约》规定

了十分苛刻的赔款内容———`普鲁士的税收几乎全部花在支付赔款上' ”[ 2](第 94 页)。这就不难理解拿

破仑对普鲁士的军事改革不持异议的态度了 。他失策之处在于低估了普鲁士军事改革的意义 ,从而在

自己眼皮底下出现了一个可怕的敌手。

第四 ,核查机制的缺失。除了在普鲁士驻军之外 ,拿破仑并没有采取其它保障条约实施的相应措施。

他把赔款的支付看作是“限制普鲁士军队规模的最重要的因素” ,把占领军的主要任务之一界定为“评估普

鲁士支持军队的能力 ,以及普鲁士民兵的潜在威胁;在普鲁士的法军司令提供的信息 ,一直影响着强加在

普鲁士军队之上的限制程度。”
[ 2]
(第 94 页)而在普鲁士支付完赔款后 ,法国军队就撤离了。这样 ,普鲁士是

否履行 、怎样履行条约就有一种“靠自觉”的状态 ,这对履行一个强制性的条约显然是不利的。

1813年 3月 6日 ,普鲁士废除了《提尔西特和约》和《巴黎协定》 ,并对法国宣战 ,到解放战争爆发

时 ,普鲁士的后备军人数已达 15万人 ,其中 10万人可立即投入战争
[ 4]
(第 88 页)。在 10月的莱比锡战

役中 ,反法联军获得了对拿破仑的决定性胜利 ,在这期间及随后推翻拿破仑帝国的过程中 ,普鲁士军队

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 、一战后的第二次军备控制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德国承受一次严苛的军备控制与裁军 ,就其内容和形式 、目标与结局而言 ,

在世界军备控制史中都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一)相当苛刻的军备控制条款

《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的处置是相当苛刻的。除了割地 、赔偿之外 ,在军备控制方面也制订了极为详

尽的条款 。《和约》中有关对德军备控制的主要内容为:陆军兵力总数不应超过 10 万人 ,军官人数不应

超过 4 000人;海军所属兵力总数不超过 15 000人 ,军官不超过 1 500人 ,禁止建造潜艇 ,限制建造大型

舰艇;德国不许拥有空军;严格禁止生物 、化学武器;禁止动员或旨在动员的一切措施;严格核查 ,并承担

费用 ,等等[ 5]
(第 137-154 页)。

(二)失败的军备控制实践

从条约内容可以看出 ,协约国吸取了上次对德军备控制措施的经验教训 ,就军队的员额 、装备的构

成 、军工厂的处理 、军官服役年限 、条约的核查等几乎当时所能想到的一切方面 ,来实施对德国的监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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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 ,以防止德国东山再起。但从实践情况看 ,对德军备控制是失败的。

1.战后初期条约的认真履行。非军事区的设立 、大量赔款的追索 、多次就德履约发出最后通牒 、甚

至为了赔款而出兵占领鲁尔 ,都显示出协约国在战后初期对德国军备控制问题的严厉程度。在这种情

况下 ,德国还是较为认真地履行了自己的军备控制义务 ,截止到 1922 年春天:“德国已经销毁了 5 855

000只步枪和卡宾枪 ,104 000挺机关枪 ,35 700 000枚炮弹和地雷 , 14 800 000枚手榴弹 ,13 383架飞机

和 24 045台飞机发动机 。”[ 6](第 17页)协约国大使会议在 1927年 7月 22日向国际联盟理事会提出的

报告中也说:“他们对凡尔赛和约裁军部分的执行情况感到满意。”[ 7](第 576 页)正因如此 ,德国才得以逐

渐恢复主权和大国地位。

2.有头无尾的现场核查措施。《和约》的核查条款是相当严密的 ,依靠的主要是现场核查措施 。按

照和约的核查条款 ,国际军事控制委员会随之建立了起来。该委员会所具有的在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从

事核查 ,而且不允许德国官方提出异议的权利;解散兵工厂;设置由德国出资的“告发”奖励机制 ,等等 ,

既便利了对德国履行条约的监督 ,也造成了德国人对该机构的极端厌恶。该机构无处不在的身影 ,带给

德国人的除了深深的挫折感外 ,“持续的羞辱由外国官员的制服集中体现了出来”[ 6](第 25 页)。因而 ,它

得不到多数德国人 、德国政府的合作 ,核查人员受到不友好对待 ,甚至遭到袭击的事件也屡屡发生 。到

1930年 ,所有的核查专家从德国撤离 ,核查事实上停止了 。希特勒上台后 ,核查行动彻底结束。

3.德国的不履约行为 。鉴于对《凡尔赛和约》的不满 ,对核查机构 、人员的厌恶 ,德国政府 、一些企业

(尤其是军工企业)、军队 、普通的民众都在一定程度上从事了不履行和约的活动 。这中间 ,德国和苏联

之间的军事合作最有代表性。在 1924年到 1932年间 ,“(德国)在 1924年成立的一个秘密组织“莫斯科

总部”的领导下 ,许多坦克训练场(在卡马)、飞机训练场(在利佩茨克)和毒气试验场(在萨拉托夫)都积

极地展开活动。同时 ,两国参谋部也建立了合作关系 ,直到希特勒时期的开始阶段才宣告结束 。” [ 8](第

78 页)这对德国保留一支研发队伍 ,保持军事技术和装备的先进性发挥了相当的积极作用 。其它一些不

履行行为 ,如借民用名义进行了技术储备 、骨干人员的训练等等 ,也是无处不在 。

4.协约国军备控制的逻辑错误 。在《和约》第五部的绪言中 ,用了这样一句简单的话语:“为使所有

各国之军备可以普遍限制起见 ,德国允诺严格谨守下列陆军 、海军及航空条款”[ 5](第 137 页)。这句话完

全可以理解为:德国的军备控制是全球裁军的开始 。换句话说 ,对德国的军备控制是实现全球军备控制

的手段 ,而不是目的 。对战败忿忿不平的德国 ,面对被压制的现实 ,从手段而非目的的角度去理解和约

的内容应该说是正常的。而协约国是把和约当作了目的 ,而非简单的手段。正因为如此 ,在魏玛共和

国 、希特勒上台之初提出“军备平等”的要求后 ,得不到积极的响应应是题中之意 ,这自然降低了要求魏

玛共和国严格履行和约的政策及道义约束力 ,也掩盖了希特勒退出裁军会议 、重新武装德国的真实动机

与危害性 。这无疑是《和约》的重大失误之一 。

5.“因祸得福”的德国 。依照《和约》的相关条款 ,德国几乎不可能再实施一场第一次世界大战式的

战争 ,若这也是对德军备控制的目的 ,应该说是十分成功的。但若从纯军事的角度看待此问题 ,得出的

就是相反的结论 。德国军队被迫在新的条件下放弃了原有的战争方式 ,探索新的 、适应新形势的战略与

战术 ,如空军的战略与战术作用 ,坦克集群作战(即“闪击战”理论),潜艇战的战略意义等等。而德国的

对手却继承了原有的一切 ,在原有基础上缓慢发展 。这就在军事战略上形成了“代差” :德国在准备未来

的战争 ,其对手仍坚持过去的经验 。对于该问题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大师汉斯·摩根索的总结极有

说服力:“凡尔赛条约不但未能剥夺德国再次进行战争的能力 ,事实上反而迫使德国准备进行第二次世

界大战。而不是做法国那样为重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打法而进行准备。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技术和

战略进行裁军 ,实际上使德国因祸得福 。”[ 9](第 508-509 页)这个带有黑色幽默的后果 ,是战胜国怎么也没

有想到的 。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协约国对德国的军备控制 ,无论是从政策措施 、思维逻辑 ,还是从德国的态度

等方面考虑 ,都存在着一定的缺陷 ,失败是必然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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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二战后的第三次军备控制

借助民族主义上台的希特勒 ,在按照自己的意愿对德国实施改造之后 ,就把德国拉上了对外冒险的

列车 ,结果却陷入了更深的深渊 ,经受了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更加严格 、彻底的改造 。而在二战后以来

的 60余年间 ,促使德国在一战后产生复仇主义的历史 、文化 、政治要素依然存在 ,但德国的表现却让世

界各国感到满意和放心 ,这其中蕴含的军备控制意义实应得到认真的研究 。

(一)十分彻底的军备控制

基于对希特勒德国发动战争的愤恨 ,战争期间同盟国就确立对严惩德国的思路 。仅就对德军备控

制政策的意义而言 , 《波茨坦会议议定书》具有更直接的作用 。

《议定书》第二部分———“政治原则”的第三条第一款规定:解除德国全部武装 ,使其完全非军事化 ,

铲除或控制可用以作军事生产之一切德国工业。为达到此目的:(1)凡德国一切海陆空军 、党卫军 、挺进

队 、自卫军 、秘密警察及彼等之机构 ,参谋人员及种种组织 ,连同参谋本部 、军官团 、后备队 、军事学校 、退

伍军人之一切组织及其他军事与半军事机构 ,与用以保持德国军事传统不灭之俱乐部与协会等 ,均应永

远完全废除 ,以永久禁止德国军国主义及纳粹主义者之复兴或改组 。(2)一切武器 、军火及战具与其制

造之专门设备 ,均由盟军处置或予毁灭 。一切飞机 、武器 、军火及战具 ,均禁止保留与制造
[ 10]

(第 81-82

页)。《议定书》中出现的“全部” 、“一切” 、“完全” 、“永远” 、“废除” 、“毁灭”等表示程度的形容词 ,表明了

盟国的坚定态度 。在这样的指导方针下 ,德国试图进行军国主义活动 ,那将是极其困难的 。

怎样彻底消除德国再度威胁世界的可能 ,是世界各国人民所共同关心的问题。战胜国的基本共识

是:不但要在外部形成对德国冒险的压力 ,更重要的要使德国内部不再有战争的根源 ,如若战后的德国

内部状况依然故我 ,历史必然会重演。基于此 , 《议定书》又规定了相应条款 ,概括起来主要是:使德国人

认识到在军事上已完全失败;解散纳粹组织 ,并确保不使之复活;在民主的基础上重建德国的政治生活;

消除种族歧视的法律和行政措施;惩治战争罪犯和纳粹高官 ,纳粹党徒不得担任公职;改造德国教育 ,消

除纳粹及军国主义理论 ,并使民主思想得以顺利发展;司法民主 、司法平等;地方自治;民主选举;言论 、

出版 、宗教 、工会自由[ 10]
(第 82-83 页)。战胜国不仅是这样设想的 ,在分区占领德国后也是这样执行的 。

此外 ,世界各国对战后初期漏网的纳粹骨干的长期追捕 ,世界舆论对纳粹思想 、纳粹组织的长期关

注与抨击 ,也在世界范围内压制了军国主义思想基础 ,保证了德国沿着正确道路发展 。

(二)德国对自己行为的反思

在短短 20余年时间内 ,德国两次被击败 、被处置 、领土一次次缩小的事实 ,迫使德国各界人士进行

深入的思考 ,反思民族的过去 。战后初期 ,盟国对战犯的确认和审判 ,对纳粹大屠杀的披露 ,也使得多数

德国人感到震惊和羞愧 ,不能不为所有以民族的名义犯下罪行进行赎罪。天主教会和新教教会呼吁德

国人“在十年的异教信仰和虚无主义之后 ,要实现宗教复兴和道德重建 。”[ 7](第 728 页)哲学家卡尔 ·雅

斯贝斯也指出 , “所有德国人都有这种或那种意义上的`罪行' ,应承认和接受国外提出的惩处 、负责和赔

偿的要求 ,如果没有在深刻认识罪行基础上经历一个净化过程 ,德国人就不会发现真理”
[ 7]
(第 732 页)。

除了思想上的反思之外 ,德国政府从宪法的高度力阻希特勒式政权的出现 。在 1949年 5月颁布实

施的《基本法》中 , “放在首要位置的是关于基本权利的条文以及国家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的职责”[ 11]

(第 132 页)。除了给予公民诸如信仰自由 、言论自由以及保证财产权的权利之外 , 《基本法》还赋予了公

民“艺术和科学自由 、结社自由 、书信 、邮件及电讯保密 、从根本上防止劳动义务制和强迫劳动 、住宅不受

侵犯以及出于良心拒绝服兵役的权利”[ 11](第 133 页)。这些宪法安排 ,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极权主义 、军国

主义在德国的再现 ,防止魏玛共和国悲剧的重演。

(三)适度的军备发展

德国分裂后 ,美苏两国允许东西德保持适度的军备 。如西德 ,美国力促伦敦———巴黎协定的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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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定规定:西德保证不在它的领土之内制造任何原子武器 、化学武器或生物武器 ,远距离投射器 、定向投

射器 、磁性和感应水雷 ,以及排水量在 3 000吨以上的军舰 、350吨以上的潜艇 、除了蒸气 、柴油或汽油引

擎以外的东西或用瓦斯涡轮 、或用喷气发动机推动的一切舰只;同意由布鲁塞尔条约组织的适当机构进

行监督 ,以保证这些诺言得到遵守;应在一切方面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建立尽可能密切的合作[ 12](第

468-469 页)。另外 ,军队员额限定为 50万人 。这样的安排 ,除了冷战的现实考虑外 ,实际上也吸取了以

往的经验教训:既限制德国不使之成为威胁 ,也适当照顾德国的民族感情 、历史传统 ,从而消除潜在的不

稳定因素 。事实已经证明 ,该政策是成功的。

四 、几点结论

通过以上回顾 ,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首先 ,对战败国实施一定的军备控制是需要的 。一场战争结束之后 ,相关国家需要对战争进行一番

总结 。作为战胜的一方 ,提出一些实现自己战争目标的要求 ,控制战败国的军备 ,既是国际法所许可的 ,

也是战胜国安全考虑和人民情感方面的需要 ,于法 、于情 、于理都是说得通的。当然 ,完全是侵略性的战

争除外 ,如鸦片战争 。

其次 ,单纯的军备控制是解决不了复杂的安全问题的 。三次战争后对德国的处置措施都是相当严

厉的:割地 、赔款 、军备控制。但前两次的结果却使德国“因祸得福” ,在留给自己的夹缝中 ,无意中适应

了新的科技 、军事形势 ,不仅很快恢复了实力 ,反而变得比以前更加强大。二战后 ,两个德国在军备上同

样被战胜国所限制 ,但与以往不同的是 ,盟国对德国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思想改造 ,使之走上了和平发展

之路 。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 ,单纯的军备控制是解决不了国际安全问题的 。

第三 ,严格的监控措施是履行军备控制条约的必要条件 。一个限制战败国军备的条约中 ,监控 、核

查措施应是必不可少的。拿破仑法国在普鲁士用驻军的方式监督条约条款的实施;协约国用非军事区 、

军事控制委员会 、最后通牒等方式来实施;同盟国用分区占领 、分散指挥 、混编军队 、常年驻军(直到今天

北约仍然在德国有驻军)等方式来监督德国严格履约 。如上文所述 ,期间有成功也有失败 ,但延缓 、迟

滞 、防止德国重新武装的目的还是在相当程度上达到了 。

第四 ,条约的履行需要国际合作。拿破仑对普鲁士的控制 ,靠的是法军的占领和大笔赔款的索取 ,

没有得到另一个大国俄国的支持;由此 ,当法军撤离后 ,普鲁士就随心所欲地实施自己全面的军事改革 ,

军控措施也被弃之不顾了 。《凡尔赛和约》签署后的最初两年 ,盟国还能一致合作 ,迫使德国严格履约;

《拉巴洛条约》签署后 ,德国与苏俄之间密切的政治 、军事合作 ,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国联对德国的军控

努力 ,这使得西方国家认为 ,德苏战略联盟对国联成员国的安全构成了比德国违反凡尔赛和约的军事条

款更加严重的威胁 ,从而放松了对德国的军备控制压力 ,敦促德国严格履约的国际压力消逝。而在二战

后 ,分属两大军事集团的东 、西德 ,分别受到了各自所属集团的监督 ,以及敌对方的监督 ,两大集团的无

意识合作就使德国很难进行秘密的军事发展 ,保证了德国认真履行条约。

第五 ,思想改造的极端重要性 。德国第一次被强制进行的军备控制催生了普鲁士的军事改革 ,略显

遗憾的是 ,这次改革并没有涉及德国的思想与文化 ,改革反而使德国原有的军国主义精神在新的时代有了

新的发展 ,使德国军队的战斗力倍增。第二次军备控制的后果更是让人痛心疾首:造就了希特勒德国。

鉴于前两次的教训 ,第三次对德军备控制相伴随的是对德国的民主化改造 ,把重点放在了思想改造

上 ,把一个有着浓厚军国主义传统的国家改造成为一个西方传统意义上的民主国家 ,成为一个能对自己

的历史进行深刻反思 、并做出道歉和赔偿的国家 ,一个让欧洲乃至国际社会放心的国家。另一个二战元

凶日本 ,在今天仍让亚洲国家担心 ,就源于思想改造不彻底 ,让邻国担忧其军国主义的遗产 ,担忧历史的

重演 。这可以看做是德国成功的反例。

在百余年的近现代历史上 ,德国经历了三次被强制的军备控制 。历史的殷鉴不远 ,是重复历史 ,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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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重新创造历史 ,这是摆在德国人面前的无法回避的问题。幸运的是 ,在新的国际形势下 ,德国人选择

了变革:反思民族的行为 ,改造民族的思想意识 ,从立法的角度防止军国主义 、纳粹主义的复活 。同样 ,

军备控制措施的实施国也在总结历史 ,力避历史悲剧的重演 。因而 ,二战后的同盟国采取了各方都可以

接受的政策:有理———依法惩治德国 、惩治有罪的德国领导人;有力 ———措施到位 、行动坚决;有节 ———

借鉴了以往的教训 ,尊重德意志民族的自尊心 ,适可而止;有利 ———达到改造德国 ,实现持久和平的目

的。但愿此类的军备控制措施不再实施于任意一国。

注　释:

①　在中文类图书中(包括翻译的外国书籍),对于本文中所要论及的这三次重大事件都有较为详细的叙述 ,然而 ,这些

多是从德国史 、外交史等视角进行的 , 纯粹从军备控制的角度进行研究还较为少见。在外文中 ,笔者仅仅在英文版

《军备控制与裁军百科全书》中看到一个章节 ,而且时间还延伸到德国统一之后。另外 ,联合国裁军事务部编写的英

文本《从凡尔赛到巴格达:战败国战后的军备控制》中 , 弗瑞德·泰纳简单评述了一战后德国军备控制中的条约执行

的核查问题。期刊文章则几乎看不到。

②　本文所述之德国 ,指的是联邦德国(包括统一之后的联邦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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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three experiences of 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in modern histo ry of Germany

have very impo rtant status and w orthiness in World' s arms contro l and disarmament histo ry , severe

arms contro l measures , international co operat ion and ideology reconst ruct to Ge rmany are needed to

achieve purpo ses of 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 the complicated problems o f inte rnational security

can' t been reso lved only by depending on single arms control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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