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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 11 月 19—21日 ,由中国德国史研究会和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联合举办的第六届中国德国史研究会第二次学术

讨论会暨德国史研究理论和前沿问题研讨会在武汉举行。来自国内 10余所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德国史研究工作者及

研究生近 60 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开幕式由中国德国史研究会秘书长 、华中师范大学黄正柏教授主持 ,中国德国史研究

会会长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吴友法教授致开幕词。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向荣教授代表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世界史研究

所致词 ,祝贺第六届中国德国史研究会第二次研讨会的召开 ,并赞扬了近年来中国德国史研究会所取得的成绩。

本次会议主要采取大会发言 、讨论点评以及研究生提问三种形式。下面就几个问题作简要叙述:

(一)关于二战后德国认罪问题

2005 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周年 , 战后德国认罪问题成了这次研讨会热烈讨论的话题。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史所朱忠武研究员就战后德国认罪问题做了专题发言。他说 ,德国在战后所作的认罪及赔偿努力得到了世界的认

同。朱先生从德国政治家如何对待历史的言论 、德国如何落实战争赔款 、德国的历史教育等几个方面 , 全面地阐述了德

国对待二战历史的经过 ,并探讨德国战后认罪得到世界认同的深层次原因:一是战后德国纳粹国家机器彻底被摧毁 , 法

西斯主义受到彻底的清算;二是两个德国的政权都是民选产生的 , 和旧政权没有继承关系;三是德国是一个有深厚理论

修养的国家 ,“德国作为一个国家可以被摧毁 ,但作为一个民族是不会被摧毁的” ;四是德国所处的地理环境及当时的国

际背景 ,加上德国的政治家具有远见卓识 , 深刻反省 ,积极塑造德国新形象。华东师范大学郑寅达教授介绍了一位美籍

犹太人“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的观点 ,认为德国基督教文化是一种“罪感文化” , 而日本文化是一种“耻感文化” 。他认

为 ,德国与日本战后认罪不一样的原因有三点:一是战后对德国和日本处置方法不一样;二是各自所处的区域格局不一

样;三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作用。对此 , 天津师范大学王亚平教授对“基督教信仰对德国反思具有一定的作用”持保留态

度 ,但认同区域特殊性的因素 , 赞成中等阶层特别是社会民主党的作用。湖北大学王扬教授则提出“德国处于近代强势

文化场 ,日本处于近代弱势文化场”的观点。山东大学杨光副教授则认为日本不能正确反思的原因是因为日本人有一种

优越感。

(二)关于二战后欧洲一体化和德法关系问题

武汉大学吴友法教授作了“`德国问题' 与早期欧洲一体化”的专题发言。他认为 , 自从实施“欧盟—中国高等教育合

作项目”以来 , 中国学者加强了对欧洲一体化课题的研究 ,也出版和发表了不少学术成果 ,但从历史角度研究二战后西欧

为何走上联合道路的成果不多。他认为 ,欧洲早期的联合最主要动因是解决“德国问题” ,西欧一体化的起步是从煤钢联

营开始的 ,煤钢联营最主要是解决鲁尔问题 , 这也是“舒曼计划”的高明之处;因为法国最害怕鲁尔区的钢铁工业 ,这也是

法国在安全方面最担心的问题 ,有了钢铁工业才能建立强大的军队 , 钢铁工业是使德国强大的重要工业基础;复兴德国

不对鲁尔工业区进行管制 ,法国是不会安心的。所以 , 当时法国外长舒曼抛出了“舒曼计划” , 才有了煤钢联营条约 ,才有

了德法和解 ,才有了 1957 年的《罗马条约》 ,才有了欧洲经济共同体 , 才有了早期西欧一体化。

浙江大学吕一民教授提出从文化方面来研究德法关系。他认为 , 19 世纪下半叶德国不仅在战场上打败了法国 , 而

且在文化上打败了法国。如萨特与阿隆这两位在 20世纪 , 尤其是二战后法国思想文化史中至关重要的人物 , 均有在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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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求学的经历 ,都曾经深受德国哲学家的影响;而时下被不少国内研究法国哲学的专家推崇的法国的现象学大师

梅洛·庞蒂 ,更是堪称德国的现象学大师胡塞尔在法国的传人;此外 ,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前期的不少史学名家在不同程

度上受到德国史学的影响 ,他们在高度评价德国史学的同时亦非常重视对德国史学的借鉴。他认为 ,法德关系史决不能

仅仅写成一部主要由它们之间的战争组成的“相砍书” , 而应赋予其更为丰富的内容。就此而言 ,法德之间在思想文化领

域所存在的相互影响 、彼此互惠的互动关系 , 尤其值得好好研究。

(三)有关德国外交方面的几个问题

首都师范大学程文进教授作了“纳粹德国外交中德国与美国关系”的发言 ,认为二战时期 ,直到美国参战 , 纳粹德国

才开始把美国当作一个重要的威胁 ,这对纳粹德国战略部署等具有一定的影响 。华中师范大学邢来顺教授作了有关德

国对东南亚政策的发言。他认为 ,德国对东南亚政策是建立在实用主义的基础上 , 以争取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 这对于研

究现今德国对东南亚政策具有现实意义。山东大学杨光副教授作了有关跨大西洋关系的发言 , 他主要探讨了大西洋关

系是否会分裂的问题 ,认为欧美在很多观点以及国际事务上有相当的一致性 , 它们内在的基础相当牢固 , 大西洋关系在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不会破裂。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邓红英博士作了题为“ 20 世纪 50 年代民主德国争取德国统一的

努力”的发言。她认为 , 民主德国争取德国和平统一政策的失败 , 主要是因为国际局势走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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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身政策失误有关。

(四)有关德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方面的几个问题

山东大学刘新利教授从路德改革对社会和历史造成的影响出发 , 认为先驱有时候可能是社会动乱的罪人 , 但不是历

史的罪人 ,如果没有路德的宗教改革 , 基督教可能已经瓦解了 , 认为这是历史研究的一个切入点。天津师范大学王亚平

教授谈到了德国的“帝国之梦” ,查理大帝把阿拉伯人挡在了外面 , 奥托一世把匈奴挡在了外面 , 这种帝国心态对德国历

史有重要的影响。同时 ,她还谈到了德国社会阶层研究的情况:在德国历史上 , 教士等级和贵族等级都要得到中等阶级

的拥护 ,这种全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权可以解释希特勒上台为什么一定要得到中等阶级的拥护。四川师范大学周小粒

教授发表了题为“艺术对希特勒性格的影响”的发言。她认为 , 艺术对希特勒的人生观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广西师范

大学周建明教授探讨了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德技术贸易问题。他认为 ,在近代中国的对外贸易中 ,中德贸易占有一席之

地。近代中国重工业的发展对德国工业技术有着较大的依赖性 , 这一时期与德国进行的技术贸易和签订的技术合同 , 是

我国真正意义上最早的技术引进项目之一 ,在中国工业化的历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武汉理工大学李银波副教授试图

解决东方和西方长期以来关于活字印刷术发明者的争论 , 他提出了解决争议的新思路:在弄清历史真相之前暂将毕升和

古登堡都看作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王亚平教授在点评时认为 , 活字印刷术对宗教改革 、启蒙运动的影响也是很大

的 ,如果没有活字印刷术 ,“九十五条论纲”就无法复印 ,影响也就不会有这么大。所以 ,这样的社会史问题研究也是非常

有意义的。

(五)有关德国史研究的相关问题

山东大学杨光副教授介绍 ,他在做跨大西洋关系研究课题的时候 , 把世界历史与国际政治联姻 ,在研究欧盟一体化

时 ,引入功能主义 、新功能主义。天津师范大学王亚平教授谈到 , 用法国年鉴学派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德国的社会阶层

问题。她说 ,西方学者比较注重社会史以及各个阶层心态的研究 ,比如有一位学者利用二战时期英德 2万多封士兵家书

进行了心态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编辑景德祥博士介绍了现代化理论与德国近现代史研究 、纳粹德国与现代化以及

德意志独特道路的问题。

与会学者还从德国历史演变谈到“大国崛起”问题。郑寅达教授从对第二帝国的历史的分析 , 认为和平崛起并非不

可能:俾斯麦武力统一德国之后 , 采取了灵活的外交政策 , 如果威廉二世继续运用灵活的外交手段 , 而不是武力的手段 ,

德国在 20 世纪初和平崛起不是不可能。景德祥博士也提出 , 面对“大国崛起”的讨论 , 我们学历史的更应该保持理性的

头脑 ,进行独立的思考。

本次会议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专门留出了时间给年轻的德国史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提问。他们就自己关心的问

题同与会专家学者进行探讨 ,所提问题不仅包括学术上的讨论 , 还有德国史研究中的德语学习问题 、学者与媒体的关系

问题等。这一形式受到了研究生和专家学者的普遍欢迎 ,大家均表示要把这一形式继续保持下去 ,为德国史研究的年轻

学子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氛围。

最后 ,讨论会由前秘书长 、副会长山东大学朱懋铎教授发表了热情的闭幕词 , 为期 3 天的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

(责任编辑　桂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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