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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德国历史进程产生影响的几个问题

吴　友　法
(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吴友法(1948-),男 ,湖北武穴人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

事德国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 。

[摘　要] 德国历史进程发展十分曲折 。德意志的民族主义 、因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而导

致的政治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容克贵族封建势力的强大和资产阶级的软弱 、二战后西方盟

国对德国的民主化改造 、发达的教育和科技等方面都是影响德国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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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历史的演变和发展是一条不同于英法美的特殊道路 。在德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 ,为什么德国

资本主义走的是普鲁士道路? 为什么德国在 20世纪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 ? 为什么法西斯能在德国兴

起并夺取政权? 为什么在两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完全崩溃的情况下 ,德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又迅速崛起?

为什么二战后德国分裂成两个国家 ?为什么联邦德国成立后政治经济比较稳定 、社会得到全面的进步?

为什么两个德国在 20世纪 90年代又闪电般地实现了统一 ? 要回答这些问题 ,需要我们跳出传统的思

维框架 ,不仅仅将德国看成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并遵循一般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现代工业文明国家 ,而

且也看成是一个具有根深蒂固的鲜明个性的民族文化传统 、并对现代工业文明社会产生深刻影响的民

族国家。只有将这两方面结合起来 ,才能了解这个民族的历史 。比如说 ,德国为什么在 20世纪发动了

两次世界大战? 以前史学界主要是从帝国主义性质角度来解释的 ,就是列宁《帝国主义论》阐述的资本

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 ,垄断资本家为了追求最大利润 ,向外夺取原料产地和国外市场 ,

必然要向外发动侵略战争 。列宁讲的是帝国主义的一般规律 ,当然也适合德帝国主义 。以前有一本书

叫《德帝国主义与战争》 ,作者是保罗·汪戴尔 ,主要是按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观点写的 ,但没有从民族文化

传统角度分析德帝国主义与战争之间的关系 。我认为 ,仅仅按帝国主义一般规律的观点还不能完全解

释德国为什么在 20世纪发动两次世界大战 。德国发动两次世界大战还有自己的民族和历史文化传统

方面的原因。要从更深层了解德国历史 ,回答德国历史为什么出现那么多曲折 ,就要重视对以下几个问

题的研究 ,学术界目前对这些问题研究还不够 。

一 、德意志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问题在每个国家都是存在的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 。但是 ,德意志

的民族主义在 1945年前尤为突出 ,并包藏着一些非理性因素 ,如认为自己的民族是优秀的 、伟大的 ,其它一

些民族是丑陋的 、渺小的 ,并由此导致或者说派生出种族主义 、极端民族主义 、军国主义 、大国沙文主义 、民

族复仇主义 、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的产生与民族主义有关 ,普鲁士的德意志民族主义是以军国主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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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精神支柱的。法西斯主义是极端民族主义 、民族复仇主义 、封建专制主义的结合。这些非理性主义对德

国历史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并贯穿于整个德国历史的进程之中。民族主义对德国历史产生过正反两方面

作用 ,有积极的进步的一面 ,也有消极的和反动的一面 。起过积极作用的主要有三次:

第一次是民族主义精神催生了德意志的资产阶级改革 。以前有一种说法:“法国革命标志着德意志

民族主义的诞生 。”[ 1](第 40 页)当然 ,1789年法国革命对德意志产生过强烈震撼 ,德国自由资产阶级企图

通过大力宣传和弘扬德意志文化民族主义 ,反对法兰西文化的入侵 ,重新发掘本民族文化精华 ,重现德

意志文化的光彩 ,使德意志民族在精神文化方面实现统一 。这一文化层面上的民族主义并没有真正唤

醒德意志。德意志民族真正觉醒是在拿破仑入侵之后 ,在此之前的德意志处于四分五裂状态 ,民族意

识 、民族国家观念十分淡薄。是拿破仑的刺刀才真正唤醒了德意志的民族意识 ,拿破仑的铁蹄才真正催

生了德意志的民族主义。其重要标志是在普鲁士激起了德意志民族社会改革的浪潮 ,即施泰因 —哈登

贝格的资产阶级改革 ,民族意识第一次对德意志民族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这场改革源于 1806年普鲁

士在耶拿和奥尔斯泰特的惨败 ,以及1807年的《蒂尔西特和约》 ,这个和约使普鲁士丧失了一半领土和

人口 。“蒂尔西特和约对于德国曾是莫大的屈辱 ,而同时它又是走向民族大复兴的转折。”[ 2](第 472 页)

军事上的失败 、财政和经济上陷入崩溃 ,人心思变 ,要摆脱外国的奴役和复兴经济 ,必须改革 ,必须振兴

民族 ,才能抵抗外族的入侵 ,所以才有了施泰因—哈登贝格的资产阶级改革 。这场改革说明德意志已从

文化上的民族主义走上了政治上的民族主义 。只有政治思想上真正觉醒了 ,那么这个民族才真正觉醒

了。拿破仑入侵德意志之后 ,社会上的民族情绪十分强烈 。如费希特的民族主义思想就是在这个时期

滋生起来的。他通过一系列演说 ,宣称在原始时代就存在着一种不可磨灭的德意志精神 ,号召德意志人

奋起反抗拿破仑侵略 。拿破仑被驱逐后 ,德意志的社会 、经济 、思想领域发生了很大变化 ,要求改革的呼

声高涨 ,要求实现民族统一也提上了日程 ,而推动这一进程的是德意志的民族主义。

第二次是民族主义精神帮助俾斯麦实现了德国的统一。俾斯麦统一德国 ,就是打着民族主义的旗

帜 ,或者说民族运动的旗帜 ,通过弘扬民族精神 、利用民族主义口号唤起人们的爱国主义热情 ,并通过三

次王朝战争实现统一德国的目的。在三次战争中 ,他利用德意志的民族运动和民族情绪 ,达到了三个目

的:一是巩固了他在普鲁士的地位;二是排挤了奥地利 ,巩固了普鲁士在北德的地位;三是打败法国 ,夺回

了南德 ,统一了德国 ,确立了他在德意志帝国的地位。三次战争胜利的主要原因 ,是俾斯麦充分利用了德

意志的民族运动和由此激发起来的强烈的民族情感 ,把德意志人都团结起来了 ,才取得了对丹麦 、对奥地

利 、对法国战争的胜利 ,进而实现了德意志的统一。民族主义对德意志的统一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第三次是民族主义精神奠定了1990年两个德国统一的情感基础。从当时的欧洲形势看 ,两个德国的

统一似乎是东欧政治剧变导致的结果 。当然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东欧剧变以及当时的苏联和美英

法等西方国家为适应这一变化对德国统一的支持 ,对促进德国的统一起了促进作用 ,但这只是德国统一的

外部因素。实现德国的统一 ,是早就存在于两个德国的德意志人民心中的夙愿 ,是两个德国人民民族情感

的重新融合。这种民族情感是联邦德国实行“新东方政策” 、以及之后两国签订《基础条约》以来逐渐发展

起来的。民族情感 、德意志的民族主义奠定了两个德国统一的情感基础 ,是实现两个德国统一的重要内

部因素 ,是推动两个德国实现统一的强大动力 。从“柏林墙”倒塌时德国人民激动的心情 ,可以窥见民族

主义情感所产生的强大力量。没有民族情感的推动 ,再好的外部因素也不能导致德国的统一 。

以上讲的是民族主义在德国起的进步作用。但是 ,德意志民族主义在 1945年前的较长时间内则是

起着消极的和反动的作用 ,具体表现是德国在不同时期出现的极端民族主义 、军国主义 、大国沙文主义 、

民族复仇主义。

从1871年德国统一后 ,由于俾斯麦把在统一德意志过程中形成起来的民族精神渗入到帝国的各个

领域 ,在政治文化思想领域都充满了民族主义精神 。普鲁士用强大的军队统一了德意志 ,军国主义精神

又广为泛滥。俾斯麦还将民族主义的宣传同军国主义结合在一起 ,将民族主义宣传推向极端 ,最后导致

极端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 。“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巨浪将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呼声淹没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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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77)。威廉二世为了推行其“世界政策” ,对极端民族主义 、军国主义更是推崇备致 。他把军队看作高

于一切 ,对军队极端赞誉和推崇 ,认为“把德意志帝国锤炼出来的是士兵和军队 ,而不是议会决议”
[ 1]
(第

379 页)。一战爆发之前的 1913年 ,极端民族主义 、军国主义势力恶性膨胀 。这时 ,德国已创造了辉煌的

物质文明 ,这一年正是威廉二世登基 25周年 ,为此 ,全国出现狂热歌颂皇帝的热潮 ,任何其他德国皇帝

从未受过类似的赞颂 。威廉二世也被冲昏了头脑 ,全国出现了一股极端民族主义 、军国主义 、大国沙文

主义狂热。在一战爆发前后 ,德国人民“团结在国旗下支持政府” ,几乎是每一个人对“1914年 8月 1日

发出兴高采烈的欢呼” 。对此 ,瓦尔特·拉特瑙写道:“君主国军国主义意识在群众中是多么根深蒂固

啊!”“这种根深蒂固的精神状态是古老的德国历史传统的产物 ,这种传统由于 19世纪末期出现的新的

更有毒的民族主义而得到恢复和发扬 。”
[ 1]
(第 418 页)第一次世界大战实际上是极端民族主义与军国主

义相结合的结果 ,是利用民族主义的情绪挑起来的 ,是从极端民族主义走向大国沙文主义 。

希特勒纳粹运动 ,也是利用一战后德意志民族中以小资产阶级群众为主的强烈民族主义情感建立

和发展起来的。纳粹党之所以有大量的追随者 ,是由于希特勒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帜 ,标榜自己是德意志

民族的爱国者。希特勒对外发动战争的理论“生存空间论” ,也是以极端民族主义为基础。在极端民族

主义 、种族主义者看来 ,优秀的德意志民族领土狭小 , “需要不断地扩大国境 ,以便安置剩余人口” ,但是 ,

“地球上差不多所有地方都已殖民化 ,新土地就只有靠牺牲已占有这些土地的人来获得 ,也就是说 ,通过

征服来获得 。因此 ,战争与征服是产生于需要的法则”[ 1](第 420 页)。所以 ,只有通过战争 ,才能为优秀

民族获得新的“生存空间” 。在这一理论指导下 ,希特勒企图建立一个德意志大帝国 ,发动了第二次世界

大战 。另外 ,二战还是一场民族复仇战争 ,希特勒从成立纳粹党的那一天起 ,就抱定一个目标 ,就是要实

现向一战中的战胜国复仇 。因此 ,二战也是一场从极端民族主义走向民族复仇主义的战争。

因此 ,两次世界大战的根源都与极端民族主义有关。极端民族主义导致法西斯的兴起。二战起源

不纯粹是经济问题 ,民族文化问题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二战起源也不完全是由帝国主义的一般规律所能

完全解释清楚的 。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民族主义问题处理不好就会产生副作用。一个民族在遭受外族侵略之后 ,为

了民族的解放 ,树立民族的自尊心 ,进而实现民族的复兴 ,大力发展经济 ,加强国防建设 ,为此而大力弘

扬民族主义精神 ,这是必要的 。在这种情况下 ,民族主义起着重要的进步作用 ,但不能因此将具有进步

意义的民族主义引向极端民族主义的道路 ,更不能在经济军事力量强大之后 ,以怨报怨 ,进行民族复仇

战争。欧洲历史上之所以动荡不宁 、战争不断 ,就是由于陷入冤冤相报的怪圈 。1949年成立的联邦德

国历届政府在对待纳粹罪行问题上 、在处理民族主义的问题上做得比较好 。

1990年两德统一后 ,也有一个民族主义的问题 ,新纳粹势力曾猖獗一时 ,好在德国政界有见识的主

流政治家对这股极端民族主义势力进行了打击 ,否则 ,极端民族主义 、法西斯主义也有可能重登德国政

治舞台。这不是危言耸听 。奥地利的由约尔格·海德尔领导的具有法西斯性质的自由党在 2000年选举

中获胜 ,并参加了联盟政府。海德尔经常发表有排外 、反对移民和仇视犹太人的讲话 ,为此欧盟对奥地

利实行了 7个月的制裁 ,以示惩罚 ,海德尔最后被迫辞去了自由党主席职务 。极右势力参加执政联盟的

还有意大利全国联盟 、丹麦的人民党。还有法国极右势力组织国民阵线主席让 —玛利·勒庞在 2002年 4

月法国总统选举中超过了主要左派候选人诺斯潘 ,仅次于希拉克 ,位居第二。勒庞也极力主张排外 ,认

为“法国首先是法国人的法国” ,将失业 、犯罪等法国现代病归咎于移民 ,最后在一片反纳粹主义的声浪

中败下阵来。另外 ,在荷兰 、瑞典 、挪威和比利时极右势力都有所抬头 。在德国 ,潜在的极右势力还是存

在的。2003年 ,德国就出现了有关反犹太人言论的风波 ,一位属于基民盟的联邦议员赫曼公开说犹太

人是一个“凶杀民族” ,德国联邦特种部队指挥官君策尔将军给赫曼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赞扬信表示支

持。由于德国政府采取了果断措施 ,赫曼受到了党内纪律处分 ,并撤掉了他在党内的部分职务 ,君策尔

被解除了特种部队指挥官职务 ,使这场风波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控制 ,然而反犹情绪并没有因此而消失。

再如德国的“新移民法”长期搁浅 ,也说明极端民族主义的幽灵还在德国徘徊 。2000年施罗德政府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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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亟须的技术人材 ,制订了“新移民法” ,立法机构审议了 2年 ,2002年 7月议会两院通过了 ,12月又

被最高法院驳回 ,现在处于僵局状态。这一法案对德国社会是一个挑战 ,它不仅仅是旨在改变控制德国

移民人数的方式问题 ,还在于触及了德国人根深蒂固的对于公民权和德国人身份的看法。德国现行的

有关公民权的法律要追溯到民族主义盛行的时期 。1913年通过的有关法律规定:要完全依赖血缘关系

来赋予公民权。这一规定的目的是要阻止移民 ,当时主要是阻止波兰人获得德国公民权 。可见 ,在当今

全球化的国际形势下 ,德国社会也不可能变为一个具有包容性的社会 ,极端民族主义的影响还是存在

的。两德统一虽然已经 13年了 ,但民族情感方面的真正融合也还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 。

二 、每个历史阶段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

这个问题是个广义问题 ,政治本身包括政治革命 、政治改革 、政治制度 、政党政治 、政治思想等等。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它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基础 ,又为一定的经济基础

服务 ,并给予经济发展巨大的影响作用。因此 ,政治与经济及其相互关系是决定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性

质 、经济发展 、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资本主义社会 ,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和经济自由的基本相对

同步协调发展 ,是一般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发展规律 ,也是一定社会得以全面进步的重要保证 。在政治

滞后于经济发展的情况下 ,统治阶级就要对不适应经济发展的政治上层建筑进行变革;如果不变革 ,即

使在一定历史阶段内经济暂时上去了 ,但落后的政治最终将阻碍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德国在资本主义历史的演进中 ,每个历史阶段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及其在体制上的反映是有差异的 ,

由此而导致每个历史阶段呈现的社会形态也是不完全相同的。具体地说 ,在 1945年前 ,德国资本主义

政治与经济呈现不同步协调发展状态 ,快速发展的工业化并没有推进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政治

长期滞后于经济的发展 ,德国资产阶级始终没有在政治上确立自己的绝对统治地位 ,在德国没有出现具

有真正意义上的完备的资本主义国家形态。二战后建立的联邦德国才可以说是一个真正完备的资本主

义社会形态。自 1871年开始 ,德国资本主义的演变经历了4个时期 ,出现了 4种不同社会形态:

1.德意志帝国时期(1871-1919)。这是德国资本主义的奠基阶段 。在这一时期 ,德国实现了从农

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 ,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工业国家。一方面 ,俾斯麦 、威廉二世在经济体制上顺应

了世界工业革命这一历史趋势 ,建立了基本上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容克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 ,并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措施。19世纪末 20世纪初 ,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

世界工业强国。另一方面 ,第二帝国在政治上实行的是以具有封建特权的容克贵族占主导地位的容克

资产阶级专政。帝国虽然也确立了议会制 ,名义上立法机构是帝国议会。然而 ,在帝国议会中占优势的

是容克贵族的代表。议会不能自行通过一项对政府不利的法案 ,一切法律和决议需经皇帝同意方能生

效。首相由皇帝任命 ,只对皇帝一人负责 ,不对帝国议会负责 。这种议会制度只是专制政体的门面 ,真

正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并没有出现。因此 ,第二帝国在政治上是落后的。从这一时期德国政治经济结构

来看 ,只能称为经济巨人 、政治跛子的半资本主义或者说半专制主义的社会形态 。

2.魏玛共和国时期(1919-1933)。这是德国资本主义演变和发展的第二个时期 。在这一时期 ,随

着德国“十一月革命”的胜利和旧专制政府的垮台 ,魏玛共和国建立了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度 ,使德国资

产阶级以统治者的身份初次登上德国政治舞台。表面上资产阶级成为德国统治集团的主体 ,封建容克

地主阶级的力量受到一定的削弱。但是 ,魏玛共和国议会民主制是在没有完全摧毁封建专制主义基础

的情况下建立的 ,旧的反民主反共和的封建势力在上层建筑领域依然存在 ,并未退出政治舞台 。当时人

们称魏玛共和国是“没有共和主义者的共和政权”
[ 1]
(第 549 页)。因此 ,从形式上看 ,魏玛共和国实行的

是民主共和政体 ,只不过是容克资产阶级统治变为资产阶级容克统治而已。同时 ,德国在一战后期 ,为

避免陷入全面崩溃 ,接受了威尔逊的“14点建议” ,并请美国出面“媾和” ,但威尔逊提出的条件是:德国

必须结束“君主专制”统治 ,实行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 ,只同德国人民代表谈判。这也是魏玛共和国仓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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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宣告成立的一个原因。为表明德国实行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 , 《魏玛宪法》成了当时世界上最民主

的宪法 ,政治欲望长期受到压制的德国资产阶级出于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强烈渴望 ,不顾本国的实际

国情 ,全面引进美英等国的自由主义 ,实行一种不成熟的没有群众基础的资产阶级多政党议会民主制政

治。经济上 ,在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 ,从 1924年开始 ,德国接受和实施《道威斯计划》 ,利用美

国的贷款和技术 ,吸收外资和引进先进管理技术 ,应该说基本上是成功的 , 1925 年经济上就出现了奇

迹 ,德国再度成为欧洲的经济大国 。但是 ,由于经济上实行的是一种完全放任的自由主义 ,把第二帝国

国家干预经济的传统丢掉了 ,因而在30年代经济大危机爆发后 ,政府束手无策 ,无法对付危机。由于政

治改革不彻底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不健全 ,经济危机又导致多政党议会民主制发生危机 。根据《魏玛宪

法》 ,德国不得不实行所谓“总统内阁”的领导体制 ,总统成为替代皇帝 ,企图实行专制统治来克服经济危

机和政治危机 ,结果导致了德国资产阶级民主进程的重大挫折。最民主的宪法“在实践中却只是为恢复

专制开道” ,成为专制主义的护身符 ,为法西斯上台鸣锣开道 。从魏玛时期政治与经济的结构来看是不

协调 、不成熟的 ,这一时期德国社会呈现的是不成熟的或者说不完备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 。

3.第三帝国时期(1933-1945)。希特勒第三帝国政治结构的特点是实行一党专制的极权主义独裁

统治 。纳粹党并非德国某一个特定阶级或阶层的政治代表 ,而是极端民族主义 、军国主义 、封建专制主

义等各种反动势力的一个集合体。希特勒在政治上通过“领袖原则”和“政治生活一体化” ,取消了除纳

粹党以外的一切政党 ,在德国全面实行一党专制独裁统治。虽然希特勒没有公开宣布废除《魏玛宪法》 ,

在形式上保留了议会制度和司法独立权 ,但那只不过是形同虚设 。希特勒建立的第三帝国 ,不仅是对魏

玛共和国的极端反动 ,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治的一种倒退 ,而且也是对德国历史的反动 、政治上的严

重倒退。在经济上 ,为谋求对外发动侵略战争 ,纳粹政府将极权政策实施于经济领域 ,加强了对经济的

全面干预和控制 ,建立了“总体战争经济”体制 。由于军事工业的恶性膨胀 ,从而刺激了整个德国工业的

发展 。1937年 ,德国工业生产在资本主义世界占11%,英国为10%,法国仅为 5%,超过了英 、法 ,又仅次

于美国 ,跃居世界第二位 。专制主义和“总体战争经济”体制使德国经济暂时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是 ,

第三帝国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了扩充军备 ,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从政治角度看 ,这一时期德国可称为封

建法西斯式资本主义社会形态 ,从军事经济角度看 ,可称为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形态。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 ,德国在 1945年前由于政治与经济发展不平衡 、处于不同步协调发展状态 ,所

以没有出现一个比较完备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

4.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时期(1949—)。二战后由英美法三国扶持建立起来的联邦德国 ,在吸取第二

帝国时期专制主义 、魏玛共和国时期自由主义 、第三帝国时期纳粹极权主义等政治经济体制失败教训的

基础上 ,结合本民族的特点 ,基本上是按照西方的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体制的模式建立起来的 ,确立了

完全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体制 ,使政治与经济逐步实现了相对同步 、稳定和协调发展的状态 ,因而资本

主义得以在健康平稳的道路上演进 ,社会也得到了全面进步 ,是一个真正完备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 ,或

者说较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

联邦德国的政治结构是以中等阶层(或称中产阶级 、中等阶级)占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统

治形式 ,在政治体制上建立了以基督教民主联盟 、基督教社会联盟组成的“联盟党”和社会民主党为主 、

自由民主党为辅的三党制政治 ,并在此结构基础上形成稳定的议会民主制 ,由《基本法》(即《宪法》)规定

对总统权力加以限制 ,总统只是国家权力象征性代表 ,不再拥有行政权 ,废除了《魏玛宪法》规定的总统

拥有的“紧急权力”。总理由总统根据议院中力量对比 ,提名最强大的党的领袖为总理候选人 ,再经联邦

议院选举后组织政府 。政府一旦组成 ,就获得了比《魏玛宪法》时更大的独立性。这既不像美国国会独

立于政府首脑 ,从整体上形成对总统的抗衡力量 ,也不像英国下院完全受政府支配和控制 ,成为政府和

反对派争吵的场所 ,而是这两种类型的混合体 。政党政治结构比较民主和稳定。在总结自由主义和极

权主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吸取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两种模式的利弊 ,制订出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市

场经济”模式。这一体制强调在坚持市场经济 、坚持自由竞争为主的前提下 ,强调社会秩序。国家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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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市场经济完全放任自由 ,要进行适当的调节 ,维持一种“竞争秩序” ,保证竞争得以实现 ,使经济有一个

稳定的发展环境 。同时 ,国家也要干预收入分配和劳资关系 ,以确保“经济人道主义” ;通过社会保险 、救

济和补贴等措施来缓和私有制及竞争带来的危害 ,避免社会矛盾的激化。在这一体制下 ,联邦德国经济

发展十分迅速 ,50年代中期已超过了 1936年的生产水平 ,增长率为 10%,创造了又一个“经济奇迹”。

1964年至 1967年经济发展达到最高点 ,工业生产平均增长率为 7%,至 1970年国民生产总值提高了 6

倍 ,一跃成为世界第三大工业强国 。联邦德国政治与经济体制的一个共同特点 ,就是以“平衡”作为杠

杆 ,强调“秩序”和“稳定” ,这也是鉴于德国在动荡多变的历史中遭受磨难而得出的宝贵经验。虽然联邦

德国成立后联邦政府也几经更迭 ,也出现过几次经济危机 ,但政治和经济体制基本上没有改变 。在西方

民主政治影响下 ,联邦德国也出现过多元主义 ,代表各个不同阶级 、阶层利益的压力集团在社会生活中

起着重要作用。虽然人们对各个压力集团活动有所不安 ,但联邦德国稳定的政治和经济体制 ,使利益多

元主义也呈现稳定的状态 。民主制的实行和多元主义的出现 ,并没有削弱德国传统中强调国家权力的

作用 ,而是国家权力和民主制度融洽地结合在一起 。事实证明 ,联邦德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是成功的 。

三 、容克贵族与资产阶级 、封建君主专制与资产阶级民主制

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性质的问题 。1945年前总的情况是以容克贵族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大于

资产阶级势力 ,资产阶级极其软弱 ,封建君主专制主义战胜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在德国 ,专制主义 、军国

主义是以容克贵族为代表的封建势力的具体表现。封建君主专制主义代表容克贵族势力 ,这好理解。

为什么说军国主义也代表容克贵族势力 ?因为一方面军国主义起源于普鲁士 ,是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的

产物 。同时另一方面 ,在普鲁士及第二帝国 ,军人地位至高无上 ,在德国人的心目中 ,崇尚武力和当一名

军人为无尚光荣 。德国军官团成员一般都是由容克贵族及其子弟担任 ,所以说 ,军国主义是德国容克贵

族封建势力的代表。军国主义意识在群众中也根深蒂固。军队是国家权力象征的观念支配着整个德国

的政治生活和人民的思想 。封建君主专制主义 、军国主义对人民群众的影响 ,具体表现就是保守主义 、

崇拜权威 、对权威人物的盲目服从 ,这些都是阻碍资产阶级民主发展的思想因素 。

由于封建君主专制主义 、军国主义思想的影响 , 1945 年前在德国历史上出现了有悖于历史发展规

律的现象 ,如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和经济的发展 ,不是资产阶级力量变得强大 ,加速推进资产阶级民

主进程 ,而是资产阶级变得软弱 ,处处与封建势力妥协 ,甘心忍受在政治上受封建势力的打击和排挤 ,使

资产阶级民主进程受阻 ,甚至出现倒退 。这样的例子有:一是在第二帝国时期资产阶级甘愿在政治上与

容克贵族妥协 ,共享国家权力 ,放弃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追求。二是魏玛共和国时期的 1924年艾伯

特总统受审判和 1925年总统选举 ,这是最典型的一次。1924年底 ,在德国政治舞台上上演了一场围攻

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 、现任总统艾伯特的闹剧 。反动报刊纷纷指责艾伯特等人曾在 1918年 1月参加了

柏林五金工人的罢工 ,认为这个行动是在“背后打击了”德国军队 ,是卖国行为。反动势力竟然在马德堡

法院对艾伯特总统进行审判 ,艾伯特屈从于反动势力的压力 ,公然出庭接受审判 ,并一再表白自己并不

想革命 ,没有背叛民族。艾伯特经过这次折腾 ,心力交瘁 ,于 1925年 2月离开人世。艾伯特总统死后 ,

德国举行总统选举 ,封建君主专制主义 、军国主义分子兴登堡当选为德国总统。兴登堡上台 ,德国在政

治上迅速右倾。1926年 5月 ,德国政府发布命令 ,所有驻外使馆除悬挂共和国旗帜外 ,还要悬挂旧帝国

的黑白红三色旗;希特勒纳粹党又开始恢复了反对共和国的活动;经济危机爆发后 ,兴登堡又利用《魏玛

宪法》第 48条的规定 ,通过颁布“紧急法令”实行专制统治 。所以 ,经济繁荣没有进一步推进资产阶级民

主政治的进一步发展 ,政治上反而趋向反动 ,社会民主党势力明显削弱 ,资产阶级中的不稳定分子明显

右转 ,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最后彻底崩溃 。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不能建立并得到健全发展 ,主要是封建

君主专制主义势力太强大 、资产阶级太软弱的结果 。

封建君主专制主义 、军国主义之所以在德国历史上影响大 ,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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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德国没有进行过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 ,封建势力没有受到彻底打击和清除 。1848年 ,在法国

大革命的影响下 ,德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但是 ,资产阶级由于害怕人民群众 ,将如火如荼的革命从

街头搬进了议会 ,甘心与封建势力妥协 ,同容克贵族分享政权 。恩格斯因此称德国资产阶级“是个小资

产阶级气息非常浓厚的阶级”[ 4](第59页)。这次革命失败了 ,没有“摧毁君主制和反动派” ,封建势力没

有受到彻底打击 ,没有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统一德意志的任务 。对于德国资产阶级同封建势力妥

协 ,背叛革命的行径 ,马克思写道:“历史上没有比德国资产阶级更可耻更下贱的角色了。”[ 5](第 316 页)

资产阶级完全拜倒在容克贵族的脚下 ,没有形成一支反对封建势力和实现自己政治要求的强大力量。

1871年建立的第二帝国是俾斯麦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道路并按普鲁士方式 、而不是对封建王朝采取暴

力革命实现的 ,并没有触动容克封建势力 。因此 ,第二帝国占统治地位的仍是“封建主 、容克 、君主制军

国主义”
[ 6]
(第 282 页),封建的阶级关系 、政治势力 、意识形态都被保存下来 ,并与资本主义因素相结合 ,

是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 、混杂着封建残余 、已经受到资产阶级的影响 、按官僚制度组织起来 、并以

警察来保卫的军事专制制度的国家”[ 7](第 114 页)。因此 ,德国虽然由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 ,但

在政治上仍保留了浓厚的封建残余 ,“德国资本主义长时期保存着半封建的特征”[ 7](第 113 页)。德国在

政治上的封建保守性和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在魏玛共和国依然存在 ,政治上层建筑领域的阶级结构并没

有多大变化 ,只不过是容克资产阶级专政暂时变为资产阶级容克专政 。迫于“十一月革命”的形势 ,一些

旧的具有封建保守性质的容克资产阶级政党在“民主” 、“人民”的外衣下重新进行包装 ,摇身一变成为

“纯粹的”资产阶级政党 ,如德意志民族人民党 、基督教民主人民党(又称中央党)、德意志民主党等 。这

些政党只不过是改头换面 ,并不是真心拥护魏玛议会民主制 ,它们后来在推翻共和国和法西斯上台方面

起了重要作用。旧官僚 、旧军官和容克贵族经常给共和国制造麻烦 ,左右共和国的政治局势 。1925年

以后封建势力又占据优势 ,资产阶级步步退让 ,最后导致共和国的崩溃。

第二 ,容克贵族俾斯麦完成了资产阶级没有完成的德国统一这一创世伟业 ,从而确立了俾斯麦在德

国政治舞台上的重要地位 ,进而也使封建容克贵族的影响不断扩大 。列宁指出:“俾斯麦依照自己的方

式 ,依照容克的方式完成了一项历史上进步的事业。”[ 8](第 111 页)由于俾斯麦的这一历史进步功绩 ,从

而奠立了以他为代表的容克贵族的封建意识形态在德国政治舞台上的绝对统治地位 ,德国资产阶级因

而也对其顶礼膜拜 ,也甘愿与封建势力妥协 ,也逐渐容克化了。梅林在《中世纪末期以来的德国史》一书

中写道:“资产阶级拜倒在这位`百年难逢的伟人' 的膝下 ,他给他们带来了发财的美景 。俾斯麦本人也

就却之不恭地接受了这种过分的殷勤赞颂 ,但并不作回报。对待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 ,他依然用铁腕加

以压制 ,假如有哪一位资产阶级讲演家敢于在国会里吞吞吐吐地唠叼一句有关`人民权利' 的话 ,那末他

就会被俾斯麦痛骂为讨厌的乞丐 。”[ 9](第 210 页)由于俾斯麦 、威廉二世支持和保护资本主义经济的发

展 ,资产阶级也就放弃了政权上的要求 。俾斯麦在德国和欧洲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以前我们受“左”的思

想影响 ,对俾斯麦的评价不敢正面肯定 ,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在德国电视二台 2003年 4月开始的“最

杰出的德国人”评选活动中 ,鉴于俾斯麦在完成德国统一 、社会立法 、最早创建社会保险体制方面的功绩 ,

他与马克思 、路德 、阿登纳等被评为 10位“最杰出的德国人”之一 ,足见俾斯麦在德国人心目中的地位。

第三 ,人民群众反封建的民主意识不强。人民群众反封建民主意识不强 ,也助长了封建势力 ,影响

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发展。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 。由于长期受封建专制主义 、军国主义的

统治以及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国家至上 、强权主义和权力意志思想的影响 ,在德国人民群众中养成了认为

纪律 、责任和服从比自由 、个性 、反抗更有价值的思想 ,进而形成了“崇拜权威” 、“崇拜强有力的领袖人

物”的极端观念 ,人民群众中的自由民主意识比较淡薄 ,盲目的服从便成为道德观念实现的尺度 。德意

志人讲求秩序 、守纪律 、严谨 、刻板 、守时 、服从等这样一些民族性格 ,是与这些有关系的 ,是普鲁士军队

立正 、稍息 、正步走走出来的 ,专制主义 、军国主义精神培植了这一民族性格。另外 ,由于魏玛共和国政

府的软弱无能 ,在共和国存在的14年时间里共有 26届内阁相继执政 ,更迭十分频繁 ,魏玛共和国又遭

受两次经济危机的打击 ,国内政局动荡不宁 ,人民群众对议会中政党之间的斗争十分厌倦 ,因而对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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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失去了信心 ,渴望有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和行政机构来领导德国。人民群众民主意识不强 ,因而

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也没有实现的基础 ,这也从客观上为法西斯上台提供了土壤 。

四 、二战后西方盟国对德国的改造

德国社会长期存在封建专制主义 、军国主义 、极端民族主义的历史传统 ,成为阻碍德国资本主义发

展的桎梏 。而纳粹主义则是封建专制主义 、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思想之集大成 。因此 ,德意志民族

要新生 ,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要得以建立和健全发展 ,德国社会要得到全面进步 ,就必须铲除纳粹主义。

那么 ,这样一个任务是由二战后战胜国对德国的占领和改造而得以实现的 。对西德来说 ,西方盟国对德

国的改造实际上是完成了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没有完成的反封建的任务。这个任务主要是通过“四化”即

非纳粹化 、非军国主义化 、非工业化 、民主化实现的 。除非工业化外 ,其它三化不同程度地实现了。

首先 ,美英法苏四大盟国对德国实行分区占领 ,将“一再发生瘟疫的策源地”普鲁士彻底分割 ,使其

从德国地图上消失。紧接着 ,四大国吸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德国制裁不成功的教训 ,确定了重在从

政治 、经济上铲除德国的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原则 ,目的是造成一个在德国发展民主政治的局面 ,进

而建立健全的民主政治体制 ,使德国成为一个民主 、爱好和平的国家 ,并按这些原则对德国的政治和经

济进行民主改造 ,重建德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活 。

其次 ,对纳粹主要战犯和骨干进行审判 ,予以严惩 。纽伦堡法庭以破坏和平罪 、战争罪 、违反人道罪

对戈林 、里宾特洛甫等 24名主要罪犯进行了审判和严惩。纽伦堡审判后 ,各占领区还进行了较低级的

审判 ,如美国占领当局在纽伦堡又举行了12次审判 ,其对象为各个阶层的纳粹骨干 。西方占领区共判

处5025名被告 ,其中 806名判处死刑 。纽伦堡审判和各占领区审判揭发出来的纳粹犯下的骇人听闻的

罪行 ,在德国人民中引起强烈的震动和愤怒 ,从而教育了德国人民。

第三 ,在德国实行“非纳粹化”和“非军国主义化”。“非纳粹化”的目的是肃清纳粹主义对德国政治 、

经济 、教育等领域的影响 ,彻底铲除纳粹残余势力 。各占领区废除一切法西斯的法律和决议 ,查禁和摧

毁了所有纳粹党团组织 ,严禁法西斯组织重新活动 ,清洗了盘踞在政治 、经济和社会各领域的重要岗位

上的纳粹分子。如美占区规定 1937年 5月 1日以前加入纳粹党的官员必须辞职 ,所有纳粹党员全部不

得在私人企业中就业 。在非纳粹化过程中 ,容克大地产被没收 ,文官制和容克大地产的取缔 ,标志着专

制主义的基础容克阶级的覆灭 。非军国主义化侧重消灭德国的作战潜力 , “铲除和控制可用于军事生产

的一切德国工业” ,防止军国主义复活。非纳粹化和非军国主义化为德国的民主改造奠定了基础。

第四 ,对德国实现民主化的改造 。非纳粹化过程实际上就是民主化的教育过程 。各占领区在非纳

粹化的同时 ,就开始重建德国的民主政治生活 。一方面 ,盟国利用教育宣传机构 ,在西德进行西方民主

的灌输 ,与此同时 ,培养西德人的参政意识 ,以及对民族的责任感和不任凭别人摆布的政治上独立思考

的能力。另一方面 ,按照民主原则恢复和重建德国的政治生活。西德社会民主党于 1945年 5月开始了

重建工作 ,代表中产阶级利益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也先后成立。这几个政党从重建和

筹建开始 ,就成为西德的主要政治力量 。此外 ,还成立了自由民主党 ,共产党也恢复了活动。由于战后

特殊的环境 ,大资产阶级 、大地主被取缔了 ,工人阶级为温饱而忙碌 ,失去对权力的兴趣 ,而中产阶级则

适时崛起 ,成为西德政治舞台上的中坚 ,从而为西德民主政治改造提供了阶级基础 ,因为德国历史传统

中主张民主自由的恰是德国中产阶级。美国为了在战后实现称霸全球战略 ,害怕苏联对西德进行意识

形态渗透 ,一心要把西德纳入西方阵营 ,客观上也为西德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建立创造了条件。西德民主

政治的建立多少是外部力量在特殊的情况下施加于德国人民的 。但是 ,西方民主政治只有通过西德人

民的接受才能在德国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美国当局深知 , “民主政治就像拿破仑的军队一样 ,只有吃

饱了肚子才能向前推进” 。德国大部分民众在战后最关心的问题是吃饱肚子 ,对政治不十分感兴趣 。美

国人深知 ,要使德国人接受美国民主政治 ,还必须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以美国为首的西占区当局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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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系列经济 、社会措施 ,尤其是“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和币制改革 ,为西德经济输血打气 ,使经济很快得

到恢复和发展 ,从而使西德人民顺利渡过了战后初期的困难 ,这从客观上也为西德人民接受西方民主树

立了信心 ,为推行民主政治奠定了物质基础和群众基础 。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国对德国的改造 ,在德国历史进程中起着巨大的进步作用 ,为二战后德国资本

主义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这与一战后战胜国只是从经济上对德国进行掠夺和剥削 ,而不是

重在从政治思想上对德国进行改造有着天壤之别 。二战的胜利结果 ,既壮大了社会主义制度 ,也促进了

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的发展。盟国对德国实行的非纳粹化和民主化措施 ,实际上是一场政治革命 ,是在

西部德国实现了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 ,最后在西方大国扶持下建立了具有真正意义的资产阶

级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五 、德国的教育和科技

从普鲁士开始 ,德国在每个历史阶段的历届政府(纳粹时期除外)都很重视教育和科技。这是德国在

政治与经济不协调发展以及处在逆境的情况下 ,工业化飞速发展 、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德国的教育 、尤其是普及教育的程度居世界各国之首。为适应工业化的需要 ,德国还十分重视技术

教育 ,大力发展工科大学 。另外 ,德国还十分重视职业教育 ,规定 18岁以下青少年有进补习学校的义

务 ,仅普鲁士在 1900年就有工业补习学校 1070所 。在发展教育的同时 ,德国十分重视科学研究 。1911

年底 ,德国创建了“威廉皇帝科学促进协会” ,为杰出的科学家提供专门从事研究工作的机会。国家还在

大学和高等技术学校建立研究机构 ,使大学成为教学和科研的基地。联邦德国把教育和科技视为“进步

的中枢神经” ,大力发展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 ,为经济发展造就了大批科学人材和高素质的职工队伍。

德国在教学科研方面的学术空气十分活跃 ,允许学者们在学术上自由发表意见 ,科学研究和学术探

讨完全独立于政治和宗教之外 ,不受其干扰。除第三帝国时期外 ,这是德国一贯的传统。这种学术上的

自由探讨和重视 、尊重知识的环境 ,使德国造就了不少享誉世界的著名科学家 ,如物理学领域出现了爱

因斯坦和普朗克两位伟大的科学家 。爱因斯坦于 1905年和 1916年分别创立了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

论 ,推翻了经典物理学的基石 ———牛顿的绝对时空观 ,奠定了现代物理学的基础 ,极大地推进了 20世纪

的科学研究。普朗克在 1900年提出量子论概念 ,为量子力学奠定了基础 ,为 20世纪深入研究物质内部

结构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还有能量守恒定律的提出 、电磁波和 X光射线的发现 、自动点火内燃机和汽

油内燃机汽车的创制等 ,都是德国科学家的贡献。另外 ,在数学 、生物学 、地理学 、天文学领域也是人材

辈出 、硕果累累 。在 1933年以前 ,德国的科学一直处在世界的前沿 。在世界 45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

者中 ,德国人就占 10人;40名化学奖获得者中 ,德国人占 16人 。许多科学家的涌现 ,大量研究成果和科

学发现 ,对德国工业现代化起着重大促进作用 。

另外 ,德国教育和科研重视与生产实践的结合 ,重视发明创造。德国对旧工业的改造和新兴工业领

域的开拓并得到发展 ,关键的因素是注重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应用 。在第二帝国 ,科技发明和研究成果层

出不穷 ,成为当时欧洲最发达的科技先进国家 。德国的电力工业 、化学工业 、钢铁工业 、交通运输业在世

界上占有领先地位 ,主要得益于科学家的发明创造 、得益于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应用。联邦德国在经济领

域也是广泛应用科学技术 ,新技术 、新材料 、新工艺在各个生产部门大量应用 ,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德国还重视学习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 。德国工业革命起步晚 ,为了缩短与先进国家的

差距 ,从一开始就十分注意学习英 、法 、比 、瑞士等国先进技术和经验 。19 世纪 80年代 ,德国采用了英

国人发明的托马斯—吉尔克里斯碱性转炉炼钢法 ,使钢铁生产节节上升 ,很快超过了英国 ,跃居欧洲之

冠。魏玛共和国时期利用《道威斯计划》 ,除接受外国贷款和投资外 ,德国还大量引进了外国先进技术和

科学管理方法 ,如在全国开展“工业合理化”运动 ,在生产领域引进新的生产方法 ,大力提倡科学进步。

德国工业家向来比较重视技术的合理化 ,将技术合理化作为经营企业 、赚取利润的战略措施 。在“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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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化”运动中继承了这一科学传统。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的采用 ,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教育和科技是德国经济发展 、建立强大国家的法宝 。法国科学家帕舍尔认为 ,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失

败是在“科学上失败了”。他说:“德国增设大学 ,在大学之间培植有益的竞争心理 ,对大学教授和博士很

尊敬并给予荣誉 ,设立宽敞的实验室 ,并具有精良的实验仪器 。而法国则只顾革命 ,沉醉于理想政体的

无益争论之中 ,对高等教育的设施也只是给以偶尔的注意。”[ 10](第 236 页)这种分析是很有见地的 。法国

在普法战争中的失败是由于敌不过以西门子 、克虏伯发明制造的钢炮武装起来的普鲁士军队。第二帝

国工业化飞速发展 ,不是依靠俾斯麦专制主义 ,正如凯恩斯所说:“德意志帝国与其说是依靠血和铁建立

起来的 ,不如说是依靠煤和铁建立起来的 。”[ 11](第 1 页)二战后的联邦德国更是依靠教育和科技而成为

西方经济强国。当然 ,依靠教育和科技而强大起来的德国 ,也曾助长了极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势力 ,

使德国走上了冒险道路。但这另当别论 ,不是教育和科技的过错 。

(本文作者系中国德国史研究会会长 ,本文是根据其在 2003年 10月召开的第六届中国德国史学会

第一次学术讨论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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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ause of German history is very sinuous.German nationalism , the imbalance of the politics

economical development generated by the influence of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 the mightiness of the

Junker feudal aristocracy , and the faintness of the bourgeoisie , the postwar reeducation of democratization imposed by

the western allied powers on Germany , the developed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 , etc , are all the important factors which

influence the cause of German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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