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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国 史 研 究 的 新 力 作

———评介《德国现当代史》

张 才 圣

德意志民族在近现代社会文化 、科学技术等方面曾给人类社会留下了极为宝贵的财富 ,其挑起的两次世界大战也给

世界带来了无法估量的灾难。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 ,德国独特的发展模式及其产生的巨大影响(特别是德国现当代史),

足以引起国内外学者对她的研究和探索 ,并希望能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故此 , 在我国史学界 , 有关德国历史的研究成

果迭出。为了能准确把握德国史的发展轨迹 ,推进德国史的研究工作 , 认识德国史全貌 , 需要一部高质量的德国现当代

史专著势所必然。然而 ,国内目前还尚未出版一本写到 20 世纪末的德国史著作 ,这不仅制约了学生对德国史的学习 , 也

制约了学者对德国的进一步研究。所幸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吴友法教授新著《德国现当代史》(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年 5

月出版 ,下文简称吴著)在国内出版正好弥补了这一缺憾。

综观吴著 ,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色和创新 。

其一 ,该书前期研究成果扎实 , 史料翔实 、内容丰富是该书的基本特点。自 20 世纪 80年代以来 , 吴友法教授一直从

事德国史的研究 ,相继出版了一系列高质量的著作。在此基础上 , 作者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收集了大量资料 , 以流畅

的文笔 ,对德国现当代史作了完整的梳理 , 完成了近 60万字的《德国现当代史》一书。全书共分为九章 ,系统地论述了从

1871 年俾斯麦统一德国至 1998 年施罗德执政德国的百余年的历史 ,比较全面地展示了德国现当代史的全貌。此外 , 该

书不仅仅是对历史的重现 ,还侧重于对重大历史事件的阐释 ,以此说明历史 , 这也是该书的基本特点之一。例如 ,以往史

学界较为普遍的一种观点认为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是 20 世纪 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结果 ,而作者认为法西斯

的兴起“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根本原因” ,世界经济危机只是加速了德国法西斯的兴起。作者对诸如德国为什么在

20 世纪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 法西斯为什么会在德国兴起并夺取了政权? 两个德国为什么在 1990 年快速实现了统一

等问题都进行了阐释。

其二 ,该书思路清晰 、逻辑缜密 ,文笔清丽 、如行云流水也是其一大特色。作者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

本原理 ,以敏锐的眼光观察德意志民族的兴衰发展史 ,客观地 、实事求是地 、系统地论述了德意志民族从 19 世纪 70 年代

至 20 世纪末的统一 、崛起 、冒险 、失败 、分裂 、再崛起的曲折道路的发展历史 , 并从政治 、经济 、科技 、文化教育 、国际关系

和外交等方面探讨德意志民族为何走上这一曲折道路的历史和现实原因 , 也兼而论及德意志民族在 20世纪整体世界进

一步形成和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 ,改变了过去写历史对政治史的偏重 ,比较注意从经济 、科技 、文化教育和外交等方面

对德意志民族进行综合考察分析 ,体现了历史的综合性。更难能可贵的是 ,吴著不仅仅是一部丰富的历史学著作 ,而且

史论结合 ,不少观点发人深思。例如:两个德国为什么在 1990 年实现了统一? 德国重新统一与欧洲一体化之间的关系?

吴著对这些问题都作了很好的阐释。如德国统一引起了欧洲国家的普遍忧虑 ,因为这彻底动摇了以美苏对峙为框架的

雅尔塔体系 ,开创了欧洲政治格局的新时代。人们担心在欧洲将会出现“德意志第四帝国” ,欧洲联合事业也会因此受到

妨碍。而作者认为 ,德国为了消除欧洲邻邦对其统一进而强大的担忧 ,必定继续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所以 ,“德国统一

加速了欧洲一体化进程” 。

其三 ,该书首次提出并论述德国现当代史所经历的四个不同的社会形态。从理论上而言 ,这是德国史研究的一大突

破和创新。

(1)德意志帝国时期(1871-1919),德国资本主义的奠基阶段 ,被称为“经济巨人 、政治侏儒”的半资本主义或者说半

专制主义的社会形态。作者认为 , 1871 年俾斯麦统一德国后 ,尽管政治上实行半专制主义封建统治 , 但容克资产阶级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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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行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 ,并且重视科技和教育事业 ,使德国迅速迈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道路。德国仅仅

用了 30 年的时间 , 就实现了英国一百多年才完成的工业革命 ,迅速将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 ,并超过

了英法 , 20 世纪初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工业强国。德国强大后 , 由于受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传统影响

和俾斯麦在统一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极端民族主义的熏陶 , 同时也在西方种族主义说教的影响下 ,“德意志种族优越论” 、

“大德意志主义”思想在德国广为传播。这些非理性思想不仅毒化了德国人民的良知和理智 , 而且被野心勃勃的霸权主

义者所利用。极端的军国主义和霸权主义者威廉二世终于挑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2)魏玛共和国时期(1919-1933),

德国资本主义演变和发展的第二个时期。由于脱离国情盲目学习美国民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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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结束后 , 德国在政治上

备受冷落和歧视 ,在经济上割地赔款的逆境中成立了魏玛共和国 ,德国资产阶级第一次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由于实

施《道威斯计划》 ,借助美国资金的援助和借鉴外国先进技术 , 德国从 1924 年开始 , 仅仅经过 6 年的时间 , 再一次成为世

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之一。由于外交上的努力 , 政治上也逐渐摆脱了战败国的屈辱地位 , 迈入了世界大国的行列。 然

而 ,德国毕竟是一个没有经过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 ,封建保守势力影响过大 , 且大部分资产阶级是由容克地主演

变而来 ,新兴的资产阶级也在不同程度上被容克化 ,德国资产阶级在整体上是软弱的 。魏玛共和国的建立 ,并没有摧毁

德国专制主义的基础 ,垮掉的只是封建帝国的外壳 ,旧官僚 、旧军官和容克贵族继续控制着军政大权和经济命脉 , 因此 ,

魏玛共和国的议会民主制十分脆弱 ,为德国法西斯顺利上台埋下了伏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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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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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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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利用 30 年代世界经济危机 , 推

翻了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政体 ,建立了法西斯政权。希特勒上台后 ,在德国全面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 , 大肆扩军备战 , 建

立了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体制。在法西斯的极端种族主义 、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复仇主义思想驱使下 ,于 1939 年发

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再次给人类带来了无法估量的灾难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法西斯的彻底失败而告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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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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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上吸收

魏玛共和国议会民主制失败的教训 ,并在西方民主制度的影响下 , 建立了具有德国特色的联邦议会民主制 ,经济上实行

不完全同于西方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一体体制下 ,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初开始 ,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时期 , 创造了

“巨大经济奇迹” ,在 50 年代末就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进入 80 年代 , 联邦德国成为西方世界的“经济巨

人” , 经济实力仅次于美国和日本 ,人民生活富裕 , 社会进入全面稳定的发展状态。

其四 ,本书章节构思新颖 , 突破了以往学术界将 1918年“十一月革命”作为德国现代史开端的时间框架和以社会经

济形态的更替和发展为基点划分章节的通史惯例 , 体现了德国现代史的时代特色。为使读者对德国史有一个完整的了

解 ,吴著在第一章专门加上一节 , 简要介绍了 1871 年以前的德国史。 采取这样的章节构思 , 既给读者以德国通史的印

象 ,也凸显了德国现当代史的特点。此外 , 作者在章节安排上 , 抓住了统一 、冒险 、失败 、崛起 、再统一这条德国现当代历

史的主线 ,并围绕这条主线进行论述 , 清晰地勾画出了德意志民族在本世纪的发展轨迹 ,历史发展脉络清楚。这样既分

析了德意志民族所走过的曲折道路的同时 ,也探讨了德意志民族之所以走上这一曲折道路的原因。

其五 ,值得一提的是 , 吴著鉴于在学术界出版的众多成果中 , 由于中西文的差异性 , 造成了德国史人名 、地名 、条约 、

组织等在翻译上的混乱。本书作者花了不少时间 ,在正文中的人名 、地名 、条约 、组织等后面基本上都附上了德文(中德

文对照), 这极大地方便了读者对德国史的学习和研究工作。此外 ,作者还按国际惯例在书后编写了三个附录:大事记 、

中德文人名及简历对照表 、主要中外文参考文献 ,进一步提升了本书的学术价值。

当然 ,《德国现当代史》一书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 。德国现当代史内涵丰富 ,本书对有关重大事件的阐释尚需进一

步深化延展。再者 ,吴著虽然收录了主要人名 、地名 、条约 、组织等中德文对照 , 以及中德文人名和简历对照 ,但还不完

整 ,也有些许遗漏的地方。尽管《德国现当代史》一书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小问题 ,但该书无论从史学内容上 , 还是在

评述历史事件上 ,都称得上是一部研究德国史的新佳作 ,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责任编辑　桂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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