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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德国资本主义独特发展道路的一部力作

— 评《德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

李 植 坍
(武汉大 学 人文科学学院

,

湖北 武汉 43 00 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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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道路问题
,

是当今学术界的一个热点
。

人们或从文化角度
,

或从经济模式
,

或从政治架构特点等视角
,

品评当代资本主义发展 问题
。

吴友法
、

黄正柏教授主编的《德国资本 主义发

展史 ))( 武汉大学出版社 2。。 o 年 12 月出版 ) 的面世是我国史学界研究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

特别是研究德

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方面的又一项重大成果
。

、

众所周知
,

我国德国史研究一直相对较弱
。

过去出版的多为通史类著述
,

它们虽然填补了我 国德国

史研究的空白
,

促进 了德 国史研究在我国的开展
,

但知识性和教材性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学术

水平
。

《德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一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

使我国德国史研究向前跨进 了一大步
。

《德 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它的厚重
。

该书是由武汉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导师吴

友法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规划基金
“

九五
”
重点项 目

“

从政治与经济关系探讨德国资本主义社会 的演变

与发展
”

的最终研究成果
,

由武汉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等长期从事德 国史和世界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共 同

完成
。

全书共 10 章
,

近 60 万字
,

引用文献达 2 40 多种
,

其中外文书达 1 20 多部
,

向人们展示了 19 世纪

初到 2 0 世纪近 2 0 0 年的德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

如此宏大的学术著作的推 出在我 国德 国史研究领域 中

是前所未有的
,

因此堪称我国德 国史研究的一项重大研究成果
。

一部学术著作的好坏与否
,

关键在于其内在的学术价值
。

《德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给人 的一个深刻

印象是
,

它对德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深人认识和独到见解
。

该书把政治与经济相互关系作为全书的

主题
,

采用了从政治与经济关系角度切人的全新研究视角
,

从而使该书在研究德国资本主义独特发展道

路时显现出巨大的思想理论活力和深厚的学术功底
。

从这一意义上
,

《德 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不仅具有

较高的学术价值
,

而且对于推动我国德国史甚至整个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研究都有积极的意义
。

综观《德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一书
,

具有以下研究特色
。

在研究的切人点上抓住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性特征是该书的一大特色
。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

史唯物主义原理
,

在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时
,

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是资本主义发展演变 的关键
,

对

此
,

各个资本主义 国家概莫能外
。

在通常情况下
,

各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演变中的政治与经济是相对同步

发展的
。

英
、

美
、

法等国的资本主义发展都说明了这一点
。

它们是在资产阶级革命后资产阶级掌握国家

收稿 日期
: 2 0 0 1

一 1 2
一

0 8



第 3期 李植桥
:

探讨德 国资本主义独特发展道路的一部力作

政权的状态下开始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
。

但是
,

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并非如此
。

《德国资本主义发展

史 》在进行深人的研究后开宗明义地认为
, “

德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演变和发展
,

所经历的是一条不 同于

英
、

法
、

美为首的西方模式的独特的发展道路 ,’( 导论
,

第 1 页 )
。

而德 国资本主义的演变和发展之所以会

走上独特的发展道路
,

关键在于 1 9 4 5 年前德国资本主义发展 中政治与经济的不同步性
,

政治长期滞后

于经济的发展
,

德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没有确立 自己的绝对统治地位
。

首先
,

《德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一书就 1 9 4 5 年前德 国资本主义发展中政治长期滞后于经济的状况进

行了详细的论述
。

书中指出
,

19 世纪初
,

德国封建统治阶级以 自上而下改革的方式使德国进人了资本

主义社会
,

避免了被革命推翻的命运
,

继续掌握着国家政权
。

1 8 7 1 年德意志帝国建立后
,

傅斯麦
、

威廉

二世在经济体制上顺应世界工业革命的历史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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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使得德国资本主义出现了高

速增长
,

到 20 世纪初超过英
、

法等国
,

成为仅次于美 国的世界资本主义工业强 国
。

尽管如此
,

这一时期

的德国国家政权中
,

新兴的资产阶级始终没有确立绝对的统治地位
。

普鲁士在德国统一运动 中的领导

地位使得德国国家政权落人了以普王为代表的
、

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容克地主阶级手中
,

统一后 的德国

虽然建立起君主宪制政体
,

但德国资产 阶级只是通过一个没有实权的
、

起装饰作用的帝国议会加入了统

治阶级的行列
。

因此
,

这一时期的德国在政治上实行 的是一种半专制主义
。

这种政治状况与当时德国

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相比显然是落后的
。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魏玛共和国建立 了资产阶级议会 民主制
,

德国资产阶级 以统治者的身份

初次登上德国政治舞台
,

从而为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确立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

然而
,

魏玛共和国只

是在现存国家机构的基础上建立 了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
,

并没有摧毁原有封建专制主义的基础
,

旧的反

民主反共和的封建势力在上层建筑领域中依然存在
。

这种状况最终导致了希特勒法西斯专制集权统治

的建立
,

造成了德国历史在政治上的严重倒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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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但它们已经是形同虚设
。

在纳粹淫威之下
,

德国出现了
“

政治生活一体化
”

和
“

领袖原则
”
之下的法西斯一党专制统治

。

经济上则在
“

总体战争经济
”

体制之下把德国变成了军事国

家垄断资本主义
。

在指出 1 9 4 5 年前德国政治长期处于滞后状态
、

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不能得到确立和走上健全的发展

道路的特征后
,

《德 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进一步从历史的角度剖析了造成这种政治滞后 的原因
:

其一
,

德

国没有像英法那样经过比较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
。

德国向现代社会的迈进主要是在容克贵族的操纵下

进行的
。

无论是 19 世纪初 的改革还是近代德 国的统一都是如此
。

而资产阶级 的力量相对 比较软弱
。

这种状况就造成了德国政治领域 中长期存在浓厚的封建残余
,

使资产阶级民主政治难以冲破封建保守

势力的坚冰
。

即使在魏玛共和国时期
,

德国在政治上的保守性和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也没有多大的改变
,

以至于 2 0 世纪 30 年代专制主义再起
。

其二
,

德国思想文化领域某些历史文化传统也严重阻碍资产阶

级民主政治的确立和发展
。

普鲁士的专制主义
、

强权思想在德国意识形态领域十分强大
。

尼采等宣扬

的权力意志和
“
超人哲学

”

等思想对德国人 民影响很深
。

在这些思想的熏 陶下
,

德国人养成了
“

崇拜权

威
”

和服从的观念
,

自由民主意识较淡薄
,

从而使民主政治的建立缺乏相应的群众思想基础
。

魏玛时期

的政治
、

经济动荡以及议会 中政党间的争斗等也使人们对议会民主政治失去了信心
。

其三
,

极端民族主

义影响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在德 国的确立和发展
。

第一次世界大战
、

希特勒纳粹运动等
,

都是德意志民

族主义极端发展的结果
。

其四
,

从普鲁士继承而来的德 国军 国主义传统也是阻碍德国资产阶级 民主政

治发展
、

使德国历史出现曲折的又一重要原因
。

在军国主义意识的禁锢下
,

人民群众也养成了服从的观

念
,

自由民主的个性得不到发展
,

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 自然也不感兴趣
。

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
,

尽管政治上一直处于滞后状态
,

从德意志帝 国以来 直到

1 9 4 5 年以前的德国资本主义经济却取得了辉煌 的成就
。

到 20 世纪初
,

德意志帝国已经发展成为仅次

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工业强国
;
魏玛共和国在战后重建的过程中也出现了

“

经济奇迹
” ;
第三帝 国在整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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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得到发展
,

并于 1 9 3 7 年再次超过英法等国
,

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工业强 国
。

于是
, “
在德国形

成了封建专制主义势力与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相共存
、

封建浪漫主义思想与资本主义工业现代化及专制

主义与 自由民主相混合的局面
,

在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不同于其他发达国家的独特 的
`

德国现象 ” ,

(导

言
,

第 8一 9 页 )
。

德国何 以在政治落后 的状况下仍能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 ? 《德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进行 了

阐释
。

首先
,

在世界资本主义工业化浪潮的冲击下
,

惮斯麦
、

威廉二世等为代表的德 国统治者在经济体

制上能与时俱进
,

顺应潮流
。

前者完成 了德国的统一大业
,

建立了统一的 民族市场
,

有利于资本主义 的

发展
,

后者则在经济领域进行一系列改革
,

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
。

其次
,

生产力是最革命最活跃的因

素
。

政治上 的相对落后并不排除经济革命
、

科技革命等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

德 国虽然没有进行资

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变革
,

但它有着 比英法等国更广泛的技术革命和经济革命
,

重视科技和教育
,

从而使

得德国经济能够后来居上
。

再次
,

军国主义扩张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德国经济的发展
。

在德意志

帝国和第三帝国时期
,

德 国都奉行谋求世界霸权的扩张政策
,

这必然要求以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作后

盾
,

于是
,

军事工业以及与之相关的冶金
、

燃料
、

电力
、

化学等工业在德国得到优先发展
,

并带动 了整个工

业的发展
。

复次
,

在魏玛时期
,

经济的复兴和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与国际资本的扶持和先进的科学管理方

法的推行有关
。

例如
,

在 1 9 2 4 年德国接受《道威斯计划 》后
,

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资本大量流人德国
,

解决

了德国经济恢复中资金奇缺的问题
。

而
“

工业合理化运动
”
中泰罗制

、

标 准化等先进管理模式的引进等

也大大提高 了生产效率
。

虽然德 国经济在政治滞后的情况下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

但政治与经济之间的不同步性发展决不能

是无限的
。

换言之
,

如果政治发展长期滞后于经济发展
,

它必将最终阻碍经济的发展
。

在德国
,

由于 以

封建势力为主的容克阶级和封建法西斯势力长期统治德国的政治舞台以及封建专制主义
、

军 国主义和

极端 民族主义等历史传统 的存在
,

最终将德意志民族推向两次世界大战
,

使德国人民建立的辉煌经济成

就毁于一旦
。

因此
,

德国社会要取得全面进步
,

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必须得到健全发展
,

以便政治与

经济能够协调前进
。

1 9 4 5 年以后是德国资本主义社会演变和发展的第二阶段
。

在这一 阶段
,

德国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

特点是政治 民主与经济 自由的相对 同步协调发展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

盟国吸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

德国制裁不成功的教训
,

重在政治
、

经济上对德国进行民主改造
,

根除德国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
,

使德国

成为一个民主和爱好和平 的国家
。

在美
、

英
、

法 占领 区基础上建立起实行资产阶级 民主政治和 自由经济

体制的联邦德国
。

不过
,

联邦德国并没有完全照搬美英模式
,

而是结合自己的国情建立起在政治上以新

型政党结构为基础的议会民主制度 以及经济上独特而成功 的
“
社会市场经济

”

体制
,

从而使它的政治与

经济得到相对同步协调发展
,

成为战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 中与美
、

英等国明显不同的另一种成功类型
。

从 民族文化传统
、

民族特点的角度对德国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尝试性地进行剖视和阐释是《德

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的又一个重要研究特色
。

按照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
,

世界大战是 自由资本 主义进人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 主要帝 国主义

国家间发展不平衡和垄断资产 阶级追逐高额垄断利润而要求重新瓜分世界和争夺世界霸权 的结果
。

《德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一方面尊重列宁关于帝 国主义一般规律的论述
,

另一方面则提 出新的看法
,

强调

指出
,

德国发动两次世界大战还有其 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
,

是德国资本主义发展中政治长期滞后于经济

发展的结果
。

在德意志帝 国时期
, “

政治和社会制度改革的滞后性
,

与追求更大市场和更高利润 的垄断

经济结合在一起
,

使在社会过渡和转型中所蓄积的矛盾
,

不得不在向外扩张 中得到排解和宣泄
” ,

最终导

致了灾难深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 24 4 页 )
。

而纳粹分子所 以能轻易上台并将德 国人 民推向第二次世

界大战的深渊
,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在于德国政治的落后性
,

即
“
缺乏资产阶级 民主政治的氛围

” ,

德国

人民
“
长期受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和权力意志思想影响

”
(第 40 2 页 )

。

以上认识显然是对只重视关于帝国

主义的一般理论而忽视从各国自己历史文化传统出发进行研究的一种纠正
,

有利于研究工作 的深入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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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历史的本来面 目
。

《德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在写作结构和研究方法上也展示了鲜明的特点
。

从写作结构上看
,

全书仍遵循历史发展的顺序
,

以 1 9 4 5 年为界将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划分为两个

阶段
,

似乎并没有摆脱传统 的写作模式
。

但读者在仔细阅读时就会发现
,

全书的结构设置与研究主题呈

现出和谐的一致性
。

全书在对德国近 2 00 年的资本主义发展演变规律进行历史考察 的同时
,

始终贯穿

着政治与经济相互关系这一中心内容
,

并因此而很 自然地建立起德国近现代历史过程的框架结构
,

从而

实现了阐述德国资本主义发展规律与德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统一
:

即 1 9 4 5 年前德国政治与经济发展不

同步性
,

政治长期滞后于经济的发展
; 19 4 5 年后在英

、

美
、

法三国占领区之上建立起来的联邦德 国则建

立起政治民主和经济自由相对同步协调发展的新型的政治与经济关系
。

更可贵的是
, 《德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在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

。

现在在历史研究中有一种倾向
,

即只

研究材料
,

不重视理论
,

这显然不利于历史研究向更高层次发展
。

《德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则不然
。

它巧

妙地实现了历史与理论的结合
。

全书一方面重视 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
,

对历史事实进行研

究
,

另一方面又将这种研究上升到理论高度
,

揭示历史的本质
。

该书的导论对全书的主题和中心以理论

和历史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了深刻的阐述
,

而各章的最后一节又同时对本章的内容进行相应的理论性概

括总结
,

给人以画龙点睛之感
。

这种研究方法使该书与研究德国历史的同类著作相 比较
,

既具有较强的

说服力
,

又有一定的学术深度
。

必须实事求是地指出
,

虽然《德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有以上诸多特色和优点
,

但也仍有不足和有待改

进之处
:

其一
,

全书对德国政治滞后情况下资本主义经济仍能 以较快速度发展 的问题虽进行 了论述
,

但

还欠充分
。

其二
,

有些章节贯穿政治与经济相互关系的主题思想不够自觉
,

且流于一般通史 的写法
,

诚

如该书后记 中指出的那样
,

这或许是
“

撰稿人对有关问题 的理解并与所撰写的内容结合的程度存在差

异
”
的结果

。

其三
,

德国是一个对世界近现代历史发展有 巨大影响的大国
,

全书虽然对德 国资本主义的

发展演变有较深刻的理解和研究
,

但在德国资本主义发展演变对世界历史的影响方面阐述不够
,

这不能

不是一个缺憾
。

(责任编辑 涂文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