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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统一和现代化并不是同质的 ,两者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然而在德国近

代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统一与现代化有着极为密切的特殊联系 。德国的现代化需要民族

的统一 ,而现代化的进一步开展又有力地推动了国家的统一 。统一一方面成为现代化的动因 ,

另一方面又为现代化开辟了广阔的国内市场 、提供了强大的支持与保护。德国的统一与德国

的现代化之间的密切关系促进了双方的共同发展 ,同时也结出了影响 20世纪上半叶德国乃至

世界历史的恶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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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探讨现代化问题时一般考虑的是社会层面的因素 ,比如产业结构的变化 、科学技术的发展 、

新兴阶级的形成或是新的思潮的传播。这在本质上属于一个渐进的自然的变化过程 。而统一问题主要

涉及的是一些政治层面的事件 ,如统一力量 、统一方式或是统一策略等等。这更多地属于剧烈的人为的

速变过程 。这两种不同性质 、不同时空的过程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然而 ,在德意志近代这一特定的历史

条件下 ,统一与现代化之间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特殊关系 。政治上的分崩离析一直是德意志民族发展

史上的重大不幸 。1517年的路德宗教改革揭开了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统一运动的序幕 ,然而统一

是披着宗教的外衣进行的 。随着西欧的现代化浪潮向周边推进 ,德国社会也深受震荡 ,此后的统一运动

开始与现代化紧紧地结合起来 。1807年开始的反拿破仑战争 ,1848年的德意志资产阶级革命 ,都深深

地打上了现代化的烙印。现代化客观上要求统一的市场 ,现代工业资产阶级也需要统一的民族国家作

为其民族利益的代表和保护神 ,现代化离不开国家的统一。同时 ,现代化的发展 ,工业革命和工业化的

进展 ,对德国的统一也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 德国的统一同样也离不开现代化 ,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讲它

是现代化的产物 。因此 ,德国的统一和德国的现代化之间是一种密切相联 、相互作用 、相互促进的关系。

一

现代化问题在德国一经出现便与德国的统一紧紧地交织在一起。这是德国历史发展的必然 ,更是

德意志民族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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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英国和法国早就确立了统一的民族国家 ,解决了统一问题。对内 ,这些民族国家的专制王权为

了巩固其统治致力于度量衡的统一 ,道路的建设 ,关卡的消除及金融系统的建立 ,促进了自由贸易和商

品经济的发展。对外 ,专制王权奉行重商主义和殖民主义 ,保护国内工商业的成长 ,开拓原料产地和商

品市场 。市民阶级在专制王权的襁褓里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英 、法等统一的民族国家遂也成为世界上

最强大的国家。而德意志社会虽受影响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在 30年战争中 ,英 、法甚至是瑞典

等民族国家为了本国利益而浴血奋战 ,而此时的德意志诸邦还在相互厮杀 ,统一的德意志民族的意识还

是很淡漠。如果说 ,在 18世纪 ,德意志人开始有了一种民族意识 ,那么也仅仅只是一种流传于思想界 、

知识界精英观念上的浪漫主义的文化民族主义
[ 1]
(第 112 页)。这与英法等民族国家基于共同政治意志

与经济利益而形成的“政治民族主义”有着显著的差异 。即便是到了 18世纪中后期 ,雄心万丈的弗里德

里希大王也没有提出过要统一德意志之类的话。那么 ,到底是什么事件或是什么因素最终使统一问题

提上日程 ?笔者认为这个事件便是拿破仑战争 ,这个因素便是现代化对德意志社会的影响。

从 1800年的马伦哥战役到 1815 年的滑铁卢战役 ,拿破仑同封建欧洲进行了历时 15年的战争。

毗邻法兰西的德意志受战争的打击最为巨大 。1805年第三次反法联盟的失败及《普兰斯堡和约》的签

订和“莱茵联邦”的建立直接导制了神圣罗马帝国的解体。至此 ,形式上的德意志国家不复存在 ,如何重

拾旧山河提上了日程 。1806 、1807年普鲁士军队和普俄联军的失败及《提尔西特和约》的签订使普鲁士

这个曾经拥有 30万平方公里土地 ,逾 1 000万人口和 25万军队的强邦 ,连同它那自称为欧洲最强的军

队 ,以及曾被资产阶级视为进步和理性之所在的开明专制主义精神一道 ,陷于全面崩溃的境地
[ 2]
(第 241

页)。拿破仑军事上的胜利代表了法国大革命的成果 ,是统一的资产阶级国家的胜利 。以普奥为代表的

德意志的失败反映了以农奴制为基础的分裂的诸侯专制统治的没落 。拿破仑战争沉重打击了德意志的

封建专制制度 ,破坏了德意志强固的封建分裂格局 ,客观上有助于德意志的统一和社会内部新因素的兴

起和成长 。1803年 ,德意志有关邦在拿破仑战争打击下召开的一个全帝国代表会议取消了 112个邦

国 ,使邦国数减少到 30几个 ,德意志在统一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更为重要的是 ,战争中产生了德意

志的政治民族主义 ,人们意识到:落后是由国家的分裂造成的 ,于是 ,新的社会力量出现了 ,它以西方的

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为旗帜 ,要求国家统一和政治自由 。在它看来 ,自由和统一是不可分割的 。普鲁士

虽然元气大伤 ,但它是全德惟一独立的国家 ,是德意志希望之所在 ,只有复兴普鲁士才能统一德意志 、复

兴德意志 。因此 ,全德精英分子聚集于普鲁士 ,共话改革。同时 ,军事上的惨败使普王无力实行专制统

治 ,也意识到了对封建农奴制进行改革的必要性。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德意志自由主义贵族和民族主义

者得以推行改革 ,拯救德意志 ,出现了 1807年开始的施泰因 ——— 哈登贝格改革。改革虽只在普鲁士残

存的一半国土上推行 ,却具有全德意义:它既为德国历史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即开始走上了现代化 ,又

为德意志提供了统一的力量。与此同时 ,拿破仑在莱茵兰地区推行的资本主义改造使莱茵兰地区成为

德意志境内最先转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地区 ,促成了一个德意志现代工商业资产阶级 ,为普鲁士改革者提

供了可借鉴和效法的榜样 。1815年后莱茵兰最发达地区归属普鲁士成为此后德意志现代化的火车头 ,

在 19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了“莱茵文明” ,它不仅发展成为全德的重工业基地 ,而且成为德意志自由和

统一运动的中心 。

统一是德意志民族发展的客观要求 ,现代化是当时的时代精神 ,拿破仑战争最终把这两件关系德意

志民族生存的大事提上了日程 ,并促成了两者的结合。

二

19世纪 20年代 ,德意志工业开始繁荣 、活跃起来 。三 、四十年代是德意志现代化的起动阶段。德

意志现代化一经起动便与德意志的统一事业息息相关。拿破仑战争虽然归并了大量的诸侯国 ,但德意

志依然处于 30多个邦国的分而治之之下 。这种分裂局面在德意志现代化启动之后愈来愈成为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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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发展的障碍 ,民族分裂问题的克服已成为德意志现代化必须突破的关卡 。德意志工商业资产阶级的

杰出代表和德意志民族统一的先驱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为建立德意志关税同盟和全德铁路系统所作的

努力 ,把德意志现代化的进步和实现民族统一的进程紧紧地结合起来 ,首先在经济上成功地突破了这种

分裂局面。关税同盟和全德铁路系统成为当时德意志现代化和统一运动的最主要的载体 ,是德意志现

代化和统一之间相互作用 、相互促进的最典型的体现和最完美的结合。李斯特曾贴切地描述道:“铁路

系统和关税同盟是连体双胞胎;它们在同一时刻诞生 ,彼此肢体相连 ,只有一个思想和一个感官 ,它们互

相支持 ,追求同一个伟大的目标 ,即把德意志各个部分联合成一个伟大 、文明 、富足 、强大和不可侵犯的

民族”
[ 3]
(P.347-377)。

在拿破仑战争的影响和李斯特的倡导下 ,德意志各邦意识到铁路在政治 、经济和军事上的重要性 ,

掀起了铁路建设的热潮 。1835 年德国建成了长 6 公里的第一条铁路 ,1939 年建成铁路 133 公里 ,到

1845年德国一共建成 20条铁路 ,长达 2 871公里 , 1849年全德的铁路长度超过了法国 。从 19世纪 50

年代开始德意志的铁路建设达到了高潮 ,开始形成铁路网 ,到 60 年代末 ,现代德国的铁路格局基本形

成。据统计 ,德国铁路线的长度(不包括奥地利),1850年为 5 822公里 ,1855年为 7 781公里 ,1860年

为 11 026公里 ,1865年为 13 821公里 ,1870年为 18 560公里
[ 4]
(P.93)。普鲁士铁路在其中占了主要份

额:1850年为 3 869公里 , 1870年为 11 520公里
[ 5]
(P.376-380),从而控制了全德铁路网的运营 ,巩固了

它在德意志的经济领导权 。铁路建设极大地带动了煤铁钢等重工业的发展 。铁路网的建成便利了德国

煤炭的开采 ,使德国煤炭产量急剧增加 ,到 1860年时 ,德国的煤产量已超过比利时和法国 。煤矿的开采

给钢铁工业提供了丰富的能源 ,铁路又成为铁的主要消费者 。1861年至 1870年 ,德意志的制铁业出现

了强劲的高涨 ,生铁产量超过法国逼近英国
[ 6]
(P.2)。普鲁士新建立的炼铁 、铁器制造和机器制造企业 ,

为全德之冠 ,占 70%以上。铁路事业发展的结果 ,还带动了一些新兴工业部门的建立。50年代建立的

电报业 ,60年代建立的化学工业和光学工业以及银行业和股份公司的建立也开始促进德意志的工业

化。铁路事业发展的另一个后果是促进了德意志各邦国的联系 。全德铁路网的建立不仅在经济上方便

了交往 ,促进统一市场的形成 ,而且大大增进了德意志民族的政治文化和思想交流 ,增强了德意志统一

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

以上论述表明 ,铁路建设和全德铁路网的形成成为德意志现代化的强大拉力 ,使德意志社会的整个

经济结构和阶级力量的配置发生了“决定性的 ,实际上是革命性的变化”
[ 7]
(P.235)。而资产阶级力量的

增强客观上又需要一个统一的政府和广阔的市场 ,从而有力地推动了统一大业。正如当时的诗人把铁

路称为“德意志统一的结婚绶带” ,铁路不仅在经济上 ,还在促进德意志各地区的思想交流和自由 、民主

思想的传播上起着重大的作用 。普鲁士也因其对全德铁路网的控制而成为德意志诸邦中的领头羊 ,并

最终成为德国统一的中心力量 。

关税同盟的建立与全德铁路网的形成一样 ,在德意志现代化和统一进程中同样占有重要的地位。

它的建立使德意志民族在尚未得到统一的情况下 ,事先造就了统一的内部市场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达到

了经济上的统一 。可以说关税同盟从倡导之日起便具有两个明显目的:现代化和统一。

由于奥地利对德国统一持冷漠和否定态度 ,给了经济上强大的普鲁士以争夺全德霸权的机会 ,它越

过德意志联邦 ,执行一种全德性的关税政策。1828年普鲁士与黑森———达姆斯塔特缔结的双边条约和

1829年与南德商业同盟缔结的条约奠定了 1834年关税同盟的两个重要步骤。受奥地利支持的中德商

业同盟遭到孤立 ,开始分化。1831年黑森选侯国转入普鲁士关税体系 ,打通了普鲁士东西领土之间的

壁垒 ,建立了一条通往西部的关税桥梁。1833年把上述的缔约条约合并 ,产生了德意志现代化史上意

义深远的关税同盟。1834年 1月 1 日关税同盟生效 ,其他小邦纷纷加入 ,到 1836年 1 月 ,已拥有居民

25 151 000人 ,占 1871年统一时德国居民的 85.6%,一个巨大的德意志国内市场逐步建立起来。这样 ,

日益增长的德国国内产品能按统一的方针销售了 。由于奥地利的自我孤立 ,德国政治上同时也是经济

上和地理上的二雄相争局面首先在经济上消除了
[ 8]
(P.77)。当时很多仁人志士都意识到经济联合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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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统一的巨大促进作用。普鲁士财政部长莫茨在给国王的备忘录中对可以预见到的后果这样写道:

“ ……收取进关 、出关和过关税仅仅是各国在政治上的分裂所造成的后果 ,如果这一点确是政治学真理

的话 ,那么反过来说 ,这些国家结成关税和商业联盟的同时 ,它们也必将统一成一个政治体系 ,这也应当

是真理……德意志将统一在普鲁士的霸权之下。”
[ 8]
(P.77)全德铁路系统的形成和关税同盟的建立极大

地促进了德意志经济的发展 ,进一步壮大了德意志资产阶级力量 。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又推动了小德

意志地区同普鲁士经济一体化 。从 19世纪 40年代起 ,关税同盟为保护自己年轻的工业 ,对内部采取自

由贸易 ,对外部和外国采取一定的关税保护 ,这种政策受到大部分资产阶级的欢迎 ,也使普鲁士容克阶

级大受其利 。在资本主义强有力的影响 、渗入下 ,容克阶级也被卷入现代化 ———工业化的浪潮 ,并不自

觉地参加了德意志民族统一运动。

到 1852年 ,除奥地利和汉堡等个别地区外 ,所有其他各邦都已相继加入关税同盟 。铁路不仅把东

部农业经济区同西部钢铁工业区紧紧连接起来 ,而且把北海沿岸和南部山区都拉入民族经济市场里来。

各邦资产阶级大受其利 ,把普鲁士看成是自己在德意志的政治和经济代表 ,并且这时他们已有能力保护

关税同盟。1853年 ,向来与普鲁士不和的萨克森王国政府准备接受奥地利首相施瓦尔岑贝格要求建立

奥地利领导下的大德意志 ———中欧联盟的计划 ,但在资产阶级的压力下被迫站到普鲁士一边 ,支持关税

同盟 。南部和西部各邦出现了支持关税同盟的真正请愿风暴。普鲁士在全德资产阶级的支持下终于挫

败了施瓦尔岑贝格计划。这场危机表明 ,各中小邦已不可能奉行自己的政策 ,他们已经不再是同普奥鼎

足而立的政治力量。奥地利也正是经济的落后而久久未能打入关税同盟。1862年普法商约的签订使

奥地利再也没有加入关税同盟的可能 ,并最终被其他诸邦抛弃。

19世纪 60年代以来 ,小德意志地区的经济已同普鲁士一体化 。据统计 ,1860年德意志联邦铁路总

的货运量为 1 700万吨 ,绝大部分由普鲁士掌握和承担 。1846 年成立的普鲁士铁路委员会 ,60 年代扩

大为德意志管理委员会 ,采取多种手段向各邦渗透
[ 9]
(P.8-9)。在全德铁路网的有力支持下 ,关税同盟地

区形成了共同的经济生活 ,完善了共同的语言和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共同文化。德意志民族最终形成

并得到巩固 。经济的统一为政治的统一奠定了基础。19世纪五六十年代德意志现代化的发展 ,特别是

工业革命和经济的发展 ,已经成为一种强制力量 ,不仅资产阶级迫切需要民族统一 ,连容克阶级甚至是

一些邦的诸侯贵族也感到 ,如果他们对抗统一的潮流 ,德意志将把他们抛弃。可以这么说:统一在德意

志已是大势所趋 ,人心所向。强大而又野心勃勃的普鲁士在俾斯麦的运作下 ,审时度势 ,最终以自上而

下的王朝战争的形式排除了奥地利 ,统一了德国。德国的统一是在德国现代化造就的资产阶级的大力

倡导和推动下 ,是在现代化所造成的国际国内有利形势下 ,更是在现代化创造的伟大力量(财力 、技术和

新式武器)的支持下相继击败丹麦 、奥地利 、法国 ,顶住俄罗斯在战争后期的压力取得的。俾斯麦在德国

的统一事业中能取得成功 ,归根到底是顺应了现代化历史的潮流 。

三

如果说德国统一以前现代化与统一相互依存 、相互促进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现代化对统一的决定

作用 ,那么在德国统一之后两者之间的关系更主要地表现为统一对现代化的反作用 。德国的统一极大

地促进了德国的工业化。

(一)德国的统一是工业化所必要的政治先决条件 ,统一扫除了德意志经济发展中的最大障碍 ,加速

形成统一的民族市场

德国的统一不仅把整个德意志的经济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而且在德意志形成一种经济民族主义。

加入帝国的各邦在“自由贸易”和“关税保护”的激烈竞争中 ,在统一帝国的全力保护与支持下 ,它们的工

业实力和作用大多在这场竞争中大为提高。全德在对外贸易中的入超局面也因此得以扭转:1872 年德

国的对外贸易中 ,进口为 32.62亿马克 ,出口为 23.21亿马克;到 1880年 ,进口下降为 28.3亿马克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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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则上升为 29.23亿马克
[ 10]
(第 366 页)。如果说 ,政治上是普鲁士领导了德国 ,那么经济上却是普鲁

士“融化”在统一的德国之中。统一成为德国经济现代化的巨大助力。这种具有统一价格 、统一法规的

经济一体化进程 ,造成德国经济现代化的巨大容量 。

(二)德国的统一 ,标志着普鲁士道路的最终确立

农业的资本主义改造的完成 ,为经济起飞打下雄厚的基础。德国不同于英国 ,工业化的过程不是以

牺牲农业为代价的 ,相反是在工业现代化的基础上 ,保护农业的发展 ,并在工业革命中起相互促进的作

用。“保护农业利益”虽然是为了照顾政权在握的容克阶级的利益 ,但农业和工业之间保持一种比较平

衡的发展却是德国经济现代化的特点和优点 。统一国家的建立使得“重商主义”的推行成为可能。从这

个角度讲 ,统一对农业现代化有着直接的影响 。1879年俾斯麦承认对农业实行了保护关税以抵抗大量

谷物从东欧和美国涌入 , 1885年和 1887年他又提高了关税 。在国家关税的保护下德国的农业得到了

蓬勃发展 。据统计 , 1870 —1913年德国谷物产量由 1 500万吨增至 3 100多万吨。农业经济的发展给

德国工业化的发展注入强烈的兴奋剂 ,为发展工业提供了丰富的生活资料 、生产资料 、原料 、资金和充足

的劳力。

(三)统一国家对经济的保护或者说是干预极大地促进了德国经济的发展

德国此时的经济在国际市场还远未能与英国相抗衡 ,为了保护德国的民族工业 ,更是为了尽快提高

其民族工业的竞争力 ,俾斯麦推行保护关税政策 ,设立铁路基金 ,确立铁路法案和建立以中央银行为首

的银行体系 ,进一步促进国内的经济联系和自由贸易 ,扶持德国工业的迅速崛起 。此外 ,俾斯麦出于国

防上的考虑 ,把国家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扩充军备方面 ,特别是修筑堡垒和发展与军工生产有关的重工

业部门。军事交通运输业和军火工业的膨胀又带动了钢铁 、机械 、冶炼等一系列重工业部门的发展 。德

国的统一大大加强了国家力量 ,使其有能力推行所谓的“大陆政策” ,营建起一种欧陆均势防卫体系 。这

样就为德国的经济起飞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争得了 20 年和平发展的时间。单就工业增长而

言 ,统一前 1860—1870 年的年均增长为 2.7%;1870—1880年即达到 4.1%;1880-1890 年为 6.4%;

1890-1900年为 6.1%。其增长速度远远超过英法等国 ,仅次于美国
[ 11]
(第 110 页)。世界历史表明国家

权力并不一定能加速经济的发展 ,但应当承认 ,19世纪后 30年的德国 ,国家利用统一的有利条件 ,利用

来自人民复兴国家的民族意识 ,推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 ,促进了德国的现代化 。

(四)德国的统一有助于教育 、科技的发展 ,从精神上保证德国经济现代化的快速进程

德国统一后 ,俾斯麦政府加强对教育的控制 ,颁布了一系列帝国教育法令。70年代完成了近代教

育革命 ,实行强制义务教育制 。这使整个德意志民族的文化素养大为改善 。全德文盲率从 1841年的

9.3%,下降为 1865年的 5.25%、1881年的 2.38%和 1895年的 0.33%。在这个基础上 ,调整了中等学

校的体制 ,大力开展职业技术教育 ,改革高等教育 ,建立了一系列的科学研究机构。这所有的一切如果

没有国家的统一筹备是无法想象的 。在国家的大力建设下 , 德国的科研能力得到了飞速的发展 ,科研

的发展直接带动了技术的进步 ,而且德国人更善于把科研成果应用于生产 、转化为生产力 。科技人员与

工人之比 ,到 1896年已超过美国 ,居世界第一位。当代著名的经济史学家卡洛·M·奇波拉对此作了这

样的评论:“正是德国人在 19世纪下半叶对科学的偏爱使德国工业比英国和美国工业进展更快 。”
[ 12]
(第

194 页)关于德国统一和重视科技教育同德国经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 ,在 1904年德国钢铁厂职工联合会

庆祝大会上主持者不无自豪和自负的演说中得到明示 ,他说 ,德国钢铁工业的辉煌发展可以“溯源于一

种旺盛的事业心 ,在政治统一后它鼓舞我们整个祖国……以不可抗拒的力量使我们的钢铁工业达到这

样一个阶段 ,如果不是政治分裂起了阻碍作用 , ……我们钢铁工业早就达到这个阶段了”
[ 1 3]
(P.468)。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统一后的德国 ,在 19世纪后半期 ,出现了历史上最引人注目和最令人惊异的

经济转变。在大约 30年时间内 ,德国经历了英国用 100多年才完成的工业革命 ,将一个农业占统治地

位的落后国家转变为一个现代高效的工业技术国家。

德国的统一不仅大大促进了德国的经济现代化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德国的政治现代化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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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政治现代化始于 1848年的资产阶级革命 。在这次革命中召开的全德国民议会中诞生了形式上的

德意志联邦政府和制订了德意志帝国宪法 。1849年 3月 28 日 ,德意志帝国宪法获得通过 。该宪法是

德国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最民主的一部宪法 ,它是德国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构建的新

的国家尝试。然而 ,由于当时德国还处于四分五裂之中 ,资产阶级力量又很弱小以及普鲁士还不足以克

服奥地利的阻碍 ,这部宪法成了一纸空文。然而 ,在德国统一进程中诞生的这部宪法对德国的政治现代

化影响颇大 ,它是民主政体精神的“发源地” ,为魏玛共和国宪法所直接继承 。

德国的统一使新宪法的制定和推行成为可能。1871年 4 月 16日 ,俾斯麦亲自领导制订的帝国宪

法 ,在新选出的德意志帝国议会上原样通过。就本质而论 ,帝国宪法是俾斯麦的杰作 ,他使 1867年制定

的北德联邦宪法适用于整个德意志帝国 。根据宪法 ,帝国的主权属于各邦的代表 ,由邦代表组成的联邦

议会是帝国最重要的机构 ,掌握国家权力 。普鲁士国王是世袭的德意志帝国皇帝。在国际法上他代表

这个新的国家 ,有权宣战 、媾和 、结盟 、接受和委派大使 。皇帝任命宰相和其他行政官员 ,也可免除他们

的职务。皇帝还有军队统率权 ,召集立法机构开会或宣布解散的权力 ,法律由皇帝签署并颁布 。皇帝以

下设帝国宰相 ,由普鲁士首相兼任 ,具体负责领导帝国事务 ,然而他并不对议会负责 ,只对皇帝负责 。帝

国议会是人民的代表机构 ,但实际权力很小。它没有一个对它负责的政府 ,所以有人说帝国议会只能发

表“独白”
[ 14]
(P.176)。

和法兰克福时期的宪法相反 ,俾斯麦的帝国宪法是君主立宪的联邦制宪法 ,它谋求强大的中央集

权。基于该宪法原则建立起来的统一的德国依靠其强大的中央集权进一步巩固了统一 ,比一切小邦分

裂主义的倾向都来得优越
[ 8]
(第 156页),并为资产阶级谋得了巨大的国内外经济利益 。然而 ,这种在“自

上而下”统一促成下的政治现代化深深地打上了普鲁士的印记。德国普鲁士风格的君主立宪是由君主

和容克掌握实权 ,直接行使统治权 ,它同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有着重大的区别 ,成为近代具有广泛影响的

普鲁士式君主立宪制模式 。德意志帝国是现代意义上的普鲁士 ,即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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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5]
(第 23页)。

不可否认 ,德国的统一和德国现代化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 、相互促进的关系在双方的实现过程中具

有决定性的作用 。德国的统一是德国现代化的产物 ,没有德国的现代化就没有德国的统一;德国的统一

一方面成为德国现代化的动因 ,另一方面又为德国的现代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成为现代化的强大助

力。统一的现代化的德意志帝国终于于 19世纪后期威廉二世皇帝时代崛起于欧洲的心脏。然而历史

表明 ,德国的统一和德国的现代化存在着自身的特点或者说自身无法克服的弊病。那么 ,这种弊病可否

在德国的统一和德国现代化进程及两者相互的关系和作用中找到根源?

笔者认为可以。其一 ,现代化促成的统一使德国在民族问题上留下了后遗症。德国的统一是在容

克贵族领导下的现代化强制力(更是经济力)作用下实现的 ,然而这种容克可以控制的强制力量 ,只能把

奥地利排除在外 ,实现小德意志地区的统一。一方面 ,周边大国英 、法 、俄决不允许在欧洲的心脏出现一

个南抵地中海 、北达波罗的海的统一的德国 ,而普鲁士显然没有力量对抗这三个随时可能结盟干涉的国

家。另一方面 ,容克力量有限 ,如果采取“大德意志方案” ,那么就意味着向哈布斯堡统治下的奥地利扩

张 ,这必然遭到波西米亚人的强烈反对 ,也会受到在奥地利处于统治地位的德意志人的反对。即使普鲁

士将整个奥地利置于统治之下 ,容克本身的根基必然动摇。俾斯麦选择了现实可行的“小德意志方案” ,

统一了德国 ,然而不得不把奥地利的德意志人排除在外。这就使以俾斯麦为代表的容克阶级陷入了两

难境地:要么因失去德意志民族统一旗帜象征而失去领导德意志的资格 ,要么它突破“小德意志”界限 ,

从而使容克无力控制局面 。为了证明容克统治的合理性 ,威廉二世高举德国民族沙文主义的旗帜走上

了侵略扩张的道路。

其二 ,德国实现统一所依靠的力量和采取的方式使德意志民族主义深深地打上了普鲁士的烙印。

统一以后 ,德国民族主义在普鲁士封建的 、军国主义传统的影响 、渗透下恶性发展 ,并随着德国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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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迅速发展 ,扩张力的急速膨胀而于 19世纪末发展起新形式的民族沙文主义。德国统治集团利用各种

教育机构向国民灌输民族沙文主义。1890年 12 月 ,威廉二世发表演讲 ,要求学校培养“年轻的德意志

民族主义者” ,并要求学校“向社会民主主义作战”
[ 16]
(第 315 页)。垄断集团也积极制造舆论 、筹建组织 ,

宣扬民族沙文主义。1882年建立的“德意志殖民协会” , 1894 年的“德意志东部边疆协会” , 1898年的

“德意志海军协会”和 1904年的“反社会民主党帝国协会”等组织公开为德国民族沙文主义摇旗呐喊。

这种新形成的民族沙文主义与在德国统一后复活了的中世纪德意志大一统主义相结合 ,随着威廉二世

的“世界政策”的推行和扩军备战而迅速膨胀起来 ,并为威廉时代的军国主义政策提供意识形态的根据

和自我辩护的理由 ,成为统治者推行侵略扩张主义的动力。

其三 ,统一作为一种强大的动因和助力 ,使德国现代化的领导权大部分控制在旧势力 ———容克的手

中。拿破仑战争曾令德意志陷入了民族生死存亡之中 ,为挽救德意志 、维护其统治 ,容克贵族顺应了现

代化的潮流 ,并因其在德意志统一战争中的领导权而当然地控制了现代化的领导权 。政治上羸弱的资

产阶级宁可将现代化和统一的领导权 ,让给容克贵族及其戴王冠的代表 ,特别是在对奥战争胜利后 ,资

产阶级对俾斯麦佩服得五体投地。一位曾经激烈批评政府 、反对国王的自由派人士博姆加尔腾 1866年

在《普鲁士年鉴》上发表长文向俾斯麦认错:“我们曾以为用我们的鼓动可以改造德国 ,但我们所见识的

惊人事件教育我们这种前提是多么脆弱……事实证明我们的政体构想几乎全都是错的……我们的原则

若胜利会给我们带来灾难 ,我们的原则失败了反给我们带来无穷的解救……”
[ 17]
(P.34)。在德意志的近

代史上 ,统一是无比崇高而神圣的事业 ,以至于谁掌握了统一的领导权 ,谁便能控制现代化的领导权。

然而 ,德国现代化由旧势力领导的这种特点潜藏着巨大的危险。容克阶级仅把现代化看成德意志统一

及证明其统治合理性的手段。它一方面必须推进德国的现代化建设 ,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资产阶级的要

求 ,造就实现统一的力量;另一方面它当然得保证容克阶级的利益 ,巩固容克的统治 。正是在这种情况

下德国的现代化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 ,德国的工业主义未能彻底涤荡旧有的农业保守势力 。“钢铁与

黑麦”的联盟集中体现了德国工业与容克的妥协。这种妥协虽然在一定阶段确保了德国资本主义的迅

猛发展 ,但是 ,这恰恰也造成了德国资产阶级在很长时期内未能摆脱对容克的依赖 ,成长为德国现代化

的领导力量。容克阶级作为旧的生产力的代表在德国统一以后为维护和巩固其统治地位必须再次寻找

它存在的合理性 。而资本主义的扩张性 ,尤其是在进入垄断阶段后的德国资本主义的强力扩张 ,又为容

克提供了证明合理性的舞台。德国的新旧势力 ,即资产阶级同容克阶级携手制定并推行侵略扩张政策。

应当说 ,实现统一与现代化的途径并没有一个特定的标准 ,德国的统一与现代化本身符合了德意志

民族的发展 ,顺应了时代的潮流。然而 ,德国的统一与现代化在各自的实现过程中 ,在相互的作用 、影响

下埋下了自身难以克服的祸根 ,结出了影响 20世纪上半叶德国乃至世界历史的恶果 。科恩说得好:“普

鲁士在 19世纪 60年代的胜利……为 1918和 1945年的失败打下了基础。”
[ 17]
(P.35)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像统一和现代化这样两个似乎毫无必然联系的事件却也能如此紧密地相互

作用 、相互促进 ,相互影响在历史上并非罕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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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if ication and modernization are qualitatively dif ferent w ithout inevitable causality.How-

ever , on the given histo rical condition as modern Germany , unif icat ion and modernizat ion established an ex-

traordinary close and special relationship.The modernization of Germany needed the national unification ,

and that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ization greatly promoted the national unification.The unif i-

cation , on the one hand , became the mo tivat ion of the modernization.On the other hand , it opened up a

huge home market and provided powerful suppo rt and protection fo r the modernization as w ell.The close

relationship and interactions betw een the modernization of Germany and the unification promo ted the devel-

opment of the both sides , but meanwhile it resulted in the evil consequences exerting long and profound in-

f luence on the early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s Germany and even the wo rld as a w h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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