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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上 法 西 斯 独 栽 专 政 之 路

— 希特勒是怎样上台的

吴 友 法

希特勒是一个法西斯专政独裁者
。

他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德国建立的法西斯独裁政权
,

对内极其残酷地压迫德国人民
,

实行法西斯专政
; 对外极其疯狂地发动侵略战争

,

肆无忌惮

地屠杀被侵略国家的人民
,

给人类历史带来了空前的巨大的灾难
,

给现代社会的发展留下了

十分深刻的伤痕
。

希特勒在他发迹之前
,

其实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

他早年是一个没有固定职业的流

浪汉
。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

他在部队也只不过混上一个下士
。

1 9 1 8 年战争结束后
,

由于他初

露反犹太人头角
,

得到陆军的赏识
,

在部队继续雇佣
,

当上了一名政治教官
。

只是从这时
,

他才有机会跻身于政治舞台
,

开始他反革命的政治生涯
。

1 9 19 年 g 月
,

他参加了一个 名 叫
“

德国工人党
”

的组织
,

这个组织连同希特勒一共只有七个党员
。

随后
,

他用非常狡猾的手腕

排挤了这个党的领导人
,

独揽了大权
,

并给它冠以
“

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
”

(简称
“

纳粹党
”

) 的

美名
。

1 9 2 8 年纳粹党发展到十万人
, 19 3 1 年超过八十万

。
1 9 3 0 年纳粹党在国会选举中从 八

十万零九千张选票增加到六百四十万
,

议席从十二个增加到一百零七个
。

1 9 3 2 年 7月
,

议席

又从一百零七个增加到二百三十个
,

在国会中由最小的党一跃成为第一大党
。

此后不久
,

希

特勒就掌握了全国大权
。

人们不禁会问
:

就是这样一个出身于流氓无产者的兵痞
,

这样一个默默无名的小卒
,

为

什么能爬上德国统治阶级的最高层
,

是什么因素把他送上法西斯独裁政权的顶峰呢 ?

纳粹运动 的 天赐良机

任何一种政治运动的产生
,

它总要依赖于一定的历史条件
,

也就是说它要有一定的客观

因素
,

总是与当时的历史
、

经济和思想意识的存在密切相关的
。

纳粹运动也莫不是如此
。

第

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
,

为纳粹运动的产生和发展
,

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历史条件
。

希特勒要想夺取全国政权
,

他的首要目标是攻击和推翻魏玛共和国
,

为自己上台创造条

件
。

在他上台之前
,

纳粹运动经历了两次高潮
。

纳粹党成立到 1 9 2 3 年底慕尼黑啤酒店 暴 动

失败
,

这是第一次高潮— 纳粹运动迅速崛起
,

希特勒企图通过暴力夺取全国政权
; 从 19 2 8

.

年到 1 9 3 3年希特勒上台
,

这是第二次高潮— 纳粹运动得到迅速发展
,

希特勒通过议会 道

路夺取了全国政权
。

而这两次高潮却正是德国在战后所面临的两次经济政治危机
。

纳粹运动

是在魏玛共和国百孔千疮
、

矛盾四伏的肌体上滋生和繁殖起来的一颗恶性肿瘤
。

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在德国的出现
,

固然是受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
,

但更重要

的原因是由于德国在一战中的失败造成的重大破坏
,

在财力
、

物力上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

加

之根据战胜国强加给德国的凡尔赛条约
,

要付给战胜国巨额战争赔款
,

以及迫使德国交付战



争赔款
,

法比出兵占领德国经济命脉— 鲁尔重工业区
,

这时的德国正是雪上加霜
,

经济上

遭受毁灭性的打击
。

以财政危机为例
。

1 9 2 1 年德国的货币跌到七十五马克比一美元
, 1 92 3 年初跌到七千马

克比一美元
, 1 9 2 3 年底竟跌到四万亿马克比一美元

。

为了解决财政危机
,

统治阶级一方面通

过所谓
“

生产合理化
”

措施
,

加紧对工人的剥削
, 另一方面大量发行纸币

, 19 2 3年底流通货币

数量是战前的一万七千亿倍
。

德国货币成为毫无价值的废纸
,

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一点积

蓄荡然无存
。

同时
,

资产阶级又用哄抬物价办法剥削人民群众
,
物价犹如断线风筝

,

扶摇直

上
。

1 9 23 年底
,

一磅黑面包的价格竟达三百九十亿马克
,

一磅糖要四百四十亿马 克
。

向战

胜国交的赔款百分之九十又是通过增加捐税的办法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
。

工人的收入比战前

减少了四分之一
,

他们饱受本国和外国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
,

倍受失业和物价飞涨的 痛 苦
,

千百万人成为乞丐
。

陷入贫困深渊的德国人民要求生存
、

要求国家的经济政治前景迅速得到

改善
、

希望能有新的政治力量来代替腐朽势力的呼声一浪高一浪
。

希特勒的纳粹运动就是在

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和登上德国的政治舞台的
。

19 2 3年 n 月
,

希特勒利用人民群众的愤 怒

情绪
,

进行了夺取政权的尝试
,

在慕尼黑发动了啤酒店暴动
,

企图一举推翻魏玛共和国
。

垄断

资产阶级感到此时起用希特勒建立法西斯专政时期还未成熟
,

啤酒店暴动遭到了镇压
。

但希

特勒却在这次暴动中成了全世界赫赫有名的政治人物
。

从 1 9 2 4年起
,

由于道威斯计划的实施
,

战后濒于崩溃的德国经济得以复兴
。

德国 这 时

又加入了
“

国联
” ,

法比在鲁尔的驻兵也撤离了一部分
,

德国和战胜国的国际关系也得到了缓

和
。

在德国经济繁荣和人民生活安定的年年
,

也正是纳粹运动处于低潮和堰旗息鼓时期
。

但是
,

德国经济的对外依赖性
,

决定了德国资本主义的虚弱和不稳定
,

因而第二次世界经

济危机比起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成熟要迅速得多
, 19 2 8年实际上已经开始

。

在危机最低年

度的 1 9 3 2年
,

德国工业生产减少百分之四十点六
,

退回到十九世纪末的水平
。

数十万中小企

业由于得不到政府贷款
,

纷纷宣告破产
,

失业人数达五百六十一万五千人
,

占全国工人的一

半
。

农产品价格暴跌
,

农民收入减少近三十亿马克
。

贸易额猛烈下降
,

银行也纷纷倒闭
。

德

国曾一度有过的繁荣景象
,

转眼间烟灰飞飞
。

在危机期间
,

魏玛共和国历届政府又加强了对

工人的剥削
,

尤其是弥勒政府和布鲁宁政府
,

以非法扩军备战名义
,

增加名 目繁多的税 收
,

通过延长劳动 日的办法降低工人工资
。

劳动人民生活又重新恶化
,

同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又

重新不断加深
。

人民群众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对魏玛共和国政府中的社会民主党和其他资产阶

级政党大失所望
。

他们为了寻求出路
,

又一次纷纷投向纳粹党
。

这次危机使得希特勒得以重

整旗鼓
,

纳粹组织遍布全国各地
,

而且深入到各行各业
。

希特勒在纳粹党报上这样描写他当

时的心情
: “

我一生之中从来没有象这些 日子这么舒坦
,

内心感到这么满意过
。 ”

他还无耻地向

德国人民吹嘘
,

只有他才能把多灾多难的民族从困境中挽救出来
。

这次危机为希特勒上台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

希特勒纳粹运动之所以在这两次经济危机中得到兴起和发展
,

主要是利用人民群众对政

府的愤怒情绪
,

煽动他们攻击和反对魏玛共和国
。

他向人民群众散布什么
,

魏玛共和国是德

国人民贫困和民族灾难深重的根源
。

首先
,

他认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是正义性 战 争
,

是不应该失败的
。

德国之所以失败
,

是由于德国的革命所造成的
,

是
“

十一月革命
”

那些人背

叛了德国
。

而魏玛共和国又是
“

十一月革命
”

的产物
,

所以
,

德国在一战中失败的罪责应由魏

玛共和国来承担
。

其次
,

他认为魏玛共和国接受了凡尔赛条约
,

从而又进一步出卖了 德 国
,



加速了德国的崩溃
。

诚然
,

魏玛共和国政府也是鉴于凡尔赛条约没有触动德帝国主义的经济基

础和政治结构
,

它的负担完全可以转到劳动人民身上
,

但更主要是 由于战胜国实行武力威胁
,

处于迫不得 已的情况下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的
。

希特勒攻击魏玛共和国出卖了德国
,

无非是

使人民群众相信是魏玛共和国把他们带进 了痛苦的深渊
,

从而为战败的耻辱寻找替罪羊
。

应该说
,

经过
“

十一月革命
” ,

由资产阶级篡夺革命成果而建立的魏玛共和国
,

尽管是垄

断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

但毕竟是披着民主的外衣
,

对德皇威廉二世来说 自然是一大历史进

步
。

为什么德国人民反而接受了希特勒的反共和制的宣传呢 ? 这除了如前所述经济危机带来

的贫困外
,

也是与德国长期处在封建容克贵族专制主义统治下的缘故
。

德国没有象英法那样

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
,

封建专制主义可以说是根深蒂固
。

在普鲁士国王
、

尤其是像斯麦的铁

血专政和德皇威廉二世的专制独裁统治下
,

人民群众深受专制主义的熏陶和毒害
。

在这种制

度下产生的占德国文化支柱的菲希特
、

黑格尔和特莱希克的宣扬世界应以
“

自我
”

为中心
、

国

家是神的意志的唯心主义哲学
,

尼采的超人哲学
,

在德国人民的思想上也打上了 深 刻 的 痕

迹
。

长期在这种专制主义文化侵蚀下
,

一部分落后群众的思想自然跳不 出旧思想 意 识 和 习

惯的束缚
。

他们把这些先哲们的说教看成是 日耳曼民族的骄傲
,

因而盲目崇拜权威
,

祟拜迷

信
,

很容易接受希特勒反共和制的宣传
。

而魏玛共和国对旧制度的根基摧毁不彻底
,

除了未

触动大资产阶级和地主所有制外
,

旧的国家机器全部被保留下来
。

因而在官僚阶层中形成了

一种对民主和 自由的轻视
,

对权威和极权主义的渴望
。

这些也都是希特勒纳粹运动赖以兴起

和发展的基础
。

在德国长期未能建立以工人阶级为主的反纳粹党统一战线
,

也为纳粹运动的发展创造了

条件
。

这是由于
,

一方面社会民主党右翼背叛了工人阶级的利益
,

不仅多次拒绝共产党提出

的反纳粹运动的建议
,

而且千方百计对共产党进行诽谤和打击
,

极力为纳粹运动张 目
;
另一

方面
,

共产党本身也在策略问题上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
。

首先
,

他们低估了希特勒纳粹党的

力量
,

认为它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政党
,

在工人运动如此发达的国家里
,

是不可能取 得 政 权

的
。

其次
,

他们用超出客观实际和人民群众思想觉悟的
“

无产阶级专政
”

的口号来反对希特勒

纳粹党
,

而不是着重揭露其反民主的本质
,

把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 目的作为当前运动的宣传

重点
。

再次
,

他们没有团结社会民主党左翼
,

一概认为社会民主党都是垄断资产阶级的工具
,

当作主要敌人予以打击
。

这样就形成了共产党和社会 民主党之间的尖锐斗争
,

而纳粹党就在

这两党的斗争中去不断发展 自己力量
。

希特勒纳粹运动是在反法西斯力量处于分裂的状态下

实现的
。

在
“

国家社会主 义
”

旗帜下

希特勒在纳粹党成立的时候
,

精心设计了一面党旗
。

他在解释纳粹党旗上的
“

红地白圆价

图案时说
,

红的是象征社会主义
,

白的是象征民族主义
。

希特勒的这种解释即是
“

国家社会

主义
”

的两重含义
。

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希特勒欺骗群众
、

煽动群众
,

从而使纳粹党获得

成功的两面旗帜
。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 中曾这样写道
: “

谎撤得大
,

就多少总有些东西会得到人们相信
,

因

而广大人民群众受大谎的骗要比受小谎的骗更容易……他们根本想象不到这样大的谎
,

他们

不会相信世界上竟会有如此透顶歪曲事实的大骗局
,

甚至在说破了之后他们还要怀疑 犹 豫
,

觉得至少总是无风不起浪吧
,
所以就是撒最无耻的谎

,

到头来总可 以捞到一些令人将信将疑



的东西
。 ”

这段话正是希特勒的处世哲学
,

它真实地道出了希特勒这个政治骗子的内心 世系
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帜

,

用假社会主义的虚伪宣传去欺骗和愚弄德国人民
,

是希特勒纳粹运动

的最大特色
。

纳粹党是一个疯狂攻击马克思主义
、

反对共产主义的极端帝国主义和极端沙文主义的法

西斯组织
。

但在希特勒上台特别是在啤酒店暴动之前
,

并没有暴露出这种反革命的本质
。

虽

然他有时也公开有明显反共产主义的倾向
,

却都是用反犹太人的种族主义和民族复仇主义来

加以掩饰
。

他反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作为反犹太人的一种宣传
。

因为犹太人在德国及其

他一些国家倍受歧视
,

不少人参加了革命
,

而共产主义创始人马克思也是犹太人
。

在希特勒

看来
,

马克思主义主要是犹太人的理论
,

因而犹太人大多数是信仰马克思主义
。

他反苏联布

尔什维克是作为民族复仇主义的思想宣传
。

在历史上
,

德俄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民族矛盾
,

希

特勒在《我的奋斗》 中就是用民族复仇主义情绪来煽动反对苏联布尔什维克
。

纳粹党徒还认为
“

每一个犹太人都是布尔什维克
” ,

俄国由布尔什维克统治实际上就是由犹太人统治
。

这些宣

传对希特勒本人是十分明白的
,

而对德国人民来说却蒙上了一层模糊的面纱
。

希特勒纳粹党的蛊惑性宣传
,

其中最欺骗人的是其激烈地批判和反对资本主义的倾向
,

这

是纳粹党在政治手法上比其他资产阶级政党的狡黯之处
。

其他资产阶级政党是公开庇护资本

主义制度
,

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讳莫如深
,

而希特勒却进行尖锐抨击
。

他宣扬什么
,

国内

的纠纷
,

人民的贫困
,

国际间的战争
,

都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
。

他还向人民群众宣告
,

垄

断资产阶级国家是
“

最大的骗子和恶棍
” 。

纳粹党的二十五点纲领中有不少条文就是反对大工

业家
,

要求限制他们的财产和权力
。

比如说什么
,

要求将托拉斯收归国有
,

要求国家分享大

工业的利润
,

要求取消不劳而获的收入等等
。 1 9 3 0年 10 月 14 日

,

纳粹党国会党团在国会中

提出了要求没收银行巨头和交易所大亨们的全部财产的决议案
。

这些冠冕堂皇的动听 言 词
,

无非是要德国人民相信纳粹党真正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
。

希特勒不仅激烈地批判资本主义
,

而且还给德国人民勾画出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后建立

人民理想中的社会主义的美好前景
。

他从实用主义出发
,

根据各阶层人民群众的心理和要求
,

信誓旦旦地向他们开发一些空头支票
,

俨然以人民利益代表者的身份出现
,

借 以笼络和收买

人心
。

对于工人阶级
,

他保证缩短劳动 日
,

保证能分得资产阶级的利润
,

分享企业所有权和

领导权
,

消灭经济危机和失业现象
。

对于农民
,

他保证反对地主
,

取消地租和禁止土地投机

活动
,

没收地主经营的大地产
,

供农民使用
。

对于小商人等中产阶级
,

他保证把他们从垄断

资产阶级奴役下解放出来
,

建立一个
“

健全的中产阶级
” ,

主张将属于垄断性质的大百货商店

廉价租给小商人
,

并保证他们得到低息贷款
。

对于旧军官
,

他保证实行征兵制
,

重建德国军

队
,

主张全国皆兵
,

人人都有
“

执千戈以卫社税的权利
” 。

希特勒还在多次演说中
,

向所有德

国人民保证
,

他上台后每个德国人都有工作
,

都有面包
,

甚至还无耻保证每个德国女子都能

找到丈夫
。

千百万德国人民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分不清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

以至把纳粹党

的假社会主义同真正的社会主义混为一谈
,

落入法西斯的圈套
,

把希特勒看成是他们的救世

主
,

相信他上台后是会实现这些诺言的
。

希特勒纳粹党根本就不是搞社会主义的
,

他的这一反革命策略是在德国蓬勃高涨的革命

运动的情况下被迫采取的
。

战后德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较之欧洲其他国家发展要快
,

尤其是

被希特勒切齿痛恨的 1 9 1 8 年的
“

十一月革命
” ,

震动了整个欧洲和世界
。

1 9 1 8 年到 1 9 2 3 年
,

德国成为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
。

希特勒这个政治爬虫也深深懂得顺乎潮流
、

适应民心的
;



重要性
。

如果赤裸裸地公开打着法西斯主义这面黑旗
,

显然是不得人心
。

他打着社会主义旗

号的目的
,

就是争取和利用人民群众这种革命热情
,

把他们引上纳粹运动的轨道上来
。

我们说共产党和纳粹党当时都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帜
,

为什么共产党没有纳粹党发展快
,

以致夺取全国政权呢 ? 这是因为希特勒还针对德国人民浓厚的民族爱国情绪
,

着重抓了民族

主义这面旗帜
,

使纳粹党的
“

社会主义
”

带有民族主义的色彩
,

所以更能迷惑人
。

希特勒在纳粹运动刚兴起的时候就公开声明
,

国家社会主义是含有民族主义的意思
,

是

要建立一个新的有生气的民族主义国家
。

他给纳粹运动规定的六大原则
,

首先一条就是标榜

自己是民族主义
。

为了煽动民族主义情绪
,

对外
,

希特勒抓住凡尔赛条约大作文章
。

凡尔赛

条约的确是一个掠夺德国人民的肮脏条约
,

它不仅使德国的土地被分割
,

人口被丧失
,

军备

被限制
,

而且给德国人民带来了巨额战争赔款
,

使德国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

一个民族总有

其自尊心
。

德国长期是一个军国主义国家
,

统治阶级素有以
“

条顿武士
”

精神为基础的向外侵

略扩张的传统
,

德国人民受这种传统毒害十分严重
。

在德国历史上也从来没有过象凡尔赛条

约这样对德国进行奴役和宰割
,

德国人民在感情上 自然接受不了
,

民族 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

摧残
,

从而激起了他们爱国热情和民族仇恨
。

针对凡尔赛条约
,

法国的福煦就说过
: “

这不是

和平
,

这是二十年的休战
” 。

希特勒利用凡尔赛条约对德国产生的这一严重恶果
,

大肆进行攻

击
,

号召德国人民起来撕毁凡尔赛条约
,

挽救民族的危亡
,

他的这种宣传正中德国人民心怀
。

对内
,

希特勒一方面大反犹太人
,

认为犹太人的混杂
,

使亚利安人种不纯
,

从而给德国带来

经济文化上的衰落
。

而犹太人会做生意
,

在柏林市商业中占百分之七十
,

在一战中参加战争

的少
,

一些德国人认为犹太人利用战争尽发国难财
。

所以
,

希特勒反犹太人也得到一些人拥

护
。

另一方面希特勒大肆宣扬 日耳曼民族如何高贵
,

亚利安人是人类最优秀的民族
,

是人类

一切文化的创造者
,

是人类的普罗米修斯
。

这对于 日耳曼民族来说
,

更加激发了他们的自豪

感
,

他们也相信 日耳曼民族是人类最优秀的民族
。

这样优秀的民族怎么处在被奴役的地位呢 ?

这样优秀的民族 岂能俯首贴耳
、

听任他人宰割呢 ? 希特勒正是驾驭德国人民这一民族主义情

绪
,

为纳粹运动开辟前进的道路
。

希特勒之所以能煽动不少德国人民
,

还由于他在打着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两面旗帜下
,

开展有组织的周密的宣传工作
,

其中特别应指出的是希特勒纳粹党的集会演说
。

在这方 面
,

希特勒不愧是一个精通演说艺术的无耻之徒
。

他非常善于摇唇鼓舌
,

具有通过察颜观色来洞

悉群众心理
,

然后动之以情的本领
。

这是希特勒远远超过他的同辈人物
,

不断吸引听众的独

特才能
。

一位早年追随过希特勒的施特拉塞尔说过这样的话
:

希特勒在演说时对人们心里活

动的捉摸
,

是用测量地震的办法来对待的
。

他只要一走进演讲厅
,

就会用鼻子嗅出各种气味
,

他讲出的每一个字都紧紧扣着听众心弦
,

使听众顿开茅塞
。

广泛开展集会演说
,

这是希特勒

煽动群众的重要宣传方式
。

正如季米特洛夫所说的
: “

法西斯主义的无耻与诡诈使其余一切资产阶级反动派的变种都

显得望尘莫及
” 。

由于希特勒纳粹党善于伪装
,

富有极大的欺骗性
,

所以在德国人民中的影响

大大超过其他资产阶级政党
。

投向垄断资产阶级的怀抱

希特勒虽然通过纳粹运动骗取了一部分群众
,

但如果没有垄断资产阶级的扶助
,

他还是

不可能取得政权
。

希特勒最后取得政权是在垄断资产阶级直接支持下实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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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垄断资本主义这是希特勒纳粹运动的纲领之一
,

为什么垄断资产阶级反而支持希特

勒呢 ? 我们不能仅凭纳粹党的纲领和一些表面现象来看它的本质
,

而应该看它执行的政策最

终是符合哪个阶级的利益
。

只要分析一下纳粹运动的实际内容
,

就不难看出
,

它从根本上是

代表了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
。

希特勒煽动民族复仇主义的 目的是叫嚣要发动战争
。

他认为战争对德国来说是祟高的事

业
,

是人民求生存愿望的最高体现
。

纳粹党纲宣称要通过掠夺领土和殖民地来建立
“

大德 意

志帝国
” 。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公开声明
,

准备和发动战争是纳粹政策的 目的
。

而垄断资产阶

级对于德国在一战中的可耻失败是决不善罢甘休
,

他们偷偷地无视凡尔赛条约的约束大肆扩

军备战
。

德国由于资源贫缺
,

市场狭窄
,

原有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被瓜分殆尽
,

这样就使迅

速恢复起来的生产能力同缺乏有保证的原料产地和市场的矛盾不断尖锐起来
。

德国垄断资产

阶级迫切要求通过战争来解决这一矛盾
。

1 9 2 9 年
,

德帝国银行总裁沙赫特就公开声明
,

必须

归还德国的殖民地
,

重新修改德国东部边界
。

1 9 3 1年
,

法本托拉斯主席杜依斯堡在一篇演说
、

中主张建立在德国领导下的从
“

敖德萨直到波尔多
”

的经济联盟
。

1 9 3 1年
,

布鲁宁提出要把波

兰走廊归还德国
。

他们甚至毫不掩饰地叫嚣
,

只有剑才是德国的经济政策
。

由此可见
,

希特

勒纳粹党和垄断资产阶级在对外政策上 目标是一致的
。

在经济上
,

纳粹党有一条政策
,

就是

要在德国实行所谓
“

托拉斯国有化
” ,

表面看来是反对垄断资产阶级
,

实际上是要发展国家垄

断资本主义
,

有利于一小撮垄断资本家对中小企业的兼并
,

实现资本的集中和垄断
。

所以
,

德国垄断资产阶级十分清楚地知道
,

希特勒虽然在宣传上有反垄断资产阶级的主

张
,

但那只不过是骗骗工人阶级
。

希特勒能够引导千百万德国人民不去寻找自己遭受不幸的

真正根源一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黑暗统治
,

而是把他们的愤怒情绪引向外国帝国主义和本

国革命势力
,

这对于时刻梦想发动侵略战争和消灭共产主义的垄断资产阶级来说
,

岂不妙哉 !

因此
,

他们坚信纳粹党徒是他们最可靠的同盟军
,

希特勒最终是要投向他们的怀抱
。

纳粹党和其他资产阶级政党在本质上是毫无二致
,

但由于它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帜
,

是以

不同于其他政党的形式和面目出现的
,

不是一开始就积极投向垄断资产阶级
。

只是在通过暴力

企图夺取政权失败后
,

迫不得已决心走议会道路去争取更多选票攫取政权的情况下
,

才主动

加快了投靠垄断资产阶级上层人物的步伐
。

比如 1 9 2 9 年以后频繁参加垄断资本家举行 的 秘

密会议并作演说
; 1 9 3 0年部分修改纳粹党纲

,

声称
“

对私人大企业
”

国家社会主义不加以 反

对 , 从 1 9 3 0 年起极力亲睐陆军
,

尔后又同意取消冲锋队为条件同陆军结盟等等
。

纳粹党这一

特点及发展过程
,

决定了垄断资产阶级对其有一个认识和考察过程
,

并不是在纳粹党这个怪

物一出世时就公开予 以支持
,

而是经过一个发展过程到公开支持
,

以至最后结成联盟
。

1 9 1 9 年纳粹党成立到 1 9 2 8 年这段时间
,

垄断资产阶级是或明或暗的扶助希特勒
,

只是

少数垄断资本家给纳粹党提供活动经费
。

如钢联营的梯森和煤辛迪加的希尔道夫曾是纳粹党

的施主
。

垄断资产阶级在这期间不仅不是公开支持
,

还对纳粹运动进行一些不痛不痒的鞭鞋
,

如限制纳粹党的活动等
。

对希特勒啤酒店暴动采取的措施
,

在一定的法律范围内进行隔靴搔

痒式的制裁
,

就是垄断资产阶级这种晦明晦暗心理的反映
。

因为他们并没有彻底捣毁纳粹组

织
,

消灭纳粹运动
。

按照德国刑法
,

希特勒是要判无期徒刑
,

而他仅仅只坐了九个月的牢就

被释放了
。

希特勒出狱后
,

又让他纠集党羽
,

东山再起
。

1 9 2 8年到 1 9 3 3 年
,

由于德国经济危机使政治矛盾空前尖锐
,

垄断统治阶级统治地位岌岌

可危
,

这时他们把希特勒看成是挽救他们命运的救星
。

1 9 3 1年 10 月
,

由德国民族党领袖胡根



堡
、

大金融家沙赫特
、 “

钢盔
”

团和国防军代表组织下
,

在哈尔茨堡召开会议
,

指出在德国建

立法西斯独裁政权是当务之急
。

这次会议是垄断资产阶级同纳粹党建立联盟的标志
。

在这段

时间
,

垄断资产阶级支持纳粹运动的特点是
:

一
、

几乎所有的垄断资本家都慷慨解囊
,

给纳

粹党提供巨额竞选费
。

1 9 3 1年
,

希尔道夫在鲁尔煤辛迪加中规定一项决议
,

从每吨 煤 抽 五

芬尼给希特勒
,

每年就有六百万马克流入希特勒的腰包
。

19 3 2 年 7 月举行国会选 举
,

仅 梯

森在三天时间内就为纳粹党筹备了三百万马克
。

二
、

他们对纳粹运动不加限制
,

而是公开大

放绿灯
。

纳粹党冲锋队可以在街头肆无忌惮地进行活动
,

威胁甚至屠杀革命群众
,

警察则熟

视无睹
,

而工人阶级的自卫组织却强行停止活动
。

三
、

垄断资产阶级通过各种方式在政治上

支持和帮助纳粹党扩大影响
。

不少垄断资本家以加入纳粹党以示支持
。

1 9 3 0 年底
,

沙 赫 特

到美国各大城市进行游说
,

广泛宣传法西斯主义
。

而更多的方式是邀请希特勒参加他们举行

的秘密会议
,

让希特勒作演说
,

扩大纳粹党在垄断资本家中的影响
。

如 1 9 3 1年 1 月 27 日
,

希

特勒应邀出席在杜塞尔多夫举行的三百个资本家参加的会议
,

到会者听取了希特勒演说报告
,

对希特勒攻击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
,

攻击民主制度
,

博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

1 9 3 2年下半年
,

革命运动在德国迅速高涨
,

仅在二个半月时间内就发生了九百次 罢 工
。

共产党的影响越来越大
,

革命力量方兴未艾
。

一些群众在斗争中也提高了觉悟和识别能 力
,

纷纷认清了纳粹党的欺骗宣传
,

不支持纳粹运动
。

在这年 n 月 6日举行的国会选举中
,

纳粹

党丧失了二百万张选票
,

三十四个议席
,

而共产党却增加了七十五万张选票
,

一 十 一 个 议

席
。

纳粹党内这时又出现了离心分裂倾向
,

纳粹运动面临严重危机
,

希特勒曾起了 自杀念头
。

对此
,

垄断资产阶级大为恐慌
,

十分担心纳粹党垮台
。

他们意识到
,

在经济危机 日益严重的

情况下
,

资产阶级共和国摇摇欲坠
,

不能继续用议会制来维持自己的统治
,

认为在德国公开

建立法西斯专政时期已经成熟
,

急于把政权转交给希特勒
。

1 9 3 2 年 n 月 9 日
,

有沙赫特
、

梯森
、

克虏伯
、

西门子等德国康采恩大亨们联名写信给总统

兴登堡
,

要求任命希特勒为帝国总理
,

认为只有
“

委托 民族运动的最大集团的领袖负责 领 导

一个由具备实际能力和个人才干的人士组成的总统制 内阁
,

就可消除任何群众运动所必然带

有的渣滓和弊端
” 。

这里所说的民族运动的最大集团就是指希特勒纳粹党
。

19 3 2年 n 月 12 日
,

沙赫特写信给希特勒说
: “

我不怀疑
,

我们所促成的事件的发展只会导致您被任命为国务总理
,

为了保证您能就任这个职务
,

我们正努力收集工业界的大批的签名
。 ”

巴本更是积极支持希特

勒组织政府
,

他说
: “

我聘请了他
。 ”

在巴本的策划下
, 1 9 3 3 年 1 月 25 日

,

在银行家斯利得尔 的

科伦别墅举行组织政府会议
,

出席会议的除 巴本外
,

还有梯森
、

胡根堡
。

在这次会上
,

通过

了将政权交给希特勒的最后决定
。

两天以后在企业主基尔多夫家里
,

垄断资本家同希特 勒
、

戈林举行了关于希特勒政府人员组成间题的谈判
。

1 9 3 3 年 1 月 30 日
,

希特勒披着合法外衣
,

由兴登堡委派出任总理组织政府
。

希特勒攫取了总理宝座后
,

为了建立独裁统治
,

上台后立即宣布禁止共产党活动
,

通过精

心策划的国会纵火案
,

大肆逮捕共产党和进步人士
,

取缔共产党组织
。

随后不久
,

社会民主

党和其他资产阶级政党也相继被迫解散
,

并禁止在德国成立新的政党
。

19 3 3年底
,

希特勒

宣布
“

党和国家合一
” ,

国家机器就完全成为纳粹党的权力工具
。

1 9 3 4 年 8 月
,

兴登堡病故
,

希特勒又兼任总统
,

终于戴上了总理兼总统的桂冠
,

独揽了全国大权
。

从此
,

希特勒公开在

德国建立了法西斯独裁专政
,

他的法西斯真面 目也就彻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

德国历史开

始了最黑暗
、

最悲惨的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