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战后德国何以成为“正常国家”？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孟钟捷

! ! ! !这段艰难、曲折乃至迂回的反
思之路，德国人走得并不轻松。

曾经困于!受害"心结

“谁才是受害者”的困惑曾让
德国人纠结：的确，遭受盟军空袭
的德累斯顿与慕尼黑的老百姓们
似乎有充足理由为自身哀鸣。不
过，!""#年设立的“纳粹主义受害
者纪念日”罗列了一长串名录：犹
太人、吉普赛人、斯拉夫人、优生学
受害者等。德国人被告知，他们应
自视为纳粹主义的受害者。
“英雄父辈”的宣传为绝大多

数军人家属们带来引以为傲的资
本：不错，为“祖国”走上前线，听从
命令、杀敌冲锋乃至献身疆场的将
士们，似乎应得到后辈子孙的无尽
颂扬。但是，历史学家们组织了数
场武装部队在前线施行屠杀的展
览，一下戳破了“武装部队清白神
话”，让观众们发出自省之语。
“为民族未来赢得光明”的呼

吁契合了不少右翼政客们的心理：
战后出生的德国青年人由于“晚生
的幸福”，似乎从此告别“希特勒的
阴影”，无须再面对“无法过去的过

去”。但现任德国国会议长拉梅特
说得好：“对于我们国家的恐怖历
史，后生者别无责任；但是与这些
历史打交道，后生者别无旁贷！”

外在压力促使反思

为什么德国能够拨开心结，走
出历史迷雾，最终成为“正常国
家”？首先与外在压力密不可分：

一#大国钳制$德意志军国主

义狂热难以复兴%尽管美苏英法四
大盟国合作占领德国期间彼此矛
盾重重，旨在彻底改造德国的非军
事化、非工业化、非纳粹化和民主
化并不彻底，效果有限，但纽伦堡
审判、分割普鲁士、开除纳粹公务
员等举措仍然起到了一定的教育
民众之效。更为重要的是，德国的
战后重振被置于大国的严密监控

之下，任何政治家都不敢逾越雷池
半步，随意鼓吹“民族复兴”。

二#欧洲合作$德意志历史反

省成为必要前提% 二战后，在新的
世界格局中，欧洲不得已开启了一
体化进程，德国必须找到与宿敌法
国和解的途径。上世纪 $%年代至
今，两国从煤钢联营走向全面和
解，并在新世纪初携手共编历史教
科书。类似举动也出现在德国和波
兰之间。不仅如此，德国还改变了
中世纪以来长期奉行的“德国之欧
洲”外交方针，转而推行“欧洲之德
国”新战略，乃至把维护欧洲一体
化作为外交政策的底限。

三#受害者紧盯$德意志国家

认罪不可一日懈怠%从犹太人到吉
普赛人，从政治犯到优生学受害
者，从同性恋者到盟国战俘，各式
群体都在战后经历了长期不懈斗

争，才得以被列入“纳粹受害者名
录”。特别是犹太大屠杀幸存者们，
或扮演“纳粹猎手”角色，或在美国
组成声势浩大的院外集团，成为严
厉督促德国一步步改进认罪意识
的主要推动力，“奥斯维辛”一词也
上升为纳粹罪行的核心词。

三群体成内在力量

外在高压仍需转换为内在信
仰，方能决定性地塑造反省意识。
这种内在力量主要源于三个群体：

德国政治家们不论左右$都愿

意正面应对!难堪的过去"%阿登纳
决定与以色列建交，并主动赔偿；
勃兰特以“华沙之跪”树立德国认
罪的正面形象；科尔在德国再统一
之际清醒地承诺不改变德波疆界；
施罗德提醒国民“德国人需要的是

一种经过自我反省之后的自信”；
默克尔更是多次表态“只有深刻地
认识历史，才能更好地把握未来”。

左翼知识分子们继承了德意

志思想史上的批判传统$以社会良

知的自觉心来维护 !宪法爱国主

义"%上世纪 &%年代，他们反思“平
庸之恶”；'%年代，他们追问老教
授们曾扮演的“可耻角色”；(%年
代，他们在“历史学家之争”中冲锋
在前；"%年代，他们从一次次公共
历史争议中发现大众启蒙的新途
径；新世纪以来，他们不遗余力地
阻击任何形式的新纳粹运动。

多数青年人并不讳言!父辈罪

责"$甚至积极投身各种批判行动%

值得一提的是，在德国，战后七十
年的历史教育基本沿循从揭露到
批判再到反思的道路前行。上世纪
'%年代末起，纳粹历史与大屠杀
成为历史教科书中二战部分的主
要内容。因而，当一代代青年人成
长起来，战争反思意识并未消淡。
正是在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

德国人才能让正向的历史观成为
立足当下、走向未来的无形力量，
这恐怕是其他渴望“正常化”的战
败国应该学习的对象。

日本二战后七十年来的反思之路
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 王少普

! ! ! !日本正处在对发展道路作出
历史性选择的关头，为此不能不回
溯二战后日本的反思之路。

宪法体制派发挥影响

第一阶段$宪法体制派发挥重

要影响% 大致从天皇接受&波茨坦

公告'至日美安保条约签订前%

此阶段，驻日盟军总部根据
《波茨坦公告》，对日本进行了战后
处理和民主改造。除盟军总部的作
用外，也与宪法体制派战后反思的
进步性密切相关。
战后初期成立的日本社会党，

在建党宣言中明确宣称“反对一切
军国主义思想与行动”，要求“彻底
放弃军备”。针对政府想维持以国
家神道为指导的教育原则，进步学
者成立“民主教育研究小组”等，力
主建立新的“教育基本原则”。

在盟军总部和进步力量共同
推动下，)"*&年 ))月，日本和平
宪法颁布。次年 +月，根据新宪法
原则制定的《教育基本法》规定，
“必须把新日本建设成和平的文化
国家”，和平国家的教育要“回到正
确道路”，要求教科书记载“日本侵
略中国”等内容。&月，日本各都道
府县教职员工联合成立”日本教职
员工会”（日教组），在坚持和宣传
正确历史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间，日本文部省和民间出版社编
写的历史教科书，都记载了“南京
大屠杀事件”以及其他侵略史实。

日美安保体制派主导

第二阶段$日美安保体制派占

主导地位% 大致从冷战开始到

!"#!年 $!月安倍内阁成立前%

!"$!年 $月，美国国家安全
委员会确定新的对日方针，要点
为,迅速着手对日媾和工作；尽快
进行美日双边安全保障协定谈判；
援助日本，使其在经济上独立，能
够从事美国及亚洲非共产党地区
需要的商品生产及劳役。

日本吉田内阁顺应了美国政
策的转变，主张“国内治安可以依
靠自己力量来维持”，但对外只有
依靠同美国“缔结防御协定”保障
安全。)"$)年 "月，《旧金山和约》
《美日安保条约》签订，日美安保体
制派迅速成为日本政坛主导派别。

美国对日政策右转必然对日
本战后反思造成重大干扰。)"$)

年 $月，驻日盟军总部允许日本设
立“政令修改咨询委员会”，“纠正
占领时期过度之处”。《旧金山和
约》《美日安保条约》签订不久，该
委员会便要求将教科书中“日本侵
略中国”改为“日本进出大陆”。岸
信介内阁对战后出版的进步教科
书大加挞伐，要求将日本侵略战争
称为“大东亚战争”，鼓吹其给亚洲
带来“独立的机会”，对民主进步力
量痛下杀手，在东京都教师反对强
化思想控制的“勤务评定”斗争中
逮捕 -(名日教组成员。日本中央
教育审议会长森户辰男撰文呼吁
“有必要从根本上反省战后的‘和
平国家与和平教育’”。在此背景

下，歪曲历史的教科书屡屡亮相。
日本和平民主力量进行了还

击，著名的有东京教育大学名誉教
授家永三郎为反对政府在教科书
问题上倒行逆施而提起诉讼等。

在日本与国际社会和平民主
力量推动下，宫泽、河野官房长官
以及细川、村山首相等相继发表谈
话，就教科书、“慰安妇”以及日本
所发动战争的性质和责任问题表
明了态度。村山首相对日本进行的
“殖民统治和侵略”，“表示深刻反
省和由衷的歉意”。
日本右翼势力猖狂反扑。“自

民党历史研究委员会”“日本会议”
等维护皇国史观的组织相继成立，
污蔑承认侵略是“思想犯罪”；歪曲
东京审判是“复仇仪式”；攻击“东
京审判史观蔓延，招致对各国的道
歉外交”等。虽然因和平民主力量
抵制，以及美国对此尚保有一定警
惕，这股逆流没有泛滥到吞没整个
日本社会，但影响已相当严重。

改宪再军备派渐抬头

第三阶段$ 改宪再军备派抬

头%大致从 !%$!年 $!月安倍内阁

成立至今%

日本右翼对失败和放弃战争
是不甘心的，改宪再军备要求在和
平宪法颁布之初便已出现，岸信介

是代表人物之一。!"$.年他出狱
不久，即组“日本重建联盟”，要求
“修改宪法，健全作为独立国家的
体制”；任首相后又成立“内阁宪法
调查会”，推行修宪。在吉田茂“先
经济后军备”的主张中，也包含这
样的要求。/"&0年，日本经济迅速
发展，吉田茂表示，“在当时日本要
再整军备，无论就经济、社会还是
思想而言，都是不可能的”，但是
“今天的内外条件已经发生了非常
明显的变化”，“如果在防卫上不改
变总是依赖他国的情况，作为国家
应该说是处于残缺的状态”。
不过，当时美国的对日态度，

虽然为了加强利用，在控制上有所
放松，但还没有到允许其解禁集体
自卫权、挑战和平宪法的地步，改
宪再军备派在日本政坛尚难抬头。
冷战后，为应对世界多极化，

美国对日政策再次调整，.%%% 年
要求日本成为“东亚的英国”，企图
利用日本牵制中国；.%/% 年提出
“亚太再平衡”，上述意图更为明
显；去年决定升级日美安全同盟，
明确支持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
利用美国政策的变化，改宪再

军备派逐步抬头。.%%0年自民党
提出修宪草案，要求宪法写明“为
保证国家独立和安全，可行使个别
自卫权和集体自卫权”。.%/.年出
台更右的草案，要求将自卫队改为

“国防军”。安倍去年 '月以内阁决
议方式解禁集体自卫权，今年 '月
又在众议院强行通过新安保法案。
与上述行动相配合，改宪再军

备派加强了在战后反思上的错误
宣传，公然声称“侵略的定义在学
术界乃至国际上都没有定论”；对
甲级战犯的判决是根据“战胜国判
断裁定的罪名”；“《波茨坦公告》作
为中美英联合发布的官方文件，仅
代表同盟国一方的政治意图，当时
的日本政府只能选择接受投降”。

前进方向决定于人民

战后发展道路上出现前所未
有的倒退，激起日本和平民主力量
强烈反对：成千上万民众上街游行
示威；"% 所大学师生成立反对新
安保法案组织；多家主流媒体调查
显示，半数以上国民不支持新安保
法案；/. 万人包围国会，要求“安
倍下台”“废弃安保法案”。

改宪再军备派陷入尴尬境地
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人民有着与
他们截然不同的战后反思，正如
'1位日本学者在“首相 '%周年谈
话应深思熟虑”声明中指出的：“日
本国民的不懈努力，带来了战后的
复兴与繁荣。而这种努力，是基于
认为对中国台湾及朝鲜的殖民地
统治以及 /"0/ 至 /"1$ 年战争是
重大错误的认识之上的，是基于对
这场牺牲了三百多万日本国民和
数倍以上中国及其他各国国民的
战争的沉痛反省之上的，也是基于
不再重犯过去错误的决心之上的。
对战争中牺牲的人们的强烈的赎
罪之感与悔恨之念，是支持战后和
平与发展的原动力。”日本的前进
方向最终还是要由日本人民决定。

二战结束后，所有国家都期
待尽快恢复“正常”，战败国当然
也不例外。七十年过去，再看这
段“正常化”之路，德国无疑是所
有战败国中做得最成功的一个：

大屠杀幸存者们不再对它“咬牙
切齿”，当年的受害国几乎都成
为它的友邦，它的政府连同大部
分国民向世界交上了几近完美
的“反省状”。

战后日本政治力量分为三
派:宪法体制派，主要由自由民主
主义者和左翼力量组成，核心理
念是民主化和社会主义；日美安
保体制派，主要由保守势力组成，
核心理念是以日美同盟为日本外

交、安全主轴；改宪再军备派，由
保守阵营中的右翼势力组成，核
心理念是在传统的国家主义指导
下实现国家“正常化”。日本的反
思围绕三大派别的斗争展开，分
为三个阶段。

责任编辑∶丁珏华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hw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A30
2015年9月3日 星期四

·专家视点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 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