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研管理
2024 年 6卷 2期

85    

一战战败后德国为何走向独裁统治

刘铖

郑州警察学院　河南郑州　450000

摘　要：一战后，德国作为战败国，依然是欧洲文化最繁荣的国家之一，出现了一大批伟大的音乐家、画家、科学家、作

家和现代哲学家，他们的作品至今都推动着欧洲的文化发展。但仅仅十多年的时间，德国就走向了纳粹独裁统治，至今在

许多历史学家中都没有统一的答案。本文试图从《凡尔赛条约》对德国的制裁、魏玛德国时期的经济衰败和不健全的民主

这三个方面探讨德国走向独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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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德国都是战争的策源

地。但由于现代武器的出现，当时整个世界变成了充满死亡

和废墟的地狱，德国也因为两次世界大战付出了沉重的代

价。战争不仅造成了大量的死亡，而且给每个参与战争的家

庭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创伤和痛苦。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中，德国施行大规模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和种族灭绝政策，杀

害了数百万来自欧洲各地甚至是其他地域的犹太人。到现在

为止，大屠杀给受害国和相关民族带来的巨大的创伤到现在

都还没有愈合，这些因战争留下的无形的伤痛和有形的残骸

时刻提醒我们要避免重蹈覆辙，不要让战争之殇再次萦绕在

整个地球上空。

回顾欧洲从文艺复兴、资本主义兴起到两次世界大战

这一整段历史，一直有个问题始终萦绕在我的心头：德国为

什么要走向独裁统治？直到十九世纪末，德国都还是欧洲文

化最繁荣的国家之一，诞生了许多伟大的音乐家、画家、科

学家、作家和现代哲学家，德国人也以理性著称于世，但还

是出现了由纳粹头子希特勒把持的独裁政府。以史为镜，可

以知兴替，有助于引导我们在危机和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选

择，避免重复历史错误，尤其是避免世界性的大战。现如今

我们进入一个相对和平的年代，但人类社会依然面临着一些

局部的战争和少数落后的独裁统治，本文通过对二战时期德

国走向独裁做出分析，试图廓清德国走向独裁背后的原因，

其目的和意义也是为了让我们珍爱和平，避免战争的乌云笼

罩在人类社会当中。

1. 一战后德国社会的整体概况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期待

着宝贵的和平，以减轻战争带来的痛苦。以美国、英国、法

国、意大利和日本等代表的战胜国，希望召开一次和平会议，

解决由四年毁灭性战争造成的一系列的复杂问题，以避免下

一次世界性的大战，因此，这些国家组织了巴黎和平会议，

并签订了和平条约。和会期间战胜国各怀鬼胎，几经冲突

和妥协，通过反复协商谈判，最终达成了《凡尔赛条约》，

1919 年，作为战败方和战争发起方的德国在巴黎凡尔赛宫

无奈地签署了《凡尔赛和约》，也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

正式的结束。由于各个国家利益诉求不同，《凡尔赛和约》

的签署变得困难重重，战胜国还因为利益目标不同存在冲

突，导致会议的决定都是经过“不愉快的妥协”后才能达成。

亨利·基辛格称之为“美国式理想主义和欧洲式偏执狂之

间的脆弱妥协”。①

毫无疑问，德国作为战败国，受到了战争胜利者极其严

格的制裁，尤其是经济制裁，协约国要求德国的战争赔偿达

到 2260 亿马克（约合 113 亿英镑）。由于战争赔偿金额巨大，

给德国经济带上了沉重的枷锁，以至于许多德国人认为该条

约过于严厉和不公正。《凡尔赛条约》直接或间接地为第二

次世界大战埋下了战争的种子。与此同时，德国建立了一种

新的政府形式，即魏玛共和国，然而，该共和国是在德国衰

弱的不利条件下成立的。此外，《魏玛宪法》作为一部十分

典型的进步宪法，但它没有和过去那种根深蒂固的专制做法

和僵化的阶级划清界限，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 19 世纪 20 年

代（Ludwig 726）。大量的战争赔款使德国面临艰难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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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急剧的通货膨胀使国家苦不堪言，因此，糟糕的国内

形势使德国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他们的分歧主要在于德国的

领导人应该来自军队和精英阶层还是来自普通民众。

2. 一战后战胜国对德国的制裁

一战战败使德国在全世界失去了博弈的能力。一战结

束后，协约国迅速采取行动，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以确保

战后世界的和平并惩罚德国的战争罪责。自 1919 年 3 月始，

取得战争胜利的五大国（英国、法国、美国、意大利、日本）

的政府首脑和外长组成的“十人委员会”主导整个会议的进

程，因为各国利益的诉求不同加上成员组成复杂，重重矛盾

使得谈判的进度缓慢，难以做出令各国信服的决定。在谈判

过程中，因利益的纠纷日本和其余各国外长先后退出十人委

员会，实际上只剩“四巨头”，后意大利因要求领土被拒也

退出，谈判最终由美国、英国和美国的政府首脑组成“三巨

头”，即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乔治、法国总理克列孟

梭把持。在既缔造和平又各方利益冲突的矛盾背景下，战争

参与国于 1919 年 6 月在巴黎凡尔赛签署了《凡尔赛条约》，

条约将于 1920 年 1 月 10 日正式生效。根据《凡尔赛条约》

第 231 条规定：“协约国和参战国政府确认而德国也承认，

由于德国及其盟国进行侵略而把战争强加于协约国和参战

国政府及其国民的身上造成的全部损失与破坏的责任。”在

许多德国人看来，这一条款是对民族的羞辱，因为它迫使德

国承担了引发战争的全部责任。②

此外，《凡尔赛条约》起初要求德国赔偿 2260 亿马克（约

合 113 亿英镑），后因德国支付能力不足减至 1320 亿金马克，

以赔偿战争造成的平民损失。即便是削减的赔偿款对德国来

说也是重罚，超出了当时德国的支付能力。后来，由于德国

在 1923 年未支付赔款，法国和比利时军队占领了鲁尔区。

（德尼兹，2000：534）因此，许多德国人将赔款和占领视

为民族耻辱。此外，根据《凡尔赛条约》规定，德国的领土

减少了 25,000 平方英里（约 13.5% 的领土）和 700 万人口（约

12.5% 的人口）③。在西欧，德国被要求割让领土以承认比

利时的主权，此外，德国不得不将萨尔煤矿并入法国，并让

国际联盟控制萨尔煤矿 15 年。在东欧，德国将承认捷克斯

洛伐克的独立，并割让出部分西里西亚领土，大量领土的割

让也让德国人觉得大大损害了民族尊严。

自 1919 年签署《凡尔赛条约》以来，德国已经失去了

超过十分之一的国家领土和人口，三分之一的煤矿和四分

之三的铁矿，并欠下 1320 亿金马克的巨额债务（顾銮斋，

2010：95）。许多德国人认为这个条约过于苛刻和不公正，

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这些制裁与屈辱联系在一起。在某种

程度上，德国人希望诉诸于其他极权主义政策，并通过接受

这些政策用来报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从而恢复他们

的民族自豪感。

3. 魏玛德国的经济失败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消耗了大量的人力和物

力，使德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战争的失败使德国背上了

《凡尔赛条约》规定的巨额赔款债务负担，为了处理巨额的

战争债务，新成立的魏玛共和国因无力支付赔款而不得不印

制钞票购买外汇来支付赔款。此外，国外领土、人口和殖民

地的大规模减少削弱了工业品生产能力和市场，导致缺乏经

济资源作为后盾。从 1921 年 8 月开始，德国开始不惜代价

用马克购买外汇，但这只会加快马克贬值的速度④。随着马

克在国际市场上的贬值，需要越来越多的马克来购买赔款委

员会所要求的外币⑤。

事实上，德国后来发现自己已无力支付赔款。马克在

当时几乎一文不值，这使得德国不可能再用纸马克购买外

汇或黄金，取而代之的是以煤炭等商品支付赔款。1922 年

上半年，马克稳定在 1 美元兑 320 马克左右。当时国际赔款

会议不断召开，1922 年 6 月，美国投资银行家小摩根（J. P. 

Morgan）组织了一次会议，会议没有产生可行的解决方案，

通货膨胀爆发为恶性通货膨胀；到 1922 年 12 月，马克兑美

元跌至 7400 马克；到 1923 年 11 月，1 美元兑换 42.105 亿

德国马克。⑥

恶性通货膨胀危机导致德国商品价格迅速上涨，同时

也引发了一波企业破产潮。特别是在 1929 年的大萧条时期，

美国的经济危机蔓延到了整个西欧，导致整个欧洲陷入大规

模贫困，德国也不例外。德国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因为它

严重依赖美国的贷款来进行经济活动，由于物价飞涨和失业

问题，大多数德国人负担不起生活费用，只能忍受饥寒交迫。

面对社会混乱的局面，魏玛政府缺乏应对恶性通货膨胀和经

济危机引发的社会问题的能力，逐渐失去德国国内民众对威

玛政府的信任。

魏玛共和国最初是协约国与德国妥协的产物，是在德

国国内意志不坚定的情况下建立的。此外，魏玛共和国在短

短的十四年间面临着许多社会问题，尤其是魏玛德国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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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包括恶性通货膨胀、大规模失业和生活水平的大幅下降

等。面对这些经济问题，魏玛共和国并没有采取适当的措施

来改变经济上糟糕的局面。相反，越来越多的德国人将这种

失败的经济民生和屈辱的社会状况归咎于魏玛共和国。因

此，德国人希望将软弱无能的政府转变为一个有能力保护自

己利益的政府，以恢复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财富。

4. 魏玛德国的政治失败

魏玛共和国成立伊始，就遭到了左右两派甚至广大群

众的厌恶和憎恨，形成了一种常被称为 “没有民主派的民

主（Primoratz 98）”的局面，此外，德国的民主传统有限，

魏玛民主被普遍认为是混乱的。一些德国人怀着强烈的怨

恨和复仇情绪，指责魏玛政府签署《凡尔赛条约》是不必

要的背叛行为，同时，许多德国人对民主体制和解决方案

缺乏信心。

尽管魏玛共和国的缔造者们满怀期望，但它还是在

1933 年让位于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纳粹党通过议会民主

的合法程序当选为执政党，控制了整个国家，表面上看，德

国是一个建立议会、颁布宪法、实行民主选举的民主国家。

披着一层轻薄民主的外衣，德国仍然继承着古老的帝国传

统，保持着严格的等级制度，拥有狭隘的民族主义。

此外，尽管德国颁布了《魏玛宪法》，宣布德国是一

个民主议会共和制国家，立法机构由选举产生，但《魏玛宪

法》存在严重问题，尤其是总统权力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平

衡。《魏玛宪法》允许总统罢免总理，同样，总统也可以任

命总理。《魏玛宪法》第 48 条，即“紧急法令条款”，在

制衡制度不足的情况下，赋予了总统广泛的权力甚至可以中

止公民自由权。⑦在某种程度上，总统权力问题给希特勒提

供了政治机会，在被兴登堡总统任命为总理后他迅速抓住机

会掌握了德国的政权。历史学家理查德·埃文斯（Richard 

J. Evans）在其著作《第三帝国的来临》（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中指出，“总而言之，魏玛的宪法并不比 20

世纪 20 年代的其他大多数国家的宪法更糟糕，甚至比许多

国家的宪法更加民主。如果当时的情况不同，宪法中问题较

多的条款可能并不那么重要。但共和国致命的合法性缺失使

宪法的缺点被放大了许多倍。”( Evans 88) 

正是由于魏玛宪法的缺陷，希特勒登上了历史舞台，

成为了德国总理。在纳粹党的控制下，德国政府被煽动起来

的民粹势力所控制，最终走向了独裁。

结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没有任何单一的原因可以解

释德国为何最终选择了纳粹党并走向独裁。德国作为当时

欧洲文化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培养出一大批音乐家、画家、

科学家和作家，他们的作品至今仍激励着欧洲文化。（Peter 

421）首先，《凡尔赛条约》对德国实施了最为严厉的制裁，

它让德国失去众多的领土，同时给德国经济带上了沉重的枷

锁，广大德国民众认为该条约过于严厉和不公，据统计条约

的签订直接使德国失去了超过十分之一的国家领土和人口，

三分之一的煤矿和四分之三的铁矿，导致德国社会上下都认

为这是一种羞辱。此外，尽管德国通过颁布《魏玛宪法》组

建民主体制并且成为一个民主国家，但是在这些民主形式的

背后，德国实际上仍然保留着古老的、乡村的、等级森严的

传统。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残余使

得德国的民主既娇嫩又充满缺陷。因此，鼓动者希特勒正好

利用德国民众渴望洗刷耻辱恢复民族荣耀以及政坛渴望复

辟帝制的倾向，带领纳粹党利用有缺陷的民主赢得了选举，

并积极推行极权主义政策，利用国内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

把德国推向了向外侵略的边缘并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总之，德国独裁统治的惨痛教训告诉我们，一方面，

现代化国家必须建立健全民主制度，避免极权主义，对独裁

政治保持高度警惕；另一方面，一个现代化国家也不能忽视

多数人的暴政，这样政府才能保持清醒，保护少数人的正当

权利。考虑到任何一种民主政体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民主社

会应该遵循民主的温和原则，不被民粹主义鼓动，从而避免

走向极端，再坠入世界战争的深渊。

注释：

1 转 引 自 维 基 百 科 ,2023. https://en.wikipedia.org/wiki/

Article_231_of_the_Treaty_of_Versailles.

2 转 引 自 维 基 百 科 ,2023. https://en.wikipedia.org/wiki/

Article_231_of_the_Treaty_of_Versailles.

3 转 引 自 维 基 百 科，2023. https://en.wikipedia.org/wiki/

Article_231_of_the_Treaty_of_Versailles.

4 转 引 自 维 基 百 科，2023. https://en.wikipedia.org/wiki/

Hyperinflation_in_the_Weimar_Republic.

5 同上 .

6 转 引 自 维 基 百 科，2023. https://en.wikipedia.org/wiki/

Hyperinflation_in_the_Weimar_Re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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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转 引 自 维 基 百 科，2023. https://en.wikipedia.org/wiki/

Weimar_Constitution#Weakn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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