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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们,先生们:

首先我感谢会议的组织者邀请我参加此次研讨

会,并能在这里同大家一起讨论和解过程中所面临的

困难。同时我也非常高兴给各位介绍德国在同邻国的

和解过程中积累的一些经验,并为在不同的背景下讨

论这一问题提供一些思路。我们也将看到,在不同的

背景下讨论和解是否有它的真实性和可行性。

当然,在一个有着完全不同历史背景的国家讨论

和解问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有些对我们来说

是很自然的事,而在这里就并非自然。所以我要避免

一种印象,即我们德国有一种处理和解问题的方案。

我们没有这种方案, 我们带给与会者的是一种正反两

方面的经验。这种经验在不同的背景下, 如在中国是

否有借鉴意义,报告后我们可以讨论。

根据此次会议议程的安排, 我主要集中阐述德国

与波兰的和解过程,德法和解则由另一位教授阐述。

在德波和解方面,我把重点放在和解过程中的主要因

素和德波冲突的基本结构。

德国和法国、德国和波兰的和解案例是以完全不

同的双边关系为基础。以德法关系为例: 德国和法国

在 19世纪是以这两个大国争夺欧洲大陆霸主地位为

主要特征的。世仇理论往往将这种现象解释为敌对双

方的互相吸引。在这方面,德法冲突主要涉及两国的

争霸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就意味着对立双方都

认可对方是同等地位的敌手。如果从文化角度来看,

我们认为, 法国朋友从内心并没有将任何人看成是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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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地位的对手。从这一角度来看,法德两国在二战之

后能成为欧洲统一的发动机就不是一件偶然的事。

一、德国 波兰和解

德波和解个案同德法和解个案完全不一样。大多

数德国人, 特别是德国的领导精英层认为波兰是一个

不可信赖的地区。从历史发展来看,最初是普鲁士, 后

来是德意志追求大国地位都涉及此地区。当然,在这

里叙述导致这一情况出现的过程,话题就会扯得很远。

就波兰本身而言,它要么是强大的,同其他欧洲大国竞

争帝国地位,要么就是一个波兰民族国家。

解决波兰问题是德国追求帝国目标不可放弃的前

提。面对波兰,在德国先出现过优等文化、后来又出现

的优等民族自豪感这一状况在国际层面得到了证实。

在德国广大的阶层和民众中波兰人被看作是没有( 建

立)国家能力的民族,而法国文化对许多德国人来说则

是很熟悉的。人们对波兰文化采取的是不理睬,甚至

是持否定的态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特别是波兰

共和国再次成立后, 德国与波兰的冲突和矛盾更加激

化。这一冲突最后又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 第

二次世界大战使两国关系降到了最低点。

战后状况:在此次战争中波兰失去了 500万人口,

其中 300万是犹太人。德国占领国推行了一种有系统

地消灭波兰精英的政策, 华沙被夷为平地。这个国家

到处布满了集中营和灭绝营。德意志帝国在种族文化

使命的名义下,渗和着贪婪,并带着对在第一次大战中

失败后要报复的心态,对波兰民族实行种族清洗和奴

役波兰人民的政策。如马伊达内克 ( Majdanek)、施图

特霍夫( Stutt hof) 和奥斯威辛 ( Auschw it z) 这些地方,

在波兰的民族集体记忆中体现了那些年波兰人的痛苦

经历。每一个波兰人家庭在那些年,由于强制劳动、迫

害及在集中营所遭迫害失去了自己的亲人。当德国在

二战中再次失败,来自德国的暴力又反射到德国自身。

随着德意志帝国军队的撤退,对德意志东部地区民众

来说开始了流亡和被驱逐的年代,有近 1000 万德国人

背井离乡,或者被驱逐,或者是强制性被迁移到其他地

区,在这一流亡过程中有将近数百万人死去。

在德国侵占波兰那几年内所积聚的一种仇恨此时

被释放,最后落到了许多无辜者身上,特别是妇女、儿童

和老人。原关押波兰人的监狱和集中营现在又关进和

挤满了所谓的叛逃者和德国侨胞。尽管这时的监狱决

不是用于消灭目的的灭绝营,尽管被关押的数字还没有

达到纳粹时期的数字,但是人们不能将此看作是根据法

制国家原则进行的事件。在战后许多年,波兰的许多人

还认为驱逐德国人或德国侨胞是合理合法的。

战后所谓的 正常化 :二战后波兰人和德国人从

来也没有像历史上出现过的这样不能相互理解。1950

年前民主德国( 东德) 承认了波兰的西部边界, 并从官

方层面宣传同波兰的友好关系,但这一事实并没有改

变德国同波兰敌对及不和解状态。对德波关系来说,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西德) 也是一个重要的相关层面。

这时的西德同波兰的关系,确切地说,二者之间的无关

系状态是以战争的噩梦和东西方冲突、对峙的现实为

特征的。这是一段相互回忆伤痛、互相指责的时期,而

冷战又使得双方任何形式的接触更加困难。

在上世纪 50年代,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西德)的政

治生态由于出现经济奇迹、对历史的集体沉默,或者说

是自我怜悯和对战争的回忆而缺乏连续性。令人难以

理解的自我公正性使许多人认为,在反对布尔什维克

主义的战争中德国人站在了正确的一方。

此外,还有一种公开的报复心态,认为德国失去了

东部地区是不合理的。这种不合理性应该得到纠正。

联邦政府坚持国际法所规定的立场, 即在由全体公民

通过民主选举、代表国家签订和平协定之前,同波兰的

边境问题只能悬置一边。因为,同波兰的关系问题是

同德国的统一问题连在一起的。德国的这种观点在波

兰并没得到人们的理解。没过几年,同样的德国人,在

被毁坏的自家土地上,使本国经济、政治又很快强大起

来,同时也向波兰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特别是德波边境

问题。德国要求波兰将边境问题先搁置起来不解决。

而这一种观点在波兰引起了人们的不安。因为根据波

兰人的战争经验,承认边境,就意味着承认波兰人的安

全需求,承认边境这一点对波兰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

要的生存问题。因为这一问题从波兰人来说,自 18世

纪以来民族国家对分裂的感知和体验此次 (二战)达到

了高潮。而对德国而言,边境问题是一个国际法问题,

同时也是一个重新获得国家统一所需要的重要的政治

保障,这是一个令人痛苦的、但决不是生存的问题。

所以,德波关系的核心是边境问题。对波兰是安

全问题,对德国是统一问题。这一情况所产生的关系

不稳定性,一方面,波兰的共产党政府有系统地将它用

于稳定自己的统治,另一方面又很轻松地指出,只有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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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才是波兰生存的重要保障。存在于不可调和机制中

的这种自我和外部形象,事实上影响了战后在欧洲存

在着的东西方分裂和对峙。

二、和解之路

人们现在要问,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如何开始和

解进程? 其实有许多因素会与这种或那种形式,或在

不同的背景下,具有意义并起到一定的作用。

在德国,第一步是重新获得话语能力。德国哲学

家卡尔 雅斯贝尔斯 ( Karl Jaspers) 对战后德国 1945

年的状况作了如下的描述: 身处德国的我们, 必须理

性处理和别人的关系。我们仍然没有任何共同的基

础,我们正努力走到一起,我们要学会和别人交流。这

意味着我们不仅仅希望阐述我们的观点,而且要倾听

别人的想法。我们不止希望表述自己的观点, 而且要

以文字的形式反映出来,要倾听原委,要始终做好接受

新观点的准备。我们要试图从别人的立场看问题。当

然我们要找出矛盾所在,解决矛盾要比顽固地坚持自

己的观点进而引发无果而终的争论更为重要,以偏概

全很容易,但做到理智思考就很困难。用鲁莽的言辞

来打断交流是很容易的,要同时做到排除武断的想法

并揭示事情的真相则是很难的。顽固地把持一个观

点,并坚持直到无法进一步讨论是很容易的,但要一步

步地前进,却不节外生枝是很困难的。我们重拾反思

的意愿。这要求我们不能为傲慢、绝望、愤怒、倔强、仇

恨以及轻蔑的情绪所左右, 而是要将这些感觉冻结在

心中,展示真实的一面。如果我们学会和他人交谈, 我

们就能获得更多。这样我们就有了必不可少的与他人

交流的基础。对于每一个德国人而言,问题在于他们

是否愿意采取这样的方式, 要面对随之而来的失望情

绪,要冒一败再败、受权威误导的风险。答案是这条路

是唯一能够帮助我们将心灵从无赖中拯救出来的方

法。对于它的走向,我们将拭目以待。如果能够成功,

那只能是从长期的角度来说的。

理解/和解首先是在德国内部开始进行的,紧接着

是德法之间的交流。这种理解导致了德国社会和社会

各阶层开始承认波兰人民所遭受的灾难。从德国视角

来看,主要涉及怎样摆脱自我怜悯,正视本国历史的事

实。这一视角转换的诠释就是试图用别人的眼睛去看

待自己本国的历史。它一方面是令人痛苦的, 但另一

方面又是特别有效的。这一新局面的推动力来自于

1961 年在耶鲁撒冷对艾希曼 ( Eichmann) 的审判和

1963 1965 年的奥斯威辛审判。在这审判背景下所

进行的讨论改变了联邦德国社会的自我社会认同,并

通过年轻一代更加强化。虽然在二战后德国已直接承

认罪责。但此时对这种罪责的认识更为具体。另外,

还有一点也是不可忽视的, 那就是对战争的受害者和

参与者公正处理的问题。因为没有结果的真实性是不

可信的。

这种对自我历史重新评判和审视的方式, 直至上

世纪 80年代还是很有争议的。但这种方式直接引起

人们对波兰西部边境的深思。

1965 年德国福音教会发表了一篇纪念文, 在文中

他们建议放弃德国东部所失去的领土。纪念文发表

后,在德国出现了非常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是成为

最后导致德波两国 1970 年签署 华沙条约 重要的动

力之一。 华沙条约 表明了联邦德国放弃武力改变现

存边境的立场。这方面的政治象征, 或者说是标志性

行为是前联邦德国总理维利 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殉

难纪念碑前下跪之举。这个下跪行为很清楚地表明了

德波关系的根本转折。联邦德国社会开始承认波兰人

民所受的痛苦,同时也承认自己的罪责, 并也由此拓开

了认知别人的视角。通过这勇敢的一步, 联邦德国走

出了民族自负的束缚。

从国家层面,我们同波兰的关系要走到这一步,如

果没有公民社会, 没有教会的积极参与是不可能的。

当然对奥斯威辛集中营的 朝圣 和前期德国人同波兰

人的接触都起到了积极作用。谁走出了这一步,谁就

会放弃各种疑虑。而在这之前,面向波兰人、走向波兰

人曾经在一段时期里被看成是一种背叛和一种共产主

义的宣传。

除此之外,和解过程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推动力,

那就是波兰主教在罗马会议结束时给德国主教写的那

封信,信中他们伸出了和解之手,并请求宽恕, 著名的

句子是: 我们给予宽恕,并也请求宽恕 。这在德国和

波兰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波兰主教说出了许多受害

者难以接受的观点,即反人类的憎恨扭曲了人的特性。

当时德国主教的答复比较迟缓。波兰内政状况又较为

紧张,波兰主教陷入双方的激烈批评中, 其中主要基调

是: 我们不需要请求宽恕。德国人应该向我们走来,

而不是我们走向德国人。 华沙条约 的通过又为另一

种对话和接触形式奠定了新的基础和十分有效的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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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这个框架旨在唤起社会各阶层的力量。在上世纪

70年代和 80 年代,这项工作因团结工会日常生活的

艰辛而中断。在 1970 年 华沙条约 签订后出现了大

讨论和(下跪)象征性举动后,也出现了一些不太引人

注目的接触、接近和促进关系正常化的行动。真正和

解正是在这时开始的。在和解过程中, 接触、青年交

流、德国人在奥斯威辛的公益劳动、建立共同的教材编

写委员会、为曾被关押在集中营的生存者建立救助机

构,以及为波兰受害者提供赔款等,这些方面的工作为

和解进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虽然这些只涉及小部分团体的工作, 但这些团体

所作出的贡献,在开始的很长一段时期里在波兰受到

人们的轻视。除了当时有利的政治气氛缓和外,正是

这些持久不懈、有耐心的工作逐步为德波的接近和接

触作出了明显的贡献。我们通过彼此之间不断的相互

协调和接触,使我们双方慢慢地得到改变。

接近和接触的过程使得那些造事者或受害者以及

他们的后代都走出了自己的角色, 从感情上讲这是一

种相互疗伤,这对双方都是非常有利的。与文化定势

和扭曲的历史经验正好相反,人们感知一种真实的团

结行为,这些小的象征性行为开始震撼历史上所形成

的象征符号。

在 1981年至 1983 年军事管制期间,这种真实的

团结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在军事管制实施期间, 在

联邦德国人们自发产生了同情波兰人和团结波兰人的

大规模浪潮。数以万计的包裹寄往波兰, 以缓解波兰

人的灾难,这也使我们邻国的波兰人感到兴奋和惊讶。

这说明,政治上宣布关系正常化是有价值的。在向波

兰投寄包裹的这一时期产生了许多接触,并且在军事

管制取消之后,这种接触又更加加深了。特别是青年

的接触和交流以无声的方式化解了两国对峙的界墙和

民族对峙的界墙。现在回想起最初要做到这种接触是

多么的艰难和令人痛心。尽管对于历史角色、罪责、伤

害等有不平等的分摊, 但双方都对自我认同提出了

异议。

这方面的成果也表现在 1989/ 90年德国和波兰共

同致力于欧盟的扩大以及系统推进波兰加入欧盟的过

程。欧洲大厦共同的政治幻想是在数年中慢慢扩大

的。从德国视角看,同法国开始的和解进程基本结束,

同波兰的关系也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如果人们能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从波兰人的

脑海中驱散,这样人们就能在波兰赢得理解的空间,这

也便于波兰反思本我历史当中的黑暗篇章。结果是波

兰人成功地赢得了同乌克兰人和生活在波兰的少数民

族的信任和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关系。当然德国人同波

兰人原有的一种仇恨仍然很容易被激起并以一种难以

捉摸的方式影响日常的关系。

另外,人们不应该忽视到目前为止两个社会仍然

存在着的一种紧张关系。这种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在

波兰加入欧盟后越来越明显。当德国和波兰在一些战

略性问题明确之后, 那些社会问题也就更加明显地浮

出水面。但这些问题并不使人感到惊讶。根本性的问

题在于德波关系所存在的不对称性。与此相关的是在

德国产生的一种倾向,即比较忽视波兰人的视角,而这

在波兰又强化了他们对本民族的解释模式。由此产生

的怪圈隐藏着某些危险。在有被暴力侵犯经验和有屈

辱历史的背景下容易产生一种能量, 缓解和释放这种

能量仍需要我们的关注和努力。公民社会在进行社会

对话过程中应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如我们要在这一

方面取得成就,那么我们就必须避免将历史作为政治

化利用的工具。因为真实性和宣传性这两者之间是互

不相容的。短时间里获得的好处会以长时间失去信任

为代价,信任是对话中最重要的资源之一。

如果人们想从复杂的历史和解中去提取一些成功

的要素作为其它和解进程中必要的要素,那么,在现有

经历基础上,我们可以确定以下要素为和解基本元素:

1.重新获得话语能力

2.有勇气敢于承认罪过/罪行

3.关心/团结生存者

4.尊重受害者

5.定期进行接触

6.有意愿审视自我, 并以对方的视角看自己的

历史

7.在艰难的会谈中要有耐心

8.在日常生活要有具体的团结行为

9.有勇气进行回忆

10.开拓一种具体的、共同的政治理想

德波和解的个案显示,接触及和解是可行的,也是

可能的。谁能想到经历过 1945 年的德国人和波兰人

会做到这一点呢? 这是一个有勇气的历史篇章。谢谢

大家。

责任编辑:俞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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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ite Perspektive f r die chinesisch-deutschen Beziehungen

Mei Zhaorong

Der 17. Augus t ist der 34. Jahrest ag der Aufnahme der diplomat ischen Beziehungen zw ischen China und

Deut schland. Im R ckblick auf den Entw icklungsprozess der chines isch- deut schen Beziehungen in den vergangenen

34 Jahren wird die Ans icht vertreten und auch dement sprechend ausgewert et , dass die reibungslose Entw icklung

der Beziehungen zw ischen den beiden L ndern durch ihre gemeinsamen Interessen bestimmt w ird und ber eine

solide politische und wirt schaft liche Grundlage verf gt .

Vers hnung in der Nachkriegszeit von Deutschland mit seinen Nachbarl ndern

Frankreich und Polen am Beispiel der deutsch-polnischen Beziehungen

J rg L er/ Dai Qixiu ( bers. )

Bei der Er rterung der Vers hnung Deut schlands mit seinen Nachbarl ndern Frankreich und Polen nach dem 2.

Weltkrieg analysiert der Verfasser schwerpunktm ig den deut sch-polnischen Vers hnungsprozess und weist die

Unterschiede zwischen den beiden Vergleichsf llen auf . Auf dieser Grundlage zieht er von den historischen

Erfahrungen und dem Vers hnungsprozess Schlussfolgerungen ber die erforderlichen Voraussetzungen und die

grundlegenden Elemente f r die Vers hnung.

Kommentar zur EU-Politik der grenz berschreitenden Kooperation

Wang Yamei

Grenzgebiet e sind spezielle, aber wichtige Gebiete der Europ ischen Union. Zur Reduzierung des Grenzeff ekt s

und Ankurbelung der gemeinsamen Entwicklung bzw . Verschmelzung der Grenzgebiet e hat die EU eine Reihe von

Ma nahmen zur F rderung der grenz berschreit enden Zusammenarbeit ergriffen. M it H ilfe der EU haben die

Grenzgebiet e vielf ltige w ie auch erfolgreiche Zusammenarbeit entfaltet . Die grenz berschreit ende

Zusammenarbeit, die die soziale und wirtschaft liche Konvergenz der EU sow ie die Entwicklung der europ ischen

Int egrat ion voranbringt , spielt eine w ichtige Rolle beim Vollzug der Ost erw eit erung der EU.

Finanznot und Reform der EU nach der Erweiterung

Liu Yuebin

Am 1. Mai 2004 sind der EU 10 mit te-l und ost europ ische Staat en bzw. Mitt elmeerl nder beigetreten, wodurch

die Anzahl der EU-Mitgliedst aaten auf 25 gestiegen ist. Aufgrund des relat iv gro en Wirt schaft sgef lles zwischen

77

德国研究 2006 年 第 3 期 第 21 卷 总第 79 期

Deutschland- Studi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