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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许多论者认为不存在纳粹文学；另有一些论者则认为纳粹文学

确实存在，但都创作于１９３３年之前；也就是希特勒掌权，国社党政

权的种种限制和规定使有创造性的艺术家无法进行自由表现之前。
当然，１９３３年之后，德 国 国 内 也 有 大 量 作 品 问 世。但 是，只 有 极 少

数历史学家肯严肃地看待这一时代的信仰，并且认为这种文学中也

有某种理想主义在起作用，或认为有许多作家和知识分子相信他们

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抵制臆想中的现代社会的腐败和堕落，重新确

立传统的价值观念。而我在本书中试图证明的就是这种看法。与

那种把纳粹文学（无论是１９３３年之前的文学还是之后的文学）当作

垃圾而不屑一顾的做法不同，我试图去认识国社党所提供的那些他

们自以为既新鲜且有价值的东西。对这一时代的考察经常纠缠在

法西斯主义理论和权力机器上。因此研究者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意

识形态或帝国文学部上。他们在耽溺于对检查机构的研究时，却忽

略了在这一制度规范中的信仰者们到底写了些什么，忽略了纳粹文

化机构也曾被认为推动了第三帝国文艺的发展这样一个事实。所

以，我在对宣传部、法律及国社党德国的专制性质的意义给予足够

的重视之外，首先还要证明在魏玛共和国就存在着一种国社党赖以

立足的强大传统。在这一部分之后，我将研究那些对于元首及其使

命怀有坚定信仰（至少在初期）的作家、戏剧家和诗人，以及他们在

这种信仰的驱动下所创作的小说、戏剧和诗歌。尽管国社党蔑视理

性和理论，但这些 作 家 决 非 疯 狂、盲 目 地 追 随 由 宣 扬“钢 铁 浪 漫 主

义”的戈培尔一伙人制定的国家指导路线。
国社党厌弃了魏玛共和国的“堕落”；而出于种族、政治、文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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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原因被迫 流 亡 的 共 和 派 作 家 则 否 定 了 国 社 党 的“野 蛮 性 质”。
从文学史的角度着眼，研究者们一般倾向于区别对待从１９３３年到

１９４５年出现于德国之外的文学和国社党文学。很难讲“流亡文学”
从这种区别对待中得到了好处。纳粹文学长久以来被看作是不值

得探究的货色；流亡文学也同时被忽视了。这倒不是人们认为流亡

文学质量不高，而是出于其他种种原因。这些原因中起码有一条是

这种文学能勾 起 许 多 人 对 那 个 他 们 宁 愿 忘 却 的 时 代 的 痛 苦 回 忆。
一些大作家，如托马斯·曼、伯特·布莱希特等被拈出来做个别处

理，而流亡现象本身及流亡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则被撇在了一边。早

年曾有几位学者展开了对流亡的研究，但流亡文学引起较广泛的关

注只是在最近二十年才出现。同时，研究者们也逐渐认识到，绝对

不能把流亡同导致流亡的那场运动分割开来。近几年来已可看到

一些联系国家社会主义研究流亡的原因与影响的尝试。这也正是

本书的努力方向。
很显然，要涵盖这样大的范围，分析这样多的作者和作品，大量

内容不得不舍弃。把重点放在作品和作者上面意味着不会在组织

机构和总体政策上花太多篇幅，也意味着不会花很多笔墨去论述构

成那一时代之特征的大会、群众集会、示威、宣言等。
与其他对这一时代的文学进行考察的著作相比，本书的不同之

处不仅在于它将以严肃的态度对待出现在这一时代的作品，而且在

于它把着眼点放在德国问题本身上。国社党认为他们才是真正德

国的代表；而流亡作家们则认为，是他们保存着对真正德国文化的

记忆。在德国国内，那些不赞成纳粹政权的人试图退回到他们“心

中的”德国，或者在德国的民主传统中寻求抵抗的源泉。本书坚信，
对希特勒德国的抵抗确实存在。这种抵抗不仅在德国国外的流亡

集团的文学作品中得到了有力表现，在德国国内也得到了表现。这

种抵抗希特勒德国的最明确的例证就是西班牙内战。许多德国作

家参加了这场战争，甚至战死疆场。在这场战争中可以看到德国人

和德国人打仗，民主派与纳粹搏斗。尽管反法西斯力量失败了，佛

朗哥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帮助下取得了胜利，但战争显示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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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了影响：抵抗是可能的，确有一些德国人和

其他国家的人一样做好了抵抗的准备。希特勒的胜利震撼、鲸吞了

欧洲和苏联的大片土地；然而，失败降临的时候也带来了一场铺天

盖地的大灾难。德国在给整个欧洲带来一场浩劫后，自己也躺在了

废墟上，千百万人被夺去了生命。战争结束了，纳粹政权的全部罪行，
尤其是它对犹太人犯下的罪行，也开始被揭露出来。面对这样的恐

怖，有一种倾向认为这一时期的德国文学全部受到污染也就不足为奇

了。纳粹文学自然脱不了“血与土”文学的臭气，这方面，没有人认为

这种文学还遗留下什么被丢弃、被遗忘的杰作。但也不能无视这一

点：单凭这类文学作品不久前还是千百万人狂热阅读的东西，也需要

加以研究。流亡文学越来越为人们熟悉，其原因即在于它的内在质

量，也在于它所面对的问题，在于这些问题至今仍未过时。
当我着手写这本书时，我以为我是这一课题的开拓者，尤其在

纳粹文学方面。我很快发觉事实上我的几位同行已经走到了我的

前面。他们都写出了十分出色的论 文（可 惜 尚 未 发 表）①。休·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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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利研究国家社会主义和文学的剑桥论文、Ａ·Ｄ·怀特研究科尔

本耶的论文、Ｇ·Ｐ·胡沁逊研究罗森堡的论文、罗杰·伍德研究荣

格的论文、Ｅ·Ｐ·迪金斯研究国内流亡派的论文都让我受益匪浅。
我还要衷心感谢安琪拉·鲁特，她允许我阅读了她在萨塞克斯大学

所写的有关国内流亡派和抵抗派的研究提纲。他们都会在本书中

发现他们论文的影子。通过本校缩微胶卷部，我还像借书一样便捷

地读到了多篇美国的论文。另外还参考了许多专家，特别是奥洛夫

斯基、布雷克勒、基色拉、柏格伦、君特·哈同、恩斯特·洛威、沃尔

夫冈·艾米利希、Ｈ·Ａ·瓦尔特、约翰·斯派 勒 克 等 人 的 研 究 成

果。通过与简·汉斯和卢兹·温克勒的个人接触，我得到了不少教

益。我要感谢汉 堡 大 学 的 流 亡 者 研 究 中 心，我 曾 在 此 待 了 一 个 学

期；我要特别感谢列夫胡尔默信托公司的赞助金，我待在汉堡靠的

正是这笔赞助金。我还要感谢法兰克福的德语图书馆和玛巴希文

学档案馆的职员们，我曾在同一段时间里向他们咨询过。我在舍菲

尔德大学图书馆花的时间最长，在此我向艾琳·里安等人致谢，是

他们帮我找到了那些其他人已无法找到的图书和资料。舍菲尔德

大学图书馆员学校的学生们在查找文献资料方面也给了我极大的

帮助。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舍娜，她多次阅读本书手稿，并在不

少地方做了很有必要的修改；我还要感谢一遍又一遍打印本书草稿

的芭芭拉·泽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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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序

Ｊ·Ｍ·里奇教授是英语 学 界 德 国 文 化 研 究 的 翘 楚 和 权 威，曾

担任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德语系主任，获得过阿伯丁古苏格兰大学

的里特博士奖和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颁发的功勋勋章，现在虽然已

从教学一线退了下来，但在学术研究领域仍很活跃，担任伦敦大学

德奥流亡研究中心主席等职。里奇先生的研究范围很广，从德国的

巴洛克艺术到纳粹德国文学均有涉猎，均有建树，成果斐然。这本

《纳粹德国文学史》是他１９８３年出版的一部学术专著。
虽然里奇先生在原书序言中谦虚地指出，在他之前，已有多位

学者在纳粹德国文学的研究领域作出了开拓，但就译者所知，在英

语学界，以专著的形式对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文学作出全面、系统、
完整的研究，这本《纳粹德国文学史》是最早的一本，也是极有影响

的一本。
书中的内容对于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中国读者而言都是陌生、

新奇且发人深省的，不过我读此书时印象最深刻、最受启发的还是

里奇先生对纳粹文学的态度。纳粹作为一股反人类、反文明的邪恶

思潮已经被牢牢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永远也不可能翻案，但

里奇先生并没有因此就对纳粹文学采取一种嗤之以鼻的轻蔑态度，
将其仅仅视为宣扬种族主义、为纳粹意识形态服务的垃圾宣传品，
而这种态度往往是一般人在触及纳粹文学时自然而产生的第一反

应。里奇先生在书中反复提醒读者，不要被这种先入为主的成见蒙

蔽；不要忘记，在国社党上台前后，纳粹的种族主义曾经是千百万德

国人的真诚信仰，也是许许多多的德国作家希望通过作品传达出来

的真实感受。在本书序言中，作者指出：“只有极少数历史学家肯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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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地看待这一时代的信仰，并且认为这种文学中也有某种理想主义

在起作用，或认为有许多作家和知识分子相信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

为了抵制臆想中的现代社会的腐败和堕落，重新确立传统的价值观

念。而我在本书中试图证明的就是这种看法。”“面对这样的恐怖，
有一种倾向认为这一时期的德国文学全部受到污染也就不足为奇

了。纳粹文学自然脱不了‘血与土’文学的臭气，这方面，没有人认

为这种文学还遗留下什么被丢弃、被遗忘的杰作。但也不能无视这

一点：单凭这类文学作品不久前还是千百万人狂热阅读的东西，也

需要加以研究。”在第五章，作者又指出：“‘血与土’文学得到了广泛

的开始利用，其影响几乎遍及各个方面。只有高层人物才能对这种

文学的过分膨胀实施一些控制。揶揄这类小说自然很容易，但这样

可能会忽视它们可能具有的吸引力和它们的意图。”这是一种合理

的科学态度。只有用这种态度对待那段历史，才能真正寻绎出隐含

其中的深刻的教训。
学者们在研究德国这场空前灾难的根源时，多把注意力放在魔

首希特勒个人思想、性格、气质、心理上，但希特勒的个性无论怎样

独特，他毕竟不是从天外降临人间的魔鬼，而是从二十世纪初期德

国的那片土壤上生长出来的恶之华。这本《纳粹德国文学史》恰好

可以帮助我们看清希特勒背后的东西，认识那片养育了种族主义和

希特勒的土壤是什么性质、有什么成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希特勒

也是时代、环境、社会的产物，甚至也可以说是某种德国文化传统的

产物。
日耳曼民族无疑是一个优秀的民族。我没有必要在这里把她

为人类文 明 贡 献 出 的 那 些 灿 若 星 辰 的 文 化 巨 人、科 学 巨 人 的 名

字一一列举，只想提一下我在读书时读到过的有关这个民族的两件

小事。一件是季羡林先生在《留德十年》中讲到的：二战后期，季先

生居住的德国小城哥廷根市的市政府因燃料极为短缺，特批准市民

可以上山伐木。但这并不是说可以随意砍伐。政府要先派人上山

勘验一遍，在可以砍伐的树木上作出标记，市民只能砍伐那些有标

记的树木。另一件事是赵鑫珊先生在《希特勒与艺术》一书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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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二 战 结 束 后，美 军 清 查 盖 世 太 保 的 财 务，结 果 令 他 们 大 吃 一

惊，———他们几乎没有发现贪污事件。
管中窥豹，日耳曼人的素质和修养由此可见一斑。然而就是这

样一个民族，却把整个欧洲———包括她自己———拖进了空前的浩劫

之中，成了毁灭人类文明的罪魁祸首，令人想到“盗亦有道”的古老

说法。他们的“小善”似乎就是为“大恶”服务的。他们能正确处理

个人与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却在处理民族与民族、民族与人类的关

系时铸成大错。我 们 自 然 不 能 因 为 他 们 犯 下 的“大 恶”而 否 定“严

谨”、“自律”、“廉洁”等品质，但 也应当由此看出，品质、素养的高下

绝不能成为一个民族奴役或臣服其他民族的理由。说到底，对民族

发展方向的把握也同样体现出一个民族的素质。对此，德国著名的

民主主义作家孚希特万格早已有清醒的认识：“这个民族是一个好

民族。它有英雄气概，创造了最了不起的成就。它精力充沛、勤劳

刻苦。但这个民族的文明太年轻了！要利用它那永不衰竭、却缺乏

批判态度的理想主义，煽惑它那返祖性的冲动和充满原始性的欲望

并不困难，因此他们便鲁莽行事：这便是事情的缘由。”
日耳曼人似乎特别热衷于追求纯粹与绝对。从歌德笔下的不

断否定、不断超越的浮士德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再到尼采的“超

人”，这种追求已经形成了一种传统。抽象地看，我们不能说这种传

统本身有什么不对；我们甚至应该说这是一种应该发扬的宝贵的文

化传统。然而，如果为了实现这种只可能存在于观念世界中的纯粹

与绝对，不惜蔑视、否定、毁弃含有杂质、缺陷的现实世界，那就跨过

了合理的界限，走向谬误和灾难了。赵鑫珊先生在《希特勒与艺术》
一书中 精 辟 地 指 出，希 特 勒 疯 狂 追 求 权 利 的 动 机，既 不 是 为 名、为

利，也不是为色，而是为了“寻找一个世界观的满足。”这也是现代独

裁者与旧时代的专制君主之间的一个主要区别。南京大屠杀和奥

斯威辛大屠杀之间的一个主要不同点就在于，前者是侵略者的兽性

在战争环境中摆脱掉束缚后的大爆发、大宣泄；而后者则是将这种

兽性转化成某种观念，再以这种观念为指导，用理性的方式有组织、
有计划地加以实施，如同实施一项工程的建设方案。日耳曼人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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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理解和认同“道不远人，远人非道”一类的古训。马斯洛的人类

需要五层次说其实是不完整的。在自我实现的需要之上，还应该有

第六个层次的需要，这就是“天人合一”的需要。
纳粹德国文学并非清一色全是纳粹文学。其中还包括非纳粹

文学和反纳粹文学。它们显示出“另一个德国”的存在。尤其是抵

抗派的文学创作和流亡作家的文学创作更是表明德国人良知犹存。
他们在当时属于 极 少 数，身 处 难 以 想 象 的 极 端 艰 苦 而 危 险 的 环 境

中，用手里的笔作着几乎看不到什么希望的抗争。许多人为此被捕

入狱、慷慨赴死，为德国文学史留下了血染的一页。与这种牺牲同

样令人动容的是许多流亡作家对祖国深沉的爱和因这种爱而产生

的精神苦闷。纳粹刚上台的时候，颠沛流离的作家们还寄希望于德

国人民会认清希特勒政权的本质，起来推翻这独裁统治。然而他们

失望了。现实离他们的愿望愈来愈远，法西斯的统治愈来愈巩固，
笼罩着祖国的黑暗愈来愈浓重。他们深深地陷入了苦闷之中，对德

国人的民族性，对德国未来的命运都产生了怀疑，斯蒂芬·茨威格、

Ｅ·托勒等作家还因不堪忍受绝望、痛苦的折磨而自杀身亡。时至

今日，我们已经可以看清，这些作家的求索、抗争、牺牲并没有付诸

东流。他们为祖国保存尊严，为祖国的浴火保存了资源。他们才是

真正的爱国 者。虽 然 由 于 条 件 的 限 制，他 们 没 能 留 下 很 多 文 学 精

品，但由他们书写的这文学史上特殊的一页却可以启发后人对文学

与政治的关系、文学家的社会责任等课题作更深入的思考。
七年前的某一个周末，我站在济南外文书店的一架外文旧书前

随意浏 览，眼 光 突 然 就 被ＴｈｅＧｅｒｍａｎ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ｕｎｄ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的书名吸引过去了。我对纳粹有兴趣，对文学也有兴趣。
但我从未想过，这两种事物会联系在一起。看来这本书揭开了一个

被世人忽略或遗忘的隐秘的角落。我怀着几分好奇买下了这本书。
在阅读的过程中又产生了将此书译成中文，为中国读者挑起这隐秘

一角的帷幔的想法。不过，等到真的动手译起来，才明白了所谓“自

不量力”是怎么回事儿。原因盖在于原书中有大量涉及到纳粹意识

形态和德国历史、文化的名词、术语、掌故，而这方面可资参考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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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又很有限，翻译起来甚感棘手。然而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只能硬

着头皮，想方设法四处讨教、查资料，把困难一一克服。书译完后，
出版又费尽 了 周 折。好 在 我 有 幸 遇 见 了 文 汇 出 版 社 的 季 元 先 生。
季先生肯定了此书的价值，为促成拙译的出版作了大量的工作，终

使拙译在尘封数载之后得见天日。在此谨向季元先生表示我诚挚

的谢意。
是为序。

孟　军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８日于济南千佛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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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沉睡的德国（１９１４—１９３３年）



第一章

魏玛共和国中的秘密德国

要讨论第三帝国，就要记住帝国（Ｒｅｉｃｈ）是 一 个 古 老 而 神 圣 的

概念。希特勒和国社党利 用 并 歪 曲 了 这 个 概 念①。这 个 概 念 的 历

史很长。“三”是 个 有 魔 力 的 数 字。它 把 权 力、文 化 和 幸 福 联 合 起

来。这个第三帝 国 的 人 民 会 成 为 主 宰 种 族，将 把 此 前 各 帝 国 的 文

化、精神和物质的财富全部继承下来；“第三”能化解一切分歧，可保

江山千年不堕，黄金时代注定出现。中世纪的日耳曼帝国是罗马帝

国的继承者，其疆域像罗马帝国一样覆盖了欧洲的大片土地。它把

日耳曼人的统治和日耳曼人的法律带到了广大地区。在第一帝国

统治的漫长 岁 月 里，许 多 政 治 缺 陷 日 渐 严 重。但 在 第 一 帝 国 垮 台

后，这 些 缺 陷 逐 渐 被 忘 却，人 们 只 记 住 了 日 耳 曼 人 的 统 一 和 伟 大。
“帝国”一 词 既 有 宗 教 色 彩，又 有 政 治 色 彩。“路 德 圣 经”（Ｌｕｔｈｅｒ
Ｂｉｂｌｅ）有一个句 子 就 用 了 这 个 词。这 个 句 子 是：“你 的 帝 国 来 了。”
（‘ＤｅｉｎＲｅｉｃｈＫｏｍｍｅ’）。第一帝国光 荣 神 圣。它 建 立 于 公 元９６２
年。教皇约翰十二世秉受神旨，加冕奥托一世（ＯｔｔｏⅠ），把罗马皇

帝称号加给德国国王。这个第一帝国一直延续到１８０６年。到这时

候，它正如伏尔泰说的那样，既不神圣，也没有罗马帝国的威风，称

不上是帝国。第一帝国的覆灭造成了真空，留下的只是一个面积大

小不等、政治 面 貌 各 异 的 各 日 耳 曼 邦 国 互 相 攻 伐 的 乱 摊 子。１８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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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后“日耳曼问题”的核心是，如果第二帝国形成，这些邦国在疆

界、政治和精神方面会有什么样的前途。有几个邦国于１８１５年结

成了“日耳曼联盟”（ＧｅｒｍａｎＣｏｎ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在十九世纪，争取更

大范围统一的努力一直未停止。梅特涅的奥地利远比普鲁士强大。
当１８４８年革命到来时，反动力量几乎化作齑粉。但混乱中并未出

现一个民主、统一的德国。俾斯麦于１８７１年建立起第二日耳曼帝

国，是有意用“小 日 耳 曼”来 解 决 问 题。第 二 帝 国 不 仅 排 除 了 奥 地

利，也排除了其他许多地区。１９１８年第二帝国垮台，随之出现的魏

玛共和国没能让任何人满意。联邦形式的德国于１８７１年１月１８
日在凡尔赛宣布其正式国号为德意志帝国。魏玛共和国和国社党

政权都采用了 这 个 国 号。第 二 帝 国 是 非 正 式 名 称，１９３９年 以 后 实

际已被禁用。
第三帝国的观念不仅把政治含义和宗教含义结合起来，而且在

文学和哲学 方 面 也 有 着 深 厚 的 传 统。希 特 勒 直 接 利 用 了 这 一 点。
早在十三世纪，牧师乔希姆·德·弗洛里斯（ＪｏａｃｈｉｍｄｅＦｌｏｒｉｓ）就

出于对至善至美的未来的渴望，预言过第三帝国的出现。这个预言

徘徊不去。雅可 布·波 海 姆（ＪｏｋｏｂＢｈｍｅ）的 关 于“新 黎 明”的 寓

言《奥洛拉》又赋予了这个预言以更诗意的形式。赫尔德（Ｈｅｒｄｅｒ）
的《玛兰·亚莎或主来了》也阐扬了这一主题。此书出版后在当时

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对“千年至福”说（ｃｈｉｌｉａｓｍ）的信仰在德国流传

开来。歌德的《玛呈》（Ｍｒｃｈｅｎ）就表现出赫尔德的影响和对“千年

至福”说的种种信仰。此书甚至被卡莱尔（Ｃａｒｌｙｌｅ）揭示为新世界王

国的先声。莱辛也发挥了赫尔德的第三帝国的理想。康德、费希特

和席勒则从哲学方面拓展了这一概念。追随这股思潮的整个浪漫

主义一代人似乎都充满了对黄金时代的渴望。他们把中世纪帝国

当作统一、和谐的化身来回忆，因此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这

种文学上的怀旧倾向在 诺 瓦 利 斯（Ｎｏｖａｌｉｓ）的 神 秘 历 史 传 奇《海 因

利希·冯·奥夫特丁根》一类作品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然而

荷尔德林（Ｈｌｄｅｒｌｉｎ）也变成了保守的民族主义者的宠儿，这不仅是

因为他作品中的的日耳曼主题，也因为他对第三帝国的强调，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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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以一种新的方式把基督教义与异教思想综合起来。黑格尔和

谢林（Ｓｃｈｅｌｌｉｎｇ）也发展了第三帝国的观念。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正是“德国青年”（ＹｏｕｎｇＧｅｒｍａｎｓ）成了第三帝国哲学思想的信徒。
整个十九世纪，所有文学思想学派，无论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甚至

社会主义派，都对这个概念着了迷。

如同当年的 神 秘 主 义 者 等 待 神 的 王 国 降 临 大 地，现 在 以

让·保罗（ＪｅａｎＰａｕｌ）为先导的社会主义者们也在等待一个时

代的到来。在这个时代，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将控制世 界；一 切

苦难和罪孽都将结束。社会主义不过是“千年至福”说的世俗

形式。①

希特勒所许诺的社会主义也是民族主义性质的。至于一切苦

难和罪孽是否会随着他的第三帝国的创建而结束则是另一回事。
国社党 人 喜 欢 将 诗 人 恩 斯 特·莫 里 兹·阿 恩 德 特（Ｅｒｎｓｔ

ＭｏｒｉｔｚＡｒｎｄｔ）视为自己的精神祖师爷。这位诗人为日耳曼帝国的

范围问题提供了一个语言学的答案。对于“德国人的祖国在哪里”
这一问题，他的回答是：“有人说德语的地方就属于德国。”只要帝国

尚未变成现实，这种想法作为一种文化理想就始终是一个强烈的诱

惑。希特勒则把这种想法化成了领土要求。到此为止探讨过的“帝

国”一词的所有含义在希特勒之前的一个很长时期里一直得到广泛

传播。理查德·塞缪尔概括了这个概念可能具有的所有含义。

帝国构成了一种超级国家的观念。在理论 上 它 可 以 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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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ＡｇｎｅｓＳｔａｎｓｆｉｅｌｄ，‘ＤａｓＤｒｉｔｔｅＲｅｉｃｈ．Ａ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
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Ｋｉｎｇｄｏｍ”ｉｎＧｅｒｍａｎ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ｆｒｏｍ ＨｅｒｄｅｒｔｏＨｅｇｅｌ’，Ｍｏｄｅｒ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３４，ｎｏ．１（１９３４），ｐｐ．１５６ １７２．Ｆｏｒａ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ｂｙａｌｅａｄｉｎｇＧｅｒｍａｎｉｓｔｏｆｔｈｅｔｉｍｅ，ｓｅｅＪｕｌｉｕｓＰｅｔｅｒｓｅｎ，‘ＤｉｅＳｅｈｎｓｕｃｈｔｎａｃｈ
ｄｅｍＤｒｉｔｔｅｎＲｅｉｃｈｉ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ＳａｇｅｕｎｄＤｉｃｈｔｕｎｇ’，ＤｉｃｈｔｕｎｇｕｎｄＶｏｌｋｓｔｕｍ，
ＮｅｕｅＦｏｌｇｅｄｅｓＥｕｐｈｏｒｉｏｎ，ｎｏ．３５（１９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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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德国人，同时还可以为包容非日耳曼族的少数民族提供历

史依据。那种 语 言 学 的 念 头 从 来 没 有 正 视 过 这 样 一 个 事 实：
在德国的许多边境地区，德语与其他语言已交揉在一起，要想

分辨清楚只是枉费心机。①

塞 缪 尔 应 该 继 续 写 道，希 特 勒 已 证 明 可 以 用 战 争 和 种 族 灭 绝 的

方 式 来 辨 别 清 楚。按 照 古 代 的 传 说，第 三 帝 国 应 该 是 一 个 永 远

安 宁、和 谐 的 时 代，却 被 扭 曲 成 一 个 死 亡 和 毁 灭 的 时 代。帝 国 的

观 念 与 日 耳 曼 民 族 的 神 圣 使 命 感 联 系 在 一 起。１８６１年，诗 人 伊

曼 努 尔·戈 培 尔（ＥｍａｎｕｅｌＧｅｉｂｅｌ）在《帝 国 的 先 导》一 诗 中 写 道：

“德国总有一天

要将世界重建。”

希特勒别出心裁地把德国人的这一使命解释成雅利安种族的优越

和对生存空间（Ｌｅｂｅｎｓｒａｕｍ）的要求，这包括剥夺劣等种族的一切，
直至其生命。这是当年崇高理想的又一次堕落。如果说帝国是神

圣的，那么日耳曼民族也是神圣的。用阿恩德特的话说就是：“民族

有多么神圣，贱民就有多么卑下。”虽然德国的浪漫主义中包含有反

闪族的因素，但那里的民族（Ｖｏｌｋ）一词不包含有任何种族主义的含

义。正相反，日耳曼民族是“中间民族”（ＶｏｌｋｄｅｒＭｉｔｔｅ），这一民族

由于在地理上处于中心位置而肩负着特殊使命———“这使命就是吸

收西方和东方的 精 神，融 会 欧 洲 的 文 化 成 就”。② 这个意义被丢弃

了。“民族性”（Ｖｏｌｋｓｔｕｍ）和“德意志特色”（Ｄｅｕｔｓｃｈｔｕｍ）成了“日耳曼

风格”（Ｇｅｒｍａｎｈｏｏｄ）的表现形式。这是理想主义时代的赫尔德及其

同代人从未想到过的。“民族化”（Ｖｏｌｋｉｓｃｈ）正如后来纳粹伪科学家

和文化史学家所使用的那样，已开始具有纳粹种族方面的含义了。

—６—

①
②

Ｓａｍｕｅｌ，‘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ｐ．１４２．
Ｉｂｉｄ．，ｐ．１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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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帝国曾是一个美好却又无法实现的理想，是乌托邦，是消

除一切对立、满足德国人民一切秘密愿望的天堂。但这一切已成为

留待中世纪学家和文学史学家们研究的神话，德国的历史已改变了

第三帝国的这种意义。在１９１８年革命的混乱日子里，第二帝国崩

溃了。有迹象表明一个新保守主义国家将取而代之。第三帝国的

神话就在此时突然复活了。这个神话得以重见天日之后，尤金·迪

特里希（ＥｕｇｅｎＤｉｅｄｅｒｒｉｃｈ）的 刊 物《有 为》（ＤｉｅＴａｔ）对 此 讨 论 得 最

勤，而民族派的政客们对此也很重视。他们的革命将是在新德国乌

托邦指引下的保守主义革命。在魏玛共和国时期，阿图·默勒·范登

布鲁克（ＡｒｔｕｒＭｏｅｌｌｅｒｖａｎｄｅｎＢｒｕｃｋ）的《第三帝国》（１９２３年）成为新

政权的福音之一。① 《第三帝国》问世后两年，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出
笼。八年后，希特勒大权在握，他的“千秋第三帝国”成了政治现实。

如上所述，第三帝国的观念在文学方面和文化方面都有相当长

的历史。同样，在表现纳粹党思想的文学作品出现之前，那种为这

种文学做准备、有助于在政治条件适宜的情况下确立这种文学国教

地位的文学就已经出现了。把国社党文学简单概括为种族主义的、
旨在消灭一切犹太因素的文学自 然 十 分 容 易。② 生 硬 地 把 文 学 和

文化分为朋友的和敌人的两类也同样容易。纳粹的评论家、历史学

家和检查官恰恰习惯于这么做。他们赞成健康的、种族的、英雄的、
直觉的、来 自 民 间 的 有 血 有 肉 的 作 品，反 对 那 种 知 识 分 子 的、怀 疑

的、讽刺的、表现了大城市病态、堕落且离心离德的文化的作品。早

—７—

①

②

ＤｅｎｉｓＧｏｅｌｄｅｌ，‘Ｓｔéｒéｏｔｙｐｅ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ｕｘｅｔｉｄéｏｌｏｇｉｅｃｈｅｚＭｏｅｌｌｅｒｖａｎ
ｄｅｎＢｒｕｃｋ’，ＲｅｃｈｅｒｃｈｅｓＧｅｒｍａｎｉｑｕｅｓ，ｎｏ．２（１９７２），ｐｐ．３８ ６７；ＧａｒｙＤ．
Ｓｔａｒｋ，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ｏｆ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Ｎｅｏ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ｉｎＧｅｒｍａｎｙ，
１８９０ １９３３（ＣｈａｐｅｌＨｉｌｌ，ＮｏｒｔｈＣａｒｏｌｉｎａ，１９８１）．

Ｔｈｉ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ｈｅａｖｉｌｙ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ｏｎＧüｎｔｅｒＨａｒｔｕｎｇ，‘ｂｅｒｄｉｅ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ｆａｓｃｈ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ＷｅｉｍａｒｅｒＢｅｉｔｒｇｅ，ｖｏｌ．１４，ｎｏ．３（１９６８），
ｐｐ．４７４ ５４２，ＳｐｅｃｉａｌＮｕｍｂｅｒ，ｎｏ．２（１９６８），ｐｐ．１２１ １５９，６７７ ７０７；ａｎｄ
ｏｎＰｅｔｅｒ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ｉｍ ＤｒｉｔｔｅｎＲｅｉｃｈ’ｉｎＳｏｚｉａｌ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ｖｏｎ１９１８ｂｉｓｚｕｒＧｅｇｅｎｗａｒｔ（Ｆｉｓｃｈｅｒ６４７５，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
Ｍ．，１９８１），ｐｐ．３６１ ４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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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阿道夫·巴特尔（ＡｄｏｌｆＢａｒｔｅｌｓ）就把文学分

成两种意识 形 态 阵 营———保 守 派 阵 营 和 自 由 社 会 民 主 阵 营，并 把

“颓废”一词送给 后 者。马 赫 尔 兹（Ｍａｈｒｈｏｌｚ）也 采 纳 了 这 种 办 法。
他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说，一个“秘密德国”正在一种新神秘主义指

引下与自然主义者的启蒙精神对抗。① 他在对有助于建立“第三帝

国”的 新 领 袖（如 路 德）进 行 探 求 时，曾 属 意 于 赫 尔 曼·斯 特 尔

（ＨｅｒｍａｎｎＳｔｅｈｒ）和汉斯·卡洛沙（ＨａｎｓＣａｒｏｓｓａ）一类作家。马赫

尔兹的思想没有政治意图，但两种德国的提法看来有所不同。就在

焚书运动期间，保罗·费希特（ＰａｕｌＦｅｃｈｔｅｒ）写了一篇文章，论述了

与德国的剧变相应的“文学剧变”。他 的 观 点 也 如 出 一 辙：在 此 前

二十年间，德国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文学。一种可称之为“正统”的文

学。这种中产阶级文学的表现范围大都离不了从社会民主到共产

主义的主题。这是一种充满心理学、“分析”、色情的伪文学。这种

文学的主题脱离生活实际，美学风格矫揉造作。与这种文学并行发

展的还有另一种文学。这是地地道道的德国文学，因为它们是充满

对德国传统语言感受的艺术。“正统”文学的代表称德国的伟大作

家是雷马克（Ｒｅｍａｒｑｕｅ）、孚希特万格（Ｆｅｕｃｈｔｗａｎｇｅｒ）、海因利希·
曼（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Ｍａｎｎ）和阿诺德·茨威格。另一类德国人则声称另外

一些作家才真正值得一提。他们的地位是那些“正统”文学作家所

无法企及的。如果有人追问，他们会列出一串鲜为人知的名字：保

罗·恩斯特（ＰａｕｌＥｒｎｓｔ）、汉斯·格雷姆（ＨａｎｓＧｒｉｍｍ）、赫尔曼·
斯特 尔、威 尔·沃 斯 泼（ＷｉｌｌＶｅｓｐｅｒ）、阿 格 涅·米 盖 尔（Ａｇｎｅｓ
Ｍｉｅｇｅｌ）和彼德·多佛勒（ＰｅｔｅｒＤｏｒｆｌｅｒ）。这种文学过去、现在都不曾

—８—

① ＷｅｒｎｅｒＭａｈｒｈｏｌｚ，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ｄｅｒＧｅｇｅｎｗａｒｔ（Ｂｅｒｌｉｎ，１９３０）
ｎａｍｅｓｉｎｔｈｅｓｅｃｔｉｏｎ ‘Ｄａｓｈｅｉｍｌｉｃｈｅ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ＨｅｒｍａｎｎＳｔｅｈｒ （Ｄｅｒ
ｍｙｓｔｉｓｃｈｅＲｏｍａｎ），Ｋａｒｌ Ｒｔｔｇｅｒ，Ｈ．Ｗ．Ｓｅｉｄｅｌ，Ｈａｎｓ Ｃａｒｏｓｓａ．Ｅｒｎｓｔ
Ｂａｃｍｅｉｓｔｅｒ，ＥｍａｎｕｅｌｖｏｎＢｏｄｍａｎａｎｄＫａｒｌＳｃｈｅｆｆｌｅｒ．Ｉｎｈｉｓｗｅｌｌｋｎｏｗｎｂｏｏｋ
ｏｎＷｅｉｍａｒＣｕｌｔｕｒｅ：ｔｈｅＯｕｔｓｉｄｅｒａｓＩｎｓｉｄｅｒ（Ｌｏｎｄｏｎ，１９６９）ＰｅｔｅｒＧａｙｈａｓａ
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Ｇｅｒｍａｎｙ’，ｂｕｔａｓｈｅｉｓ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ｎｇＳｔｅｆａｎＧｅｏｒｇｅ，
ＨｏｆｍａｎｎｓｔｈａｌａｎｄＲｉｌｋｅ，ｈｅｈａｓｔｏａｄｍｉｔｔｈａｔ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ｎｏｔｓｅｃｒ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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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注意，是处在底层的艺术，似有若无，因为那些“举足轻重的人”对
此一无所知。这种文学只为少数人了解，且远离大都市的文坛帮派。

费希特说的这些话当然是不真实的。他所谓的真正的“真正德

国艺术”并非一种地下文学，也没有默默无闻地被普遍忽略。正相

反，出版纪录表明，这类文学作品销量甚大、知名度甚高。当然也的

确受到一些人的敌视和排斥。费希特这样说无非是想提高其身价，
以求清除左派文学、犹太文学、和民主文学。他要为服务于纳粹事

业的、以种族和生物学为基础的文学扫清道路。农民文学被看作是

最适合新德国的文学。纳粹的历史学家对此予以极大关注。都市

是堕落的，是浮游无根的，它不可避免地要去表现阶级冲突。应当

把阶级冲突从文学中清除出去，代之以德国人和谐的社会理想。在

这理想的社会中，不再有资产阶级、工人、农民之分，只有一个同心

同德的“民 族 共 同 体”（ｆｏｌｋ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这 不 是 共 产 主 义 意 义 上

的兄弟或同志关系，而是同宗同族的日耳曼人之间的关系。为了实

现这个目标，第三帝国费尽心机要琢磨出一本统一的谱系来，以证

明自己出现的必然性。它在德国浪漫主义文学中找到了自己的部

分渊源，例如亚当·穆勒（ＡｄａｍＭüｌｌｅｒ）或格雷斯（Ｇｒｒｅｓ）；又在稍

后的民族解放战争中的一位代言人阿恩德特（Ｅ．Ｍ．Ａｒｎｄｔ）找到了一

部分。荷尔德林因创作了诗歌《德国颂》（‘ＧｅｓａｎｇｄｅｓＤｅｕｔｃｈｅｎ’）
而备受赞扬。此诗的第一行“啊，祖国，万国的心脏！”经常被引用。
他的诗作《为祖国而死》也常被引用。① 此诗 被 誉 为 最 伟 大 的 德 语

战争诗。格拉培（Ｇｒａｂｂｅ）也复活了，这位戏剧家认清了领袖和人民

之间关系的症结所在。赫贝尔（Ｈｅｂｂｅｌ）被认为是充分北欧化的作

家，因为他的作品像《尼伯龙根之歌》一样探讨了日耳曼人的主题。
瓦格纳自然要受到喝彩，这不仅是因为他对德国神话的表现，而且

—９—

① ＩｎＴｈｅＭｙｔｈｏｆｔｈｅ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Ｍｕｎｉｃｈ，１９３０）Ａｌｆｒｅｄ
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Ｈｌｄｅｒｌｉｎ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ｗｉｔｈＷａｇｎｅｒ，ＫｎｕｔＨａｍｓｕｎ，Ｇｒｉｍｍ，
Ｋｏｌｂｅｎｈｅｙｅｒａｎｄ ‘ｔｈｅＮｏｒｄｉｃｓｏｕｌ’．ＦｏｒｔｈｅｒｅｓｃｕｅｏｆＨｄｅｒｌｉｎｆｒｏｍ Ｎａｚｉ
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ｓｅｅＨｅｌｅｎＦｅｈｅｒｖａｒｙ，ＨｌｄｅｒｌｉｎａｎｄｔｈｅＬｅｆｔ（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１９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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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的带有反 闪 族 倾 向 的 论 文。雷 尔（Ｒｉｅｈｌ）也 被 挖 掘 出 来，因

为他首次以民众为取向、对日耳曼民族进行了社会学研究。还有其

他各类反自由的哲学家和思想家被套上挽具，为民族主义者的事业

服务。尼采即是其中之一。当然对尼采的利用是有选择的，因为他

对德国文化持批评态度，对法兰西表示赞赏，对“金发野兽”（Ｂｌｏｎｄ
Ｂｅａｓｔ）痛加斥责。影响较大的倒是那些不那么显赫的人物，如戈宾

（Ｇｏｒｂｉｎｅａｕ）、拉伽德（Ｌａｇａｒｄｅ）。还有豪斯顿·斯特瓦特·张伯伦

（ＨｏｕｓｔｏｎＳｔｅｗａｒｔＣｈａｍｂｅｒｌａｉｎ）。① 缪 勒·范 登 布 鲁 克 曾 拼 凑 出

一本上千页的论“日 耳 曼 人”的 书，煞 费 苦 心 地 对 国 家 形 态 作 了 分

类。但更重要的是他 那 带 有 预 言 性 的 书 名《第 三 帝 国》（１９２３年）。
纳粹还极力要证明“阿道夫·希特勒的日耳曼社会主义和施本格勒

的普鲁士主义之间”完全一致。然而，尽管施本格勒受到戈培尔的

礼遇，这位《西 方 的 没 落》的 作 者 仍 拒 绝 加 入 国 社 党。② 在 文 学 方

面，国社 党 的 宣 传 家 们 还 追 溯 到 了 世 纪 之 交 的 所 谓“家 园 文 学”
（Ｈｏｍｅｌａｎｄ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那 些 伦 勃 朗 式 的 日 耳 曼 人（Ｒｅｍｂｒａｎｄｔ
Ｇｅｒｍａｎ）。朱利尤斯·朗本（ＪｕｌｉｕｓＬａｎｇｂｅｈｎ）、弗利德里希·莱恩

哈特（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Ｌｉｅｎｈａｒｄ）和阿道夫·巴特尔。③
朗本的《教育家伦勃朗》（１８９０年）是一本取得了巨大成功的作

品，曾再版多次，卖出了数千册。此书的主旨是文化批判。俾斯麦

的第二帝国表明，经济和政治的胜利并不一定能成功地唤醒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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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ＭｉｃｈａｅｌＤ．Ｂｉｄｄｉｓｓ，Ｆａｔｈｅｒｏｆ Ｒａｃｉｓｔ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ｆＣｏｕｎｔＧｏｂｉｎｅｎｕ（Ｌｏｎｄｏｎ，１９７０）；ａｌｓｏ‘Ｈｏｕｓｔｏｎ，Ｓｔｅｗａｒｔ
Ｃｈａｍｂｅｒｌａｉｎ，Ｐｒｏｐｈｅｔｏｆ Ｔｅｕｔｏｎｉｓｍ’，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ｏｄａｖ，ｖｏｌ．１９ （１９６９），
ｐｐ．１０ １７；Ｇ．Ｇ．Ｆｉｅｌｄ，Ｈ．Ｓ．Ｃｈａｍｂｅｒｌａｉｎ：‘ＰｒｏｐｈｅｔｏｆＢａｙｒｅｕｔｈ’，
ｕ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ＰｈＤｔｈｅｓｉｓ，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ｅｗＹｏｒｋ，１９７２．

Ｇｉｌｂｅｒｔ Ｍｅｒｌｉｌ， ‘Ｏｓｗａｌｄ Ｓｐｅｎｇｌｅｒ ｅｔ ｌ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ｅ’，
ＲｅｃｈｅｒｃｈｅｓＧｅｒｍａｎｉｑｕｅｓ，ｎｏ．６（１９７６），ｐｐ．１１２ １３５；Ｃ．Ｔ．Ｃａｒｒ，‘Ｊｕｌｉｕｓ
ＬａｎｇｂｅｈｎａＦｏｒｅｒｕｎｎｅｒ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ＧｅｒｍａｎＬｉｆｅａｎｄＬｅｔｔｅｒｓ，ｎｏ．
３（１９３８ １９３９），ｐｐ．４５ ５４．

ＤｏｎａｌｄＷａｔｔｓ，‘ＳｏｃｉａｌＶａｌｕｅｓｉｎＳｏｍｅＮｏｖｅｌｓｏｆｔｈｅＨｅｉｍａｔｋｕｎｓ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ｕ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ＰｈＤｔｈｅｓｉ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Ｗａｒｗｉｃｋ，１９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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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为伟大的德国文化的到来铺平道路。这种文化在各个方面都

应当是帝国的真正代表。俾斯麦和威廉二世创建并巩固了第二帝

国，他们应当为此受到颂扬。但目前需要的是一种新的灵魂革新。
这种灵魂革新以中产阶级的小规模产业为基础，植根于日耳曼人的

地区，依靠一切反资本主义和反民主的个人势力。伦勃朗是个伟大

的画家，也是个伟大的低地日耳曼人；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也是一个

理想主义者。这就是未来的模式：

艺术家、农民、国王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无论是福是难，他

们都与人们所说的家园同在，与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同在。病

弱的天性会认为这是一种怪僻的理想，遥远缥缈；然而它却如

此切近：家园就是 理 想。就 此 意 义 而 言，日 耳 曼 人 和（如 果 你

愿意）低地日耳曼人具有特别理想的天性。

《教育家伦勃朗》追求的目标是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帝国权力中

心的联合。伦勃朗式的日耳曼人攻击自由主义是进步党的货色，是
实证科学，二者都表现了那个时代的民主、消极的精神，这种思想要

把所有的事物、所有的人一律拉平。猖狂的现代资本主义也是一股

要求变动的势力，但对它的攻击已被转移到反对同化犹太人和大都

市暴发户的方向上。对金钱的粗俗崇拜作为一种北美人和犹太人

的货色传播开来，柏林在其左右下越来越堕落。书中请求真正的日

耳曼读者为净化污水坑般的大都市出一把力。最重要的受到阻碍

的理想是一个团结一致的国家，这个国家要强加到整个欧洲头上，
德国就是这样一个国家。一旦它有了实力，就要成为欧洲国家联盟

的天然领袖（最后这个想法和其他一些同类理想一样，都证明了国

社党人头脑平庸、急于求成）①。就文学方面而言，《伦勃朗》的攻击

—１１—

① ＲｏｂｅｒｔＥｄｗｉｎ Ｈｅｒｚｓｔｅｉｎ，Ｗｈｅｎ Ｎａｚｉ ＤｒｅａｍｓＣｏｍｅ Ｔｒｕｅ．Ｔｈｅ
Ｈｏｒｒｉｆｙｉｎｇ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ＮａｚｉＢｌｕｅｐｒｉｎｔｆｏｒＥｕｒｏｐｅ．ＡＬｏｏｋａｔｂｅＮａｚｉ
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１９３９ １９４５ （Ｌｏｎｄｏｎ，１９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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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有力，而在对未来提出具体设想方面则较为空洞。这些相对而

言都较含混。此书清楚表现出的是对莱辛和整个启蒙运动的抨击，
对左拉和自 然 主 义 的 贬 斥。这 在 国 社 党 的 统 治 下 成 了 官 方 路 线。
就自然主义而言，格哈特·霍普特曼（ＧｅｒｈａｒｔＨａｕｐｔｍａｎｎ）是著名

的代表。在魏玛共和国，他受到官方的揄扬。在１９２２年他 六 十 大

寿之际，对他的揄扬达到了高潮。庆祝活动持续了四个月之久。开

始是在布勒斯劳举办格哈特·霍普特曼节，共和国总统在庆祝活动

上发表演说。１９３３年，霍 普 特 曼 并 未 离 开 德 国，却 加 紧 巴 结 新 政

权。当德国于１９３３年脱离“国际联盟”时，他曾声援政府。他还出

席了帝国文学院的成立大会①。１９３３年１１月１６日，《人民观察家

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讽刺了霍普特曼的见风使舵。他在国社党的

一次集会上，又是 致 纳 粹 式 敬 礼，又 是 唱《豪 斯 特·威 赛 尔 之 歌》。
但尽管见风使舵，他在第三帝国仍被归入“不需要”的一类人中，他

的作 品 被 判 定 为 不 合 时 宜，屡 遭 攻 击。纳 粹 明 白，他 的“转 向”
（Ｇｌｅｉｃｈｓｃｈａｌｔｕｎｇ）只是一种表面的姿态，因此他们也对他和他的作

品采取了相应的措施。甚至在１９３３年以前，霍普特曼和自然主义

就受到了攻 击。反 对 他 的 观 点 和 反 对 其 他 自 然 主 义 者，如 苏 德 曼

（Ｓｕｄｅｒｍａｎｎ）、霍尔兹（Ｈｏｌｚ）等人的观点都是一样的：自然主义只

会否定、控诉和批判，他们体现不了理想，在他们的作品中找不到英

雄，他们提供不出积极的东西，他们拿不出未来的希望。此外还有，
“自然主义是实证、理性时代的文学表现，因此特别容易受犹太人主

知主义的影响。”真正的德国艺术永远不能是自然主义的。因此，德
高望重如霍普特曼者也只能被利用来做宣传，特别是对外宣传。在

国社党统治的德国国内却得不到真正的赞扬。
在阿道夫·巴特尔身上可以看到朗本的影响。他们对启蒙运

动和自然主义抱有相同的的基本态度。他是国家社会主义最有影

响的先锋之一，他的文学史在许多方面为国家社会主义提供了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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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Ａｌｆｒｅｄ Ｋｅｒｒ， Ｄｉｅ Ｄｉｋｔａｒｕｒ ｄｅｓ Ｈａｕｓｋｎｅｃｈｔｓ ｕｎｄ Ｍｅｌｏｄｉｅｎ
（Ｈａｍｂｕｒｇ，１９８１），‘ＧｅｒｈａｒｔＨａｕｐｔｍａｎｎｓＳｃｈａｎｄｅ’（１９３３），ｐｐ．２３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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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希特勒本人 对 巴 特 尔 有 很 深 的 印 象，１９２６年 在 魏 玛 拜 访 过

他。１９４２年巴特尔 八 十 岁 生 日 之 际，希 特 勒 封 他 为 国 社 党 荣 誉 党

员，授予他金质勋章。这种勋章通常只授予“老战士”。巴特尔以反

闪族思想而闻名。他把这种思想应用到文学领域，并且带上了空前

的歹毒和莫名的仇恨。在浪漫派文学之前的德国文学中，也出现了

一些反闪族的言论。十九世纪后半期，著名的民族自由派小说家弗

雷塔戈（Ｆｒｅｙｔａｇ）不 断 在 作 品 中 品 评 犹 太 人，主 要 是 在 金 钱 方 面。
在政治领域，德国工人阶级的组织家费迪南德·拉萨尔（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Ｌａｓｓａｌｅ）是最早受 到 反 闪 族 者 攻 击 的 目 标 之 一。豪 斯 顿·斯 特 瓦

特·张伯伦把金钱和社会主义政治两项因素合在一起搁到共同的

敌人———犹太人———身上。巴特尔也做过这样的联系，并将其运用

到文学上，把犹太人说成是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资本主义剥

削者合为一体的人。和朗本一样，他的出发点也是对第二帝国文化

局面的批判。他谴责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是堕落的新闻出版时代；他
将自由派和民主派的“颓废”特别归罪于犹太人，呼吁来一场精神革

新以拒之。巴特尔的理论以生物学为基础。他是要煽动起民族仇

恨以抵抗外国的文化输入，在往昔寻找文化衰落的根源，例如像海

涅这样的犹太人。照他的说法，资本主义导向纵情享乐，摩登时代

的标志就是粗俗的唯物主义，社会民主造成世风日下：所以现代社

会的主要特征就是病态的悲观主义和道德败坏。在巴特尔看来，韦
德卡恩（Ｗｅｄｅｋｉｎｄ，１８６４—１９１８，德 国 戏 剧 家，作 品 常 以 性 为 主 题，
是表现主义和和荒诞派戏剧的先驱。———译者注）是“近来德国人

堕落的巅峰”。他的文化考察除了做出否定的一面外，也提出了积

极的建议。如果通过回归乡土艺术能制止堕落倾向的蔓延，那么还

是有实现拯救的希望。他把乡土艺术看作是对故土的自豪感、健康

和乐观主义的源泉。最重要的是他认为自己代表了向“最具日耳曼

意义的理想”回归的潮流，并把这种理想运用到了创作和批评的实

践中。他最著名的小说《迪斯玛什人》（〈ＴｈｅＤｉｔｈｍａｒｓｈｅｒｓ〉迪斯玛

什Ｄｉｔｈｍａｒｓｃｈｅｎ是德国 石 勒 苏 益 格—荷 尔 斯 泰 因 州 的 一 部 分，位

于日 德 兰 半 岛 西 岸。原 属 丹 麦。１８６７年 归 属 普 鲁 士。———译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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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在１９２８年售出二十多万册。他绝非孤家寡人。一些俱乐部和

文学期刊通常都与受到蔑视的大都市的波希米亚人的生活联系在

一起，然而民族主义者的圈子也包容了它们。巴特尔在费迪南德·
阿文纳里乌斯（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Ａｖｅｎａｒｉｕｓ）的《昆斯特瓦特》（Ｋｕｎｓｔｗａｒｔ）
中、在海因里希·索恩雷主编的期刊《故土》（ＤａｓＬａｎｄ）中、在冯·
格洛休斯（ｖｏｎＧｒｏｔｈｕｓｓ）的《敲 钟 人》（Ｔüｒｍｅｒ）中 都 找 到 了 知 音。
最让他有知己之感的是弗里德利希·莱因哈特。此人因其乡土小

说和实用主义著作《柏林的优越地位》而出名。在后一本书中，他抨

击堕落的资本主义都市，呼吁返归土地。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因

为他是一个真诚 的 理 想 主 义 者，“返 归 土 地”的 口 号 被 纳 粹 接 受 下

来。而莱因哈特本人于１９２９年去世时尚籍籍无名。
这些国家社会主义的先锋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倒退的艺术

观。现代主义遭到排斥，前瞻变成了后顾：一直后顾到德国古典主

义的某些方面（剔除了其人道的和文化的基本成分）；后顾到某种经

过挑选的个人主义幻景上（尤其是跟伟大艺术家和伟大领袖有关的

幻景）；后顾到革命后的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巴特尔在这个年代里发

现了诗化现实主义者奥托·路德威格（ＯｔｔｏＬｕｄｗｉｇ）和北方的日耳

曼人荷贝尔（Ｈｅｂｂｅｌ），对他们大加赞赏。这种倒退艺术观的基调由

于巴特尔的作用，成为即将出现的法西斯文学的特征。这是一种苍

白、肤浅的现实主义，是一种伪古典。任何非日耳曼的因素和任何

现代的因素一样，都是受到排斥的。
在文化领域，特别令国社党沾沾自喜的是，他们从十九世纪找

到了一位巨人，可以宣布把他收归己有。瓦格纳是十足的浪漫派，
也有十 足 的“民 族 性”（Ｖｌｋｉｓｃｈ），能 满 足 他 们 的 一 切 要 求。豪 斯

顿·斯特瓦特·张伯伦通过与瓦格纳家联姻而得以充分接近这位

大师，这已显露了某种端倪，并成为对这位大师膜拜的滥觞。希特

勒本人也加入了 膜 拜 者 的 行 列。拜 鲁 伊 特（Ｂａｙｒｅｕｔｈ，德 国 巴 伐 利

亚州的一座小城。瓦格纳在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的资助下，
在这里修建了符合他的艺术要求的歌剧院。他的歌剧代表作《尼伯

龙根的指环》即在此首演。希特勒曾令人在此专门为他演奏瓦格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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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音乐。———译者注）被宣布为国家圣地，瓦格纳则被利用 来 向 人

民灌输纳粹版本的“民族联盟”思想。他也体现了画家和音乐家、精
神领袖和政治领袖的完美结合。当然，他还是一个直言不讳的反闪

族主义者。瓦格 纳 发 展 了 德 国 的 神 话 世 界，塑 造 了 日 耳 曼 人 的 英

雄。而照罗森堡（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的看法，他还表现了北欧人的精 神 及

北欧人美的理想、意志的力量、为建功立业进行的斗争。瓦格纳不

仅塑造了英雄，也刻画了恶棍。在这方面他为纳粹那种“非亲即仇”
的思维方式开了先河。

独裁的要求、对没有阶级差别的民族联合 体 的 浪 漫 幻 想、
十恶不赦的恶棍（只有用神话方式才能塑造出来）的清晰画像

在表现了严肃的交锋和恶作剧的音乐剧中融合起来，为下等人

（Ｕｎｔｅｒ）和超人（ｂｅｒｍｅｎｓｃｈ）的关系提供了模式。①

纳粹对待瓦格纳也像对待其他德国文化遗产一样，只不过是利

用来为他们自己的目的服务。瓦格纳实际上是个现代主义者，他是

颓废的。与其说他是个幸福的乐观主义者，不如说他是个悲观主义

者。把他看作是国家社会主义者是对他无耻的利用。当然瓦格纳

的确有足够的东西让纳粹加工利用，从中甚至可以找出对世界毁灭

的预言，以及对“第三帝国要像史诗英雄西格弗里德一样被毁灭”的

预言。②

不要以为无人支持巴特尔的观点，或以为他抹杀得那么多，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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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ＭｉｃｈａｅｌＭａｙｅｒ，‘ＴｈｅＮａｚｉＭｕｓｉｃｏｌｏｇｉｓｔａｓＭｙｔｈｍａｋｅｒｉｎｔｈｅＴｈｉｒｄ
Ｒｅｉｃｈ’，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Ｈｉｓｔｏｒｙ，ｖｏｌ．１０（１９７５）．ｐ．６６２；ｓｅｅａｌｓｏ
ＧｅｏｒｇｅＷｉｎｄｅｌｌ，‘Ｈｉｔｌ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Ｗａｇｎｅｒ’，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ｅｎｔｒａｌ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Ａｆｆａｉｒｓ，ｎｏ．２２ （１９７０），ｐｐ．４７９ ４９７ａｎｄＦｒｅｄＫ．Ｐｒｉｅｂｅｒｇ，
ＭｕｓｉｋｉｍＮＳＳｌａａｔ（Ｆｉｓｃｈｅｒ６９０１，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１９８２）．ＦｏｒＷａｇｎｅｒａｎｄ
ｓｙｍｂｏｌｉｓｍ，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ｍａｎｄｄｅｃａｄｅｎｃｅ，ｓｅｅＲａｙｍｏｎｄＦｕｒｎｅｓｓ，Ｗａｇｎｅｒ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１９８２）．

Ｍａｙｅｒ，‘ＮａｚｉＭｕｓｉｃｏｌｏｇｉｓｔ’，ｐ．６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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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岂不太少了。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把现代艺术看作是晦涩

而又危险、不可捉摸而又颓废堕落的东西加以谴责，并引导大众支

持这种谴责，都是十分容易的。这不仅是国社党政治方面的权宜之

计，其中也包 含 着 他 们 的 基 本 信 念。通 过 与 社 会 党、共 产 党、民 族

党、中心党竞争，争取到蓝领工人、白领工人和农民的支持，国社党

把自己变成一个群众性大党。为达此一目的，他们曾准备了一系列

策略。同样，在文学领域，国社党把自己看成是一场文化革命运动

的代表。某些党员还试图与激进的先锋派合作。正是在这种情况

下，表现主义差不多成了国社党的文学风格。然而，只有转向传统

的乡土文学才有获得群众支持的希望。纳粹也正是这么做的。此

外，文学后退到生物和 神 话 的 领 域，也 可 满 足 国社党意识形态对艺

术形式的全部要求。社会主义从未在乡村社会扎下根来；对保护私有

财产不受威胁，乡村的情绪格外高涨。并非所有的地方性乡土文学都

是法西斯主义文学，这类文学在德国和在其他国家一样，也产生了一

些优秀小说。威廉·冯·波伦兹的《土包子》（ＴｈｅＢüｔｔｎｅｒｂａｕｅｒ）就

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这样的文学不过是为对抗现代社会的骚动不

宁提供一种根基感和稳定感。资本主义打破了那种制约人们与自

己的工作和社会地位关系的古老法则。这在那些传统的生活方式

数世纪一成不变的农村表现得特别明显。迁移的自由和人口由乡

村流向城市不仅突然造就了德国的那些超级大都会，而且解除了数

世纪以来都认为不能解除的契约关系。许许多多的人，无论是富人

还是穷人，无论是封建地主还是农奴，都对这种戏剧性变化感到不

自在，都渴望在变幻莫测的现代社会得到一种保障、一种稳定感，哪
怕是以文学形式造成的幻景也好。乡土文学表现了一种对人们在

其中生长的环境的亲切感，一种远离现时代各种社会性、政治性矛

盾冲突的安全感，因而在许多地区大受欢迎。但这种文学也绝不是

温情脉脉的，它经常鼓动人们准备为保卫自己所拥有的东西而战斗。
从城市回到乡村绝非意味着回到一个完全诗化的、田园般的和谐时

代，因为农民也像士兵一样表现得有能力保卫自己、保卫家乡，如果必

要也不怕流血。从一开始，这种倒退的文学就极富进攻性。这种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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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并非只局限在德国。吉奥诺（Ｇｉｏｎｏ）、蒂默曼（Ｔ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ｓ）和莫

里斯·巴雷斯（ＭａｕｒｉｃｅＢａｒｒｅｓ）等人的名字已经表明了这一点。当

然，国社党德 国 一 般 只 在 北 欧 诸 国 寻 找 他 们 赞 扬 的 作 品①。特 莱

弗·古尔布兰 森（ＴｒｙｇｖｅＧｕｌｂｒａｎｓｓｅｎ）在 第 三 帝 国 拥 有 最 广 泛 的

读者 群，虽 然 他 从 未 宣 布 忠 于 第 三 帝 国。冰 岛 作 家 昆 纳·昆 纳 逊

（ＧｕｎｎａｒＧｕｎｎａｒｓｏｎ）在 德 国 也 受 到 了 过 分 密 切 的 注 意，特 别 是 在

１９３４年他公开宣布支持新政权后。１９３７年，他接受了汉堡 市 的 亨

利克·斯蒂芬奖。１９４０年他又和瑞典女作家克拉拉·诺德丝特罗

姆（ＣｌａｒａＮｏｒｄｓｔｒｏｍ）、荷 兰 女 作 家 乔·万·阿 默 丝 库 勒（Ｊｏｖａｎ
Ａｍｍｅｒｓｋüｌｌｅｒ）同游德国，在柏林受到了元首的接见。克纳特·汉

姆逊（ＫｎｕｔＨａｍｓｏｎ）也 同 样 积 极 支 持 第 三 帝 国。１９３３年 后，他 的

作品在德国大受欢迎。他本人也始终被高度评价为德国真正的朋

友。他多次公开声明支持第三帝国，甚至为德军入侵挪威辩护，声

言挪威人的抵抗毫无意义。他还出面支持吉斯林，赞成欧洲在德国

领导下与英国作战。沃斯泼称他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作家”。
国社党敬重、揄扬的传统文学样式不只局限于长篇小说。德国

的民谣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神话时代。它语言简洁，对命运的不

可抵御有较深感受，眷 恋 死 亡，因 而 特 别 适 合煽动新的民族主义狂

潮。韦德卡恩和布莱希特曾试图揭示民谣这种形式可以通过吸收城

市市井语言向另一种方向发展。但民族主义者认为这种民谣是“非日

耳曼”的，完全加以排斥。他们欣赏的是十九世纪和十九世纪以前的

民谣风格。在鲍利斯·冯·蒙希豪森（ＢｏｒｒｉｅｓｖｏｎＭüｎｃｈｈａｕｓｅｎ）、
阿格涅·米盖尔、鲁 鲁·冯·施 特 劳 斯（ＬｕｌｕｖｏｎＳｔｒａｕｓｓ）和 托 内

（Ｔｏｒｎｅｙ）的倡导下，传统民谣获得了引人注目的复兴。这些倡导者

在第三帝国的文坛上都占有显赫地位。
但是在德语地区传统文学领域名气最大的是另一位作家的作

品，这个作家就是赫尔曼·隆斯（ＨｅｒｍａｎｎＬｎｓ）。今 天 人 们 只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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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他是一位风格纯朴的民歌体诗人，远离意识形态的冲突。不过他

也写了反英歌 曲《我 们 毕 竟 靠 近 英 国 了》（Ｄｅｍｗｉｒｆａｈｒｅｎｇｅｇｅｎ
Ｅｎｇｅｌｌａｎｄ），两次大战中这首歌都曾传唱过。此外，他的描写德 国

农村风光、狩猎活动和士兵简朴生活的诗歌也在几本歌集中流传下

来。当他由诗歌创作转向长篇叙事作品的创作时，意识形态因素就

加进来了：这就是古代贵族和古代农 民 的 联 姻。这 在《自 卫 的 狼》
（ＴｈｅＷｅｈｒｗｏｌｆ）中表现得最清楚。瓦尔特·林登（ＷａｌｔｅｒＬｉｎｄｅｎ）
准确地把这部长篇小说说成是“民族”运动的经典。小说为自由军

团（Ｆｒｅｉｋｏｒｐｓ）小组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私立法庭（Ｆｅｍｅ）的杀人

犯提供了典范和行动样板。它为民族主义的青年团体提供了象征，
还增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阶段的希特勒青年团的荣耀。这部

小说名闻遐迩，影响不可低估。１９３９年售出５６５０００本（１９３３年售

出３７５０００本）。小 说 主 要 描 写“卅 年 战 争 期 间”（ＴｈｉｒｔｙＹｅａｒｓ
Ｗａｒ，１６１８年爆发，１６４８年结束。战争双方是由奥地利哈布斯堡王

朝、西班牙组成的哈布斯堡同盟和法国、瑞典、丹麦、英国、俄国等国

家组成的反哈布斯堡同盟。德意志天主教诸侯支持前者，新教诸侯

支持后者。这场战争加深了德意志的政治分裂。———译者注）农民

反抗兵匪抢掠的行动。为了避免误解，小说一点也没把农民与革命

者相提并论，并且把农民与一无所有的无产者阶层区别开来。只有

那些拥有土地 和 仆 役 的 人 才 被 允 许 进 入“自 卫 的 狼”阶 层。此 外，
“自卫的狼”也小心翼翼地求得朝廷和教会对他们行动的支持，以此

表明他们的行动完全合法，理应受到嘉勉。小说还指出，农民不只

是那种为了养家糊口一辈子与土坷垃打交道的人，他们还有能力保

卫自己的土地不受侵犯。同样，“自卫的狼”在时间的推移中承认的

牧师也不仅是一个和平福音的传播者；他必须表现出战斗的能力，
必要时还要杀人。

有人把“血与 土”文 学 的 基 本 要 素 归 结 为，第 一，安 居 乐 业；第

二，为保护安居乐业而进攻。这是这本小说的基本模式。第一章描

写蛮荒时期的农民。他们面孔苍白，头发金黄，很久以前就从北方

迁来，找到一块落脚之地，盖起了房子，然后把土地清理出来，与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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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住在沼泽地里的深褐色人种作战。时光飞逝。１６２３年即将到来

的时候，人们谈论起战争。战争、饥荒、火灾和瘟疫接连降临到这块

土地上，农民们到了该为自己的利益做出决定的时刻了。其中一个

农民这样描述保卫故土的问题：

无论哪个吉普赛人或异族的家伙，只要在 这 里 一 露 面，当

场就要挨一顿鞭子。贱民只要碰上可偷的东西就不会放过（当

兵的也一样）。上个礼拜就有这么两个家伙在艾勒邵森的耕地

里偷了一匹马，结果给悄悄绞死了。这么做绝对没错。因为他

们本来就 算 不 得 真 正 的 人。再 说 他 们 干 吗 不 待 在 自 己 的 地

盘上？

这段话就是那位把法律攥在自己手心里的治安员讲的。这是对付

一切情况的策略，是处在包围中的人们的意识，是白人为保卫家园

不受外来者侵犯而采取的应急措施。所有人都同意团结一致。伍

尔夫在第一次打仗时说了下面这一段话：“任何人要想碰碰我的或

我的同胞的头发，我都要让他们血流成河。”此后，他多次重复过这

段话。在作品结尾处，他果真使人血流成河。杀人不断进行。人们

在武器柄上刻上记号纪录杀人的数目。农民们此刻退守荒野，建起

了一处防卫据点。他们发了誓，并按神秘的数字选出了入伙的人。
不要以为这样的小说对爱情完全不感兴趣。作品很快就表明，

德国妇女的生活任务就是对又种田、又打仗的丈夫忠贞不渝，做一个

好主妇和好妻子。作品不断写到生养孩子。但对爱情场面的描写还

是比较纯洁动人的，并无色情和刺激的成分。这个组织严密的社团日

益壮大，因为他们大家并无差别，都是勤劳的人，都是既为自己也为大

家工作。只有外部世界与他们对立。虽然他们不断杀人，但他们并没

有耻辱。这一点得到了神父的肯定。神父告诉他们：他们的良心是

清白的。大公也肯定他们的行为是正义的、合理的，甚至还对他们的

无畏精神予以嘉奖，称他们是人人皆应效法的楷模。这部小说的引人

入胜之处主要在于它把杀人者的欲望与合法性结合起来。很显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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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说的叙述方式看，其观点不仅适用于十七世纪，作者还想用来

解决现代世界的问题。小说的最后表现了选举一位农民进入国会

时的欢欣。但小说的旨意并非主张通过国会的秩序来解决社会和

政治的问题。小说翻来覆去提供的都是集中力量进攻的榜样。这

部小说的影响十分可观———代理发行此书的右翼出版商尤金·迪

特里希（ＥｕｇｅｎＤｉｅｄｅｒｉｃｈｓ）把这部农民编年史卖出去数十万册。它

那用单纯语言表现出的单纯寓意、它的感伤情调、它那粗鄙的边疆

人的幽默令许多人爱不释卷。隆斯本人也依从自己的律令，一次大

战刚爆发就入伍参战，１９１４年９月战死疆场。死前还曾呼 唤 英 雄

从群众中脱颖而出，拯救日耳曼民族，带领这个民族走向胜利。①

保罗·恩斯特没有这样巨大的影响，但国社党人也承认他是他

们的先驱者之一，并给了他相应的赞扬和宣传。他也尝试写过乡土

小说，但不太成功。后来有一个时期，他又关注社会，努力于自然主

义的文学创作，最后才在以历史为题材的史诗性作品和最守规矩、
最守传统的戏剧创作中找到了真正的归宿。其作品描写了贵族、领
袖人物，表现了对悲剧命运的领悟。恩斯特的古典主义体现了受到

国社党赞赏的碑铭体风格（ｍｏｎｕｍｅｎｔａｌｋｉｎｄ）。雷纳·舒洛塞博士

（ＤｒＲａｉｎｅｒＳｃｈｌｓｓｅｒ）在 一 篇 发 表 于《民 族 观 察 家 报》（Ｖｌｋｉｓｃｈｅｒ
Ｂｅｏｂａｃｈｔｅｒ）上的长文中曾阐述了国社党戏剧的责任。他号召写英

雄戏剧和民间戏剧，把约斯特的《施莱格特》和保罗·恩斯特的喜剧

《潘塔隆父子》誉为理想的纳粹喜剧的奠基作。纳粹一掌权，保罗·
恩斯特就宣布自己加入国社党，不久后就死去。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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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ＳｔａｎｌｅｙＲａｄｃｌｉｆｆｅ，‘ＨｅｒｍａｎｎＬｎｓＨｅｉｍａｔｋüｎｓｔｌｅｒ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Ｃｒｉｔｉｃ’，
ＧｅｒｍａｎＬｉｆｅａｎｄＬｅｔｔｅｒｓ，ｎｏ．１３（１９５９ １９６０），ｐｐ．２７ ３７．ＳｅｅａｌｓｏＣｈａｒｌｅｓ
Ｗｈｉｔｉｎｇ，Ｗｅｒｅｗｏｌｆ．ＴｈｅＳｔｏｒｙｏｆｄｅＮａｚｉ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Ｌｏｎｄｏｎ，
１９７２）．

ＩｎＤａｓＺｗａｎｚｉｇｓｔｅＪａｈｒｈｕｎｄｅｒｔ．ＴｅｘｔｅｕｎｄＺｅｕｇｎｉｓｓｅ１８８０ １９３３
（Ｍｕｎｉｃｈ，１９６７），ＷａｌｔｈｅｒＫｉｌｌｙｑｕｏｔｅｓｓｏｍｅｓａｍｐｌｅｓｏｆＰａｕｌＥｒｎｓｔｆｒｏｍｔｈｅ
ＧｅｒｍａｎｉｃｄｒａｍａＢｒｕｎｈｉｌｄ．，ＴｈｅＪｅｗａｎｄＲａｃｅ，ｉｎｈｉ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ＤｅｒＷｅｇｉｎｄｉｅ
Ｂａｒｂａｒｅ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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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斯与保罗·恩斯特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文学的区别在于，
后者的极端民族主义是实实在在政治性的，而前者是整体上有政治

化的倾向。战后出现的是一个共和国，这是民族主义者死也不肯接

受的。军事失败、革命和显然要区分阶级的社会主义势力的崛起导

致了传统的反民主势力恶性膨胀。前线战士看到胜利的果实被人

剥夺，本该属于自己的荣耀被人剥夺，他们眼前的社会、政治状况与

当年他们走进战壕时留在身后的状况大相径庭。当然，在自由军团

和保卫家乡的组织中还有军人的工作，魏玛共和国的政府在某种程

度上还指望他们来抵御革命。但他们所期望的并不是这些。显然，
这状况不会过去。战争曾是他们的生命，因此也就不必讶异二十年

代出现了一大批美化所谓的从战争熔炉中出来的新日耳曼人的书。
表面看来，这类由前线战士写的描写战争的书只是事实纪录，但情

况很快就表明并不止于此。这些著作充满了对战后德国的仇恨，作
者们觉得自己无力对付战后复杂的社会。这类书的总体倾向是把

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战争上，把前线看成世界，好像只有在前线一个

人才能显出自身的价值；在死神的包围中，生命格外充实，人们不知

道厌倦。在这类著作中，战前德国要么根本不存在，要么被表现为

一个死气沉沉的、机械的东西。前线将士保卫的家园被恶棍和发国

难财者所利用。政治是肮脏、腐败的竞赛；竞争和阶级冲突分裂了

这个国家。然而在前线，一切变得多美好啊！“自卫的狼”之间有着

兄弟般的情谊，大家为一人，一人为大家。在前线，集体行为有真正

的基础，也能够找到真正的大众精神和袍泽同心的榜样。这种在前

线形成的死生与共的关系显然是由高踞于众人之上的领袖权威来

巩固的。一切都成为某个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在这样的队伍中，
每个人都有生存的保障，都能取得最终的胜利。这种说法显然是要

拉拢群众，与马克思主义的集体行为模式一争高低。应当承认，这

种工作的确取得了成效。国家社会主义本来就是作为一场群众运

动发动的，这是吸引群众的方式之一。战争已展示出自己的社会主

义，一 种 民 族 的 社 会 主 义，而 不 是 政 治 的 或 无 产 阶 级 的 社 会 主 义。
这种社会主义可以动员整个国家为战争出力。在“自卫的狼”中，不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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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农民可以变成士兵，工人也可以变成士兵。
尽管《自卫的狼》展示的精神和象征在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已

变成现实，但有人认为该小说的思想与纳粹党的路线之间仍存在着

巨大差异。另一本小说提供了更好的样板。这就是赫尔曼·伯特

（ＨｅｒｍａｎｎＢｅｒｔｅ）的《维 尔 特 费 伯———永 生 的 日 耳 曼 人：寻 找 家 园

者的故事》（１９１２年）。这 部 作 品 不 仅 把 尼 采 的 思 想 和 民 族 主 义 意

识形态、纯粹基督教（ｐｕｒｅＫｒｉｓｔ，反闪族基督教的德国翻版）的观念

糅和起来，而且为纳粹政权提供了最重要的象征。这部小说有一个

场面表现了真正的日耳曼血统的衰败（“纯种的犹太人比纯种的白

人还多”）。在这个时代，通过选举产生的官僚机构代替了血统的领

袖，此时日耳曼人的英雄站出来阐明了自己的立场。

维尔特费伯站在尘土飞扬的大街上，用手杖轻松随意地在

土上画出一个圣约翰十字架。接着他又在十字架上用力补了

几笔。看哪！那凹凸分明地出现在沙土地上的正是一 个 古 代

的!字。这位骑士的嘴里吐出一口血：“你相信它吗？要 是 它

复活了会出什么事？”①

事实 上 这 东 西 很 快 就 复 活 了。在１９２０年３月 流 产 的 卡 普 暴 乱

（ＫａｐｐＰｕｔｓｃｈ）中，艾哈德（Ｅｒｈａｒｄ）船长的海军自由军 团 就 曾 在 柏

林上空升起了“!”字旗。这个带钩的十字历史悠久。吉多·李斯

特（ＧｕｉｄｏＬｉｓｔ）于１９１０年在一本题为《雅利安—条顿人的象形文字

中》的书中对它的历史作过描述。此后，这个象征着火焰、太阳和拯

救的符号不断被泛日耳曼的异教徒社团和反闪族组织采用。暴乱

流产三个月后，希特勒就采用“!”字作他的党旗，同时他也接受了

—２２—

① ＩｎＤａｓＺｗａｎｚｉｇｓｔｅＪａｈｒｈｕｎｄｅｒｔ．ＴｅｘｔｅｕｎｄＺｅｕｇｎｉｓｓｅ１８８０ １９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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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ｒｍａｎｉｃｄｒａｍａＢｒｕｎｈｉｌｄ．，ＴｈｅＪｅｗａｎｄＲａｃｅ，ｉｎｈｉ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ＤｅｒＷｅｇｉｎｄｉ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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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帝 国 的 说 法。在《我 的 奋 斗》中，他 这 样 解 释 三 种“帝 国 的”
颜色：

红色代表社会主义，白色代表这场运动的 民 族 主 义 理 想，
黑色的!字象征着为雅利安人的胜利而奋战的使命，同时也象

征着为争取由过去到未来永远反闪族的创造性事业理想的胜

利而奋斗的使命。①

在纳粹统治 时 期，伯 特 成 为 文 坛 上 的 首 要 人 物。他 的 前 程 有 了 保

证。在一首关于诗人作用的诗中，他写到：

帮助灵府重新

充满质朴的血性！

给胆小鬼注入勇气、勇气，
他们需要的，是命令。

阿图·丁特（ＡｒｔｕｒＤｉｎｔｅｒ）在稍后写出的一本历史小说中就有

意要帮助灵府重新充满质朴的血性。这部小说题为《破坏血统的罪

人》（１９２２年），主人公名叫赫尔曼，他诚心诚意地爱上了约翰娜，并

向她求婚。② 虽 然 约 翰 娜 里 里 外 外 一 把 手，是 个 无 可 挑 剔 的 好 妻

子，但这桩已结出果实的婚姻并不幸福。约翰娜在生她丈夫的孩子

时暴露出了过去的历史。丈夫惊恐地看到她生下的是一个头发乌

黑带卷、皮肤黝黑的犹太孩子。约翰娜坦白了她十年前曾被一个犹

太军官勾引，后来又被遗弃。她怀的孩子生下来就死了。但在她眼

—３２—

①
②

Ｓａｍｕｅｌ，‘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ｐ．１５７．
Ｅｘｔｒａｃ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ｉｓｎｏｖｅｌｉｎＷａｌｔｈｅｒＫｉｌｌｙ，ｐｐ．１１１３ｆｆ．Ｉｔｓｈｏｕｌｄａｌｓｏ

ｂｅｎｏｔｅｄｔｈａｔＨａｎｓＲｅｉｍａｎｎｓｐａｒｏｄｙ，ＡｒｔｕｒＳüｎｄｅｒ．ＤｉｅＤｉｎｔｅｗｉｄｅｒｄａｓ
Ｂｌｕｔ，ｈａｄｓｏｌｄ６９３，０００ｃｏｐｉｅｓｂｙ１９２２．ＳｅｅＤ．Ｒ．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ＴｈｅＣｅｒｍａｎＢｅｓｔ
ｓｅｌｌｅｒｉｎｔｈｅ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Ｂｅｒｎｅ，１９６８），ｐ．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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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赫尔曼的孩子才是她第一个孩子。后来赫尔曼发现了一条生育

规律。这个谜才算解开。这条规律就是，纯种的母马一旦与劣种公

马交配就给毁了。纯种生物的全部器官都被毒化。这一研究成果

就构成了此书的道德观念：

犹太少年每 年 都 要 勾 引 成 千 上 万 的 日 耳 曼 少 女，日 复 一

日，年复一年。现在该考虑考虑这种状况给日耳曼民族带来的

危害啦！

赫尔曼立刻从妻子的嘴里问出了那位犹太军官的姓名和所在

部队，径直去找到了他，要求用决斗来解决问题。这个要求被拒绝，
赫尔曼当即给了他一枪。他离开时无一人敢阻拦。等赶回家里，他
发现妻子、孩子都已死去，吗啡针仍扎在妻子的心脏处。这部小说

在纳粹统治时期成为备受赞赏的作品之一，但丁特的文学生涯并不

像他期待的那样辉煌。①

—４２—

① ＨｉｓｒａｂｉｄｄｅｓｉｒｅｔｏｐｒｏｖｅｔｈａｔＣｈｒｉｓｔｗａｓＡｒｙａｎ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ｓｅｄ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ｖｏｔｅｒｓａｎｄｈｅｗａｓｒｅｍｏｖｅｄｆｒｏｍ ｈｉｓｐｏｓｔａｓＧａｕｌｅｉｔｅｒｉｎ Ｔｈｕｒｉｎｇｉａ．Ｓｅｅ
Ｌｏｅｗｙ，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ｕｎｔｅｒｍＨａｋｅｎｋｒｅｕｚ．ＤａｓＤｒｉｔｔｅＲｅｉｃｈｕｎｄｓｅｉｎｅＤｉｃｈｔｕｎｇ．
ＥｉｎｅＤｏｋ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ｐｐ．３１０ ３１１（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１９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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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会主义的先锋们并非随时随地都只表现出反闪族的思

想因素，一些来自德语地区边缘的作家常常指出还有其他“劣等”民

族。其中的斯拉夫人比犹太人更受注意。艾尔文·吉多·科尔本

耶（ＥｒｗｉｎＧｕｉｄｏＫｏｌｂｅｎｈｙｅｒ）在国社党政权垮台后仍活着。① 他至

死也未认识到有改变观点的必要。当年他曾把希特勒和纳粹运动

看成解决德国问题的出路。对于把他引向这一结论的思想他也丝

毫未曾怀疑。很显然，他是个作家，不是个政治家。他看不清他曾

追随，并在小说、戏剧、诗歌和小册子中为之辩护过的民族主义路线

的内涵或许可以理解。他出生在波希米亚，早年目睹了奥匈帝国的

解体和好战的斯拉夫民族的兴起。德语，这个支撑着摇摇欲坠的帝

国的唯一因素，被迫将官方语言的地位让给捷克语。在他看来，这

似乎标志着苏台德地区德国人的末日。实际上奥匈帝国的解体过

程此后还有五十年之久，然而他的基本态度早年就形成了。这个态

度就是，要求保留德语，仇恨斯拉夫人，同时希望出现一个更加广大

的德国人的祖国。毫不奇怪，由希特勒一手操纵的德奥合并会受到

他这一类人的欢迎。科尔本耶刚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时是个典型的

不问政治的德国知识分子。但他生活的时代毕竟是一个审美领域

激烈政治化的时代，因此他也逐渐右倾、越走越远。他走的这条路

—５２—

① Ａ．Ｄ．Ｗｈｉｔｅ，‘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ｆＥｒｗｉｎＧｕｉｄｏ
Ｋｏｌｂｅｎｈｅｙｅｒ’，ｕ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ＤＰｈｉｌｔｈｅｓｉ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Ｏｘｆｏｒｄ，１９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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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时代特征。边缘人比正宗日耳曼人更加日耳曼化。他生活在

一次大战后的德国。他发现共和国不合他的胃口，很快就指摘起议

会制的缺陷来。有人认为他的立场与托马斯·曼（ＴｈｏｍａｓＭａｎｎ）
的《与政治无涉者的沉思》所表达的立场很接近。他们都否定民主

和虚伪的保守主义，相信德国对欧洲的责任，倾心于以尼采为代表

的、毫无理智与逻辑可言的极端保守派，支持１９１４年７月在德国出

现的战争狂潮，坚持认为一个强大的德国是维持欧洲和平的前提条

件；从形而上学出发理解“民族”的概念，倾向于将歌德与俾斯麦相

提并 论，把 领 袖 看 成 是 民 族 的 代 表，赞 赏 德 国 人 在 战 争 中 的 表 现。
虽说科尔本耶和曼在刚起步时都持这一类观点，但托马斯·曼后来

成为共和国的坚定捍卫者和国家社会主义的死敌；科尔本耶则越来

越严厉地谴责共和国，拥护国家社会主义。或许科尔本耶的边缘德

国人身份是造成这种不同发展的主要原因。苏台德地区德国人都

和科尔本耶一样视斯拉夫人为仇敌。这种情况使他只能接受民族

主义者的观 念。但 科 尔 本 耶 是 个 真 正 的 知 识 分 子，他 曾 研 究 过 哲

学、心理学和自然科学。他并不是一个浅薄无知的种族主义者。相

反，他曾试图运用“生物学”理论来解决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课题，并

由此 按 当 时 方 法 描 绘 出 一 幅 庞 大 的 历 史 全 景 图 《石 匠 行 会

（Ｂａｕｈüｔｔｅ）———当前的 形 而 上 学 因 素》。这 一 哲 学 理 论 的 核 心，科

尔本耶称之为“原形质”（Ｐｌａｓｍａ），即生命的基本材料。由此出发，
经过植物、动物和人类社会，他勾画出了一幅包容了种族、人民、家

庭和个人的世界图景。问题的核心是“白人种族”，需要让年轻、健

康的种族（日耳曼）取代老朽的种族（罗马—地中海人）而居于领导

地位：他用了一个神秘的伪科学词汇“民族觉 醒”（Ｖｏｌｋｗｅｒｄｕｎｇ）
表达他的认识，这个词指的是雅利安这样的种族取得领导地位和走

向成熟的不可避免的过程。他把神秘主义、灵魂、心、生命看作是日

耳曼民族的本质因素，把文明、利益动机、定量化和逻辑都看成是非

日耳曼因素而加以排斥，把这些因素都送给了仇敌（犹太人、地中海

人和斯拉夫人），这 表 明 他 已 与 纳 粹 的 意 识 形 态 走 到 一 条 路 上 了。
确实有人指出过，科尔本耶所宣称的最正确、最真实的历史观差不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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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直接引出了卢森堡的《二十世纪神话》。① 科 尔 本 耶 的 政 治 活 动

主要集中在二十 年 代 和 三 十 年 代，这 时 期 他 写 了 许 多 文 章 和 小 册

子，宣扬民族革命，但他的主要论文《民族解放运动的生物学基础》
（１９３３年）和《民族革命与日耳曼精神的复活》（１９３３年），单从题目

就可以看出作者的生物学取向。② １９３２年他加入了国社党。因为

在他看来，国社党就意味着从凡尔赛和约的种种要求中解放出来，
意味着一个更广大的德国有出现的可能。他认为德国境内的日耳

曼人不像境外日耳曼人那样已意识到生物学意义的不平衡。希特

勒的政治活动正是要公平处理 科尔本耶所谓的自然事实。希特勒

来自奥地利的边缘地区，所以他能从外部看问题。他把整个生命都

献给了德国的统一。有人认为，希特勒和其他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区

别在于，希特勒强调日耳曼人与奥地利斯拉夫人混居的边缘地区，
以及由此认识得出的结论。这自然对科尔本耶有吸引力。但这并

未使他毫无保留地支持纳粹党和纳粹政权。他的个人主义立场十

分坚定。长期以来，他不断与反对派辩论，攻击罗曼·罗兰，为焚书

行动辩护，翻来覆去地申明自己的信念，那就是德国的民族主义只

是在德国领导下实现欧洲统一这一理想的最初阶段。正巧在这一

时期，科尔本耶接受了苏台德地区日耳曼文化协会会长一职，成为

“纳粹以文化支援苏台德地区日耳曼人的领袖人物”。这个地位使

他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某些冒犯了纳粹政权的文学同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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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ＷｉｌｌｙＡ．Ｈａｎｉｍａｎｎ，Ｓｔｕｄｉｅｎｚｕｍ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ｅｎＲｏｍａｎ１９３０ １９４５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１９８１）．Ｆｏｒａ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ｓｅｅＧ．Ｐ．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Ｔｈｅ
Ｎａｚｉ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ｏｆＡｌｆｒｅｄ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ａＳｔｕｄｙｏｆｈｉｓＴｈｏｕｇｈｔ，１９１７ １９４６’，
ｕ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ＤＰｈｉｌｔｈｅｓｉ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Ｏｘｆｏｒｄ，１９７７．

ＳｅｅＤａｎｉｅｌＧａｓｍａｎ，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Ｏｒｉｇｉｎｓ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ＮｅｗＹｏｒｋ，１９７１），ｆｏｒａ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Ｄａｒｗｉｎｉｓｍ．Ｆｏｒｂｉｏｌｏｇｙ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ｅｅ Ｄｒ Ｌｕｄｗｉｇ Ｂüｔｔｎｅｒ，Ｇｅｄａｎｋｅｎｚｕ ｅｉｎｅｒ ｂｉ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ｂｅｔｒａｃｈｔｕｎｇ （Ｍｕｎｉｃｈ，１９３９）．ＦｏｒｍｕｓｉｃＤｏｎａｌｄ Ｗ．Ｅｌｌｉｓ，‘Ｔｈｅ
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ａｎｄ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ｓｅｄ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ｕｓｉｃｉｎ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Ｒｅｉｃｈ：
ｔｈｅ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ａｓＰｏｌｉｃ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ｎｏ．５
（１９７５），ｐｐ．２２３ ２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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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１９３３年工人诗人卡 尔·布 洛 热（ＫａｒｌＢｒｇｅｒ）就 是 由 于 他 的 斡

旋而被从达豪集中营释放。这位诗人表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友

之情的诗曾被纳粹利用过。但科尔本耶绝没有反对纳粹政权的活

动，也没有参加抵抗运动。虽然他后来声言自己完全不知道以国家

社会主义的名义犯下的滔天罪行，但实际上他一直到１９４５年都支

持希特勒政权。他说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反闪族主义者，还说他对那

些旨在灭绝犹太人的政策一无所知。毫无疑问，苏台德地区的背景

加上以“生物学”为基础的极端民族主义观念把科尔本耶引进了纳

粹阵营。同时，他和许多民族主义的作家一样，总感到自己的作品

没得到承认（尽管数次获奖）。他打算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进行一些

实际的曲解，以证明自己的观点符合国社党的意识形态，只要这样

做能得到他自以为应该得到的承 认。他 的“石 匠 行 会”（Ｂａｕｈüｔｔｅ）
哲学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他的小说和戏剧尽管受到很多好评，但

也没得到他所追求的更广泛的承认。或许正因为这样，当他感到自

己的创作力逐步衰竭时，便更直接地涉足政治领域。这样做违背了

他的根本利 益。他 作 为 一 名 作 家 的 声 誉 此 时 自 然 也 就 黯 然 失 色。
如今已几乎无人认真对待那曾经引起轰动的“巴拉塞尔苏斯”三部

曲。这部作品的 主 角 是 一 个 天 才 的 艺 术 家，他 的 生 活 和 创 作 都 在

“巴拉塞尔苏斯的第三帝国”达到巅峰，概括了情感、宗教信仰和力

量的“日耳曼人的深层价值”。
另一位作家也植根于奥匈帝国的文化传统，并注定和科尔本耶

一样成为一个泛日耳曼民族主义者，他就是约瑟夫·温俄伯（Ｊｏｓｅｆ
Ｗｅｉｎｈｅｂｅｒ）。初看上去，这位纯形式的、纯诗的预言家在穿制服的

褐衫党匪徒的队伍中显得极不相宜。然而他很早就宣布转向国家

社会主义，直到终场一直就是文化舞台上的一位头面人物。他和许

多同代人一样，有一个时期也信奉尼采哲学，相信“在孤独中自豪；
在邪恶中取乐；在肯定生命中享受”。但这位工人出身的年轻人尚

无足够的力量、信心和社会地位把他在文坛上占一席之地的理想付

诸实现。显然，他最渴望的是被接受、被承认和扬名于世。他是个

奥地利人，在某些方面与希特勒有相同的文化背景。与希特勒的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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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国 民 性 格

地利联系在一起的反闪族思想在他身上自然也得到了发展。和许

多人一样，他也感到被“另一种”文学排斥在外。只是在１９３２年的

民族复兴运动中，他才脱颖而出。此时，温俄伯与奥地利的国社党

拉上了关系，虽然此时这个政党由于对奥地利共和政体的稳定构成

了威胁而仍处在非法状态。① 他的诗集《尊严 与 衰 落》并 未 直 接 评

说当时的各种事件，但每一部分都明显合乎纳粹的胃口。特别是他

的诗作的那种华丽的古典主义风格、他以纳粹欣赏的荷尔德林的诗

作为蓝本写的变体诗、他在“纯诗”方面的尝试以及他的《献给日耳

曼语言的颂歌》更是深受纳粹的欢迎。② 温俄伯的特点是谴责时代

的堕落。面对这种堕落，这位诗人或是退守于孤独中，或是用存在

英雄主义来对抗。他立场保守，讨厌民主，反对共和，发展了日耳曼

文化中的极端民族主义观点，还是一个反社会主义者，并且野心勃

勃。维尔·沃思 珀 接 受 了 他 的 作 品。１９３５年３月，温 俄 伯 被 邀 请

到德国广播电台作广播演说。他那不仅在奥地利、而且在德国获得

承认的愿望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被授予名誉博士头衔；奥地利政

府还授予他教授职称；他还获得了莫扎特奖。他在访问德国时会见

了气味相投的科尔本耶。这位城市屠户的儿子在乡下买了一栋房

子，并千方百计用诗歌表明他也植根于土地之中。这种现象并不奇

怪。但令他声誉鹊起的并不是这一类诗，而是一组表现维也纳古城

的诗《细读维也纳》（Ｗｉｅｎｗｒｔｌｉｃｈ）。温俄伯自命不凡，不屑于和里

尔克（Ｒｉｌｋｅ）、乔 治（Ｇｅｏｒｇｅ）、霍 夫 曼 塞 尔（Ｈｏｆｍａｎｎｓｔｈａｌ）、沃 弗 尔

（Ｗｅｒｆｅｌ）等人 竞 争，却 力 图 要 与 古 代 的 大 师 们 一 比 高 低。他 奉 萨

福、阿西奥斯、荷马、贺拉斯、但丁以及米开朗琪罗的希腊语、拉丁语

和意大利语诗歌为创作楷模，也学习荷尔德林、莫立克（Ｍｒｉｋｅ）、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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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Ｋｌａｕｓ Ａｍａｎｎ， ‘Ｄｉ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 Ｖｏｒａｕｓｓｅｔｚｕｎｇｅｎ ｕｎｄ
Ｈｉｎｔｅｒｇｒüｎｄｅｆüｒｄｅｎ“Ａｎｓｃｈｌｕｓｓ”ｄｅｒｓｔｅｒｒｅｉｃｈｉｓｃｈｅｎ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ｉｍＪａｈｒ１９３８’，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Ｐｈｉｌｏｌｏｇｉｅ，ｖｏｌ．１０１，ｎｏ．２（１９８２），ｐｐ．２１６ ２４４．

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ｓｅｃｔｉｏｎｉｓ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ａｎｔｉｋｅＳｔｒｏｐｈｅｎ’），ｔｈｅｒｅａｒ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Ｈｌｄｅｒｌｉｎ，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ｂｙａｈｅｒｏｉｃｔｒｉｌｏｇｙ，ａｎｄａｌｏｎｇｓｅｃｔｉａｎｏｎｔｈｅ
ｐｕｒｅｐｏ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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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斯特 胡尔邵夫（ＤｒｏｓｔｅＨüｌｓｈｏｆｆ）、歌德等德国前辈作家的作品。
也就是说，温俄 伯 对 于 什 么 样 的 诗 才 是 真 正 的 诗 有 一 种 固 定 的 看

法，并渴望通过模仿以实现他的理想。然而在这样一个时代，要退

回到一种超越时代的纯诗领域是不可能的。所以他还写过一首赞

美德、奥合并的颂诗、几首献给元首 的 诗，一 首《兵 工 厂 工 人 颂》。①
他有着尼采式的对伟大事物的热爱及脱离道德判断的对辉煌本身

的热爱。这一点导致这位“纯粹的”诗人彻底滑向国家社会主义，而
不顾这股思潮的无情与残忍。或许正是其无情与残忍才吸引了他。
他所企盼的民族统一终于实现，这就是德国人和奥地利人的联合。历

史正在被创造出来，他自己就是历史的一部分。政治活动并不等于政

党的政治策略。“人民”已像一个人一样发言。他的《还乡颂》是为

１９３８年４月２０日在维也纳的柏格剧院举行的希特勒生日庆典而作

的。诗中大部分内容是把希特勒返回奥地利与奥德修斯经过长年漂

泊返回可爱的伊萨迦加以对比。诗的结尾处写道：

这是以人民的名义！

这是以血的名义！

这是以苦难的名义：
永恒伟大的德国，
我们向您致意，德国！

神圣、有力的元首，
我们向您致意，元首！

幸福、自由的家园，
我们向您致意，家园。

“人民”、“血”、“元首”、“德国”、“家园”，这些都是赤裸裸的纳粹

词语。他正是用这类诗及《奥地利，１９３４年》“把自己的名誉出卖给

—０３—

① 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ＷｅｉｎｈｅｂｅｒｐｏｅｍｔｏｔｈｅＦüｈｒｅｒｉｎＬｏｅｗｙ，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ｕｎｔｅｒｍ
Ｈａｋｅｎｋｒｅｕｚ，３ｒｄｅｄｎ（１９７７），ｐ．２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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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政治谋杀犯和恐吓家的事业”。① 他并非一个可被纳粹利用来宣

传的、脱离现实的理想主义者。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决心要在政

治上表现出对新主子的信任。更不必说他并非完全盲目，他多次对

纳粹运动提出的批评与其说用的是一个怀疑者的口吻，不如说用的

是一个信仰者的口吻。他也承认外国人把国社党说成是暴徒或许

是正确的，但他又辩解说这是因为这些外国人只看到了这个民族崛

起的表面现象，而没有看到其内在本质。同样，奥地利人在他的言

论中时时会感到一种对于德国人干涉奥地利事务的怨恨，但这并未

妨碍他在作为奥地利文化遗产最高象征的帝国徽章被德国新主子

们从维也纳转移到纽伦堡时写下一篇颂词。战争的爆发把奥地利

的命运和德国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也把温俄伯的文学前程与纳

粹政权的胜利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战争对于他不仅意味着征

服，也 意 味 着 白 人 种 族 的 生 存，意 味 着 日 耳 曼 人 文 化 使 命 的 胜 利。
然而在整个战争期间，温俄伯尽量避免写支持战争的诗歌，而是将

精力集中于一些表面看起来似乎更为崇高的理想中去。以前他曾

以一个纯形式的诗人的面目出现，现在他也同样努力于对文字进行

精雕细琢。那个超凡脱俗的、带有自我表白意味的题目《这里是文

字》可以表明他的意趣所在。在这方面，他与世纪转折以来某种强

大的日耳曼传统取得了一致，表明他反对大众传播时代对语言的亵

渎（并非指报纸 上 的 新 闻 风 格 语 言），反 对 群 众 性 政 党 对 语 言 的 扭

曲。但自觉与戈培尔有特殊关系的温俄伯显然没有发觉他的语言

批评可以直接用来揭露国家社会主义为了宣传目的而对语言进行

的扭曲。他的语言理论与荣格的理论一脉相承。荣格的论文《赞元

首》收在《树叶与石头》一书中。这是一项到处都在进行的研究（其

中雷姆包德［Ｒｉｍｂａｕｄ］的研究较引人注目）。但这里的研究结果完

全不同。莱纳·斯托尔曼（ＲａｉｎｅｒＳｔｏｌｌｍａｎｎ）把这个例子当作他的

—１３—

① ＷｉｔｈｒｅｇａｒｄｔｏＷｅｉｎｈｅｂｅｒＩｆｏｌｌｏｗｔｈｅｌｉｎｅｔａｋｅｎｂｙＨ．Ｍ．Ｒｉｄｌｅ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ｕ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ＰｈＤｔｈｅｓｉ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１９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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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审美化”的著作的顶峰。① 温俄伯对 文 字 内 在 形 式 和 某 些

特殊字母的象征意义进行的研究有些类似，但这绝没有妨碍他为极

端民族主 义 找 出 理 由 来。正 如 雷 德 利（Ｒｉｄｌｅｙ）所 指 出 的 那 样，在

《尊严与衰落》这类早期集子中，从《字母颂》到《日耳曼语言颂》不过

一步之遥。而他在后期给维也纳大学的学生们做的论语言的讲座

中，仍然不忘为“血与土”派的作品找出理由。重要的是，温俄伯不

仅把语言看作是一种交流的手段，而且看作是一种对种族精华的神

秘的、完整的、不可更改的表述。这种神秘的精华是进行战争的基

础，对于终极效果而言，“只有忠实于日耳曼的语言，才有取得胜利

的希望。”②战争将近结束时，温俄伯发现自己已深深卷入为德国人

的胜利而进行的斗争之中，超过了他认为一个德国诗人需要卷入的

程度。１９４４年，仗打 得 很 糟 糕，以 至 所 有 纯 文 艺 出 版 物 都 被 查 禁，
他的《这里是文字》也无法付印了。空袭毁掉了他的其他作品的库

存，他每天都准备应征入伍或到兵工厂做工。１９４４年底，这位在第

一次世界大战逃避过军训和上前线服役的人被征召入伍。第二年，
当苏联坦克即将到达他住的那个村子的时候，他吞服了大量吗啡死

去。这究竟是因为他过毒瘾时出了差错，还是因为他害怕落入俄国

人之手，还是因为他对与自己有唇亡齿寒之关系的政权的垮台感到

绝望，目前尚不清楚。许多人仍然对温俄伯在形式方面的天赋留有

十分深刻的印象，认为他是一个真正的诗人。
作家汉斯·格雷姆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说德语的地区，但他的

激进爱国主义和对德国故土的热爱仍引导他与国家社会主义产生

了密切关系。③ 这位作家实际生活在德国之外的殖民地，但他的文

—２３—

①

②
③

ＲａｉｎｅｒＳｔｏｌｌｍａｎｎ，ｓｔｈｅｔｉｓｉｅｒｕｎｇｄ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ｋ．Ｌｉｔｅｒａｆｕｒｓｔｕｄｉｅｎｚｕｍ
ｓｕｂｊｅｋｔｉｖｅｎＦａｓｃｈｉｓｍｕｓ（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１９７８），ｐ．１７５．

Ｒｉｄｌｅｙ，‘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ｐｐ．２６２ ２６３．
Ｈａｎｓ Ｓａｒｋｏｗｉｃｚ， ‘Ｚｗｉｓｃｈｅｎ Ｓｙｍｐａｔｈｉｅ ｕｎｄ Ａｐｏｌｏｇｉｅ： Ｄｅｒ

ＳｃｈｒｉｆｔｓｔｅｌｌｅｒＨａｎｓＧｒｉｍｍｕｎｄｓｅｉｎＶｅｒｈｌｔｎｉｓｚｕｍ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ｍｕｓ’，ｉｎ
ＫａｒｌＣｏｒｉｎｏ（ｅｄ．），ＩｎｔｅｌｌｅｋｔｕｅｌｌｅｉｍＢａｎｎｄｅ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ｍｕｓ（Ｈａｍｂｕｒｇ，
１９８０），ｐｐ．１２０ １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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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创作却与德国本土、与民族主义运动、与“血与土”文学和国家社

会主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汉斯·格雷姆离开德国后，在南非住

了几年，从商、种地、当记者、写作。后来他还曾在德属西南非洲生

活过。返回德国后，他买下了利泊尔斯堡修道院书屋，把它变成了

一个全国性的文学和文化中心。格雷姆是个多产作家，作品包括戏

剧、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还有几本论文集。他特别有意思的作品

是记述他的非洲生 活 的《卡 鲁 的 法 官》（１９２６年）。说 它 有 意 思，不

仅在于作品的文体风格和非洲背景，也在于作者直言不讳地宣称自

己相信白种人优于黑种人。他最成功的作品是那部长达一千二百

页的巨型长篇 小 说《没 有 生 存 空 间 的 民 族》（１９２６年）。虽 然 阿 道

夫·希特勒对东方的生存空间更感兴趣，当时还无意卷入和英国的

争斗，谋求世界霸权，提出殖民地要求，但这个题目还是立刻被国社

党接受，并用作政治口号。这个观点对德国的极端民族主义派别很

有吸引力。Ｆ·Ｌ·卡斯滕指出：

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大量出现于德国的 政 治 口

号中，没有一条像“德国如要生存就必须拥有更多的生存空间”
那样对这个国家年轻的中学生和大学生产生了如此强有力的

影响。年轻人在德 国 的 学 校 里 都 接 受 这 样 的 教 育：德 国 被 毫

无正义可言的凡尔赛条约夺去了他的殖民帝国，日耳曼人已变

成了一个没有生存空间的民族。①

作者在此书的第一章就明白无误地提出了这一观点。这一章的标

题是《故土和压迫》。作者用他喜欢的矫饰、夸张的文体向所有德国

的男人和女人、所有阶级、阶 层 的 男 孩 子 和 女 孩 子 呼 吁：向 上 帝 举

起手臂。千百万人这样聚合起来，上帝或许会领悟到德国命运之堪

忧。这一思想通过一位单纯的日耳曼人的故事表达出来，这个日耳

—３３—

① Ｆ．Ｌ．Ｃａｒｓｔｅｎ，‘ＶｏｌｋｏｈｎｅＲａｕｍ．Ａ Ｎｏｔｅｏｎ Ｈａｎｓ Ｇｒｉｍｍ’，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Ｈｉｓｔｏｒｙ，ｖｏｌ．２（１９６７），ｐｐ．２２１ ２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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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人的命运就代表了上帝的民族的命运。某些上层人士或许会宣

称，日耳曼民族将永远生存下去。作者为了回答他们的疑问，又对

生存的含义作了认真的论证。病人也在生存，小偷也在生存，娼妓

也在生存，虫子可以吃虫子———“然而日耳曼人需要周围的生存空

间，需要头顶的太阳和内心的自由，以求生活得更美好、更舒畅。难

道他要为此白等上几个世纪吗？”
《没有生存空间的民族》的主角名叫克纳里乌斯·弗雷鲍特，是

一个低地日耳曼人，出生在那个国家最有日耳曼特点的地区和最有

日耳曼特点的河流边（如鲁鲁·冯·施特劳斯和托尼所说），即上威

塞地区。他的命运体现了十九世纪末农业工人的典型命运。他被

迫割断与土地的联系，移居大都市。这种变化导致他无法再从事健

康的工作，而成了机器的附庸。他降低为一个工人，无产阶级的一

员，甚至完全抛弃了他的农民本色，与社会党搅和在一起。由于参

加了社会民主党的活动，他被开除，并被判处监禁。此时，他离开了

这个充满了阶级冲突的德国，移居到南非。这块土地已表明，对他

这样肯努力劳动的人，到处是机会。他参加了布尔人的军队与英国

人打仗，受过伤，被敌人俘虏过。此书的这一部分不仅充满了刺激

与冒险，也表达了作者对于把德国人看成是二等公民的英国殖民主

义、帝国主义的仇恨。主人公移居到新的德国殖民地后，更多的刺

激也出现了。他与哈滕塔特人打仗，还经营了一个农场，还在挖钻

石热中赚钱。这美妙的世界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垮掉，他落

入英国当局之手，受到虐待。他只是为了自卫而杀了一名非洲人就

被判处死刑；但他从英国人的辖区逃到了葡属安哥拉，在这里再次

被捕，又被人用船送回了德国。此时战争已经结束，他发现祖国被

一片沮丧、颓败的气氛所笼罩。他自觉有责任周游德国，把关于“生

存空间”的想法告诉给他的农民兄弟。在一次号召德国人觉醒的演

讲中，他被人群中一个工人扔的石头击中，结果死去。但他的思想

被作者汉斯·格雷姆接受。从小说的第一页起作者就留下了突出

的影子。他写作此书就是为了把火炬从克纳利乌斯·弗雷姆被残

暴击倒的地方传递下去。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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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部一鸣惊人之作极具可读性。首先，此书 有 意 避

免文体风格的趋时和晦涩难懂；其次，格雷姆有很强的自然叙事的

本领。他讲述了一个动听的冒险故事，并给故事安排了一个异域背

景。书中确有一些离题的东西，作者也有对读者说教的倾向；但毫

无疑问，书中的思想和故事都是它能卖出数十万册的原因。据卡斯

滕（Ｃａｒｓｔｅｎ）讲，此书在１９３８年以前即已销出近５０万册。甚至在二

次大战后，此书销路依然很好。当然现在销量已经降下来，而且此

书所表现的气质已经过时。格雷姆这个殖民帝国主义的坦率代言

人，心中北欧“雄性民族”优于其它劣等民族的思想显而易见。这种

种族主义思想在三十年代很快得到纳粹批评家们的肯定和赏识：

汉斯·格雷姆表明优秀的日耳曼人单单凭借种族 优 越 性

来与其他殖民地民族对抗会有一些特殊的困难。……在 我 们

的文学中，像《没有生存空间的民族》这类作品将会流传下去。
我们最遥远的子孙会在这些作品中体会到民族的真实性质、民
族生存的永恒力量、民族血统的呼声，以及在不可测度的民族

命运面前的战栗。①

早年间一篇研究格雷姆的论文认为他“开了北欧视点之先河”，并得

出结论，阿道夫·希特勒和汉斯·格雷姆的政治观点主要有四点相

通之处：对于种族一般问题的认识、对于犹太人地位这一特殊问题

的认识，都强调雅利安人和北欧人一样具有重要意义，以及对德国

人对抗英国人的态度的认识。撇开“生存空间”的基本思想不谈，这
本小说那种蛮 横 的 民 族 主 义 思 想 也 与 纳 粹 的 意 识 形 态 一 拍 即 合。
格雷姆感情 奔 放，拨 动 了 一 根 足 以 打 动 读 者 的 心 弦。但 也 必 须 记

住，虽然他有意识地宣扬从北欧的视点看世界，他仍只是一个老派

的、顽固的民族保守派人物，而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纳粹分子。他

—５３—

① ＨｅｌｌｍｕｔＨ．Ｌａｎｇｅｎｂｕｃｈｅｒ，ＶｏｌｋｈａｆｔｅＤｉｃｈｔｕｎｇｄｅｒＺｅｉｔ，３ｒｄｅｄｎ
（Ｂｅｒｌｉｎ，１９３７），ｐ．３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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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未加入国社党，也一直避免行“万岁，希特勒”的礼。他确实同意

自己被选为文学学院理事，还在帝国文学院担任高级职务，但他从

未掩饰自 己 对 希 特 勒、对 戈 培 尔 文 学 政 策 的 怀 疑。从１９３３年 到

１９４５年，他只出版了两本讲演集，第三帝国的多种文化奖他一个也

没接受。他与戈培尔的关系很紧张，因为戈培尔博士发现不能让格

雷姆服从党的路线。格雷姆一直是个个人主义者，只对现实中发生

的事情表示 一 般 的 赞 成，却 不 同 意 对 他 个 人 自 由 的 任 何 限 制。当

然，作为“写出民族史诗的诗人”，他与戈培尔也有非同一般的关系，
他的地位无人能替代，他与许多比他逊色的文学同行相比，更有条

件超脱。然而他在国家社会主义统治时期的生活仍很奇怪。和许

多作家一样，他已江郎才尽，写不出有新意的作品了，但他丰厚的家

财仍可支持他开展广泛的活动。最引人注目的活动是利泊尔斯堡

的文学聚会。他邀请了日耳曼民族保守派的领袖人物，如艾德温·
伊利奇·德温戈（ＥｄｗｉｎＥｒｉｃｈＤｗｉｎｇｅｒ）①、莫 里 兹·加 恩（Ｍｏｒｉｔｚ
Ｊａｈｎ）、鲁道夫·亚历山大·施洛德（Ｒｕｄｏｌｆ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Ｓｃｈｒｄｅｒ）和

保罗·阿尔沃德（ＰａｕｌＡｌｖｅｒｄｅｓ）②，甚至１９４５年以后聚会也照常

举办。科尔本耶、舒曼和普莱耶（Ｐｌｅｙｅｒ）都曾参加这个聚会讨论德

国在欧洲的地位问题。格雷姆本人态度丝毫未变，仍对自己保持忠

诚。像一个捍卫早期教会和原始教义的基督徒一样，格雷姆也捍卫

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按他的观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没有错，这

一运动打算做的许多事情对德国、对欧洲都有益。只是由于希特勒

的妄想狂，这一运动才出了轨，陷入了犯罪和施暴。格雷姆一直是

个不可救药的人物。他想重新出头露面、为自己的作品寻找新的读

者，但他的努力失败了。至于老读者们，他们曾准备为关于“生存空

—６３—

①

②

Ｊ． Ｗｕｌｆ （ｅ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 ｕｎｄ Ｄｉｃｈｔｕｎｇ ｉｍ Ｄｒｉｔｔｅｎ Ｒｅｉｃｈ
（Ｇüｔｅｒｓｌｏｈ，１９６３），ｐ．２９５．

ＰａｕｌＡｌｖｅｒｄｅｓ ｗａｓｔｈｅｅｄｉｔｏｒｏｆ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ａｓＩｎｎｅｒｅ Ｒｅｉｃｈ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ｉｎＧｅｒｍａｎｙ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Ｒｅｉｃｈ．Ｉｔｔｒｉｅｄｔｏｒｅａｃｈａ‘ｂｅｔｔｅｒ’
ｐｕｂｌｉｃｂｕｔｗａｓｎｅｖｅｒｉｎ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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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信仰而献身。战争来临后，他们真的这样做了。

从北极圈到高加索都能找到他们的坟墓，但汉斯·格雷姆

仍矢口否认对在第三帝国发生的事情负有责任。的确，他不是

国社党党员，在某些方面也与国社党有区别。但他也是个实实

在在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在德国，那种狂暴的、反西方 的 民 族

主义比国家社会主义具有更强大的传统；这种狂热的民族主义

比希特勒式的德国法西斯主义更有可能卷土重来。①

另一个作家恩斯特·荣格完全是另一类人，他和格雷姆一样，
也可以声明自己从未加入过国社党。然而他所宣扬的那种极其暴

虐和反民主的民族主义，也和格雷姆一样，为千百万青年提供了生

死与共的理想。直到今天，这个作家仍在写作。研究恩斯特·荣格

的论文不计其数，许多人试图认识他在多大程度上与国家社会主义

有关联或没有关联，但并没有得出令人满意的答案。② 赞美和维护

这个文体华丽的作家、哲学家、植物学家、美学家和冒险家的人差不

多和把他描述成“法西斯主义最危险的思想家”的人一样多。恩斯

特·荣格总是在变，不断对作品进行修订、改动。因此，从他的作品

中引出任何一段都能找到另一段引文与之对立。然而，尽管他在保

守派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存在着矛盾，他本人在意识形态方面与国家

社会主义、与希特勒、与戈培尔也都存在着矛盾，战争在他的创作中

所起的作用却是毋庸置疑的。战争无论对于他本人还是对于他那

一代人都是一种基本体验和最重要的景观。他曾不厌其烦地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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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Ｃａｒｓｔｅｎ，‘ＶｏｌｋｏｈｎｅＲａｕｍ’，ｐ．２２７．
Ｒｏｇｅｒ Ｗｏｏｄｓ，‘Ｅｒｎｓｔ Ｊüｎｇ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ｕ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ＤＰｈｉｌｔｈｅｓｉ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Ｏｘｆｏｒｄ，１９８１，ｔｏ
ａｐｐｅａｒｉｎ１９８２，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ｂｙ Ａｋａｄｅｍｉｓｃｈｅｒ Ｖｅｒｌａｇ，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Ｓｔｉｌｌａｎ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ｓＪ．Ｐ．Ｓｔｅｒｎ，ＥｒｎｓｔＪüｎｇｅｒ．Ａ ＷｒｉｔｅｒｏｆｏｕｒＴｉｍ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１９５３）．Ｆｏｒｔｈｅｍｏｓｔｒｅｃｅｎｔｓｕｒｖｅｙ，ｓｅｅＷ．Ｋａｅｍｐｆｅｒ，Ｅｒｎｓｔ
Ｊüｎｇｅｒ（ＳａｍｍｌｕｎｇＭｅｔｚｌｅｒ２０１，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１９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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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荣格出生在海德堡一个殷实的中产阶级家庭，青年时期似乎

也同样感到令人麻木的烦闷。他渴望发泄，在韦德卡恩的剧本《春

天醒来》、缪塞的小说《泰洛丝》和黑塞的小说《在轮下》中以及与之

最切近 的 战 前 表 现 主 义 诗 人 的 作 品 中 找 到 了 文 学 表 达 的 渠 道。

１９１０年，格奥尔格·海姆（ＧｅｏｒｇＨｅｙｍ）在日记中写道：“总归是一

样，如此的烦 闷、烦 闷、烦 闷。什 么 事 也 没 发 生，平 安 无 事、平 安 无

事、平安无事。即使有点事儿发生，也脱离不了日常生活的那股腐

酸味儿。”这一代日耳曼中产阶级的青年人像看待毒药一样仇视无

聊的生活，仇恨见钱眼开的商业气息，蔑视商人们对安全和稳定的

希冀。他们的内心不仅充溢着冒险精神，而且渴望爆发，渴望任何

发泄的行动。荣格也有这类感受，所以不必奇怪他在１９１３年离家

参加外籍军团，只是在有机会参加去非洲攀登乞力马扎罗山的探险

活动时才返回。一战爆发后，他一俟拿到了紧急辍学证明就参加了

战斗。到１９１５年底，他已得到中尉军衔，当了一支突击队 的 队 长。
他多次负伤，但还是活到了战后。在《钢铁风暴》的最后一章（“我最

后的风暴”）中，他在医院里用数自己被击中的次数来取乐：

我发现我总共被击中了１３次：被来复枪击中６次，榴霰弹

击中１次，碎弹片击中１次，炸弹片击中３次，来复枪子弹碎片

击中２次。全身上下数一数，连进带出的洞 整 整 有２０个。这

样我就可以毫无愧色地与罗马百夫长、霍尔克骑士（Ｈｏｌｋｓｃｈｅｎ
Ｒｅｉｔｅｒ）并肩站在一起，在好战者的队伍中得到我的位置了。

战争结束前 夕，他 被 封 为 军 功 骑 士。这 是 德 国 军 队 的 最 高 荣

誉。他成了民族英雄。战后，荣格仍留在部队。进入二十 年 代 后，
他开始写作。他的作品的标题———《钢铁风暴》（１９２０年）、《内心体

验的搏斗》（１９２２年）、《风暴》（１９２３年）、《１２５号矮树丛：战壕战纪

实》（１９２５年）、《火 与 血：一 场 大 战 的 小 插 曲》（１９２５年）、《冒 险 的

心》（１９２９年）、《总动员》（１９３１年）———都透露出战争是他的主要体

验。最后一个标题是从荣格自创的一个概念来的，是文坛知识分子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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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意识的另一个样板。国社党把它接受下来并付诸实现。
《钢铁风暴》是荣格的第一部作品，或许也是影响最大的作品。

此书表明了他的文学创作的出发点。正如副标题点明的那样，此书

是“突击队长日记”。这部作品先是由作者自费出版。粗看上去，作
品处处显示出这是典型的下级军官的业余之作。荣格指出自己是

志愿兵（不是被征来的），还是个中尉连长。他也提到了他所在的那

个团（他为自己身在此团而骄傲），还详细描述了这个团在战斗中的

伤亡情况。此书的目标是客观再 现 实 际 生 活（ｓａｃｈｌｉｃｈ），对 此 目 标

的追求后来形成一代作家的风格。但尽管有这样的声明，荣格仍与

新客观派大相径 庭，却 在 许 多 方 面 更 为 接 近 他 比 较 赏 识 的 表 现 主

义。实际上他的风格中，客观成分不如幻想成分及顿悟成分多，但

也没有表现主义那种对风格令人眼花缭乱的过度追求。粗看上去，
此书只是忠实的技术性战斗记录，只有少数专家对其感兴趣，但终

究会被当作理解那个时代的重要作品来读。它在１９２８年战争作品

蜂拥出版之前就出现了。曾于１９２２年再版过，《钢铁风暴》的出版

家米特勒（Ｍｉｔｔｌｅｒ）于１９２８年又出了此书的第三版，印数一万册，正
好与雷马克（Ｒｅｍａｒｑｕｅ）宣 传 和 平 主 义 和 反 战 思 想 的 小 说《西 线 无

战事》唱反调。此前这部作品的读者差不多只局限在军人和退伍军

人的圈子里，而此时读者面已大大扩展了；评论界也开始把荣格看

成是好战的 宣 传 家，是 精 神 重 新 武 装 的 中 坚 人 物。作 家 的 自 吹 自

擂、环绕着他的神话，再加上作家本人的天赋，共同抬高了他在文坛

和知识界的地位。他开始以一位可与劳伦斯、马尔洛相提并论的德

国作家的面目出现：

纪德称赞《钢铁力量》是表现战争的文学作品中最好的一

部。确实，它与同时代的其他任何作品都不一样———既没有西

格弗 里 德·萨 松（ＳｉｅｇｆｒｉｅｄＳａｓｓｏｎ）或 埃 德 蒙 德·布 伦 登

（ＥｄｍｕｎｄＢｌｕｎｄｅｎ）作品 中 的 牧 歌 情 调，也 丝 毫 不 见 海 明 威 作

品中的怯懦，更没有Ｔ·Ｅ·劳伦斯的受虐狂或雷马克的多愁

善感。荣格是在一个人杀死另一个人的“根本”冲动中展示自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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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信念。杀人是一场游戏，要玩得公正，就必须接受 一 套 骑

士式的规则。①

战争结束后，荣 格 退 伍，转 而 研 究 植 物 学、昆 虫 学 和 海 洋 生 物

学。看样子，他也要走一条民族主义者的典型道路，走向生吞活剥

的达尔文主义。这种达尔文主义是国社党乐意接受的。因为，“为

生存而战”、“适者生存”之类的半科学口号可以为他们灭绝吉普赛

人、犹太人等弱小民族提供依据。但荣格是个真正的科学家，这种

伪科学与他格格不入；另外他更赞成以林奈的分类学为依据而不是

以优生学为依据的生物学。由一个保守派知识分子、一个主张行动

的人变成一个科学家、美学家和藏书家，这种转变本身就说明了荣

格的 矛 盾。实 际 上 这 位 极 其 冷 酷 的 普 鲁 士 人 具 有“卓 越 人 物”
（ｄａｎｄｙ）的一切特征：蔑视群 众、蔑 视 政 党、极 端 个 人 主 义、对 平 庸

的日常事务 漠 不 关 心。他 当 然 是 个 爱 国 主 义 者，也 是 个 民 族 主 义

者，但由于蔑视政治竞赛的现实，蔑视妥协，他越来越深地钻入纯理

论领域。不过他仍不能脱离政治，———他意识到自己正在扮演一个

重要的角色。１９２５年，他写了一批政治文章；１９２７年 他 返 回 柏 林，
与库宾（Ｋｕｂｉｎ）、布 莱 希 特、戈 培 尔 博 士 和 托 勒（Ｔｏｌｌｅｒ）过 从 甚 密。
荣格的政治观点和他的朋友一样复杂混乱。实际上，他是从退伍军

人团（Ｓｔａｈｌｈｅｌｍ）式 的 民 族 主 义 起 步，经 过 青 年 运 动，走 向 尼 基 希

（Ｎｉｅｋｉｓｃｈ）的国家布尔什维主义。这种国家布尔什维主义是“普鲁

士式的共产主义，它痛恨资本主义、痛恨资产阶级的西方，希望把布

尔什维克的方式与容克地主的骑 士 理 想 结 合 起 来。”②荣 格 与 尼 基

希的交情很一般。他在尼基希于１９３７年被盖世太保逮捕后曾帮助

过他的妻子和孩子。荣格最热切的期望或许莫过于工人和士兵中

的精英联合起来消灭中产阶级。他最希望做的或许是争取工人参

—０４—

①

②

ＢｒｕｃｅＣｈａｔｗｉｎ，‘ＡｎＡｅｓｔｈｅｔｅａｔＷａｒ’，ＮｅｗＹｏｒｋ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Ｂｏｏｋｓ，
５Ｍａｒ１９７１，ｐ．４９．

Ｉｂ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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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民族主 义 的 事 业。但 他 并 未 因 此 而 完 全 投 向 国 家 布 尔 什 维 主

义，———他无力完全投入。他不是一个政治野心家，而 更 像 一 个 连

他自己都瞧不起的、不负责任的文人。他攻击社会主义、民主、和平

主义，但他攻击最猛烈的还是中产阶级和魏玛共和国。他呼吁由一

个在伟大的民族 领 袖 统 治 下 的 专 制 国 家 取 代 魏 玛 共 和 国；如 果 必

要，来一个独裁者也无妨。他的政治态度实际上与国社党的政治态

度大同小异。主要一点差异是荣格是一个真正的保守主义革命派。
他真诚地要求革命。所以他赞赏早期纳粹党，那时这个党尚未采纳

合法的政策，尚 未 变 成 一 个 与 它 所 痛 恨 与 蔑 视 的 中 产 阶 级 和 资 本

的、商业的垄断力量握手言和的群众性政党。他欣赏希特勒，曾经

聆听过他炫 耀 那 些 蛊 惑 人 心 的 神 话。不 过，虽 然 他 把 自 己 的 作 品

《火与血》题 献 给“民 族 领 袖”，但 他 自 己 或 许 也 感 觉 到，鲁 登 道 夫

（Ｌｕｄｅｎｄｏｒｆｆ）那些关于共济 会 的 思 想 比 希 特 勒 那 些 针 对 犹 太 人 的

思想更对他的胃口。荣格似乎曾与纳粹党的早期戈培尔派较为接

近，因为这一派与他的革命动力大爆发的思想有较多相通之处。不

过，尽管他泛泛赞赏过希特勒，本人也与戈培尔过从甚密，他却一直

未加入纳粹党，虽 然 他 的 那 些 坚 持“阿 明 尼 乌 斯”（Ａｒｍｉｎｉｕｓ，德 国

英雄，公元９年率军在条顿堡森林击败罗马军团，将日耳曼人从罗

马统治下解放出来。———译者注）立场的民族主义同党（如布隆克、
约斯特、斯托弗 里 根、荣 尼 克 尔、穆 勒—帕 特 基 申、斯 特 古、贝 穆 尔

贝、费希特、邵威克、Ｗ·威斯）大多数都接受纳粹党作为新民族主

义的代言人。这是因为他讨厌一切政党之类的政治团体，偏爱纯理

论。除此之外，他在许多问题上都与纳粹党有分歧。他认为纳粹党

谴责农民革命（Ｌａｎｄｖｏｌｋｂｅｗｅｇｕｎｇ）是 错 误 的；他 反 对 纳 粹 党 的 种

族政策（虽然是出于他个人的特殊原因）。这些在当代人看来似乎

过于挑剔，荣格与国家社会主义的关系在今天看来已是亲近得不能

再亲近了。他们之间大量的相同之处掩盖了他们之间的歧异。当

时的民主派和左派批评家都十分正确地认识到，荣格是个很有天赋

的国家社会主义者，是国社党的精神领袖之一。荣格的读者和赞赏

者绝大多数都靠拢了纳粹党，因为他们发现纳粹党把荣格寄予最大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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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望的主张变成了现实。他产生的能量不能小觑，是他不断提醒刚

刚过去和可能降临的战争，指出接受共和制度是不可能的，表达了

对专 制 的、军 事 化 的 德 国 的 渴 望，这 些 都 在 群 众 运 动 中 起 了 作 用。
他的《总动员》（１９３１年）表 明 了 实 现 他 的 目 标 的 途 径，即 推 翻 民 主

政体，对个人自由做出必要的割舍，转向极权体制，达到军事总动员

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要让一切力量都行动起来，“连缝纫机边的

缝纫 女 工 也 不 例 外”。他 还 在 书 中 阐 述 了 后 来 称 为 “转 向”
（Ｇｌｅｉｃｈｓｃｈａｌｔｕｎｇ）的政策。纳粹党一上台就把这一政策付诸实施：

要发展如此 规 模 的 力 量，仅 仅 把 握 剑 的 手 武 装 起 来 尚 不

够，———更重要的是武装内心，直到把生 命 最 细 微 的 神 经 末 梢

都武装起来为止。总动员的目标就是完成这一任务。这样，如

此广大、如此复杂的现代社会的一切能量都可以由控制面板上

的一个动作引入到军事力量的笼子里去。①

这种国社党国家的前景在荣格的那部晦涩难懂的作品《工人》
中已体现出来。这是许多旁观者，甚至包括纳粹党的上层人物都觉

察到的。这种前景把战争状态扩大到整个社会，取消了个人的权利

或特权，把个人变成了完整的社会系统上的一个具有某种功能的齿

轮。国社党掌权后再一次把这些设想变成现实：

《工人》系统地描述了一个朦胧的机器时代的乌 托 邦。这

里面的公民都被要求全身心地投入到“总动员”中……，为并无

确切含义的国家利益献身。荣格所理解的“工人”，应该赞成技

术专家治国；他的最高事业是战 争；他 的 自 由———不 如 说 他 内

心自由的感觉———应该与他的生产能 力 相 适 应。目 标 就 是 强

权支撑的世界政府。②

—２４—

①
②

Ｅ．Ｊüｎｇｅｒ，ＤｉｅｔｏｔａｌｅＭｏｂｉｌｍａｃｈｕｎｇ （Ｂｅｒｌｉｎ，１９３１），ｃｈ．３．
Ｃｈａｔｗｉｎ，‘ＡｎＡｅｓｔｈｅｔｅａｔＷａｒ’，ｐ．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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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荣格只是写下了这一类的话，营造了这样的幻想。在把幻想转

变成第三帝国的恐怖现实方面，他并未起什么作用。相反，他又一

次逃避开政治，辞谢了文学学院给他的报酬，拒绝代表纳粹党接受

帝国议会中的议员席位，还要求《民族观察家报》未经他的许可不要

登载他的文章。他的表现战争的著作无疑帮了纳粹党的大忙。在

整个纳粹统治时期，他的此类著作的精装本被大量印刷、抛出。所

有原始资料和日记记载的现实都被这类作品加工成重大事件的壮

观景象，为青年一代提供了英雄行为的榜样，并吸引他们学习那些

在前线战斗过的前辈战士。这些战士为民族的觉醒铺平了道路，造
就了第三帝国。许多人就是受此教唆而成了炮灰。

现在通常把约瑟夫·戈培尔看成是一个代言人，他的名字差不

多成了政治宣传的同义词，然而实际上他的事业却起步于传统的文

学形式。他在做大学生时似乎就格外不安分，曾多次转学。但他的

家境并不富裕，主要依赖天主教的阿尔伯图斯·玛格纽斯协会的奖

学金维持学业。１９２０年，他 终 于 在 海 德 堡 大 学 安 顿 下 来。第 二 年

十一月，他的论文《威廉·冯·舒茨：对浪漫派戏剧史的一种认识》
获得通过。他得到了“博士”头衔。此后，他签名时总是骄傲地写上

“戈培尔博士”。早年他写了大量的作品，只是碍于版权和合法性的

问题，他的文学创作直到今天也未能出版。戈培尔的档案中有许多

笔记本，里面都是未发表的诗歌、散文片段和论文。有一出戏的标

题是《海因利希·肯普夫》，许多稿子的标题都带有“浪漫”情调，如

《热爱太阳的人们》、《我是一个漂泊的学者》等。早期许多诗作的题

目跟那些浪漫的大众文学作品差不多。手稿中还有一出宗教剧《犹

大·伊斯卡洛》（ＪｕｄａｓＩｓｃａｒｉｏｔ）的片段。①
戈培尔早年曾多方努力，试图挤进写作与出版界（比如他曾想

法侧身于昆道夫的社交圈子），但都没成功。所幸的是，他还有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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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ＲｏｇｅｒＭａｎｖｅｌｌａｎｄ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Ｆｒａｅｎｋｅｌ，ＤｏｃｒｏｒＧｏｅｂｂｅｌｓ．ＨｉｓＬｉｆ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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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供我们研究，这就是他的长篇小 说《迈 克 尔：日 记 记 载 下 的 一

个日耳曼人的命运》。斯蒂芬·斯本德（ＳｔｅｐｈｅｎＳｐｅｎｄｅｒ）在战后的

１９４６年出版的《欧洲 证 人》一 书 中 提 醒 人 们 注 意 这 部 小 说，不 仅 因

为这是一部被遗忘的重要作品，而且因为即使是一个普通的杀人犯

写的小说就足以引起世人的极大兴趣，何况此书的作者还是历史上

最大的杀人犯之一。此书出版于纳粹掌权前四年，即１９２９年。德

国之外无人提到过此书，国内也几乎没引起什么反响。然而，正如

斯本德正确地认识到的那样，此书以文学形式表现了“纳粹和法西

斯主义的所有征兆”。① 正是这一点使此书直到今天仍是一部必读

书。戈培尔这位演讲大师对于他的读者也能施加一种具有魔力的

影响。戈培尔首先提供的是一种前线士兵的袍泽之情。他这部作

品就是题献给他的朋友理查德·弗里斯惹（ＲｉｃｈａｒｄＦｌｉｓｇｅｓ）的。此

人死于六年前。１９１８年，他 这 位 朋 友 从 前 线 归 来，“挂 彩 的 胳 膊 吊

在胸前，头上扣着灰色的头盔，胸前挂满了勋章。”他和这位朋友一

起经受了战后艰难岁月的考验，呼吁以“革命！挑战！复兴！”来对

付这一时期的难题。此书是时代的印记，是未来的象征，它用实例

表现了以对祖国的意志、忠诚、贡献、激情和牺牲为特征的那类日耳

曼青年。这部篇幅不长的小说的语言惊世骇俗，充满狂热，有尼采

的《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遗风。书中也的确时时出现尼采的名

字（不消说其提 到 的 方 式 及 出 现 于 其 中 的 段 落 是 不 会 为 尼 采 赞 成

的）。书中还扯 进 了 许 多 文 学 方 面 的 材 料，其 中 就 有 歌 德 的 材 料。
但这些不过是外表的文化装饰物。此书的根本观点是反理性主义：
“与其说它是诉诸大脑，不如说它是诉诸血液。”这一时代的德国年

轻人，富有浮士德式的创造冲动。书中描述这数百万青年人在等待

一种新的黎明、一种新的生活道路，它将像风暴一样扫除衰朽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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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ＳｔｅｐｈｅｎＳｐｅｎｄｅｒ，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Ｗｉｔｎｅｓｓ（ＬｏｎｄｏｎａｎｄＮｅｗＹｏｒｋ，１９４６）．
ＳｅｅａｌｓｏＭａｒｉａｎｎｅＢｏｎｗｉｔ，‘Ｍｉｃｈａｅｌ，ｅｉｎＲｏｍａｎｖｏｎＪｏｓｅｐｈＧｏｅｂｂｅｌｓｉｍＬｉｃｈ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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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带来新的生活。只有青年人，而非老年人或成熟的人，才永远正

确。因此，主人公自沙场返回（戈培尔本人因身体状况不佳而未能

亲赴沙场），作为“像从灰烬中腾飞的凤凰一样的”日耳曼人的代表，
去打破他可爱的祖国———德国的宁静。他的身后是前线士 兵 英 勇

豪迈的生活，他的眼前是大学生单调乏味的生活。然而，即使在这

里，“新人”（按照逐步发展起来的纳粹理论观点，“新人”是英雄的前

身）也不仅仅是依照其身份被描写成一个士兵，还被描写成一位植

根于土地中的农民：“我双脚踏在故乡坚实的土地上，我周围弥漫着

泥土的气息。农民的血液在我的体内缓缓地、健康地流淌。”正是这

一点使他有别于城里人和知识分子，生活过得十分充实。至于那些

大学，则充斥着苍白的面孔和架着眼镜的大学问家。在这里自然不

会找到“未来的民族领袖”。科学和学术作为真正的僵尸遭到谴责，
而理性则妨碍真正个性的形成。

小说的主角迈克尔在大学里遇到了一位名叫荷莎的姑娘，他俩

讨论了一个人是否可以同时兼备诗人和政治家两种人的素质的问

题。主人公明确表达了他的信念：政治家正是某种类型的艺术家。
“人民”（Ｖｏｌｋ）之于政治家犹如石头之于雕塑家。一位元首和群众

之间的关系犹如画家和颜料之间的关系。政治就是政府创作的艺

术品，犹如画作是画家创作的艺术品。“把群众变成人民，再把人民

塑造成国家，这就是所有政治的基本内容。”由此看来，走向战争轻

而易举。战争是肯定生命最单纯的形式。

人在搏斗时双脚站在这片大地上。直斗到双脚离开大地，
在永无尽头的战争的间隙中吃一口饭。一个人真正关切的只

应该是要战胜什么，要捍卫什么。

和平必须通过战争争取，不能用棕榈叶，而是用剑。平 等 根 本

不存在；自然界就是反民主的，———这些就是书中 提 出 的 观 点。随

着讨论的延续，迈克尔又发展了他对民族特性（Ｖｏｌｋｓｔｕｍ）、社会主

义和资本主义的看法。对于这些看法，荷莎指出，即使在讨论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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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时，他的思考也像一个艺术家。她还指出，这种结合是危险的。
但这并未妨碍这位诗人政治家口若悬河地大放厥词。他在阐发原

始法西斯主义观念时，又谈起了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问题。妇女的

责任是表现出可爱，并把孩子带入世界。当她指责他“落伍”时，他

又用攻击流行的自由主义观点来反驳：“如果现代意味着非自然、彻
底的崩溃、腐败和对道德的故意侵蚀，那么我就是‘落伍’。”这段攻

击现代社会的话特别重要，尤其是其中的“侵蚀”（Ｚｅｒｓｅｔｚｕｎｇ）一词，
成了国社党攻击现代文学的一个关键概念。

过去、现在都有许多批评家怀疑国社党世界观（Ｗｅｌｔａｎｓｃｈａｕｕｎｇ）
是否确实存在过。迈克尔却从未怀疑他那粗鄙的基本生活信条就

是世界观。“这是不能用理性和逻辑掌握的，只能自然而然地生长

出来，因此它能顶得住一切攻击。”他的世界观与文化毫无关涉：它

只依靠信 仰，包 括 信 仰 一 个 尚 不 为 人 所 知 的 伟 大 人 物 正 在 到 来。
“他总有一天要从我们中间站出来，宣讲对祖国的信心。”还需要提

到的是，迈克尔相信这位即将出现的天才将起用他，也就是起用一

代青年，号召他们为伟大的事业做出牺牲。这种全体做出牺牲的要

求，后来成了国家社会主义最吸引青年人心灵的呼吁。
诗人迈克尔接下来又拉上基督和自己一起斗争，但他显然已与

正统基督教相去甚远。他的基督毫无温情可言。他向金钱开战，用
鞭子把犹太钱商驱赶出神庙。这种恶狠狠的反犹长篇大论不久在

国社党统治的德国成了最受欢迎的文体。犹太人使迈克尔疾病缠

身；犹太人抢去了他的人民，践踏了他和德国人的理想，破坏了这个

国家的力量，玷污了这个国家的风俗，败坏了他的道德；我们和犹太

人的关系是你死我活的关系。这一大篇臆造的犹太人罪行录在这

句话中达到了高潮：“基督不可能是个犹太人。我不能用事实证明

这一点，但我可以肯定是这样。”
有了这样的议论，迈克尔的思想发展成反闪族和反马克思主义

的混合物也就不足为奇了。基督是犹太人最早的死对头。他们要

杀死他，因为是他挫败了他们征服世界的念头。撒谎是犹太人的本

性。在基督被钉上十字架时，犹太人也把真理钉上了十字架。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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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体现了牺牲这一概念。犹太人败坏了牺牲的概念。真正的牺

牲是基督教社会主义。犹太人的牺牲是马克思主义，这就把牺牲变

成了别人为他们做出牺牲。迈克尔由他这种极不寻常的论点出发，
得出了一个奇特的、十足法西斯式的结论：真正的斗争是在基督和

马克思之间进行的；基督代表了爱的原则，马克思（犹太人）代表了

恨的原则。足以令人称奇的是，所有这些论点都是在讨论表现主义

和现代艺术时提出来的：

我们的时代在其内部结构上是表现主义 的。这 样 说 并 非

为了赶时髦。今天我们的人民都是表现主义者。人民 要 求 从

内部开始来构造世界。表现主义者在心中为自己构筑了一个

新世界。他的秘密和他的力量就是热情。他的精神世 界 通 常

要打破现实世界。
印象派的灵魂是宇宙的缩影；
表现主义的灵魂则是一个新宇宙，一个自给自足的世界；
表现主义的情感是爆发式的；
这是一种压倒一切的对自我的感受。

作品中说迈克尔偏爱表现主义。在纳粹党早期的发展历史中，
表现主义似乎有为纳粹党接受、并成为这个党专有的艺术模式的可

能。有些时候人们对此有所怀疑。但这本小说中不存在这种怀疑。
这一章结束时有一句带有不祥之兆的宣言：“这帮外族恶棍统统都

要清除掉。”
小说的第一部分一半是惊世骇俗的独白，一半是他与荷莎的讨

论。在小说的第二部分，他们分手了（荷莎太资产阶级化了，不能追

随年轻的诗人革命家走那条危险的道路）。迈克尔又遇到了一个俄

国学生，两人进行了一场话题广泛的重要谈话。起初，伊万的革命

热情和对俄国的热爱吸引了迈克尔，但吸引力很快变成了厌恶感。
书中暗示伊万与迈克尔的交锋实际上象征了一种更重要的对抗，即
俄国与德国的对抗。这也指明了戈培尔自己的国家布尔什维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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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最后，迈克尔和戈培尔、国社党一样，认定伊万是必须消灭的

敌人。迈克尔 不 再 当 学 生 了。“士 兵、学 生 和 工 人 将 建 设 新 帝 国。
我当过士兵、当过学生，我还要当工人。”出于对资产阶级懦夫的痛

恨，他把这三者看成是像他这样的历史创造者的生活历程。他离开

大学到一个矿山做工。在他简陋的工人宿舍中放着《圣经》和《浮士

德》。小说的结局出人意料：他听说伊万已成为一次政治暗杀行动的

牺牲品，而他自己也在稍后的一次事故中死去。有个矿工给荷莎·赫

尔克写了一封信，告诉他迈克尔是含着微笑死去的，他在他那本《查拉

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这一段上作了标记：“许多人死得太晚，某些人

又死得太早。还有一个教训听起来很奇怪：死得其时。”
《迈克尔》算不上一本纯粹的小说。它用日记体写成，几乎没有

什么情节，也几乎谈不上什么结体或构思。它采用了惊世骇俗的风

格，以表现那位学生主人公情感的激昂或沉郁。主人公说得很多，
行动很少。但迈克尔对自己的“恶魔本性”很有信心。他用“诗化”
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粗俗的政治信仰。他的思想在正常的情况下只

会被看成是拙劣的垃圾，但事实上却构成了日后完全控制了一个民

族的民族主义思潮的主流。必须承认，这本小说及其所表现的思想

确实成功地吸引了那些他想要吸引的人，即一个战败民族中那些耿

耿于怀的年轻人。斯蒂芬·斯本德（ＳｔｅｐｈｅｎＳｐｅｎｄｅｒ）对《迈克尔》
一书做出了正确评价。他认为此书在把握战败心理和反对战后衰

退及民族屈辱的情感方面确实是天才之作。除此之外，他还准确地

发现了《迈克尔》一书对现代世界表现出厌倦，有意通过冲突和混乱来

发泄这种厌倦。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迈克尔邪恶思想的吸引力。宣

布过一个伟人正在到来的主人公，偶然走到一次政治集会中，立刻被

一位代表邪恶势力发言人的咒语镇住了。他像一个在沉睡中做着怪

梦的人突然醒过来，如同德国在领袖的召唤下突然醒过来一样

那天晚上我和上千人一起坐在一间大厅里，听这个曾唤醒

我的人讲话。
现在他站在忠诚的人群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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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身材似乎更高大了。
他充满力量，从那蓝色的大眼睛里泛出一片光海。
我和其他人坐在一起，他却好像单独对我讲话。
他讲到工作的幸福！他用语言描述的意思 我 只 能 感 受 和

揣摩。我的忏悔和我的信念在这里得到表现。
我感到他的力量充满了我的灵魂。
这里就是年轻的德国，
这些人正在铁匠铺里锻造新帝国。铁砧现在才有，铁锤早

已备好。
我的位置就在这里。
我从未见过的人民拥在我四周，
我像一个孩子热泪盈眶。

戈培尔成了一个神话编造大师。他创造出来的英雄像施莱格

特和威塞尔笔下的人物一样显得不真实。他在这里确确实实是编

造了一个神话，完成了他在国家社会主义影响下的精神转向。他在

１９２２年大约并未 像 小 说 写 的 那 样 聆 听 过 希 特 勒 的 讲 话。事 实 上，
他当时正在一家股票交易所力干喊价的活儿。直到１９２５年，他才

真正遇到希特勒。此后他便不再左顾右盼，而像一颗流星一样迅速

发迹起来。然而，正如斯蒂芬·斯本德指出的那样，《迈克尔》的确

也是理解戈培尔后来之成功的一把钥匙。

我们应该回头看看戈培尔的第一本著作。这是本小说，题

目叫《迈克尔》，１９２９年出版。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真正的戈

培尔本质上就是一个纳粹。从他在海德堡大学当一名叛逆的

学生起一直到１９４５年在帝国总理府戏剧般地死去为 止，都 是

如此。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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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中的那位诗人主角写了一出以基督为主题的大型宗教剧，
多少还算成功。剧中以《犹大·伊斯卡洛》为题的那几部分已在戈

培尔未出版的作品中找到了。戈培尔曾把自己想象成一名戏剧家，
经常以朗读他的另一个剧本《流浪者》来招待客人。① 《流 浪 者》一

剧虽未公开出版过，却在舞台上公开上演过。此剧包括一个序幕、
八幕戏和一个尾 声，采 用 了 表 现 派 戏 剧 常 用 的“耶 稣 受 难 系 列 图”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ｒｏｓｓ）的形式。去除了个人的心理活动，剧中人物

被简化成象征性形象，这也同样是表现派戏剧的特色。序幕是以诗

人和流浪者的相遇而展开的。第一幕《饥饿》中的人物是“男人”和

“女人”；第二幕《教会》中的人物是“执事”和“牧师”；第三幕《工业》
中的人物是“总经理”和“工业大亨”；第四幕《股票交易所》的人物是

“股票大王”和“私人秘书”；第五幕《性》的人物是“绅士”和“妓女”；
第六幕《政党》的人物是“政治家”和“工人”；第七幕《政府》的人物是

“大臣”和“首相”；第八幕《死亡》的人物只有一个“死神”。转了一圈

后，尾声又回到了序幕中的诗人和流浪者那里。在这出戏中，戈培

尔再一次阐明了他和希特勒的关系。剧中的流浪者是解除德国苦

难的先锋，这 是 一 种 新 的 信 念 和 新 的 意 志。诗 人 则 成 了 他 的 传 声

筒。戈培尔正是这样。这位柏林国社党的头头成了他主子声音的

不遗余力的传播者。此剧最显著的特点是八幕戏代表了需要消灭

的德国人的各种苦难，却又没表现出一丁点儿的意识形态。他所做

的就是排斥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所做的一切努力，通过诽谤他

们，强调他那种德国在强有力的领袖的领导之下实行专制统治的无

理性可言的愿望。所以当时的德国被斥责为腐败不堪。诗人相信，
一切高贵、伟大和美丽的事物都注定要凋敝，所以他感到绝望。在

现代社会的混乱、腐败和道德沦丧中，他遇见了流浪者。流浪者是

真理的代言人，也代表对一种新生活毫不动摇的信仰。他给诗人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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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Ｂｒｕｎｏ Ｆｉｓｃｈｌｉ，Ｄｉｅ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Ｄｍｍｅｒｕｎｇ．Ｚｕｒ 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ｉｅ ｄ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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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国 民 性 格

彻地 分 析 了 当 时 的 生 活，一 种 受 金 钱 欲 驱 使 的、充 满 苦 难 的 生 活。
一种无用的、教条的基督教正与一种行动的宗教对抗。当死神龇着

牙站在一片混沌之中时，时代的真正“上帝”就是“财神”。每一幕中

都有一个来自黑暗的声音，对诗人所见做出评论，并给予必要的引

导，直到尾声中，精疲力竭的诗人被流浪者托举起来。流浪者给了

他回到人民中去的信心和勇气。他的使命就是唤醒人民认识到这

一点：“要坚强，要有信心！”作者希望通过此剧号召人们去倾听、向

往和注视，一个光荣、纯洁、有着崇高伟大的政治和道德的新德国肯

定会出现。
国社党曾经 多 方 努 力，建 立 了 一 批 剧 团。这 些 剧 团 曾 走 遍 全

国，向老百姓灌输这类思想。戈培尔的剧作就是由这样一个剧团上

演的。① 应当看到，纳粹的这些剧团并 不 成 功，但 当《流 浪 者》一 剧

在肯尼支（Ｃｈｅｍｎｉｔｚ）上演时，情 况 却 发 生 了 根 本 的 变 化。《肯 尼 支

日报》上的一篇报道对此有明确的描述。这时的戈培尔已成了柏林

的著名领袖人物、风格雄放的鼓动家、宣传家和组织家。他发表在

《檄文》（Ａｎｇｒｉｆｆ）上的文章和他刚出版不久的 著 作《为 柏 林 而 战》
又使他成了一名颇能迷惑人的新闻记者。《日报》（Ｔａｇｅｂｌａｔｔ）的记

者提醒读者，戈培尔不久前来过肯尼支，对被一千名冲锋队员围起

来的一万二千名群众发表过演说，群众对他的一字一句都非常注意

倾听。这与六年前的情况有多大不同！当时他在大理石宫对着很

少一群人讲话。只有寥寥几十个冲锋队员做跟班。那时他的听众

主要是一些共产党员，结果那天晚上成了肯尼支历史上流血最多的

一晚，没有一块玻璃、一把椅子、一盏灯或一个啤酒杯完整地保留下

来。正是以这种由报纸安排的对此类冲突的回忆作背景，戈培尔的

剧作《流浪者》上演了。当然剧中并未直接提到国家社会主义、希特

勒或冲锋队；但剧中的主张仍响亮、清晰地传播开来。当时所需要

的信仰不仅应是新的，还应是“盲目”的。马克思主义、议会主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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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ＳｅｅＧｅｏｒｇｅＬ．ＭｏｓｓｅｉｎＲｅｉｎｈｏｌｄＧｒｉｍｍａｎｄＪｏｓｔＨｅｒｍａｎｄ（ｅｄｓ．）．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ｉｍＧｅｇｅｎｗａｒｔｓｄｒａｍａ（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１９７６）．ｐｐ．２４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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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主义，这一切民主的解决办法都失败了，只有伟大的领袖能领导

德国走出黑夜。据报纸报道，戈培尔的剧作在宣扬这一简单的思想

方面取得了成功，肯尼支剧院的夜晚十分令人兴奋。然而，戈培尔

的这部剧作尽管含有对未来的构想，却未能长久地演下去。肯尼支

毕竟不是柏林，这位地方领袖的剧作始终未能在任何大剧院登台。
此剧的缺陷显然与《迈克尔》一样。整出戏的台词惊世骇俗、蛊惑力

极强，却又远远地背离了他的表现主义源头，与小说《迈克尔》如出

一辙。另外，尽管此剧基本上是抽象性的，却涉及到隐含了纳粹德

国各类危险的话题。魏玛共和国垮台后饥饿消失了吗？在一个基

本上由异教徒组成的国家里，基督教会消失吗？再也没有贪婪的资

本家和股票 市 场 上 的 投 机 分 子 了 吗？性 的 话 题 是 绝 对 的 禁 忌 吗？

纳粹党解决了它与工人的关系问题吗？最糟糕的是，人们面对隐隐

约约出现在这块土地上的死神的影子会想些什么。因此，戈培尔的

剧作冒出来得快，消失得也同样快，也就不足为奇了。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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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听到‘文化’就要掏枪”

表现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是读者了解了戈培尔的

文学创作经历之后自然要提出的问题。布隆恩的作品也同样会提出

这一问题。阿诺尔特·布隆恩（ＡｒｎｏｌｔＢｒｏｎｎｅｎ）曾被说成是二十世纪

道德最成问题的一个人。① 在“咆哮的二十年代”，这位威尼斯派作

家因表现主义剧作《弑父》（Ｐａｔｒｉｃｉｄｅ，１９２０年）中的性暴力而出了

名。剧中的年轻主人公早在这一时期就（用预示了“血与土”文学的

语言）表达了 做 一 个 农 民 的 渴 望。早 期 他 与 布 莱 希 特 等 人 交 情 很

深，后来逐步滑向“民族派”，最终加入了纳粹党，在这方面，有人拿

他和表现派的工人诗人麦克·巴特尔（ＭａｘＢａｒｔｈｅｌ）相比。后者很

早就与豪斯·尼兰（ＨａｕｓＮｙｌａｎｄ）的社交圈有联系，由共产党转向

社会民主党，后来又受到纳粹党的喝彩与接纳。② 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布隆恩出版了他的自传，从某个方面揭示了他性格的心理与社会

根源。布隆恩的家庭背景（他的养父是一位犹太教授）包含了一个弗

洛伊德的临床病例的所有成分，也包含了阿多尔诺（Ａｄｏｒｎｏ）在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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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ＨａｒａｌｄＫａａｓ，‘Ｄｅｒｆａｓｃｈ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Ｐｉｃｃｏｌｏ：ＡｒｎｏｌｔＢｒｏｎｎｅｎ’，ｉｎＣｏｒｉｎｏ，
Ｉｎｅｌｌｅｋｔｕｅｌｌｅｉｍ Ｂａｎｎ ｄｅ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ｍｕｓ，ｐｐ．１３６ １４９；Ｋｌａｕｓ
Ｓｃｈｒｔｅｒ，‘ＡｍｏｌｔＢｒｏｎｎｅｎ，ＰｒｏｔｏｋｏｌｌａｎｔｓｅｉｎｅｒＥｐｏｃｈｅ’ｉｎ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ｕｎｄ
Ｚｅｉｔ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Ｍａｉｎｚ，１９７０），ｐｐ．１１１ １３９．

ＭａｒｔｉｎＲｅｃｔｏｒ，‘ＵｂｅｒｌｅｇｕｎｇｅｎｚｕｍＰｒｏｂｌｅｍｄｅｓ“Ｒｅｎｅｇａｔｅｎｔｕｍｓｂｅｉ
ＭａｘＢａｒｔｈｅｌ”’ｉｎ Ｒ．Ｓｃｈｎｅｌｌ （ｅｄ．），Ｋｕｎｓｔｕｎｄ Ｋｕｌｔｕｒｉｍ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Ｆａｓｃｈｉｓｍｕｓ（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１９７８），ｐｐ．２６１ ２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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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性格中所发现的许多因素。他早期的作品《弑父》和《西利安的混

乱状态》因把性、暴力和激情结合在一起而引人注目。在完成了这些

“烂污之作”（ｓｕｃｃｅｓｄｅｓｃａｎｄａｌｅ）以后，布隆恩逐步向右转。他早期的

色情戏剧《滥》（Ｅｘｃｅｓｓｅｓ）于１９２５年上演，因其中表现了一个女人和一

头山羊的关系而臭名昭著，这标志着他剧作家生涯的结束。１９２８年，
他由文坛转向电台。他把克勒斯特（Ｋｌｅｉｓｔ）的《麦克尔·科尔哈斯》改
编成广播剧，这是最早的一批广播剧之一。但他最终跨入纳粹阵营的

一步则是他于１９２９年写成的《Ｏ．Ｓ》（“上西里西亚”之意）。在这部小

说中，布隆恩描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自由军团”组织在上西里西亚

的战斗。图邵尔斯基（Ｔｕｃｈｏｌｓｋｙ）在一篇著名的评论中对这部小说大

张挞伐。他说，右翼分子中间不一定产生不出一个优秀的、有价值的

民族主义作家，并不一定写不出简洁、明晰的德语。政治上的诚实是

可以嗅出来的。莱因哈德（Ｌｉｅｎｈａｒｄ）这位“乡土文艺”（Ｈｅｉｍａｔｋｕｎｓｔ）
的作者是诚实的。汉斯·格雷姆确实令人钦佩。布隆恩却不诚实。①
图邵尔斯基接着又引用了诺思克利夫勋爵（ＬｏｒｄＮｏｒｔｈｃｌｉｆｆ）的话，大
意是，一条好新闻少不了三项要素：血、性和爱国主义。他以此揭露

布隆恩作为一位作家有意要用这三种原料调剂成一种鸡尾酒，但他失

败了，因为他所表现的残酷和暴力都太虚假。图邵尔斯基把整个调制

过程斥之为一种“客厅法西斯主义”。布隆恩这位被图邵尔斯基讽刺

为带着“兴奋单眼镜”的花花公子走得太远了。一个人只要不逾越某

些准则是不会沉沦的。布隆恩和他那无耻的政治宣传正是逾越了准

则而沉沦的。另一个政治阵营对这部小说的评价不用说是完全不同

的。约瑟夫·戈培尔在国社党的《檄文》上写道：“布隆恩的《Ｏ．Ｓ》好

像出自我们大家的笔下。”恩斯特·荣格对此书也很赞赏。② 或许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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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ＫｕｒｔＴｕｃｈｏｌｓｋｙ，Ｇｅｓａｍｍｅｌｔｅ Ｗｅｒｋｅ１９２９ １９３２ （Ｒｅｉｎｂｅｋ ｂｅｉ
Ｈａｍｂｕｒｇ，１９６１）；‘ＥｉｎＢｅｓｓｅｒｅｒＨｅｒｒ’，ｐｐ．１０５ １１２，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ｌｙｉｎＤｉｅ
Ｗｅｌｔｂüｈｎｅ，ｎｏ．２５（１９２９），ｐｐ．９５３ ９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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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ＤｅｒＴａｇ，Ｂｅｒｌｉｎ，２３Ｍａｙ１９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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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恩斯特·荣格这位花花公子首先把布隆恩带进了保守的激进民

族主义者的圈子里来。布隆恩在他的回忆录里回顾１９２７年的情况

时写道：“我来了，看到了一切，我服气了。恩斯特·荣格正是那种

我永远能与之产生共鸣的人。”
同时，布隆恩又设法挤进了柏林广播电台，在德国混乱的年代

里占有了一个拥有特权的位置。他开始了与国家布尔什维主义者

恩斯特·涅基希（ＥｒｎｓｔＮｉｅｋｉｓｃｈ）的交往。布隆恩早年曾读过此人

的《希特勒，德国人的命运》一书。他讨厌此书，因为它攻击了国家

社会主义。涅基 希 曾 蹲 过 数 年 希 特 勒 的 监 狱。他 活 了 下 来。① 布

隆恩给了他活下来的保证。他是通过与戈培尔拉上关系而做到此

事的。戈培尔已成了他的保护伞，布隆恩自此便投身到纳粹的活动

中去。１９３０年，托玛斯·曼在柏林的贝多芬故居发表了一次演讲，
即《德国人的演讲：向理性呼吁》。他 警 告 人 们 注 意 法 西 斯 主 义 的

威胁，要求中产阶级与社会民主党人合作，共同保卫共和国。布隆

恩也到场了，戈培尔还派了二十名风暴队员跟着他。布隆恩这次又

制造了轰动。根据雷马克的小说《西线无战事》改编的电影上映时，
布隆恩和他的妻子奥尔加（Ｏｌｇａ）一起来到电影院，用在观众中放白

老鼠的手段来干扰放映。布隆恩坐在剧院中戈培尔的包厢里，两人

同桌饮酒，接受追随者的声援与颂扬。正是靠布隆恩出力，戈培尔

才得以和共和国的电台拉上关系。纳粹党最终掌握了政权后，他父

母的犹太人问题给他造成了麻烦。但他声明自己是非婚生（因此就

不能算是他那犹太父亲的儿子），这样就解决了这一难题。他还编

造了自己颅骨的尺寸，表明自己是雅利安人的后裔，为他的声明提

供根据。他 写 了 一 本 纳 粹 小 说《以 太 之 战》（ＴｈｅＢａｔｔｌｅｏｆｔｈｅ
Ｅｔｈｅｒ）。他参加了德国最早的电视摄制组，受命拍摄柏林奥林匹克

运动会的全过程。战争结束时，他正在部队。据他自己说，他曾经

—５５—

① 战后，涅基希加入了共产党并成为德意志社会主义统一党的成员，在

洪堡大学研究帝国主义并进入人民议会。１９５２年他离开东德，定居西方，继续

写作并参与政治辩论。———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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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过破坏军 事 行 动 的 企 图，还 想 要 加 入 奥 地 利 的 抵 抗 组 织。１９４５
年后，他担任了一个小城市的市长。但出于某种原因，他得不到人

民的信任。他后来到了民主德国，Ｊ·Ｒ·贝歇尔给他提供了一个写

剧评的差事。１９５９年１０月１２日，他死于东柏林。国家社会主义鼓

励知识分子投机，但还是要用格伦根（Ｇｒüｎｄｇｅｎｓ）式的动人词句和

信仰坚定的样子来加以文饰。Ｈ·Ｈ·艾沃斯（Ｈ．Ｈ．Ｅｗｅｒｓ）没能

被纳粹接纳，尽管他也打算写一部豪斯特·威塞尔式的小说。布隆

恩的投机也只能保证他在国社党的统治下谨慎地生活，虽然他与戈

培尔之间关系 密 切。１９５１年，他 把 他 与 戈 培 尔 之 间 的 关 系 称 为 他

一生中的“悲剧性错误”。
对于另一个 著 名 的 表 现 派 文 学 家，却 不 能 说 他 的 动 机 就 是 投

机。的确，在他的情况中，表现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内

在的、根深蒂固的 联 系。哥 特 弗 里 德·本（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Ｂｅｎｎ）曾 是 一

个不问政治的写纯诗的诗人、一个表现主义者、一个文体家、一个才

华横溢的杂文家，也是一位似非而是的思想家。然而，纳粹掌权后，
他却没有离开德国，反而对离开德国的人嗤之以鼻，宣布效忠纳粹

运动。① 他为什么 会 这 样 做？是 因 为 他 盲 目 和 脱 离 现 实 吗？还 是

因为他的思想与纳粹运动之间存在着根本的联系？有一个原因属

于医学方面。纳 粹 的 优 生 学 无 疑 给 这 位 本 博 士 留 下 了 深 刻 印 象。
他有数篇论文的观点都与纳粹的种族保健学的观点一致。他也曾

表现出局外人的样子，像一个虚无主义者，只打算接受能填补生命

空虚的运动，准备停止思考，随波逐流，以求被“民族共同体”接纳。
作为被接纳的表面象征，他被选入普鲁士学院。他为此欣喜若狂，
以致不久以后他根据文学界政治化后形势的需要，要把他的同行送

去喂狼。１９３３年，本接受了汉斯·约斯特的约请，做了一次悼念诗

人斯特凡·乔治（ＳｔｅｆａｎＧｅｏｒｇｅ）的演讲。这次演讲可以证明本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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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Ｔｈｅｂｅｓｔｒｅｃｅｎｔ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ｏｆＢｅｎｎａｎ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ｉｓ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ｄ
ｉｎＲｅｉｎｈａｒｄ Ａｌｔｅｒ，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Ｂｅｎｎ：ｔｈｅＡｒｔｉｓｔ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１９１０ １９３４）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１９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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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不问政治的诗人已经多么政治化了。乔治为他的作品集起的题

目《新帝国》（ＴｈｅＮｅｗＲｅｉｃｈ）的确很诱人。不足为奇的是，本和汉

斯·诺曼（ＨａｎｓＮａｕｍａｎｎ）一样，试图在希特勒和乔治之间找到相

似之处：他们都相信德国的 伟 大 和 使 命，相 信 领 袖 的 原 则、相 信 祖

宗、血统和种族的价值。这没有什么不寻常的。甚至接近乔治的人

也做过许多给人同样印象的公开声明。乔治本人对犹太人问题和

政治问题也发表了许多意思含混的看法，他还听任别人用纳粹思想

解释他的诗 作。① 然 而 区 别 也 很 明 显，———乔 治 是 地 中 海 地 区 人，
他讨厌北欧人。弗里德里希·贡多夫（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Ｇｕｎｄｏｌｆ）和卡尔·
沃尔夫斯科尔（ＫａｒｌＷｏｌｆｓｋｅｈｌ）和他关系密切。他的知识分子式的

希望和第三帝国的残暴野蛮之间并无真正的联系。此外，他还以出

走瑞士表明自己对纳粹的看法。他在被人利用之前死于瑞士。但

他在早期的纳粹分子中间得到高度评价也毋庸置疑；他对国社党诗

歌的影响也显而易见。文化部长鲁斯特在某大学庆祝第三帝国成

立的大会上引用过乔治的《新帝国》。奇怪的是，正是乔治的密友、
精神病学家库特·希尔布兰德（ＫｕｒｔＨｉｌｌｅｂｒａｎｄｔ）发展了纳粹思想

的一个重要观点“蜕化”（Ｅｎｔａｒｔｕｎｇ）。② 本在普鲁士学院发表的演

讲中宣称乔治支持国家社会主义并未使人吃惊。本在普鲁士学院

的“转向”（Ｇｌｅｉｃｈｓｃｈａｌｔｕｎｇ）中 也 发 挥 了 积 极 的 作 用。汉 斯·格 雷

姆、艾米尔·斯 特 劳 斯、艾 尔 文·吉 多·科 尔 本 耶、布 隆 克、鲍 里

斯·冯·孟希豪森等国中名士在院中唱主角，而本早年亦曾名列其

中的文坛明星们则只能作陪衬。他和这些人一起参加了约斯特的

《施莱格特》（Ｓｃｈｌａｇｅｔｅｒ）的首演。约斯特这位政治新明星的出现并

未使他感到太多的不快。几天后，他在广播电台发表了一次著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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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ＭａｒｔｉｎＡ．Ｓｉｍｏｎｅｉｔ，Ｐｏｌｉｉｓｃｈ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ｅｎｖｏｎＳｔｅｆａｎＧｅｏｒｇｅｓ
Ｄｉｃｈｔｕｎｇ．Ｅｉｎｅ 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 ｖｅｒｓｃｈｉｅｄｅｎｅｒ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ｅｎ 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ｒ
ＡｓｐｅｋｔｅｖｏｎＳｔｅｆａｎＧｅｏｒｇｅｓＤｉｃｈｔｕｎｇｉｍＺｕｓａｍｍｅｎｈａｎｇｍｉｔｄｅｎＥｒｅｉｇｎｉｓｓｅｎ
ｖｏｎ１９３３（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１９７８）．

ＨｏｒｓｔＲüｄｉｇｅｒ，‘ＥｎｔａｒｔｅｔｅＫｕｎｓｔ．Ｕｒｓｐｒｕｎｇｕｎｄ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ｅｉｎｅｓ
Ｂｅｇｒｉｆｆｅｓ’，Ａｒｃａｄｉａ，ｖｏｌ．１６，ｎｏ．３（１９８１），ｐｐ．２８４ ２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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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公开声明自己效忠新国家。这次谈话是对克劳斯·曼代表那

些流亡国外以躲避新野蛮主义的人给他的一封公开信的答复。克

劳斯·曼责问道：他的名字对许多人来讲代表着智慧的最高层次，
代表着近乎盲目的纯洁，这样的人怎么会被劝诱去为那些被欧洲其

他国家看作根本缺乏这些品质的人效劳呢？在“觉醒的德国阵营”
里，知识分子难道不是永远被怀疑吗？本的答复不是以理性或逻辑

为基础，而是以“体验”的概念为基础。他声称只有那些直接体验了

德国所发生的变化的人才能理解这些变化是怎么回事儿。只有留

在国内的人才有权讨论这种问题，离开祖国的流亡者无权来讨论。
后者已失去了感受心中喷涌而出的民族意识的机会，失去了体验民

族统一状态的机会，失去了观察正在形成的历史的机会。本在这里

把历史理解为一种毫无疑问要听命于命运的东西。所以他并不注

重引人注目的、具有戏剧性的“革命”事件、具有魔力的火炬游行和

军乐，而是 注 重 内 心 的 进 程，注 重 他 所 感 受 到 的 巨 大 创 造 力 的 发

挥，———这种创造力将给人类带来影响深远的变化。本的谈话并没

有多少新东西，因为他倾向于用非理性的体验（Ｅｒｌｅｂｎｉｓ）词汇来思

考。他的理智陷溺于历史前进的巨大的、不可抗拒的步伐中，陷溺

于大规模文化发展的幻觉中。本的谈话中有新意的地方是他特别

联系到民族主义对“人民”的认识，因为本的神话倾向的世界观与日

耳曼人的世界观有很大分歧。
接着本又讨论到野蛮主义的概念。在他看来，克劳斯·曼把德

国说成是对文化和文明的威胁，如同游牧部落的野蛮人威胁到全体

人类的理想 一 样。本 对 此 的 回 答 仍 是 着 眼 于 文 化 方 面，而 不 是 政

治、历史方面。本讨厌他所说的用十九世纪资产阶级的精神编造的

历史假象。他认为历史从来就与民主或理性无缘。历史所了解的

唯一运作方法（ｍｏｄｕｓｏｐｅｒａｎｄｉ）是在它的转折关头送来新型的人。
这种人必须为自己杀开一条生路，依照生命的律令用行动和受难把

他这一代人和他这一类人的信条灌输给他所处的时代。这种历史

观既非启蒙主义的、亦非人道主义的，而是玄学历史观。本认为，这
种历史观的基础是非理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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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斯·曼说：“出 面 支 持 非 理 性 只 是 第 一 步，接 下 来 就 是 野

蛮主义；在你明白过来之前，你已经和希特勒走到一起了。”本对此

的回答（先是并不过头地用带侮辱性的言词斥责流亡者的“机会主

义”、“进步”的人的概念是肤浅的、不负责任的、享乐主义的。）是他

惯用的伪科学术语。这一次他用生物学理论来辩解，这样他用的词

汇和纳粹分子所用的词汇就一致起 来：现 在 所 发 生 的 事 情 是 新 的

生物物种的诞生，是历史的方向发生了变化，是新的民族血统出现。
本在为国家社会主义辩护时并未涉及政府体制问题，他所提供的只

是一幅宏大 的 人 的 诞 生 的 新 幻 景。作 为 一 种 观 念，它 或 许 是 古 老

的，或许是白人种族最后一件宏伟的作品，或许是我们这个时代世

界精神最雄奇的创造物之一。他曾浮现在歌德的颂诗《致大自然》
中。只要你认清了这种景象既不会获胜也不会失败这样一个深层

的事实，只要在东方和西方有十场战争要战胜并同化日耳曼民族，
只要封缄被打破的启示录逐渐降临陆地和海洋，这种人类的景观将

一直矗立下去：为了理解这种景观，必须对人民进行教育。你对文

明和野蛮的 哲 学 探 究 在 势 不 可 挡 的 历 史 事 实 面 前 显 得 多 么 荒 诞

不经。①
接着，本离开了这种“白人种族”的幻景，转向政治性话题和他

所谓的“体验事实”。他声称，他所体验到的是一个新国家的创建。
这个国家的信念坚定无比，目标十分明确，处境（包括国内的和国际

的）非常严峻。那些想用战争消灭并彻底摧毁这个国家的人包围着

它。本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疯狂暴行”这样的指控，至少是来自马克

思主义者的指控。因为在他看来，那个马克思主义已获胜的国家造

成了两百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死亡。不过这个话题把他拉入了

对广义的社会主义和新政权下工人状况的讨论。他说，他曾作为一

名医生接触了许多社会团体，其中就有很多工人。他进一步声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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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当过共产党员和德国社会党党员的人都告诉他，他们的生活好

于以往任何时期。他们在工作中得到了良好待遇；管理人员更为谨

慎，人事官员更加客气；工人得到了更多的权利和尊重。他们的工

作热情倍增，这要归因于他们认清了自己的政治地位。社会党不能

为他们赢得的东西，却由这种新型的社会主义提供了。正是这种东

西鼓励着他们生活。本声明，他坚信新的掌权者将继续赢得工人的

支持。统一的民族共同体的思想（这是国社党始终标榜的克服一切

阶级差别的首要目标）并非欺人之谈。本的辩解是在国社党“革命”
的早期阶段写成，当时国社党的政纲仍在强调社会主义因素。但他

在这部分辩解中对于纳粹施加于不愿参加国社党的社会党员和共

产党员身上的暴行的看法委实显得十分幼稚。纳粹虽然为争取工

人做了一些工作，但耐心的劝诱并非他们爱用的手段，最早的一批

集中营就关满了本所说的被争取过来的人。①
从为这种新的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辩护开始，本又进一步用同

样勇猛的姿态为“血与土”文学辩护。很少有人会当真把本看作是

乡土诗人，况且他与国社党喜欢指责的那种大都市堕落的文人形象

有很多相似之处。然而，他提醒克劳斯·曼，他的祖先生长于这片

国土，他本人也是在“芸芸众生”中长大，因此他说自己理解“祖国”
的真实含义。他承认，都市、工业、主智主义，所有这些都在他的作

品中留 下 了 痕 迹，但 是 它 们 都 隐 退 了，留 下 的 只 是 平 原、季 节 和 土

壤！怎样看待希特勒呢？希特勒的背后是人民还是羊群？最先出

现的是希特勒还是纳粹运动？最后这个问题对本来说最有启发性。
因为按他的意见，希特勒和纳粹运动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在他看

来，这 正 是 布 克 哈 特 （Ｂｕｒｋｈａｒｄｔ）在 他 的 《对 历 史 的 反 思》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Ｈｉｓｔｏｒｙ）中 所 提 出 的 个 体 与 群 体 奇 妙 地 一 致 的 情

形。本认为，布克哈特对世界历史进程中伟人崛起的描述完全是对

希特勒的预言：危机开始了，他 在 艰 难 的 岁 月 中 突 然 出 现；他 有 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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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毅力，在各方面都表现出天才；此外，一切有头脑的人都逐渐觉

察到，这个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会成功。
一般来讲，本对克劳斯·曼的回答还算是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

的回答，引用黑格尔、费希特、布克哈特的做法也不稀奇。同样不足

为奇的是，从那时起直到今天，究竟本对国家社会主义信仰的自供

是标志着他与过去的突然决裂，还是他早年的思想和作品中已然存

在着促使其 后 来 转 向 的 因 素？关 于 这 个 问 题 的 讨 论 越 来 越 激 烈。
经常有人强调，本的盲目并未持续很长时间。他很快发现，或是有

人向他指明，他所选择的道路是错误的。他成了纳粹党机关报攻击

的目标。这不仅有种族方面的原因，———他曾经不得不低三下四地

去证明他的名字不是犹太化的本，如本 裘里安（ＢｅｎＧｕｒｉｏｎ），而是

印度—日耳曼化的本，如维杰伍德·本（ＷｅｄｇｗｏｏｄＢｅｎｎ）或本·洛

蒙德（ＢｅｎＬｏｍｏｎｄ），———还因为 他 有 表 现 派 的 渊 源 关 系。本 发 现

表现派绘画被指责为无甚价值，是无政府主义、势利眼的东西；表现

派音乐被说成是文化布尔什维主义；表现派文学也受到公开谴责。
他奋起为之辩护，因为他这也是为自己辩护。① 他首先把表现主义

和战争联系起来进行辩护。他提醒读者，这一代人最美好的鲜花都

被战争摧毁了；其次，他在种族方面也进行了辩护，他指出，表现主

义运动是雅利安人（不是犹太人）的欧洲运动。他特别提出了约斯

特，称之为这群伟大天才中的佼佼者。这体现了他的谨慎。
有趣的是，本还曾试图为表现主义制造一个德国文学的祖宗。

他所列举的作家和作品在某种程度上都受到了纳粹文学史家的推

崇。在这些作 家、作 品 中，歌 德 的《浮 士 德》的 地 位 自 然 格 外 突 出。
其次是克莱斯特（不仅因为他有反法的愤激情绪）、尼采以及荷尔德

林。后者那种“神秘莫测的文字依靠一种真正不可诠释的启迪力量

而永葆活 力。”对 本 来 说，由 此 转 向 梅 斯 特·艾 柯 哈 特（Ｍｅｉｓｔｅｒ

—１６—

① ＳｅｅＢｅｎｎｓ ‘Ｃｏｎｆ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Ｆａｉｔｈｉｎ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ｓｍ’ｉｎ Ｒｉｔｃｈｉｅ，
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Ｂｅｎｎ，ｐｐ．９６ １０６．ａｌｓｏＲａｉｎｅｒＲｕｍｏｌｄ，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Ｂｅｎｎｕｎｄｄｅｒ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ｓｍｕｓ（Ｋｏｅｎｉｇｓｔｅｉｎ／Ｔｓ．，１９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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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ｃｋｈａｒｔ）和雅可 布·鲍 姆（ＪａｋｏｂＢｈｍｅ）作 品 中 的 那 种 神 秘 的 狂

欢，只需一小步。接下来就是走向德国式的幻想家，如席勒、巴赫和

丢勒。① 本坚持认为，表现主 义 是 绝 对 的，体 现 了 灵 魂 反 自 由 的 功

能。他把科学的 纯 功 利 的 世 界 抛 在 脑 后；他 突 破 了 孜 孜 求 利 的 世

界，走 上 了 一 条 艰 难 的 内 向 之 路，通 向 创 造 的 层 次，通 向 原 始 的 想

象，通向神话。这是否会被正忙于用一场民族运动创造新现实的民

族视为荒诞不经的、外来的东西而予以唾弃呢？这种艺术是否会被

看作是离经叛道和形式主义而被不屑一顾呢？本相信新德国的领

袖们和“富有审美创造力”的民族会领悟到，艺术所走的路不可能永

远与人民直接沟通。实际上，本自己已预见到了纳粹对一般的文学

和对表现派会做出什么样的回答，这个回答就是，文学已不能承担

历史性的爱国主义重任，文学没有政治的敏感。本反驳这种观点，
他宣称德国文学从来就是非政治性的（举歌德和荷尔德林为例），只
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这种状况，结果导致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垃圾”和他所唾弃的功利主义盛行一时。本在为创造性作家的自

由辩护时自然是一片天真。他对自己崇信表现主义的表白既令人

作呕，又诚挚可信。可能因为他这是为自己辩护。不过这也表明他

对国社党的精神实质是多么无知。表现主义已不合时宜。关于表

现主义的讨论不是在纳粹德国国内，而是在苏联及其他国家继续进

行。在１９３６年５月，党 卫 队 报 纸《黑 色 军 团 报》（ＤａｓＳｃｈｗａｒｚｅ
Ｋｏｒｐｓ）和《种族观察家报》攻击本是开倒车者、犹太人和同性恋者。

１９３７年，党卫队成员沃尔夫冈·维尔利希（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Ｗｉｌｌｒｉｃｈ）在他写

的《清理艺术的神殿》一书中，特别对本进行了恶毒攻击。值得他庆幸

的是，对待这一事件也像对待其他许多类似事件一样，纳粹集团内部

存在着分歧。希姆莱出面为本辩护，说本在１９３３年以后已改变观点，
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自１９３３年以后，甚至更早时期以来，他的行为

—２６—

① ＬｅｓｌｅｙＳｈａｒｐ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Ｓｃｈｉｌｌｅｒ’，ＧｅｒｍａｎＬｉｆｅａｎｄ
Ｌｅｔｔｅｒｓ，ｖｏｌ．２０ （１９８２），ｉｓａｎ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ｏｆＧｅｏｒｇｅＲｕｐｐｅｌｔｓ
ＳｃｈｉｌｌｅｒｉｎＮＳ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１９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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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族主义的观点看已是无懈可击了。希姆莱认为，对这样一位已向

国际社会表明自己全心全意支持德国的人大张挞伐既无必要，也无

意义。

１９３８年３月，本 已 被 从 帝 国 文 学 部 排 挤 出 去。当 局 依 据 惯 例

禁止他写作。当 然 他 从 未 像 他 称 道 的 表 现 派 诗 人 那 样 脱 离 政 治。
正如他１９２７年写的论文《艺术与国家》所表明的那样，他是魏玛共

和国的死对头。但他是站在反资本主义、反民主、贵族的立场上加

以反对 的。当 时，他 几 乎 是 无 法 避 免 地 与 左 翼 文 学 家 如 贝 歇 尔

（Ｂｅｃｈｅｒ）、基希（Ｋｉｓｃｈ）等 人 发 生 了 冲 突。甚 至 他 的 论 克 服 虚 无 主

义的论文也没有完全脱离政治，因为他将其发表在民族保守派的杂

志《突进》（ＤｅｒＶｏｒｓｔｏｓｓ）上。１９３３年，本可以把克服虚无主义说成

是“白人种族的最后阶段”；他能在纳粹思想中看到“一种新的人类

素质”和“一种新型的人”；他认定元首具有“创造能力”和“最高等级

的智力训练”；他欢呼新时代“从醉生梦死中跳出来，受到了激情的

哺育。”①“罗姆暴乱”（ＲｈｍＰｕｔｓｃｈ）发生后他开始意识到克劳斯·
曼是正确的，但还不能说本真的意识到国家社会主义意味着什么，
他也从未看出有改变根本立场的必要。他可能只是一时的头脑发

昏，但这并不是他本人提出来供人分析批评的那种发昏。如果他像

温俄伯那样被纳粹接受，如果表现主义成为新德国的文学律令，他

的发展或许又是另一种样子。然而他却发现自己被纳粹描绘成非

日耳曼的形式主义者和非日耳曼的知识分子。１９３７年７月１日以

后，他任职于战争部，曾揶揄过希特勒的备战。他还曾把“流亡者的

贵族礼节”引进到军队中来。
法西斯剧作并 未 等 到１９３３年 才 登 上 德 国 舞 台。１９３２年１月

３０日，即在纳粹攫取政权的前一年，一部由丢思·本涅托·墨索里

尼在专业作家 乔 万 基 诺·弗 扎 诺（ＧｉｏｖａｃｃｈｉｎｏＦｏｒｚａｎｏ）帮 助 下 写

—３６—

① ＭｉｃｈａｅｌＨａｍｂｕｒｇｅｒ，ＦｒｏｍＰｒｏｐｈｅｃｙｔｏＥｘｏｒｃｉｓｍ （Ｌｏｎｄｏｎ，１９６５），
ｐ．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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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戏剧在魏玛的德国国家剧院 上 演。① 此 剧 首 先 在 魏 玛 登 上 舞

台并非偶然。１３年 前，魏 玛 宪 法 就 是 在 这 里 被 批 准 的。在 这 里 上

演此剧的目的就 是 有 意 识 地 惹 恼 这 个 共 和 国，显 示 民 族 运 动 的 力

量。色林吉亚（Ｔｈｕｒｉｎｇｉａ）自１９２９年 底 以 来 就 处 在 纳 粹 党 统 治 之

下。戏剧导演弗兰茨·乌尔布利希（ＦｒａｎｚＵｌｂｒｉｃｈ）也有意亲自导

演一部符合控制这一地区的政府之需要的剧作。所以，墨索里尼写

拿破仑的剧作《百日》（ＡＨｕｎｄｒｅｄＤａｙｓ）的演出十分隆重。剧院用

“!”字装饰起来。阿道夫·希特勒亲临观看。和他一起来的还有

意大利外交官、柏林使团的成员、德累斯顿的执政将军、欧洲各大报

的记者，以及来自伦敦、法兰克福和莱比锡的戏剧导演，———他们也

打算 在 近 期 上 演 此 剧。伊 丽 莎 白 · 福 斯 特 尼 采 （Ｅｌｉｓａｂｅｔｈ
Ｆｒｓｔｅｒ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也到场了。这位古董般的老太婆很爱热闹，她曾

伪造了《权力意志》一书。国社党的作家们都对解放战争（Ｗａｒｓｏｆ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指１８１３年俄 罗 斯、普 鲁 士、奥 地 利 等 国 与 拿 破 仑 的 战

争。———译者注）格外垂青，虽然用一位外国侵略者做主角 在 德 国

并不普遍。不过此剧的观众都能理解该剧攻击议会民主、支持拥有

恺撒式独裁权力的领袖的良苦用心。剧中最受欢迎的一幕是那位

战败的法国人站在布吕歇尔（ＧｅｂｈａｒｄＢｌüｃｈｅｒ，滑铁卢战役中的德

军元帅。———译者注）面前的情景。这提醒观众想起了德国昔日的

伟大，给了战败的德国以辉煌的希望，令观众拜倒在光荣的德国的

脚 下。此 剧 后 来 在 伦 敦 上 演，用 的 是 约 翰 · 君 克 沃 特（Ｊｏｈｎ
Ｄｒｉｎｋｗａｔｅｒ）根据英国戏剧界的情况加以改编的本子。１９３２年４月

１９日《泰晤士报》的剧 评 给 该 剧 以 高 度 评 价，但 没 有 提 到 此 剧 得 到

狂热的喝彩。

—４６—

① Ｆｉｓｃｈｌｉ，Ｄｉ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Ｄｍｍｅｒｕｎｇ，ｐｐ．２２８ ２３０．Ｉｎｔｈ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ｂｙＰａｕｌＺｓｏｌｎａｙＶｅｒｌａｇ，Ｂｅｒｌｉｎ，ｉｎ１９３３，ｔｈｅＧｅｒｍａｎｔｅｘｔ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Ｇｅｚａ Ｈｅｒｚｂｅｒｇｗａｓｄｅｄｉｃａｔｅｄｔｏ ＷｅｒｎｅｒＫｒａｕｓｓ．Ｍｕｓｓｏｌｉｎｉｓｐｌａｙｗａ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ｉｎＢｕｄａｐｅｓｔ，ＰａｒｉｓａｎｄＬｏｎｄｏｎｗｉｔｈｓｏｍｅｓｕｃｃｅｓｓ．ＳｅｅＮａｐｏｌｅｏｎ，
ｔｈｅＨｕｎｄｒｅｄＤａｙｓ，ａｄａｐｔ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ＩｔａｌｉａｎｏｆＭｕｓｓｏｌｉｎｉａｎｄＦｏｒｚａｎｏｂｙＪｏｈｎ
Ｄｒｉｎｋｗａｔｅｒ（Ｌｏｎｄｏｎ，１９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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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大受欢迎的剧作被人用一种后来在纳粹德国很流行的手

法改编成电影。沃纳·克劳斯（ＷｅｒｎｅｒＫｒａｕｓｓ）领衔主 演 拿 破 仑。
这位领袖人物是被命运摆布的人，他其实并不渴求战争。他确实向

欧洲的国王们奉送上了和平，但在战争被强加到他头上时，他也只

好迎战了。他在滑铁卢战役中失败（被归咎于其他人的无能）后，要
求国会“在一个限定的时期内赋予他至高无上的绝对统治权，以求

挽救这个国家。”①这位领袖 还 要 求 绝 对 地 忠 诚；如 果 必 要，他 准 备

让整整一代人去送死。他的神圣使命就是打破欧洲小国割据的局

面，联合所有的国家组织成一个大共同体。与许多国社党的剧作和

电影一样，这部电影与现实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相似。希特勒正和

影片中的拿破仑一样，要把欧洲统一在德国的霸主地位之下，在最

后的失败到来之前，不仅给德国，还要给许多国家带来死亡和毁灭。
最近一部研讨表现主义的著作把布隆恩说成是天然存在于这

一运动中的背叛自我的犹大。这部著作说，所有最可疑最危险的倾

向都是布隆 恩 引 发 的，并 由 他 搬 上 前 台。表 现 主 义 变 成 展 览 主 义

（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ｉｓｍ），哀婉动人变成华丽浮夸，革命变成泄愤，表演变成

宣 传。对 表 现 主 义 深 藏 的 恐 惧 也 可 以 说 就 是 对 汉 斯·约 斯 特

（ＨａｎｓＪｏｈｓｔ）的 恐 惧。约 斯 特 的 剧 作《施 莱 格 特》（Ｓｃｈｌａｇｅｔｅｒ，

１９３３年）标志着表现主义完成了向国家社会主义转化，标志着从表

现历史上昔日的战斗英雄向根据现实需要表现现代法西斯英雄转

化的完成。君 特·儒 勒（ＧüｎｔｈｅｒＲüｈｌｅ）在 评 论 约 斯 特 的 剧 作 时

说：“施 莱 格 特 案 件 是 魏 玛 共 和 国 时 期 最 令 人 伤 脑 筋 的 事 件 之

一。”②希特勒本人在《我的奋斗》第二页把施 莱 格 特 当 作 英 雄 提 出

来。约斯特从１９２３年开始就对这一案件发生了兴趣，但直到１９２９

—５６—

①
②

ＥｒｗｉｎＬｅｉｓｅｒ．ＮａｚｉＣｉｎｅｍａ（Ｌｏｎｄｏｎ，１９６８），ｐ．５４．
ＣüｎｔｈｅｒＲüｈｌｅ，ＺｅｉｔｕｎｄＴｈｅａｔｅｒ．ＤｉｋｔａｔｕｒｕｎｄＥｘｉｌ１９３３ １９４５

（Ｂｅｒｌｉｎ，１９７４），ｐ．７３４．ＴｈｅｔｅｘｔｏｆＳｃｈｌａｇｅｔｅｒｉｓｎｏｗｍｏｓｔｒｅａｄｉｌｙ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ｉｎ
ｔｈｉｓｖｏｌｕｍｅ．Ｆｏｒａｍｏｒｅｄｅｔａｉｌｅｄ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ｌａｙ，Ｊ．Ｍ．Ｒｉｔｃｈｉｅ，
‘ＪｏｈｓｔｓＳｃｈｌａｇｅｔ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ｔｈｅＷｅｉｍａｒ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ｉｎＡｌａｎＢａｎｃｅ（ｅｄ．），
ＷｅｉｍａｒＧｅｒｍａｎｙ （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１９８２），ｐｐ．１５３ １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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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才在蔓延全国的追思施莱格特的礼拜影响下动笔写此剧。当时

约斯特也受到莫勒·凡登布鲁克（ＭｏｅｌｌｅｒｖａｎｄｅｎＢｒｕｃｋ）的《普鲁

士风格》（ＴｈｅＰｒｕｓｓｉａｎＳｔｙｌｅ）的影响。此剧最后一稿完成时，已是

第三帝国建立的前夕。但约斯特的出版商劝告他不要在魏玛共和

国出版此书，担心会遭禁。此剧本直到纳粹攫取政权后才付梓。众

所周知，希特勒对约斯特的作品和施莱格特这个人物都很有兴趣，
因此他要求约斯特把这部作品题献给他也就不足为奇了。献词中

写道，此剧表达了“爱的奉献和毫不动摇的忠诚”。首演于１９３３年４
月２０日 在 柏 林 的 国 立 剧 院（ＳｔａａｔｌｉｃｈｅｓＳｃｈａｕｓｐｉｅｌｈａｕｓ）举 行。这

一天正是希特勒当上首相后的第一个生日；距１９２３年５月２６日凌

晨４时施莱格特被法国人处决于杜塞尔多夫郊外的格尔哲墨荒地

（ＧｏｌｚｈｅｉｍｅｒＨｅｉｄｅ）也差不多有十年光景了。在距１９３３年１月３０
日尚有一小段时间时，国社党已经控制了政府。他们也以惊人的速

度控制了剧院。１９３３年２月４日，约斯特被派去和弗兰兹·乌尔布

里希一起掌管国家 剧 院。他 上 演 的 第 一 部 剧 作 就 是《施 莱 格 特》。
普鲁士的剧坛盟主是刚担任普 鲁 士 总 理（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的 赫

尔曼·戈林（ＨｅｒｍａｎｎＧｏｅｒｉｎｇ）。在 这 第 一 部 爱 国 主 义 的 民 族 戏

剧中，阿尔伯特·巴瑟曼（ＡｌｂｅｒｔＢａｓｓｅｒｍａｎｎ）饰演将军；维特·哈

兰（ＶｅｉｔＨａｒｌａｎ）饰演弗里德里希·台尔曼（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Ｔｈｉｅｍａｎｎ）；
女儿亚历山德拉（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ａ）一角由后来与戈林结婚的艾米·松曼

（ＥｍｍｙＳｏｎｎｅｍａｎｎ）饰 演。此 剧 的 演 出 意 图 显 然 是 有 意 树 起“堕

落”的魏玛戏剧的对立面。出席首演的有国社党的显要，如戈培尔

博士、州长兴克尔（Ｈｉｎｋｅｌ）等；另外还邀请了新文坛骨干分子 的 代

表 艾 米 尔 · 斯 特 劳 斯 （ＥｍｉｌＳｔｒａｕｓｓ）、彼 德 · 多 佛 勒 （Ｐｅｔｅｒ
Ｄｒｆｌｅｒ）、维尔·维斯帕（ＷｉｌｌＶｅｓｐｅｒ）和汉斯·弗里德里希·布隆

克（ＨａｎｓＦｒｉｅｄｅｒｉｃｈＢｌｕｎｃｋ）、威 尔 海 姆·沙 弗（ＷｉｌｈｅｌｍＳｃｈｆｅｒ）、
雅克布·沙 夫 奈（ＪａｋｏｂＳｃｈａｆｆｎｅｒ）、玛 格 努 斯·维 纳（Ｍａｇｎｕｓ
Ｗｅｈｎｅｒ）。他们都是从被魏玛共和国排斥的知识分子中选出的，都

是些举足轻重的人物。演出结束后，没有立即出现掌声，而是在短

时间静默后，观众 起 立，同 声 齐 唱《德 国 的 土 地，德 国 的 全 部 土 地》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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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üｂｅｒａｌｌｅｓ）的第一节和《豪斯特·威塞

尔之歌》的第一节。只是到此时，掌声才爆发出来。剧本作者和演

员只好用新的纳粹式敬礼一次又一次谢幕。这次演出的成功显然

不止局限于戏剧界，而成为一件国家大事。《施莱格特》成了学校规

定的必读作品。全国各地都陆续上演此剧。而出于党在政治方面

的考虑，此剧又被禁演，其速度正和它被推出时一样快。这类涉及

纳粹运动早期真实历史的剧作太容易与纳粹党当前的政治利益发

生冲突。１９３３年末，占领鲁尔区的问题由于德、法之间外交和政治

方面的勾结再一次变得格外微妙。因此，像《施莱格特》这一类涉及

真实人物和实际问题的剧作就不得不让位给像“露天大戏”（Ｔｈｉｎｇ）
这类较为朦胧神秘的剧作。而约斯特又不适合创作这类剧作，他也

从未尝试过写这类剧作。《施莱格特》是他写的最后一部戏。同年

年底，他在几场内部龃龉发生后，辞去了在国家剧院中的职务，转而

担任帝国文学部的部长、德意志创作协会（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Ａｋａｄｅｍｉｅｄｅｒ
Ｄｉｃｈｔｕｎｇ）主席、帝国文化参议员，并成为国社党的艺术与科学奖的

第一位获奖者。此后他跻身于国社党的领导层，成为文化部门的最

高长官，不再从事戏剧创作或其他文学创作。
初看起来，阿尔伯特·列奥·施莱格特的形象似乎并不具有成

为民族大英 雄 的 素 质。正 如 维 斯 科 普 夫（Ｗｅｉｓｋｏｐｆ）指 出 的 那 样：
“在实际生活中，豪斯特是个流氓、拉皮条的，只是在后来的传说中，
他才摇身变出一个纯洁、崇高的形象。列奥·施莱格特也是这种情

况。”①施莱格特先是在部队里当过炮 兵 军 官；退 伍 后 作 为“海 因 茨

协会”（Ｈｅｉｎｚ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的 成 员 参 加 过“自 由 军 团”（Ｆｒｅｉｋｏｒｐｓ）
的各类活动。“海因茨协会”是由一群习惯于战争、以打仗为业的士

兵结成的一个组织。他们既反对波罗的海诸国和上西里西亚的“外

—７６—

① Ｆ．Ｃ．Ｗｅｉｓｋｏｐｆ，‘ＬｉｅｂｅｓｄｉｅｎｓｔｕｎｄＬｏｂｇｅｓａｎｇ．Ｚｕ ＨａｎｎｓＪｏｈｓｔｓ
Ｓｃｈａｕｓｐｉｅｌ“Ｓｃｈｌａｇｅｔｅｒ”’，Ｎｅｕ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Ｂｌｔｔｅｒ，ｖｏｌ．１ （１９３３ １９３４）
（ｒｅｐｒｉｎｔＢｅｒｌｉｎ，１９７４），ｐ．３１５．Ｓｅｅａｌｓｏ Ｍａｎｆｒｅｄ Ｆｒａｎｋｅ，ＡｌｂｅｒｔＬｅｏ
Ｓｃｈｌａｇｅｔｅｒ．ＺｕｍＭｙｔｈｏｓｅｉｎｅｓＨｅｌｄｅｎ（Ｃｏｌｏｇｎｅ，１９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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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敌人”，也反对“内部敌人”。在１９２１到１９２２年间，只要有起义工

人需要镇压，他们都自愿效命。施莱格特参加了针对法国人的破坏

活动，带领“艾森小组”（ＥｓｓｅｎＧｒｏｕｐ）炸毁了一座铁路桥，杀死了数

名法国士兵。他被法国人俘获，受到了军事法庭的审判，被判犯有

间谍罪和破坏罪，遭处决。看样子在德国人的小组中存在着叛徒是

没有疑问的。然而不仅施莱格特会被自己的同伙出卖，他本人为免

受皮肉之苦也差一点儿出卖同伙。无需证明，此剧对背叛的探讨是

浮光掠影的。事实很明显，从当时的反应看，魏玛共和国的各个方

面都需要一位“民族英雄”，虽然施莱格特这样的凡夫俗子并不合要

求，但也只能勉为其难了。拉德克（Ｒａｄｅｋ）在一次讲演中颂扬民族

主义的英烈，由此引出了所谓的“施莱格特政策”，要把共产党和民

族派联合起来，共同与法国人战斗。此时，魏玛共和国面临着共产

党和右翼民族主义者令人难以置信的联盟的挑战。政治的混乱和

政党的投机本是魏玛共和国的普遍现象，然而，“共产党和民族党拥

有共同的政纲，为同一种报纸写文章，乃至互相恭维的奇怪现象”所

引起的大混乱确实是前所未有的。① 拉德克所要做的是，针对彻底

解决经济和政治问题的民族主义主张所引起的工人思想混乱做出

有效的反应。并不只是纯朴的劳动人民或没有远见的共产党政治

家要把施莱格特看作某种民族救星，从当时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
弗雷堡大 学 校 长 马 丁·海 德 格 尔 的 行 为 中 也 可 看 出 这 种 想 法。

１９３３年５月２６日，他在自己所在的大学纪念施莱格特被处决十周

年的礼拜上发表过演说。在这一片狂热的颂扬声中，人们开始理解

施莱格特在自己的时代就变成神话般的民族英雄的某种原因。与

施莱格特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事件是１９２３年春季鲁尔山谷的被占

领，法国军队（其中还有有色人种）由此踏上了神圣的德国土地。共

和派政府对此一事件的反应只是主张消极抵抗；而施莱格特的民族

主义组织则采取了较为激烈的行动。剧作者把施莱格特个人的死

—８６—

① ＷａｒｒｅｎＬｅｒｎｅｒ，ＫａｒｌＲａｄｅｋ．ＴｈｅＬａｓ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ｆ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１９７０），ｐｐ．１２０ 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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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国家社会主义的兴起以及日耳曼民族新时代的到来联系在一起。
约斯特利用时间相隔不远的一个著名历史人物，采用戏剧形式

成功地表现了纳粹党的夺权斗争。他再现了这场斗争，并富有成效

地宣扬了法西斯运动自开展以来一直大张旗鼓地、经常是狂暴地宣

扬的主张。激 励 这 些 人 的 信 念 和 精 神 在 此 剧 中 得 到 了 戏 剧 化 的

表达。①

约斯特本人把他这部剧作说成是一部“正剧”（Ｓｃｈａｕｓｐｉｅｌ），意

思或许是，尽管主人公死了，情绪却不悲伤；正相反，那种吸引观众

的开放式结尾显然意在指出一种更伟大、更光荣的未来。该剧剧情

发生在一次世界大战后，背景是涉及面很广的一户中产阶级家庭的

内部生活。大学、政界和军界都在其中有代表，但工人、外国人及其

他人则被排除在外。也没有法官或司法部门的官员，———剧中没有

表现对施莱格特的审判。剧中的任何冲突都被表现为产生于德国

共和国内部，而不是由外来敌人引起的。第一幕中，施莱格特这位

归来 的 战 士 被 表 现 得 像 一 位 学 生。他 的 语 言 风 格 是“女 性 化”
（Ｓａｃｈｌｉｃｈ）的，体现了魏玛共和国时期后表现派的语言特色。他的

台词有很多是士兵、学生的俚语，因而机智、火暴、口语化。具有重

要意义的是，若不是出于对德国目前危险处境极端负责的态度，施

莱格特本打算要学簿记和经济学。这两门课程暴露了他内心深处

的怀疑。他的同伙、飞行家、教授之子弗里德里希·台尔曼以反理

性的面目出现。他有一句台词充分暴露了国社党的心理：“我一听

到‘文化’这个词就要 掏 枪。”②此 后，各 位 政 治 领 袖 都 曾 用 过 这 句

话。台尔曼实际 上 不 只 是 讨 厌“文 化”，也 讨 厌 所 有 的 抽 象 概 念，
特别是诸如自由、平等、博爱一 类 的 观 念。在 结 尾 处，正 是 施 莱 格

特这位“第三帝 国 的 第 一 位 战 士”为 了 他 所 挚 爱 的 祖 国 做 出 了 最

—９６—

①

②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Ｋｅｍｍｌｅｒ，‘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ｉｎＤｒａｍａ’，
ｕ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ＰｈＤｔｈｅｓｉ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９７３，ｐ．７４．

他实际上说的是：“我松开了勃郎宁手枪的安全栓。”相比之下不 够 精

练。———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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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牺牲。带有幻觉色 彩 的 最 后 一 个 场 景 表 明 了 施 莱 格 特 的 象

征地位。他双手被绑在 背 后，“好 像 把 整 个 世 界 都 背 在 身 上。”灯

光效果和音响效果又加强了 这 种 印 象。施 莱 格 特 此 时 背 对 观 众，
狂叫道：

“德国！

最后一句话！一个愿望！一项命令！

德国！！！

醒来吧！爆发吧！！！

燃烧吧！熊熊燃烧吧！”

约斯特在这里抛开了正常的散文语言，而标点符号的用法则表

明这段狂热的台词具有表现主义的性质。施莱格特最后这段话说

的不仅是一种愿望，也是一种命令。同时，行刑队长的开枪命令配

合了他要在德国燃起大火的狂叫。同样富有深意和象征性的是，枪
中射出的闪光穿过施莱格特的心脏，划破剧场的黑暗，照亮并震撼

了观众。剧终时，那些杀死施莱格特的人获胜的情景将带来德国的

最终胜利，而施莱格特的死将带来德国的觉醒。
从这里对约 斯 特 此 剧 结 尾 的 描 述 不 难 看 出 作 者 的 创 作 意 图。

约斯特发展了开放式结局的理论，把观众变成了戏剧的内在组成部

分。按照这一理论，观众应当放弃他们隔岸观火的身份，积极参与

到剧情中。这种手法正与布莱希特后期的“间离效果”理论相对立。
但我们也能看出来，这并不意味着此剧以发布党的政治口号、指示

事业方向为指归。它并不是那种粗制滥造的宣传品。相反，这部戏

依靠其形式方面的成就，讲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它不是诉诸理性

或逻辑，而是诉诸“深层”的灵魂，引发行动的力量。此剧变成了一

种向观众传达主人公心态的“体验”。

我们需要的戏剧是一种体验的戏剧。只有 这 种 戏 剧 才 能

超越舞台上的手势、舞蹈和动作；只有这种戏剧才能在形式上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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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对群众情感的宗教仪式化的表现。①

现在的问题是，约斯特对他所表达的东西究竟有多大程度的信仰？

Ｆ·Ｃ·维斯特科普夫对此心存疑问：

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者，虽然正是这种机会主义

才使他得以创作 出 这 样 一 种 文 学 作 品：它 效 忠 国 社 党 的 基 本

原则；把感情置于理智之上；把云遮雾罩的词藻置于清晰的概

念之上；把血性置于理解的智慧之上。②

这样的反应可以理解，但并不公允，因为约斯特相信他所做的事情

是无可怀疑的。他的自白性作品《我相信》（ＩＢｅｌｉｅｖｅ）表明，他试图

建立一种把戏剧当作宗教仪式，当作集团和民族体验的系统理论。
他长达数年的创 作 历 程 是 由 表 现 主 义 开 始，然 后 逐 步 退 回 到 古 希

腊、狂飙突进戏剧和克莱斯特，以求确立一种统一却又保守的“克己

气质”，在《施莱格特》这类英雄性、神秘性的戏剧中达到了高峰。然

而事实上他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他企图超越自然主义，创造一种比

生活更加广阔的戏剧。然而他的剧作只是自然主义对白和象征主

义意图的古怪混合。他企图超越理性达到神话，但他的剧作在否定

逻辑的同时仍是由一个接一个的辩论场景组成。他企图创造一种

在隐喻性动作中达到高潮的戏剧，但他的剧作却否定了一切文化和

一切理论。约斯特指责魏玛共和国的戏剧忽略了英雄，是文化布尔

什维主义，但他的按照传统结构方式构思的四幕剧也没能塑造出一

位洞悉命 运、行 为 可 信 的 传 统 型 英 雄。相 反，施 莱 格 特 是 出 奇 地

被动：

—１７—

①

②

Ｅ．Ｗ．Ｍｌｌｅｒ，‘Ｗａｎｄｌｕｎｇｅｎｄｅｓ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Ｔｈｅａｔｅｒｓ’，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ｅ
ｕｎｄＡｕｓｌａｎｄ，ｖｏｌ．１３（１９３５），ｐ．４８．

Ｆ．Ｃ．Ｗｅｉｓｋｏｐｆ，‘Ｌｉｅｂｅｓｄｉｅｎｓｔｕｎｄ Ｌｏｂｇｅｓａｎｇ’，Ｎｅｕ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Ｂｌｔｔｅｒ，ｖｏｌ．１，ｎｏｓ．１ ６（１９３３ １９３４）（ｒｅｐｒｉｎｔＢｅｒｌｉｎ，１９７４），ｐ．３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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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就要确立某种东西；约斯特的施莱格特形象并非

真正的戏剧英雄，因为此剧在想象方面太消极了（最后一晚“人

民舞台”的演出自然会使人联想到《弗洛里安·吉耶》）。此剧

的实际动作也是在剧作以外发展，我们体验到的只是情感和智

力的宣泄。①

这部戏远算不上是伟大的作品（即使国社党批评家也认识到它

有许多缺陷）。但它在许多方面具有代表性。这不仅指它揭示了某

些表现主义者由左派转向右派、由和平主义转向为前线战士歌功颂

德的事实，也指它表明了表现派知识分子对于牺牲和归属的非政治

性灵感是怎样被魏玛共和国的挫折引入文化自杀的。此剧既是那

一时期德国历史的写照，同时又不幸地以文学形式表明，国家社会

主义可以利用、歪曲、玩弄理想主义的思想传统，使之完全走向自己

的反面。②

—２７—

①

②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ＢａｃｈｍａｎｎｉｎＧｅｒｍａｎｉａ，Ｂｅｒｌｉｎ，ｑｕｏｔｅｄｆｒｏｍ ＤｒＲｉｃｈａｒｄ
Ｅｌｓｎｅｒ（ｅｄ．），Ｄａｓ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Ｄｒａｍａｉｎ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ｕ．Ｇｅｇｅｎｗａｒｔ （Ｂｅｒｌｉｎ，
ｔ９３３），ｐ．２６１．

Ｆ．Ｎ．Ｍｅｎｎｅｍｅｉｅｒ，Ｍｏｄｅｒｎｅｓ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ｓＤｒａｍａ，ｖｏｌ．２（ＵＴＢ４２５，
Ｍｕｎｉｃｈ，１９７５），ｐ．１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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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德国境内的德国文学（１９３３—１９４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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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家社会主义有关的“文化”活动，没有一件像１９３３年５月

１０日的焚书行动那样立刻遭到了全世界的同声谴责。法国诺贝尔

文学 奖 获 得 者 罗 曼·罗 兰 写 了 一 封 致 科 尔 纳·泽 滕（Ｋｌｎｅｒ
Ｚｅｉｔｕｎｇ）的公开信。他作为德国文化和理想主义的崇拜者，谴责德

国当局所谓的“自我净化行动”（ａｕｔｏｄａｆé）是顽童行径。鲁道夫·

Ｇ·宾丁（ＲｕｄｏｌｆＧＢｉｎｄｉｎｇ）写了一封复信，题目是《一个德国人对

世界的答复》。在伦敦，Ｈ·Ｇ·威尔士组织了一个“遭焚图书之友

会”（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ＦｒｉｅｎｄｓｏｆｔｈｅＢｕｒｎｅｄＢｏｏｋｓ）。巴黎建立起一家“德
国遭焚书籍自由图书馆”。这个根除“非日耳曼思想”的行动预示了

新政权的野蛮 残 忍 的 性 质。事 实 很 快 证 实 了 海 涅 在《阿 尔 曼 索》
（Ａｌｍａｎｓｏｒ）中的那段著名的话，其大意是：从烧书到烧人只有一步

之遥。所有的大学都可以见到焚书的仪式。使用“ａｕｔｏｄａｆé”一词

显然 是 意 在 让 人 们 记 起 马 德 里 宗 教 裁 判 所１６３４年 采 取 的 焚 书 行

动，同时也使人联想到路德焚烧罗马教皇训谕的行动。选择４月１２
日，像搞宗教仪式似的张贴了十二篇《反对非日耳曼思想》的文章，
似乎也是有意模仿历史上路德的先例。研究者们还指出了在德国

文化 史 上 发 生 的 另 一 起 焚 书 事 件，即 １８１７ 年 的 瓦 特 堡 庆 典

（ＷａｒｔｂｕｒｇＦｅｓｔｉｖａｌ，指１８１７年耶拿大学学生举办的纪念马丁·路

德的宗教改革三百周年和莱比锡民族战争四周年的庆典。庆典中

焚烧了许多象征专制政权的图书、徽记。———译者注）。当然，焚书

和清除知识界的反对派在德国并非新鲜事儿。在魏玛共和国，某些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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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认为不合国教的作家和社团就碰到了大量麻烦，出现了许多对左

翼分子 与 和 平 主 义 者 进 行 审 判 的 著 名 案 件，对 异 端 著 作（Ｌéｓｅ
ｍａｊｅｓｔé）、侦探文学（透 露 了 德 国 重 整 军 备 的 情 况）、色 情 文 学 的 制

裁尤厉。不同之处在于这一次的行动更加严厉，更加全面，种族主

义色彩更浓重，一切反对派均在清除之列。希特勒于１９３３年１月

３０日甫任首相，几项旨在全面控制文学出版物的法案就被通过。２
月２８日通过的《国家防卫法》彻底废止了所有宪法权力，特别禁止

一切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规定要把这类著作从书店和图书馆清除出

去。不过，旨在全面查禁所有犹太作家及其著作，并把其他作家、出
版家、书商和图书馆职员置于国家控制之下的《设立帝国文化部法

案》和《保护日耳曼血统和日耳曼荣誉法案》却迟至１９３３年９月方

生效。这一阶段除了需要行政措施之外，还需要更充分地显示民心

亦同意国社党控制文学，以求保持一种合法的外貌。纳粹需要的是

一种人民意志的“自发”表达。人民所要求的就是清除非日耳曼的

作品，立法机关不过是把这种既存的要求法律化。这是经过精心策

划的。尽管表面看来，行动具有自发的性质，实际上都是有计划、有
预谋的。魏玛共和国的德国大学是民族主义及保守主义思想观念

的温床：

年轻一代发现“人民哲学”（ｖｌｋｉｓｃｈ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富有“青春

活力”，比民族自由的意识形态更富现代色彩。在他们看来，采
取社会制约措施是革命性的淬火。他们在这里没有把这个词

从贬义角度理解为“资产阶级”的词汇，意味着颟顸、狭隘、利欲

熏心，———节制和理性在政治中早已被废弃。①

这 一 特 别 “行 动 ”由 “德 国 大 学 生 总 会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ｅｎｓｃｈａｆｔ）执行。这个 组 织 从 它 于１９１９年 创 立 之 日 起 便 带

—６７—

①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Ｚｏｒｎ，‘Ｓｔｕｄｅｎｔ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ｉｎｔｈｅＷｅｉｍａｒ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Ｈｉｓｔｏｒｙ，ｖｏｌ．５，ｎｏ．１（１９７０），ｐｐ．１１２ １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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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反闪族和保守的倾向。① 有一个特 殊 的 机 构 通 过 在 全 国 各 大 院

校散发用直露的纳粹语言写成的传单，来宣传采取共同的行动。这

次行动被称作一次“大扫荡”（Ｓｕｂｅｒｕｎｇ），这是“清扫”、“清除”等意

思的纳粹提法。首要目标是犹太人的作品和“有毒”的作品，意图就

是通过清除、焚烧、列黑名单等手段实行控制。此外还有一个明显

的意图，就是把焚烧“不合需要的”和“有害的”文学作品同用法西斯

路线整饬大学密切结合起来，其中包括清除不肯合作的教职员，尤

其是那些犹太教职员。这场从１９３３年４月１２日到５月３０日做准

备的运动的公开说法是一场启蒙运动。这场运动自然也被说成是

抵制犹太思想。据说这种犹太思想散布了大量难以描述的有关新

德国的吓人的谣言。把事实（尤其是当事实真相是由国外传来的时

候）说成是吓人的谣言后来也成为纳粹的惯用伎俩。学生中的官方

代表就是如此行事。他们声称他们面对这种“吓人的谣言”不能只

是平静地抗议，而是必须采取能把人们的思想和注意力引导到已被

犹太人玷污的日耳曼的基本价值观上来的行动方式。这种“行动”
不仅要燃起焚书的火堆，还要让学生们张挂出那十二篇论文。事件

发生期间，那种在大学除燃起火堆外再竖起一根“耻辱柱”的计划完

全失败，张挂出来的论文也没有人认真阅读。仔细研究会发现，这

十二篇论文并非同样重要，某些文章委实差不多是废话连篇，不过

列出的书单的基本指向还是明确的。文学要清一色地日耳曼化，要
彻底清除一切外来因素，尤其是犹太因素。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

堕落思想受到讨伐。更进一步的措施是，高等院校将只保留日耳曼

学生和日耳曼教职员。第七篇论文提出了未来行动的一个关键，这
就是把非日耳曼的书籍从图书馆和书店中清除出去。有时在焚书

—７７—

① Ｈａｎｓ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Ｓｔｒｔｚ， ‘Ｄｉ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ｉｓｃｈｅ “Ａｋｔｉｏｎ ｗｉｄｅｒ ｄｅｎ
ｕ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Ｇｅｉｓｔ”ｉｍＦｒüｈｊａｈｒ１９３３’，ＶｉｅｒｔｅｌｊａｈｒｓｈｅｆｔｅｆüｒＺｅｉｔ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ｖｏｌ．１６．ｎｏ．４ （１９６８），ｐｐ．３４７ ３７２；ＤｅｉｔｒｉｃｈＡｉｇｎｅｒ，‘ＤｉｅＩｎｄｉｚｉｅｒｕｎｇ
“ｓｃｈｄｌｉｃｈｅｎｕｎｄｕｎｅｒｗüｎｓｃｈｔｅｎＳｃｈｒｉｆｔｕｍｓ”ｉｍＤｒｉｔｔｅｎＲｅｉｃｈ’，Ａｒｃｈｉｖｆüｒ
ｄｉｅ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ｓＢｕｃｈｗｅｓｅｎｓ，ｖｏｌ．１１（１９７１），ｐｐ．９３３ １０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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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仪式开始之前，被焚图书的名单即开始出现于报纸上和存有这些

应被烧毁的图书的其他地方。从作者姓名拼写错误以及一些漏洞

和明显的差错可以看出，这些书单显然都是草草拟就的，但他们的

目标十分明确：除了所有众所周知的 犹 太 作 家 和 与 犹 太 人 有 联 系

的作家以外，还有那些与和平主义者、亲布尔什维克团体有关系的

作家。这种黑名单的存在立刻引出了它的对应物“白名单”，这是为

了满足书商和图书馆职员（更不用提作者本人了）了解他们是否得

到恩准的需要而开列的。焚书仪式的安排经过了周密的计划，但从

实际情况看，对于应焚图书的标准考虑得很不周全。既然是“自我

净化”（ａｕｔｏｄａｆé）那就应该是一场自发的行动，事前拿出仔细准备

的名单就不对头了。不过人民的意志被激发起来之后，这些不利影

响会被政府系统彻底消除。
自发的行动开始实施了。自１９３３年４月２６日 开 始 后 的 数 天

内，报纸开始报道学生没收书店和图书馆的书。在某些行动中，学

生们为了保 证 不 遇 到 抵 抗，都 穿 着 冲 锋 队 的 制 服 去 没 收 书。１９３３
年５月１０日，在所有大学的校园里，学生、教授和大批群众聚集起

来参加官方的焚书仪式。下雨也未打断仪式的进行。图书被搬出

来焚烧。在柏林是放在家具搬运车上烧；在法兰克福是放在牛车上

烧。据报纸报道，柏林的焚书活动格外热闹，充满节日气氛。在大

多数地方，学生、教授和纳粹党官员都在集会上发表了演讲。在柏

林，第 一 位 纳 粹 政 治 教 育 教 授 阿 尔 弗 莱 德 · 鲍 姆 勒 （Ａｌｆｒｅｄ
Ｂａｕｍｌｅｒ）发表完就职演说后直接带领大批学生去参加焚书。在波

恩，纳粹文化部长鲁斯特（Ｒｕｓｔ）和德国文学教授汉斯·诺曼（Ｈａｎｓ
Ｎａｕｍａｎｎ）先后向群众发表演讲。① 在 哥 廷 根，新 选 出 来 的 教 区 长

和德国文学专家格哈德·弗里克（ＧｅｒｈａｒｄＦｒｉｃｋｅ）对着人群大放厥

词。其他大多数大学都有这一类的演讲和演讲人。从这所谓的“自

发事件”所具有的戏剧性、矫饰性可以看出，焚书行动经过了刻意排

—８７—

① ＳｅｅＨａｎｓＮａｕｍａｎｎ，ＷａｎｄｌｕｎｇｕｎｄＥｒＦüｌｌｕｎｇ．ＲｅｄｅｎｕｎｄＡｕｆｓｔｚｅ
ｚｕｒｇｅｒｍａｎｉｓｃｈ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Ｇｅｉｓｔｅｓｇｇ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１９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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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在烧书过程 中，冲 锋 队 和 党 卫 军 乐 队 演 奏 了 德 国 民 歌 和 进 行

曲；接着九个学生代表分别守住九类图书的书堆，一边往火里扔书，
一边说着煽动人心的话：

第一个发言者：反对阶级斗争和唯物主义，捍卫民族共同

体和理想主义！我把马克思和考茨基的书付之一炬。
第二个发言者：反 对 堕 落 和 道 德 败 坏，捍 卫 纪 律 和 家 庭、

国家的伦理！我把海因里希·曼、恩斯特·格莱瑟和艾里希·
卡斯特纳的书付之一炬。

第三个发言者：反对政治冷淡和政治背叛，拥护为民族和

国家献身！我把和平主义者弗里德里希·威廉姆·福尔斯特

的书付之一炬。
第四个发言者：反 对 依 据 害 人 的 精 神 分 析 学 夸 大 无 意 识

冲动的意义，捍卫人类灵魂的尊严！我把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的书付之一炬。
第五个发言者：反 对 伪 造 我 们 的 历 史，玷 污 历 史 伟 人，捍

卫我们往昔的尊严！我把艾米尔·路德维格和沃纳·黑格曼

的书付之一炬。
第六个发言者：反 对 犹 太 人 的、民 主 化 的 新 闻 主 义，捍 卫

在国家重建工作中的精诚合作！我把西奥多·沃尔夫和格奥

尔格·波恩哈德的书付之一炬。
第七个发言者：反对文学出卖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士兵，

捍卫相互信任的精神对人民的教育！我把艾里希·马里亚·
雷马克的书付之一炬。

第八个发言者：反对肆意诋毁我们德国的语言，捍卫对人

民最宝贵财富的培育！我把阿尔弗雷德·科尔的书付之一炬。
第九个发言者：反对卑鄙无耻和狂妄自大，捍卫对我们不

朽的日耳曼民族精神的敬畏和尊重！大火，把图邵尔斯基和奥

塞斯基的书吞掉吧！

—９７—



纳 粹 德 国 文 学 史

整个国家都要认清这种动向的重要意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电台、电影、录音部门及其他现代传播媒体所能提供的一切宣传渠

道都被利用起来。这样，那些未到焚烧现场的人也能够一遍又一遍

地听到宣布者的声音，听到那些作家的名字和把他们的著作付之一

炬的原因；听到部长发表的演讲、经过排练的合唱、戈培尔博士的演

说，还有由阿诺·帕东（ＡｒｎｏＰａｒｄｕｎ）谱曲的、颇具煽动力的歌 曲

《人民，拿起武器》。《人民，拿起武器》中有这样的歌词：

人民被奴役、被欺骗，熬过了多少 年。叛 徒 和 犹 太 人 坐 享

其成，他们要求大家做出牺牲。领袖诞生在人民中间，他 领 导

我们，把对德国的信仰和希望带给我们。人 民，拿 起 武 器！为

了希特勒，为了自由，为了工作，为 了 面 包。德 国，觉 醒 吧！死

亡属于犹太佬！人民，拿起武器！人民，拿起武器！

戈培尔来到话筒前说道：

同学们，德国的男人们和女人们！犹太人的极端理性主义

时代已经结束。日耳曼革命的成功重新把日耳曼人的灵魂引

领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在今晚这样一个时刻，你们把以往的

异端邪说抛到火里，你们做得很对！这是强大、伟大并 且 具 有

象征意义的行动。这个行动在全世界面前证实了十一月共和

国已 经 消 失 了 的 事 实。从 这 些 灰 烬 中 将 飞 出 新 灵 魂 的 凤

凰……让我们 映 着 火 光 宣 誓：帝 国、民 族、我 们 的 元 首 阿 道

夫·希特勒，万岁！万岁！万岁！

在德国国内似乎没有人反对这次毁灭“非日耳曼”文学和思想

的行动。要与纳粹较量几乎是不可能的。此外这次行动的登台和

安排不仅像是一场戏，也表明了纳粹通常是把可接受的观点与不可

接受的观点混合在一起。谁不反对堕落和道德败坏呢？谁不拥护

纪律及家庭、国家的伦理道德呢？谁不反对政治冷淡和背叛？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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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民族共同体”及理想主义可以抵御闹分裂的阶级斗争；英勇

的前线战士常常被树立为反对可恶的和平主义的理想典范。民族

主义者如汉斯·约斯特之流认为这样的行动完全正确是不足为奇

的。正如他看到的那样，国社党的革命不会只是局限于文学创作的

书桌上，取得政权后最紧迫的任务之一就是对德国文学进行一次彻

底的大改造，把不符合要求的货色从中清除出去。他所期待的“清

除”的确发生了。所有属于行业工会的阅览室、所有公共图书馆都

遭到搜查。所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学作品都被撤掉。照戈

培尔在“自我净化行动”中的讲话的说法，焚书的目标是通过一个有

象征意义的大动作表明十一月共和国的思想基础已被摧毁。在他

看来，新精神的凤凰将从废墟中胜利地飞出，这将显示出新的革命

者们不仅在摧毁旧价值观上是伟大的，在创造新价值观上也同样伟

大。这样的意图是否得到令人满意的实现尚需等一段时间才能看出

来。而清除行动的直接结果是把从各图书馆清理出来的图书进行登

记，开列出第一份“官方”黑名单，登在《交易简报》（Ｂｒｓｅｎｂｌａｔｔ）上。①

别的黑名单也很快开出来，涉及到政治、社会科学、历史等领域。这

些黑名单都是定期公布。新的国社党政府具有创造庞大的官僚机

构的能力，它用这种能力及时消除了德国的传统文化权威赖以生存

的基础（Ｌｎｄｅｒ），对文学实行了集中控制，以求把文学变成捍卫雅

利安种族、增强民族弹性的利器。第八部（即宣传部）和其他十四个

部一样，也是于１９３３年３月１３日成立，直接受戈培尔博士的领导。
这是控制文学的 唯 一 内 阁 机 构，也 是 这 一 领 域 最 有 势 力 的 纳 粹 组

织，远超过其他组织。帝国文学院（Ｒｅｉｃｈｓｓｃｈｒｉｆｔｔｕｍｓｋａｍｍｅｒ，缩写

ＲＳＫ）是帝国文化院（Ｒｅｉｃｈｓｋｕｌｔｕｒｋａｍｍｅｒ，缩写ＲＫＫ）的七个部门

之一；其他部门负责另外一些文化形式，如音乐等。帝国文化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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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戈培尔于１９３３年１１月建立的，其职能是控制文化生产的各个门

类。实际上这就意味着每个文化人都是文化院的成员，否则他就不

可能、也没有权利从事自己的专业。戈培尔建立帝国文化院是直接

受命于希特勒，目的是让文化活动发挥为国服务的作用，因而他们

把政治任务直接派给艺术家。文化院自然把犹太人排除在外。图

书贸易行业的专业组织“德国图书贸易 协 会”（Ｂｒｓｅｎｖｅｒｅｉｎｆüｒｄｅ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Ｂｕｃｈｈａｎｄｅｌ）和帝国日耳曼作家协会被迫加入了帝国文

化院。不过另外还有一个监督文学的机构———公 共 图 书 馆 局。实

际上对文学的改造分三个阶段完成：
（１）１９３３年前的斗争阶段，这一阶段主张种族主义的纳粹作家

用沙文主义和反闪族的主张与民主文学抗衡；
（２）从１９３３年 到１９３６年 使 用 国 家 机 器 进 行 整 肃 和 控 制 的

阶段；
（３）１９３６年以后是完全纳粹化的阶段。
就纳粹党的机构（有别于政府部门）而言，最重要的组织是帝国

德语 文 学 推 进 中 心 （ＲｅｉｃｈｓｓｔｅｌｌｅｚｕｒＦｒｄｅｒｕｎｇｄｅｓ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Ｓｃｈｒｉｆｔｔｕｍｓ）。这个组织在纳粹的政府和党的机构中最 为 庞 大，有

一个时期能直接与戈培尔的宣传部抗衡。这一组织的基础在魏玛

共和 国 时 期 就 打 好 了。当 时 的“德 国 文 化 战 士 会”（Ｆｉｇｈｔｅｒｆｏｒ
ＧｅｒｍａｎＣｕｌｔｕｒｅ）努力要促成表面上超越党派界限的、反现代化、反

理性、反民主力量的联合。该组织建立于１９２９年，由阿尔弗雷德·
罗森堡（Ａｌｆｒｅｄ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领导。加入该组织的除了一批国社党的

艺术家、作家、记者和学者外，还有来自“乡土文艺”（Ｈｅｉｍａｔｋｕｎｓｔ）
运动、民族党、极端保守派、泛日耳 曼 种 族 主 义 等 德 国 文 化 派 别 的

人物。原德国文化战士 会 的 宗 旨 可 以 从 它 会 章 的 第 一 段 清 楚 地

看出：

在最近德国文化的衰退中，德国文化战士会确定了它自己

的目标，这就是保卫德国基本的价值准则，加强德国文化生活

的种族特性。战士会的另一目标是启发德国人民认识种族、文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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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科学之间的联系，认识道德和思想的价值。

罗森堡因于１９３０年出版《二十世纪的神话》一书而声誉鹊起。
但在戈培尔明星般冉冉上升时，他 在 文 化 界 的 影 响 却 每 况 愈 下。①

罗森堡在他的组织建立的最初阶段是炙手可热的宗师，手下有二十

八个分部，雇用了一大批资历颇深的职员。一般说来，从１９３３年到

１９４５年在德国出版的书没有一本未经罗森堡的专家审查过。我们

在读到后面有关文学界的抵抗派和国内流亡派的内容时应切记这

一事实。还应当记住，在对对手和政府的敌人 进 行 压 迫 和 清 除 的

初级阶段过去之 后，这 家 官 方 机 器 的 目 标 就 不 仅 是 钳 制 文 学、肃

清不合需要的东西，还要“推动”文 学“发 展”。罗 森 堡 是 臭 名 昭 著

的排犹主义者，对于他所感受 到 的 都 市 文 学 的 堕 落 恨 之 入 骨。另

一方面对 德 国 民 族 传 统 类 型 的 文 学 作 品，他 的 组 织 却 全 力 予 以

支持。
除了罗 森 堡 的 组 织 外，还 要 提 到 国 社 党 监 察 委 员 会（Ｐａｒｔｅ

ｉａｍｔｌｉｃｈｅＰｒüｆｕｎｇｓｋ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缩写为ＰＰＫ）。这个机构的职能完

全不一样。罗森堡的组织尚且自认负有推动文学发展的责任。而

帝国监察大员保勒（ＲｅｉｃｈｓｌｅｉｔｅｒＢｏｕｈｌｅｒ）领导下的监察委员会的使

命则是整理党的方针政策。这一机构要做的事情是检查党的哲学

和政治出版物，以消除在意识形态方面可能产生的误解。此外它还

要编辑一份纳粹党的资料目录，检查所有的学术出版物和教科书，
以确认国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得到了不折不扣且充分有力的体

现。所有的国社党机构之间都存在明争暗斗，所以保勒和监察委员

会与戈培尔越来越近乎，也越来越得志；与此同时，罗森堡的光彩却

暗淡下来。② 这种情况十分 寻 常。纳 粹 政 府 中 涉 及 文 学 的 部 门 有

—３８—

①

②

ＲｏｂｅｒｔＣｅｃｉｌ，ＴｈｅＭｙｔｈｏｆｔｈｅＭａｓｔｅｒＲａｃｅ，Ａｌｆｒｅｄ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ａｎｄ
Ｎａｚｉ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Ｌｏｎｄｏｎ，１９７２）．

保勒一直都很有权势。１９４５年被美军俘虏后在达豪集中营附近服毒

自杀。———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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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但没有一个在势力上堪与戈培尔、罗森堡和保勒的机构抗衡，
虽然他们在党的组织结构中和控制意识形态的工作中各有其方向，
如帝国青年会、国家社会主义教师会都是控制图书的组织。进行控

制的目的是 实 现“转 向”（Ｇｌｅｉｃｈｓｃｈａｌｔｕｎｇ），或 如 希 特 勒 在《我 的 奋

斗》一书中所表述的那样：“所有的观念和所有的思想、所有的理论

和所有的知识都必须服从这个目标。从这一观点看，一切都应受到

审查，都应为这一目标所用。”要实现这一设想，需动用一切可能的

手段，要强迫每个人都成为帝国文学院的成员；要禁止一切不合要

求的作家从事创作；既要搞事前审查，也要搞事后审查；要操控纸张

的供应；要对进、出口进行管制；要控制出版社；要编出禁书书目和

非禁书书目；要进行宣传、广造舆论；要禁止批评，等等。作家、出版

商、书商、图书馆员受到了同样严格的控制。那些特别富于创新精

神的作家都是出名的不可捉摸、难以信赖，要让他们明白自己在新

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必要时可采用强制手段。希特勒在《我的奋斗》
一书中把自己说成是第三帝国的第一位艺术家。新作家们也要像

他那样同时成为教育家、战士、宣传家和新信仰的捍卫者。作家们

被强迫变成 新 帝 国 的 前 线 士 兵、精 神 战 士。与 过 去 的 分 裂 是 彻 底

的：德国再也不是一块不会 加 害 于 作 家 和 思 想 家 的 国 土 了。这 块

国土要保卫的是它自己。首要任务是要肃清犹太人和同情犹太分

子，以及主张世界大同的文化布尔什维主义者。希特勒也斥骂他不

喜欢的旧德国的代表是江湖骗子、疯子、文痞、侏儒和结巴。罗森堡

也骂他们是艺术的杂种、思想的梅毒、狗娘养的毒品瘾君子。一旦

把这些令人讨厌的寄生虫、政治叛徒和机会主义者清除掉，与新德

国相适应的新文学的道路就畅通无阻了。堕落的外国人可以根据

政府对德国作家的所作所为和公众焚烧图书事件而断定新德国是

野蛮的，新政府所做的一切可以回答他们：新政府是比以前所有政

府都要好的艺术守护神。评奖和研讨会推动了图书的出版。戈培

尔的宣传部设立了国家图书和电影奖；甚至希特勒本人也出面设立

了国家艺术与科学奖。德国图书周、柏林图书周和魏玛的作家节把

推动图书出版的工作推向了高潮。然而无论是当时还是以后，这些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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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现象并未 骗 过 几 个 人。一 般 人 都 认 为，从１９３３年 到１９４５年

间，德国境内没有创作出任何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也不存在这种可

能。恩斯特·洛维（ＥｒｎｓｔＬｏｅｗｙ）是这样说的：“几乎没有一种文学

像纳粹时期的文学那样带有露骨的意识形态寓意……，人物只是时

代观念的传声筒。”对于这种观点我 们 不 可 不 细 察：我 们 除 了 要 看

到文学的质量，还应看到国社党 的 文 学 作 品 对 其 追 随 者 和 信 仰 者

可能具有的感召力。这里可以 假 设 存 在 着 真 正 的 纳 粹 分 子，他 真

诚地相信 希 特 勒、相 信 国 社 党。如 果 这 种 真 诚 的 信 仰 者 确 实 存

在，他们会写些什么东西？ 真 诚 的 信 仰 者 们 又 会 读 些 什 么？ 欣 赏

什么？①

表现主义时代是诗歌繁荣的时代。众多小型刊物一夜之间冒

出来，来自德国各地的诗人们兴高采烈地在这些刊物上享受战后的

新自由，发表他们的诗作。其中相当一批诗作属迷狂之作，不讲究

形式，废话连篇；某些诗作又极端讲究形式，晦涩难懂。然而伟大的

诗人也在各地涌现。不难想象，这段文学繁荣期也随着魏玛共和国

于１９３３年的终结而结束。事实是最好的回答。随着新领袖们宣布

新政权建立。诗歌的新时代也开始了。新时代号召诗人们扫除以

往时代的虚伪、难懂的诗歌，表达一种诗人和人民的新关系。新诗

人们以数量庞大的创作宣布自己的出现。他们的大作被印刷、被谱

成歌曲。这么多的东西都到哪里去了？全都无声无息地完全消失

了吗？是否这 些 货 色 都 主 要 是 一 种 虚 伪 哲 学 的 毫 无 价 值 的 表 达？

毫不奇怪，在纳粹时代的恐怖过去之后，要找出真正的纳粹诗歌的

样板很不容易，要获得对纳粹诗歌的总体印象也很困难。可以合理

地推断，纳粹文学都是些哗众取宠的货色；纳粹诗歌是对传统民谣

和自然派诗歌的粗劣模仿，又融合了“血与土”文学那种带着粗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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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ＦｏｒａｂｒｉｅｆｓｕｒｖｅｙｏｆＮ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ｅｓ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ｅｅＫｌａｕｓＶｏｎｄｕｎｇ，‘Ｄ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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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ｉｃｈ（Ｏｌｔｅｎｕ．Ｆｒｅｉｂｕｒｇ，１９６１）．ｐｐ．４４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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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感的渴望。赫尔曼·格 莱 塞（ＨｅｒｍａｎｎＧｌａｓｅｒ）①在 研 究 纳 粹 文

化时提供了这种吓人诗歌的一个范例：

在井栏上把长刀磨利，
用长刀刺进犹太人的身体，
血要淌得又稠又急。
我们对犹太共和国的自由

嗤之以鼻！

时候到了，该偿还宿债，
我们准备好大开杀戒。
顺着街灯柱把霍亨佐伦分子吊起来！

让狗儿们晃荡吧，
他们早晚得跌下来。
血必须涌流……
犹太会堂里吊起一头黑猪。
把手榴弹塞进议会大楼！

血必须涌流……
把婊子从御床上拖起来，
用犹太胖子给断头台上油。
血必须涌流。②

—６８—

①

②

ＳｅｅＧｅｏｒｇＷａｌｔｈｅｒＨｅｙｅｒ，ＤｉｅＦａｈｎｅｉｓｔｍｅｈｒａｌｓｄｅｒＴｏｄ，Ｌｉｅｄｅｒ
ｄｅｒＮａｚｉｚｅｔ（ＨｅｙｎｅＢｕｃｈ５８９０，Ｍｕｎｉｃｈ，１９８１）；Ｄｅ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Ｆａｓｃｈｉｓｍｕｓｉｎ
ｓｅｉｎｅｒＬｙｒｉｋｍｉｔ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ｅｎ．Ａｕｓｗａｈｌ（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ｅｄ．Ｈａｒｒｏ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
（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１９８１）．

ＨｅｌｍａｎｎＧｌａｓｅｒ，ＤａｓＤｒｉｔｔｅＲｅｉｃｈ，Ａｎｓｐｒｕｃｈｕｎｄ Ｗｉｒｋｌｉｃｈｋｅｉｔ
（ＦｒｅｉｂｕｒｇｉｍＢｒｅｉｓｇａｕ，１９６１），ｐ．９３，ｑｕｏｔｅｄｆｒｏｍＪｏｈａｎｎＮｅｕｈｕｓｌｅｒ，Ｋｒｅｕｚ
ｕｎｄＨａｋｅｎｋｒｅｕｚ （Ｍｕｎｉｃｈ，１９４６），ｐ．３１６．ＴｈｅＥｎｇｌｉｓ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Ｈｅｒｍａｎｎ
Ｇｌａｓｅｒ，Ｔｈ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ＲｏｏｔｓｏｆＮａｒｉｏｎ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Ｌｏｎｄｏｎ，１９７８）ｃｏｍｐａｒｅｓ
ｆａｖｏｕｒａｂｌｙｗｉｔｈＧｅｏｒｇｅＬ．ＭｏｓｓｅｓＮａｚ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ＮｅｗＹｏｒｋ，１９６６，１９８１），
ｗｈｉｃｈｉｓａ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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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类诗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真情实感，他们表达的只是国社党

的反闪族、蔑视议员选举、讨厌反动分子的思想立场。无论怎样，抒
情诗是被看作建立一个群众性政党的文化武器。这类诗的功能与

其说是吸引 人、不 如 说 是 胁 迫 人。一 个 读 者 必 须 能 理 解 高 贵 的 情

感。希特勒本人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样板。他有一段广为人知的话：
“我们的年轻人应该像皮革一样坚韧，像克虏伯的钢铁一样坚强，像猎

犬一样敏捷。”这是他最简明扼要、最常被引用的语录之一。这段语录

后来成为希特勒青年党的口号。希特勒的散文甚至也模仿荷尔德林

的诗歌风格。但是照奥洛威斯基（Ｏｒｌｏｗｓｋｉ）的看法，迪特里希·艾

卡特（ＤｉｅｔｒｉｃｈＥｃｋａｒｔ）的 诗 作《德 意 志 醒 来 吧！》（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ｅｒｗａｃｈｅ）已然包含 了 国 社 党 诗 歌 的 所 有 基 本 成 分。① 这 位 作 者 很

为希特勒赏识。他也是反闪族报纸《好德国人》（ＡｕｆｇｕｔＤｅｕｔｓｃｈ）
的创办者，还是《种族观察家报》的第一任编辑。希特勒曾把《我的

奋斗》题献给他。原诗有这样的诗句：

德国，快觉醒！

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

钟楼之间回荡着钟声，
敲吧！直到火星飞迸。
犹大要来把帝国占领。
敲吧！直到钟绳发红。
环顾四周，统统是火光、酷刑和杀戮。
暴风般的钟声回荡不停，
头顶炸响复仇和拯救的雷霆，
大地起伏不定！

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

—７８—

① ＨｕｂｅｒｔＯｒｌｏｗｓｋｉｓ‘ＤｉｅＨｅｒａｕｓｂｉｌｄｕｎｇｄｅｒｆａｓｃｈ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ｎ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ｉｎ
ｄｅｎＪａｈｒｅｎ１９２５ １９３３’．Ｓｔｕｄｉａ ＧｅｒｍａｎｉｃａＰｏｓｎａｎｉｅｎｓｉｎ，ｎｏ．２（１９７３），
ｐｐ．９９ １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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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祸已经降临，
人民仍酣睡不醒。
唤起青年、老人和儿童，
唤起卧室里的沉睡者，
从绣楼上唤下姑娘的丽影，
从摇篮边唤起母亲，
低沉的声音充满空中，
充满尖啸和复仇的雷声。
从坟墓里唤出死人，
德国，快觉醒！①

把这首诗看成是对过时的十九世纪诗风的拙劣模仿，或看成是意识

形态的诗化而不屑一顾是很容易的，但这样一来也就忽视了这首诗

的创作意图和影响。戈林在把那部可使纳粹党拥有控制全国权利

的《授权法案》（ＥｎａｂｌｉｎｇＬａｗ）提 交 国 会 讨 论 时 就 背 诵 了 这 首 诗。
这绝非无的放矢。他在背诗时让所有人都站起来。听到这种严肃

的发言等于被邀请参加一次大运动，也要放弃个人的自由而与民族

整体融合在一起。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首诗没涉及具体的时刻，
也没有可确定的历史时期，———相反，一切都普泛 化 了。暴 风 般 的

钟声为什么要响起？德国为什么酣睡不醒？谁是威胁祖国的敌人？

这些从诗中都找不到答案。当然诗中提到了犹大，暗示了外来的敌

人会是谁。《进攻》（Ｓｔｕｒｍ）是一种著名的表现主义期刊的名字，但

这首诗与表现主 义 风 马 牛 不 相 及，尽 管 诗 中 充 满 了 感 叹 句 和 感 叹

号。与表现主义诗歌正相反，诗中的意象极其有限、极其传统，音尺

也很规范、固定，虽然它也是既“简练”（ｍａｒｋｉｇ）且“雄壮”（ｚａｃｋｉｇ）。
诗的语言骚动不宁而又斩钉截铁，正与诗的主题吻合。该诗所运用

—８８—

① Ｆｒｏｍ ＤｉｅｔｒｉｃｈＥｃｋａｒｔ．ＥｉｎＶｅｒｍｃｈｔｎｉｓ，ｅｄｉｔｅｄａｎｄ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ｂｙ
Ａｌｆｒｅｄ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Ｍｕｎｉｃｈ，１９２８），ｐ．６６．Ｔｅｘｔａｎｄ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ｉｎＨａｒｔｕｎｇ，
‘Ｆａｓｃｈ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ｐｐ．１３５ｆ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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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双韵体（ｃｏｕｐｌｅｔ）也令读者感到自然、亲切。而韵体的似曾相识正

可以提供这首诗在文学史上传承关系的线索。作者很可能是有意

挑选 Ｗａｃｈｅ韵和Ｒａｃｈｅ韵来引人联想起德国政治史和诗歌史上那

个特别为新运动欣赏的时期，即从１８１１年到１８１３年间造成国家大

动乱的解放 战 争 时 期。１８１２年，阿 恩 德 特 写 下 了《祖 国 之 歌》。他

在《效忠国旗的 誓 言》一 诗 中，用 十 分 相 近 的 文 字 表 达 了 类 似 的 情

绪。西奥多·考纳（ＴｈｅｏｄｏｒＫｒｎｅｒ）采用了同一种 手 法，却 把 情 绪

变成祈使性的，“命令”德国醒来，与外国仇敌法兰西作战。不能仅

仅把艾卡特看成个平庸的模仿者，他是有意识使用这些文字激发起

文化、政治的联想。他的诗作的意识形态目标也很明确。德国巨人

正在沉睡，唤醒他需要大量的声响，因为帝国已被包围，四下里全是

“火光、酷刑和杀戮。”隆斯的《自卫的狼》描述了基本情势，———需要

唤起果敢的行动。只有全社会不分男女老幼团结成一个整体才能

拯救德国。为什么号召把国家从敌人的包围中拯救出来要与复仇

联系在一起？诗中没有讲清楚。早期阿恩德特的诗是用事业的正

义性解释复仇的必要性，但现在这种理性的解释已经过时，剩下的

只有仇恨和进犯的情感了。确实，诗的最后几句显得极端蛮横，达

到了疯狂的高潮，好像激起 了“条 顿 式 的 狂 怒”（ｆｕｒｏｒｔｅｕｔｏｎｉｃｕｓ），
甚至前朝死去的战士也要被招去参加复仇。重要之处还在于，诗人

清楚地指明，尽管有意识地模仿了过去的诗作，但他向今日德国这

块不再容人做浪漫之梦的土地表明的还是他自己的心迹，“灾难已

经降临，人民仍酣睡不醒！”在国家社会主义的抒情诗中，面对胜利

和彻底 的 失 败、毁 灭，必 须 选 择 其 中 之 一。这 些 就 是 克 特 尔 森

（Ｋｅｔｅｌｓｅｎ）所谓的“最后时刻的功课。”①诗中刻意把情绪的急切性

传达出来，意在暗示倘若德国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它就必然灭亡。
这些话及其他许多类似的话都是在纳粹党掌权之前写出来的，但以

后（尤其是战时）的纳粹诗歌仍在无休止地重复完全胜利或彻底失

—９８—

① ＵｗｅＫ．Ｋｅｔｅｌｓｅｎｉｎ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Ｌｙｒｉｋｉ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１９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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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必择其一的话。
这一类纳粹诗歌都属于鼓动诗。意图是把有相同思想的人召

唤到一起，组成一个民族联合体。纵览整个这一时期的抒情诗，那

些激发情绪的语言大同小异，有些后来的诗人们甚至把整段整段的

艾卡特的诗挪到自己的诗中。这样，不管纳粹诗歌的数量有多么庞

大，其旨意都浅薄易见。这类诗不靠独创性和丰富性产生效果，相

反，读者却必须对那各种被认定的思想大杂烩一见如故。诗中避免

分析和逻辑争论，而代之以诉诸基本情感。对于现实问题，诗中也

没有提出新的解决方案。怯懦者的抵制将会被打破，而他们对未来

德国的信心将得到加强。这类诗暗示，德国处在危险之中，但无论

如何，形势并非表面看起来的那样毫无希望。希望是存在的。这类

诗也绝口不提经济之类的现代问题：只要加入前进的行列，紧跟领

袖，现代社会的一切症结都会解开。这类诗不是让读者锁在自己的

屋里一个人阅读的。这是写给大街的诗，是写给群众示威的诗，要

伴随着旗帜、音 乐 和 全 副 武 装 的 权 力。无 论 是 工 人 还 是 小 资 产 阶

级，都 可 穿 上 与 众 人 相 同 的 制 服，唱 起 同 样 的 歌 词 和 同 样 的 曲 调。
他可以像阿纳克的诗请求他的那样，折服于“四 行 诗 体 的 魔 力”。①
这是“我们”的诗，而非“我”的诗。这样，自由资产阶级社会的竞争

意识被克服、被孤立起来，而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个人变成了民族

共同体的一部分。联合意味着力量，———不是某一社会阶级或某一

政党的力量，而是整个国家的力量。
进行曲体现的是一支队伍的纪律性和约束力。这也正是最著

名的纳粹进行曲号召力之所在。其中有一首进行曲以其作者的名

字 命 名。这 个 作 者 就 是 冲 锋 队 第 五 分 队 队 长 豪 斯 特·威 塞 尔

—０９—

①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Ａｎａｃｋｅｒ．‘ＭａｇｉｅｄｅｒＶｉｅｒｅｒｒｅｉｈｅｎ’：
ＤａｓｉｓｄｉｅｈｅｒｂｅＷｅｉｈｅ，
ｄｉｅｕｎｓｅｒｎＷｅｇｖｅｒｓｃｈｎｔ：
ＭａｇｉｅｄｅｒＶｉｅｒｅｒｒｅｉｈｅ，
ｗｅｎｎｖｏｒｎｄｉｅＴｒｏｍｍｅｌｄｒｈｎｔ．

（Ｄｅ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ＦａｓｃｈｉｓｍｕｓｉｎｓｅｉｎｅｒＬｙｒｉｋ，ｐ．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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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ｏｒｓｔＷｅｓｓｅｌ）：

高举旗帜！团结一心！

步伐整齐，安静平稳，
冲锋队在前进！

红色阵线和反对派枪杀了战友，
他们的灵魂仍和我们一同前进。

为褐衫军团让出街道，
为冲锋队的战士让出街道，
千百万人满怀希望注视着!字旗，
自由的日子和面包正在来到。

军号最后一次吹响，
我们已准备好战斗。
希特勒的旗帜将在所有街道上空飘扬，
被奴役的日子已快到尽头。①

豪斯特·威塞尔写这首诗时年仅２２岁。人们常拿他与科尔纳

相比。布莱希特就做过极具讽刺意味的比较。照他的说法，德国近

代史上两次国家大动乱，即１８１３年和１９３３年两次动乱，造成了两

个传奇式英雄，两个在很多方面都很相似的年轻人。豪斯特·威塞

尔与西奥多·科尔纳都是学生，都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都称得上

是美男子。两人都创作那种在文学史上不值一提、在政治上却大有

—１９—

① Ｆｏｒａｎｅｘｅｍｐｌａｒ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ｕｃｈａｐｏｅｍ，ｓｅｅＧüｎｔｅｒＨａｒｔｕｎｇ，
‘Ａｎａｌｙｓｅｅｉｎｅｓｆａｓｃｈ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ｎ Ｌｉｅｄｅｓ’．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 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ｄｅｒ
ＭａｒｒｉｎＬｕｔｈｅ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ｔ ＨａｌｌｅＷｉｔｔｅｎｂｅｒｇ，ｖｏｌ．２３，ｎｏ．６ （１９７４），
ｐｐ．４７ ６４；ｓｅｅａｌｓｏ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ｖｏｎＢｏｒｍａｎｎ，‘ＤａｓＮＳ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ｓｌｉｅｄ’ｉｎ
Ｓｃｈｏｎａｕｅｒ，Ｄｉ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ｉｍｄｒｉｔｔｅｎＲｅｉｃｈ，ｐｐ．２５６ ２８０，ａｎｄＨａｎｓ
ＪｏｃｈｅｎＧａｍｍ，ＤｅｒｂｒａｕｎｅＫｕｌｔ．ＤａｓｄｒｉｔｔｅＲｅｉｃｈｕｎｄｓｅｉｎｅＥｒｓａｔｚ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Ｈａｍｂｕｒｇ，１９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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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的诗歌。他们都参加了战斗，都在战斗中毙命。这些就是他们

的相似之处。布莱希特还指出，他们的差异也十分显著。科尔纳当

年是与法国人打 仗，而 今 天 豪 斯 特·威 塞 尔 却 是 与 自 己 的 同 胞 战

斗。科尔纳是代表落后国家和进步国家战斗，威塞尔则是代表反动

阶级与革命阶级战斗。共产党员布莱希特自然不会同情冲锋队成

员豪斯特·威塞尔。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帅克》中，戏拟了威

塞尔这首著名的进行曲，成功地剥去了原诗的神圣色彩：

屠夫发出召唤，
牛儿举步前进，
紧闭双眼，安静平稳。
那曾血洒屠场的牛们，
灵魂伴它一起前进。①

布莱希特曾说，豪斯特·威塞尔是戈培尔及其宣传机器精心制

造的一个纳粹神话，这个 判 断 无 疑 十 分 准 确。② 然 而 神 话，即 使 是

虚伪的神话，也有其生存能力。《豪斯特·威塞尔之歌》及环绕在其

作者身边的神话属于国家社会主义时代的少量准文学遗产（ｑｕａｓｉ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ｓ）之列。这一点需加以考虑。

豪斯特·威塞尔的进行曲本身非常简单。需要记住的是这首

诗写于１９２８年，是在希特勒掌权之前，更在“罗姆暴乱”和作为一场

“统一”运动的权力中心之一的冲锋队被除掉之前很久。这首进行

曲节奏平稳，停顿很有规律，韵脚既易识别，且富于变化。从总体上

讲，《豪斯特·威塞尔之歌》不像艾卡特的《进攻》那样大喊大叫；没

有“头顶炸响复仇和拯救的雷霆，＼大地起伏不定”之类的喧嚣。其

—２９—

①

②

ＢｅｒｔｏｌｔＢｒｅｃｈｔ，ＧｅｓａｍｍｅｌｔｅＷｅｒｋｅ５ ，Ｓｔüｃｋｅ５ （Ｌｏｎｄｏｎ，１９３７），
ｐ．１９７６．

ＩｍｒｅＬａｚａｒ，ＤｅｒＦａｌｌＨｏｒｓｔＷｅｓｓｅｌ （ＨｅｙｎｅＢｕｃｈ７１７３，Ｍｕｎｉｃｈ，
１９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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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拍较平稳。（在某些国社党的仪式上经常由整个管弦乐队来演奏

这首进行曲，速度平缓。）不过只要一读歌词仍可感到一种惊世的效

果；仅 仅 是 第 一 行 就 有 两 个 惊 叹 号。这 不 仅 是 一 种 风 格 的 标

志，———惊世实际上也是命令。在一支军事化队伍中就能看到这种

情形。所以那有名的一句“ＤｉｅＦａｈｎｅｈｏｃｈ”意思就是“高举旗帜”。
“旗帜”本身在许多国家社会主义的诗歌中都是召集队伍的视觉象

征，也是组成一个排除任何利益冲突的联合体的象征。如卡尔·克

劳斯（ＫａｒｌＫｒａｕｓ）指 出 的 那 样，这 类 诗 中 没 有 隐 喻，只 有 现 实 中 的

形象。这类诗写在纸面上可能平庸无奇，需要想象它们出现在现实

生活中会有什么影响。它们也的确在国社党组织的无数次示威游

行中发挥了作用。千万面旗帜被高高举起，千万人拥在一起前进，
像冲锋队一样安静平稳地前进，透露出纪律性和约束力，也透露出

平静的信心。这是在呼吁懦夫加入到群众运动中来。
依国社党文学的惯例，世界分成敌、友两部分。你要想做朋友，

你就得加入到冲锋队的行列中来。第三行诗异常明确地把敌人点

明，这就是“红 色 阵 线”（Ｒｏｔｆｒｏｎｔ），共 产 党 的 一 个 军 事 化 组 织。把

“反动派”（Ｒｅａｋｔｉｏｎ）也划入冲锋 队 的 敌 人 范 围 表 现 出 早 期 纳 粹 诗

歌的特征。从前面的介绍可以看出，早期的纳粹诗歌仍显得像是具

有革命性，例如号召把霍亨佐伦分子吊死在路灯柱上。在这里，诗

作似乎是把“反动派”和“共产党”划作同一类敌人。第一节的最后

一行可让人联想到艾卡特诗作的最后一行。在艾卡特的诗中，死人

被从坟 墓 里 召 唤 出 来；在 威 塞 尔 的 诗 中，那 些 在 战 斗 中 殒 命、已 成

“英雄”的同志，他们的灵魂也继续帮着生者战斗。诗中没有说这些

“英雄”是怎么死的。实际上他们肯定不是像科尔纳那样在１８１３年

的战斗中死去，而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柏林大街上的政治性斗殴

中死去的。这给 人 一 种 印 象，即 他 们 都 是 前 线 战 士，都 同 样 光 荣。
第二节提到要把街道清理出来，但把“让出”（ｆｒｅｅ）一词重复两遍，是
有意加强召唤的语气。最后一行诗是把自由作为进军者的目标之

一提出来的，用了“诗化”的意象：新的自由之日的曙光和面包。自

由通常与国家社会主义联系不到一起。这里的意思大概是摆脱某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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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东西的控制而获得自由，例如摆脱共产主义的控制而获得自由。
“面包”不仅暗示国家社会主义将战胜苦难、饥饿、失业和经济危机，
它还给这首诗带来一层宗教色彩。

艾卡特的诗被说成是国社党关于“最后时刻的功课”。这种说

法也非常适合《豪斯特·威塞尔之歌》，因为诗的第二行就写了最后

一次集合。这里 仍 然 没 有 解 释 为 什 么 是 最 后 一 次，却 强 化 了 紧 迫

感，召唤人民赶快加入到纳粹运动中来，否则就太晚了。这里出现

了希特勒的旗帜在所有街道上空飘扬的情景，语气更加严肃，更带

预言性。同志们准备好进行最后的搏斗，准备付出最大的牺牲。他

们将取得胜利。在自由的曙光出现时，奴役的日子也到了尽头。对

于今天的读者，这样的思想看上去自相矛盾，因为正是纳粹政府才

对人民实行奴役。然而，正如诗的作者所用的“自由”一词是一个具

有双重意义的概念，他所挑选的“奴役”（ｋｎｅｃｈｔｃｈａｆｔ）一词也有暗示

战败的德国的内心仇恨的作用（虽然作者有意挑选了一个较古典化

因而也较“诗化”的词）。这个德国将摆脱压迫者的控制，争得自由。
最后一节是第一节的重复，使情感在循环和收束的同时得到加强。

布莱希特在论豪斯特·威塞尔的文章中正确地指出，①解放战

争已过去了１２０年，现代的宣传家们所面临的难题之一就是找出一

个合适的英雄。这并非易事。不是因为小资产阶级读者的期望更

高、更大了，而是因为要出卖的货色在质量上出现恼人的下降。年

轻的英雄们怎么去死就是神话炮制者的一个难题。这在１２０年前

没什么难办 的，因 为 科 尔 纳 正 是 在 战 斗 中 死 去 的。可 惜 的 是 豪 斯

特·威塞尔死于一场私人纠纷。事实是当时他和一名妓女住在租

来的房子里，这几间房子位于柏林最肮脏的地区。他大概是无法再

靠妓女不光彩的所得过活。他极有可能是被同行中的竞争对手所

杀，也就是说 是 被 另 一 名 老 鸨 所 杀。布 莱 希 特 就 此 进 行 了 很 多 讽

刺，说明把一个鸨儿当作纳粹英雄正合适。但考察一下这一神话的

—４９—

① Ｂｒｅｃｈｔ， Ｇｅｓｏｍｍｅｌｔｅ Ｗｅｒｋｅ ２０ ， 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 ｚｕｒ Ｐｏｌｉｔｉｋ ｕ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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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制过程也许更有意义。
首先必须说明，《豪 斯 特·威 塞 尔 之 歌》并 不 属 于“血 与 土”诗

歌。这首诗明显是大都市的产物。它的主题是街道争夺战。它不

仅属于遭人痛恨的“柏油”文学（ａｓｐｈａｌｔ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指鼓动暴力犯罪

的文学作品。———译者注），而且与柏林地方长官戈培尔本 人 有 密

切关系。所以戈培尔本人对威塞尔之死的案件感兴趣也就不足为

奇了。他的插手从探望处于弥留之际的豪斯特·威塞尔开始。据

说，当时威塞尔曾请求这位地方长官接受奥古斯特·威廉·冯·普

洛森王子（ＰｒｉｎｃｅＡｕｇｕｓｔＷｉｌｈｅｌｍｖｏｎＰｒｅｕｓｓｅｎ）加 入 冲 锋 队。这

个请求被答应了，王子成了纳粹党的活动家。《威塞尔之歌》中宣称

那些在战斗中倒下的英雄将获得永生。戈培尔在威塞尔死后写的

第一篇文章中也说，不仅威塞尔的精神永远不死，其他那些准备学

习威塞尔、为纳粹事业做出最大牺牲的人，其精神也将永生。戈培

尔还预言，《威塞 尔 之 歌》不 仅 是 威 塞 尔 所 在 的 第 五 冲 锋 队 的 进 行

曲，也 是 一 切 以 威 塞 尔 为 榜 样、加 入 到 纳 粹 运 动 中 的 人 的 进 行 曲。
威塞尔的歌词中有一句：“千百万人满怀希望注视着“!”字旗。”戈

培尔就是选中了这一形象并加以发挥。威塞尔的尸体在一场仪式

中被送回家乡；他的同志们在灵柩旁守灵。一顶金色的月桂花冠戴

在他的头顶上；整个房间为鲜花覆盖。下一步就是要确保办出一场

“有意义”的葬礼。这就是说国社党全党都要列队参加葬礼游行，要
有公开演讲。一切安排都要保证最大程度地吸引注意力；还要诱使

反对党出来搞对抗性示威。当局自然希望葬礼能平静地举行，因此

豪斯 特·威 塞 尔 的 妹 妹 被 安 排 充 当 起“褐 色 运 动 中 的 安 提 戈 涅

（Ａｎｔｉｇｏｎｅ，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柯勒斯的悲剧《安提戈涅》中 的 人

物。她哥哥为争夺王位率异国军队攻打自己的祖国。死后被国王

暴尸露天。安提戈涅违抗禁令将哥哥埋葬，结果获罪致死。———译

者注）”一角。这位妹妹甚至接近过帝国总统兴登堡。兴登堡在威

塞尔的父亲担任随军牧师时就是这个家庭的老朋友。结果只有在

墓边举行悼念仪式的要求得到批准。但国社党仍发布命令，要求全

体党员全心全意地志哀，因为这一事件被看作是“柏林褐衫党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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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力和内部壮大的象征”。数千名支持者聚集在墓场内，墓场外则

有数千名共产党员决心要破坏葬礼。墙内，戈林、戈培尔、褐衫党头

子普费弗（Ｐｆｅｆｆｅｒ）和奥古斯特·威 廉·冯·普 洛 森———后 者 身 着

褐衫党制服———环墓而立。这一褐衫党与反对派达成和解 的 明 显

标志满足了豪斯特·威塞尔的最后期望。豪斯特·威塞尔所在的

褐衫党分队和学 生 组 织 的 代 表 肃 立 侍 卫，接 受 装 饰 着“!”字 的 棺

木。戈培尔用他 惯 用 的 既 带 感 情、又 带 宗 教 意 味 的 形 式 发 表 了 演

讲，使气氛激烈起来。旗帜落到坟墓上，紧接着传来一句话：“升起

旗帜”。这一安排有意搞得具有象征意义。接下来由戈林带头，学

生们、褐衫党及其他人也做出了具有象征性的手势。戈培尔在墓前

的演讲是他最出色的演讲之一。参加葬礼的游行队伍在通过共产

党控制的地区的街道时引起了暴力示威（此时共产党被指控谋杀了

豪斯特·威塞尔）。共产党示威的冲击波产生了效果，这在五个月

后进行的国会选举中即可看出。１９３０年９月１４日，国社党所据有

的席位 由１２个 一 跃 增 加 到１０７个，取 得 了 令 人 难 以 置 信 的 胜 利。

１９３０年９月１５日的《种族观察家报》用《豪斯特·威塞尔之歌》中的

一句歌词“为褐衫军团让出街道”为题，报道了大选胜利的消息。豪

斯特·威塞尔没有白死。他是党的烈士；他的歌已成为第三帝国的

第二国歌。他的忌日每年都要纪念；数条街道以他的名字命名；他

的雕像被树 立 起 来；有 关 他 的 小 说 和 戏 剧 也 写 出 了 好 几 部。１９３７
年，作为共产党总部的“卡尔·李卜克内西之家”（ＫａｒｌＬｉｅｂｋｎｅｃｈｔ
Ｈｏｕｓｅ）被 接 管，并 被 易 名 为“豪 斯 特·威 塞 尔 之 家”，此 处 成 了 柏

林—布兰登堡褐衫党分队的据点。
豪斯特·威塞尔除了写下这首十二行的小诗外，在现实中还产

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那首歌是向人们发出参加纳粹党的吁请，也
很像是一种威胁。戈林在将《授权法案》提交讨论时曾背诵过艾卡

特的诗。与此相似，１９３１年２月，国会也首次听到了《豪斯 特·威

塞尔之歌》。１０７名 纳 粹 党 议 员 从 国 会 走 出 来 时，外 面 响 起 了 这 首

歌。要不了多久他们就可以在国会里面唱这首歌了。
那一时期，柏林纳粹党根据自己的发展需要，对豪斯特·威塞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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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随意进行打扮和神化。首先，他是学法律的学生（虽然他没学过

多少），这样就可以把他归到某种对学术界人士及保守派学生有吸

引力的社会圈子里去。同样，他父亲曾在部队当过兵的事也被突出

强调，而他父亲曾当过牧师的事实则绝口不提。在印刷品上、照片

上，他父亲一身戎装，佩带铁十字勋章，在脸的下部仍可看到他在大

学里依照传统进行决斗时留下的伤痕。这些都是给纳粹党希图争

取过来的中产阶级吃的定心丸。同时，豪斯特·威塞尔在工人居住

区被杀这一事实也被用来大做文章。这件事可表明，豪斯特·威塞

尔与戈培尔小说中的主角一样，也努力要像一个工人那样生活。把

共产党员争取到冲锋队方面来是他最大的成功，因此他才遭刺杀，
以身殉职。这意思就是说共产党因自己许多最杰出的人物都被策

反过去，大为恼火，所以要除掉他。此后，就纳粹党在争取无产阶级

方面是否取得了成功的问题出现了一场大辩论。戈培尔声称这方

面取得了成功。但这只是神话，并非事实。和被称为“鼓手”（有说

服能力、会煽风点火的政治家）的希特勒一样，豪斯特·威塞尔也有

“废话连篇说不尽的本事”，他把“民族”共同体和同胞情感的思想带

给了红色分子。豪斯特·威塞尔也是个前线战士，只不过他的前线

是在柏林的工人这里。他执行了《我的奋斗》中的命令，赢得了争夺

街道的战斗的胜利。他认清了大都市生活的本质，但他有信心、希

望和勇气，所以他的歌能流传开来。他是能看到远景的真正的理想

主义者。他像一个真正的诗人。他不只是人中之杰，也是一个预言

家———他的千百万人注视着纳粹旗帜的预言终将变成现 实。戈 培

尔在墓边演讲中用那种让人无法模仿的方式总结出这些要点。他

确信他的话可以得到最广泛的传播。演讲把豪斯特·威塞尔称作

“风暴领袖”（Ｓｔｕｒｍｆüｈｒｅｒ）、工 人、学 生、歌 手、日 耳 曼 人，拿 他 跟 学

生、自 由 战 士 西 奥 多·科 尔 纳 作 了 明 确 的 比 较。戈 培 尔 赞 扬 豪 斯

特·威塞尔以自己的奋斗和死亡重新赢得了首都柏林，唤醒了现代

青年身上那种 第 一 次 世 界 大 战 中 的 志 愿 兵 朗 玛 克（Ｌａｎｇｅｍａｒｋ）的

精神，即斗争、牺牲、坚信的意志。演讲结尾处，戈培尔引用了一位工

人诗人的话“德国必须生存，即使我们必须死去。”———这又一次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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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艾卡特诗中非生即死的怪诞信条的影响。这几乎就是毁灭欲的无

意识表达，而且确实成了（这要归功于戈培尔和希特勒）德国的命运。
在戈培尔的努力之下，这个神话不断发展，各类文学作品又来

添油加醋。但这些有关豪斯特·威塞尔的作品是在写一位纳粹党

的圣徒，不能不受到很大的限制，尤其是在处理他那些令人怀疑的

生活内容时更需 小 心 翼 翼。威 尔 弗 雷 德·鲍 德（ＷｉｌｆｒｅｄＢｏｄｅ）的

《冲 锋 队 征 服 柏 林 实 录》（ＴｈｅＳＡ ＣｏｎｑｕｅｒｓＢｅｒｌｉｎ，Ａｆａｃｔｕ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１９３４）就是 当 时 出 版 的 一 本 很 有 意 思 的 作 品。之 所 以 说

它有意思是因为这本书记录了豪斯特·威塞尔与日耳曼主义者、中
世纪艺术专家 汉 斯·格 肯 拉 斯（ＨａｎｓＧｅｒｋｅｎｒａｔｈ）博 士 的 一 场 讨

论。讨论的问题很简单：作为 一 名 学 生 的 威 塞 尔 怎 么 为 自 己 所 过

的肮 脏、粗 野 的 生 活 辩 护？豪 斯 特·威 塞 尔 承 认 自 己 是 有 教 养 的

人，热爱文学和音乐。他还特别指出：“我曾埋头攻读歌德的作品，
我喜爱德国浪漫派，像施莱格尔、提克（Ｔｉｅｃｋ）、诺瓦利斯，———我崇

拜荷尔德林，我理解我的尼采和我的康德。”但他又声称，替德国青

年人着想，他又不能认真地去考虑一种稳定的生存状态、事业前途

或文化追求。他知道他和他的冲锋队同志的“粗粝的态度、粗粝的

语言和粗粝的面孔”会吓跑许多人，却又争辩说，要想在大地上为日

耳曼文化建造一个新的居所，就必须做大量的清理工作。这样的工

作需要在大街上完成：“冲锋队是为歌德、为席勒、为康德、巴赫、科

隆大教堂、班贝格骑兵（ＢａｍｂｅｒｇＲｉｄｅｒ）、诺 瓦 利 斯 和 汉 斯·托 玛、
为日耳曼文化而进军，信不信由你。”表面上的野蛮人成了文化的保

卫者。Ｈ·Ｈ·艾沃斯（Ｈ．Ｈ．Ｅｗｅｒｓ）所作关于豪斯特·威塞尔的

小说也持同样的观点。希特勒曾提议写这部表现“争夺街道之战”
的文学作品。只是他一定忘记了，这位受命创作豪斯特·威塞尔传

奇的艾沃斯是臭名昭著的专写色情、荒诞一类乌七八糟的东西的专

家，《吗啡》、《吸血鬼》、《死人的眼睛》都是他的名作。戈培尔也一定

是故意忽略了这一点，因为他给作者提供了一切必要的档案材料和

信件。艾沃斯自 然 可 算 是 一 位 专 业 作 家，靠 一 杆 笔 过 着 优 裕 的 生

活。这些再加 上 对 戈 培 尔 肉 麻 的 吹 捧 就 是 艾 沃 斯 能 提 供 的 货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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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即使如此，这部作品也自有其价值，起码作者让豪斯特·威塞

尔在书中总结了一套诗歌理论。例如，众所周知，国社党的政治抒

情诗就有意识地剽窃了其他党派较成功的歌曲。这种剽窃最著名

的一例是社 会 党 的 歌 曲《和 太 阳、自 由 在 一 起 的 兄 弟 们》（Ｂｒüｄｅｒ
ｚｕｒＳｏｎｎｅ，ｚｕｒＦｒｅｉｂｅｉｔ），被改头换面变成了《狂欢中、战壕中的兄

弟们》（ＢｒüｄｅｒｉｎＺｅｃｈｅｎｉｎＧｒｕｂｅｎ），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希特勒是我们的元首，
他不需任何人给报酬。

艾沃斯证实，这也是豪斯特·威塞尔制作歌词的方法。威塞尔

不仅剽窃了共产党卡祖笛乐队（ｋａｚｏｏｂａｎｄ）的意念并获得成功，还

剽窃了红色分子的歌曲。当然两者之间存在着根本差异！共产党

的歌发自头脑，———而他的歌发自内心。通过讨论、辩 论 和 反 驳 来

争取共产党人是有可能的。但要想诉诸他们作为日耳曼人的情感，
就必须深入到他们的内心。“歌中必须表现出某种奇特、神秘和不

可思议的东西。”共产党谈论的是所有权的保障、高工资、缩短工时、
游戏、运动、享受闲暇时光，但这些还不够。为了举例说明豪斯特·
威塞尔在歌中吸收了额外的神秘成分，艾沃斯把读者的注意力吸引

到“旗帜”上。这面旗帜据说是由希特勒构思的，包括黑色、白色和

俾斯麦德国的红色，———以红色作主色是因为纳粹党仍被看成是一

个真正革命的政党。还有“!”字，那古老的、能使人产生恐惧的火

轮。照艾沃斯 的 意 见，所 有 的 领 袖 人 物，如 戈 培 尔、希 特 勒、豪 斯

特·威塞尔，都是某种意义上的艺术家。他们都具有以艺术形式表

达所有感受的能力。不消说艾沃斯也化用了艾卡特的《风暴》一诗

来结束自己的小说：“豪斯特·威塞尔敲响洪钟，震醒了沉睡的德国

人，千万人现在正唱着他的歌。”
其他一些以豪斯特·威塞尔生平为题材的小说、“纪实”和剧本

也纷纷出笼，但 其 中 有 许 多 作 品 受 到 了 宣 传 部 的 刁 难。根 据 豪 斯

特·威塞尔生平拍摄的影片也受到了刁难。这部影片的脚本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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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 Ｈ·Ｈ·艾沃斯。此片在给经过挑选的一批观众放映了一场

后便被戈培尔停止了发行，重新拍摄。重拍的影片去掉了所有纪实

的因素和突出个人的东西，而代之以完全泛泛地记录一个冲锋队员

的气 质。然 后 此 片 以《汉 斯·万 斯 特 玛，与 大 多 数 人 在 一 起 的

人———一个德国人自１９２９年 以 后 的 命 运》为 片 名 获 得 发 行。① 这

部影片经过重拍，整体结构大大简化了。所有共产党员都是骗子、
丑八怪、胆小鬼；所 有 纳 粹 分 子 都 是 英 俊 威 武 的 骑 士———高 尚、勇

敢、纯洁。影片结尾时，主人公来到人民中间，大功告成。共产党员

松开了攥紧的拳头，行起了纳粹礼。这表明 他 们 将 获 胜，———当 然

这要以他们具有日耳曼血统为条件。像古怪的共产党发言人和醉

醺醺的共产党书记那一类犹太人是不在此列的。外国人被蔑视，柏
林堕落 的 夜 生 活 遭 到 痛 斥。在 一 家 叫 做“切 兹·纳 尼 特”（Ｃｈｅｚ
Ｎｉｎｅｔｔｅ）的歌舞 餐 馆（ｃａｂａｒｅｔ）里，人 们 只 讲 法 语。神 圣 的《守 望 莱

茵河》遭到亵渎，被演奏成爵士乐，如同滑稽戏。堕落和共产主义被

影片表现为冲锋队要与之战斗的敌人。总之，影片只是在愚蠢地进

行争辩，是按“非友即敌”的公式拼凑起来的浅薄之作，未能产生多

大的影响。另一部戈培尔过问过的表现豪斯特·威塞尔的影片《传

遍世界的歌》也未获成功。这部影片中歌曲的演唱者是国际著名电

台男高音，名叫约瑟夫·施密特（ＪｏｓｅｆＳｃｈｍｉｄｔ），是个犹太人；影片

的导演理查德·奥 斯 瓦 尔 德（ＲｉｃｈａｒｄＯｓｗａｌｄ）被 纳 粹 当 局 明 确 列

为“不受欢迎的人”（Ｐｅｒｓｏｎａｎｏｎｇｒａｔａ）。
迪特里希·艾卡特和豪斯特·威塞尔属于第一批纳粹政治诗

人。第二 批 于１９３０年 左 右 形 成，一 般 称 之 为“青 年 队”（Ｊｕｎｇｅ
Ｍａｎｎｓｃｈａｆｔ）。② 这批纳粹党的诗人都在权利系统中有个官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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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ｕｒｔａｄｅａｎｄＰｉｅｒｒｅＣａｄａｒｓ，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ｓＦｉｌｍｓｉｍＤｒｉｔｔｅｎ
Ｒｅｉｃｈ（Ｍｕｎｉｃｈ，１９７５）．

ＪｅｖｅｒｌｙＲａｌｐｈＣｏｏｋＪｒ，‘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ｏｅｔｒｙ：ｔｈｅＮＳＭｏｎａｔｓｈｅｆｔｅ１９３０
１９４４’，ｕ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ＰｈＤ ｔｈｅｓｉｓ，Ｊｏｈｎｓ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９７９； Ｗ．
Ｋｎｏｃｈｅ，‘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ｏｅｔｒｙｏｆ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Ｒｅｉｃｈ：Ｔｈｅｍｅｓａｎｄ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ｓ’，
ｕ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ＰｈＤｔｈｅｓｉｓ，Ｏｈｉｏ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９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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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较重要的 有 海 因 利 希·阿 纳 克（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Ａｎａｃｋｅｒ）。他 在１９４５
年以后写作、出书仍很活跃，一直到七十年代。还有格哈特·舒曼

（ＧｅｒｈａｒｔＳｃｈｕｍａｎｎ）、赫 伯 特·鲍 姆（ＨｅｒｂｅｒｔＢｈｍｅ）和 巴 尔 杜·
冯·施拉克（ＢａｌｄｕｒｖｏｎＳｃｈｉｒａｃｈ）。施拉克曾被希特勒提名担任帝

国青年队队长，后来还担任过维也纳市市长。１９４６年，他因犯有战

争罪被判处徒 刑２０年。汉 斯·保 曼（ＨａｎｓＢａｕｍａｎｎ）也 很 重 要。

１９４５年以前，他一 直 甚 为 得 意。这 些 诗 人 没 有 一 个 发 出 过 自 己 的

声音：他们只是纳粹党的工作人员，为实现党的意图输出教义。他

们认为用与众不同的个人方式发言是与组织的精神背道而驰。因

此只要从这组诗人中挑出汉斯·保曼一个人就足以代表其他许多

人。挑中保曼还 因 为 他 写 的 一 首 歌《朽 骨 在 抖 颤》（Ｅｓｚｉｔｔｅｒｎｄｉｅ
ｍｏｒｓｃｈｅｎｋｏｃｈｅｎ）影响超出了纳粹党内。他的这首歌和《豪斯特·
威塞尔之歌》一样风靡德国、传遍 世 界。① 汉 斯·保 曼 在 诗 坛 第 一

次亮相是１９３３年在慕尼黑出版诗集《安静》（ＭａｃｈｔＫｅｉｎｅｎＬｒｍ），
该诗集题献给“在帝国的大教堂里安静工作的人们”。在书名和献

词中反复出现的“安静”一词让人不知所云。因为诗集中的某些作

品像艾卡特的《暴风》一样喧嚣吵闹。诗集的第一部分还有点安静

的意思。而诗集的第二部分（标题为“德国”）则完全脱离了德国往

昔诗人们安 静 的 内 向 传 统，一 变 而 为 当 代 诗 人 的 积 极 入 世。１９３３
年是 新、旧 德 国 的 分 界 线，但 保 曼 并 未 产 生 政 治 机 会 主 义 的 动 机。
他当时只有十八岁，显然是绝对相信纳粹运动及运动的领袖。让保

曼名声大噪的是下面这篇歌词。这篇歌词及他的所有其他歌词都

由保曼自己谱曲：

在伟大的红色战争面前，
世上朽骨都在抖颤。
我们已冲破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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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胜利就在我们面前！

即使一切都分崩离析，
我们仍将迈步向前！

今天，德国属于我们，
明天，我们将把世界独占！

即使世界在战争中变成废墟，
我们也不会发出诅咒，
我们将把世界重建！（重复）
遗老们若是要抱怨，
就让他们大叫大喊。
即使全世界都来把我们阻拦，
也挡不住我们出现在峰巅！（重复）

他们听不懂我们的歌，
他们脑中只有奴役和争战，
而我们的土地已成熟壮健。
飘扬吧，你自由的旗帜！

即使一切都分崩离析，
我们仍将迈步向前；
自由已在德国出现，
世界也将获得自由的明天。①

诗中这样的句子：“今天德国属于我们，／明天我们将把 世 界 独

占！”后来改成了“世界将聆听我们的发言。”但作者的灵感来源在第

一个版本中表现得最为清晰：１９３３年看到国社党掌权令他激情满

怀，因而写下了这篇歌词。德国已属于国社党，但征服世界不也是

国社党早就有的意图吗？诗 中 潜 藏 着 一 种 威 胁：对 这 篇 东 西 必 须

—２０１—

① ＨａｎｓＢａｕｍａｎｎ，ＨｏｒｃｈａｕｆＫａｍｅｒａｄ（Ｐｏｔｓｄａｍ，１９３６），ｐ．１６，ｑｕｏｔｅｄｉｎ
Ｌａｅｗｙ，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ｕｎｔｅｒｍＨａｋｅｎｋｒｅｕｚ，３ｒｄｅｄｎ（１９７７），ｐｐ．２７４ ２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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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这样的理解。歌 词 的 第 一 节 也 提 到 了“世 界”：“在 红 色 战 争 面

前，／世上朽骨都在抖颤。”这一问题通过一次奋起的行动就解决了：
“我们已冲破恐惧，／伟大的胜利就在我们面前。”十分明显，“红色战

争”乃是反对 德 国 国 内 共 产 主 义 的 战 争 的 另 一 种 说 法。在 订 立 了

《德苏互不侵犯 条 约》的 时 期，这 一 句 也 不 得 不 修 改 为“伟 大 的”战

争。但这一改再一次把灵感 的 来 源 暴 露 出 来：年 轻 诗 人 所 想 到 的

德国的使命就是与红色敌人战斗、冲破“恐惧”。前面已提到，纳粹

党的诗歌一般都遵循着“非友即敌”的模式。这首诗在提到敌人时

也表现出同样的情况。进一步侵略的威胁用重复出现的句子持续

加以表现，指出“我们仍将迈步向前”（虽然没提到向哪里进军，反对

何人）。那个“即使……”的从句也十分典型地表现出“要么拥有一

切，要么一无所有”的纳粹精神：在这种精神支配下，即使周围的一

切都崩溃了，进军也不会停止。下面一节诗同样明显地包含着一种

无意识的破坏冲动，也采用了“即使……”的从句形式，———“即使世

界在战争中变成废墟，我们也不会发出诅咒。”人们经常指出，希特

勒《我的奋斗》的关键之处就是他从不隐瞒自己的目的，甚至自己的

手段。这首诗也一样，它给人的总的感觉就是，即使世界毁灭了我

也问心无愧。本来纳粹比谁都能大叫大喊，但这首诗却把大叫大喊

的羞耻推给了别人。正是那些遗老们谴责了年轻人的政党所犯下

的暴行。纳粹分子们都是些只替他们成熟的土地着想的农民，不理

解为什么别人把他们的歌解释成奴役和战争。没有一首纳粹诗歌

不提到“旗帜”，他们抬出来的是自由的旗帜。然而这首歌显然是一

首战争之歌。其中军乐的节奏清楚地表明：德国或许有自由，但世

界上 其 他 国 家 都 只 有 遭 受 奴 役 （这 里 又 一 次 使 用 了 古 老 的

“ｓｅｒｆｄｏｍ”一词）的 份 儿。君 特·哈 同（ＧüｎｔｅｒＨａｒｔｕｎｇ）十 分 准 确

地解释了这首诗：纳粹的宣传惯于把自己的罪行推给别人，并加以

谴责，这首诗即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这首进军歌获得了成功，它比《豪斯特·威塞尔之歌》更加普泛

化。威塞尔 的 歌 是 专 为 冲 锋 队 而 作，歌 中 也 明 确 提 出 了 冲 锋 队。
“进军”和“唱着进军歌”也是汉斯·保曼这首歌的主题。这首歌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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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总的感受是信心十足———胜利的信心十足：以往已取得了胜利，
今后还要不断地取得胜利。这里又放出了德国遭包围的神话，所以

德国必须打败威胁着要打败它的世界。那些一听到这首歌就联想

到战 争 和 奴 役 的 人 已 被 证 实 是 正 确 的。这 即 将 成 为 德 国 的 命

运，———只是重建被摧毁的德国的并不是纳粹。同 样，如 果 说 自 由

的旗帜最终升起在德国的上空，那也不是由国社党升起的。
以上探讨的诗歌基本上都属于纳粹运动早期狂飙突进类诗歌

中的冲锋队进军歌。这一时期即纳粹实际攫取政权前一段时间及

攫取政权后不久的一段时间。不要以为所有纳粹党诗歌都是浅薄、
好战、富于侵略性的种族主义诗歌。的确，纳粹诗歌中有大量作品

是以领袖形象及联系着领袖的意识形态为核心，但也有大量完全不

同的作品。传统类型的自然诗非常受宠，它与“血与土”的路数并不

完全一样。戈培尔在豪斯特·威塞尔墓边的演讲中引述了一位工

人诗人的作品，这一点值得重视。这也是纳粹党诗歌喜欢写的一个

题材领域。在这方面，纳粹诗歌美化的不是工人，而是工作；不是行

业工会分子、失业的无产者或有组织的左翼党成员，而是德国的工

艺技术。１９３３年１１月１５日，帝国文学部在柏林爱乐会堂成立。戈

培尔在讲话中谈了他对新诗歌形式的几点意见。在这次题为《德国

文化面临的新任务》的演讲中，这个曾以研究德国浪漫主义的论文

获得博士学位的人从一种特殊的“浪漫主义”的观点出发攻击自由

主义，为 浮 游 无 根 的 资 产 阶 级 知 识 分 子 提 供 了 一 个 依 附 革 命 的

机会。

他们的注意力被吸引到……一种理想的现实主义上，吸引

到英雄的生活观念上；今天，这种观念在褐衫纵队前进的脚步

声中得到了重现；这种观念正伴随着农民耕耘他的土地，也为

工人争取生存的斗争提供了一个更高的目标；这种观念制止了

因失望而产生的无所事事，伴随着一种几乎是军人的节奏充实

了重建德国的工作。这是一种钢铁般的浪漫主义。这 种 浪 漫

主义已使日耳曼人的生命重新获得价值；这种浪漫主义不回避

—４０１—



第四章　行动起来的德国

生活的艰难，但从不陷入沮丧、忧郁；这种浪漫主义有勇气面对

各种难题，用毫无怜悯的目光注视着这些难题，坚定不移。①

这篇演讲出色地 把 纳 粹 所 有 的 艺 术 观 念 联 系 在 一 起：理 想 的

现实主 义、英 雄 的 生 活 观、进 军 者、农 民 和 工 人 构 成 一 个 民 族 共 同

体。共同的目标是重建德国、成功地进行革命、用对未来的希望代

替失望。但指出未 来 的 发 展 用 的 是“钢 铁 浪 漫 主 义”这 样 一 个 词

语。② 人们曾期待着国社党的文化领 袖 们 会 宣 布 他 们 将 继 承 真 正

的德国文化遗产，但选中了浪漫主义仍很重要。这与反对启蒙运动

的理性思想相一致，也与强调神话和神话学、倾向于半封建的社会

组织方式 相 一 致。历 史、自 然、神 都 是 诺 瓦 利 斯（Ｎｏｖａｌｉｓ，１７７２—

１８０１，著名德国诗人，德国浪漫主义 文 学 运 动 的 奠 基 人。———译 者

注）喜爱表现的主题。所有这些主题都很适于国社党处理，都被吹

嘘为具有永恒的价值，都可按需要加以改造。所以说戈培尔的“钢

铁浪漫主义”并非专指那些富于进攻性的政治诗，也包含那些合乎

规矩的较温和的抒情诗，以及那些用于圣诞节或复活节一类家庭聚

会场合的庄 重 的 贺 诗，———那 些 宗 教 气 氛 有 较 浓 日 耳 曼 味 儿 的 冬

至、夏至庆典、婚礼、丧礼上的仪式用诗更应划归此列。极纯朴的诗

歌也可以写，即使在表现一种共同体精神的同时并未特别提出某一

政党的观点。这样一来就有可能造成歌德时代伟大的诗歌、十九世

纪诗歌（不包括海涅，虽然他的风格常被人模仿）及本世纪以来青年

运动的诗歌得到延续的假象。所以，戈培尔所呼吁的是捍卫“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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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ｖｏｎＢｏｒｍａｎｎ，‘ＳｔｈｅｒｎｅＲｏｍａｎｔｉｋ，Ｌｙｒｉｋｉｍ Ｅｉｎｓａｔｚ：
Ｖｏｎｄｅ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Ｂｅｗｅｇｕｎｇｚｕｍ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ｍｕｓ’，ＴｅｘｔｕｎｄＫｒｉｔｉｋ，
ｖｏｌ．９．ｎｏ．９ａ（１９７３），ｐｐ．８６ １０４．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ｖｏｎＢｏｒｍａｎｎ，‘ＳｔｈｌｅｒｎｅＲｏｍａｎｔｉｋ．Ｌｙｒｉｋｉｍ Ｅｉｎｓａｔｚ．
Ｖｏｎｄｅ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Ｂｅｗｅｇｕｎｇｚｕｍ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ｍｕｓ’，ＴｅｘｔｕｎｄＫｒｉｔｉｋ，
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Ｌｙｒｉｋ，ｖｏｌ．９，ｎｏ．９ａ（１９７３），ｐｐ．８６ １０１；ＵｗｅＫ．Ｋｅｔｅｌｓｅ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ｍｕｓｕｎｄＤｒｉｔｔｅｓＲｅｉｃｈ’ｉｎ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Ｌｙｒｉｋｉ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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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德国文化”和“高雅”的抒情诗，以抵御魏玛共和国腐败的摩登化

和美国化。自赫德以来的所谓“日耳曼运动”就是有人试图借此抗

拒外国入侵者 对 日 耳 曼 精 神 种 种 高 妙 之 处 的 破 坏。阿 纳 克 的《帝

国》和Ｅ·Ｗ·莫勒的《祖国是什么？》一类十四行诗的大量出现，充

分说明反现 代 的 诗 歌 也 可 以 运 用 那 些 被 认 为 是“非 日 耳 曼”的 形

式。① 汉斯·保曼在１９４５年 以 后 仍 能 继 续 创 作，却 无 需 根 本 改 变

其风格。他这样做很是奏效。他的以军人服从为主题的剧作《在鱼

的信号中》用笔名发表后，赢得了１９５９年的格特哈特·豪普特曼奖

（ＧｅｒｈａｒｔＨａｕｐｔｍａｎｎ）。并 非 只 有 国 内 流 亡 派 作 家 可 以 不 改 变 套

路就能在１９４５年以后的德国继续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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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Ｃｏｒｎｅｌｉａ Ｊｕｎｇｒｉｃｈｔｅｒ，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ｅ ｕｎ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ｉｅｎ ｚｕｒ
ｎｏ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ｎＳｏｎｅｔｔｄｉｃｈｔｕｎｇ （Ｂｏｎｎ．１９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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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帝国的小说和戏剧

为国社党服 务 的 诗 歌 数 量 是 颇 大 的；有 关 的 负 责 机 构 时 时 指

出，为纳粹服务的长篇小说仍付阙如。这一点不难理解，因为在小

说领域，社会党和左翼作家占尽优势；而国社党作家则对社会生活

中利益冲突并未因国社党掌权而消失的事实持回避态度。工厂中

仍有工人、经理和资本家管理者之分。在二十世纪这样一个由机械

和高度发达的技术工艺构成的世界中制造前工业社会的幻景是不

可能的。在前工业社会中，雇主和雇工之间家庭式的关系可以让人

们生活、工作在和谐之中。有人曾尝试过写这类小说，但不能说他

们取得了成 功。倒 是 那 些 让 工 人 变 成 冲 锋 队 员 的 小 说 有 些 影 响。
在此类小说中（例如《冲锋队征服柏林》）中，阶级冲突不过是一种表

面现象。实际上那些身着褐衫的工人们都逐步找到了停止向那些

衣着华丽的资产阶级敌人进攻的理由。阶级斗争成了个人的琐事，
表面上的反资本主义姿态却掩护着向共产主义的进攻。这类小说

表现的不是工人运动的团结，而是集体肆虐中的伙伴关系，是组织

严密的匪帮提供的归属感。战斗并无理性可言，也不是为了任何抽

象的理想。和《豪斯特·威塞尔之歌》一样，凡死去者都是英雄和烈

士。这类小说 在 内 战 逐 步 发 展 为 真 正 的 战 争 的 过 程 中 起 了 作 用。
共产党员 是 需 要 消 灭 和 战 胜 的 敌 人；转 化 比 杀 戮 能 带 来 更 多 的

快乐。
把这种态度最圆满地表达出来的不是冲锋队小说，却是一部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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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勒青年党（Ｈｉｔｌｅｒｊｕｇｅｎｄ）小说。① 《希特勒青年党的奎科斯》是那

一时期最成功的小说之一，还被改编为第一部真正的纳粹电影。这

部由 阿 洛 伊·申 辛 格（ＡｌｏｙｓＳｃｈｅｎｚｉｎｇｅｒ）创 作 的 小 说 主 要 依 据

１９３２年，即该 书 问 世 那 一 年 年 初 发 生 的 共 产 党 员 谋 杀 青 年 赫 伯

特·诺库斯事件写成。我们在这里又碰上了一位和豪斯特·威塞

尔一样为纳粹运动捐躯的烈士。但这本小说真正有趣之处在于它

有一个坚实的事实基础。首先，这是一部柏林小说，与“血与土”文

学大相径庭，主要表现失业者的生活世界；法拉达（Ｆａｌｌａｄａ）同年发

表的小说《小人物—现在怎么了？》对这种生活也做了极为真实的描

绘。其次，这也是一部匪帮小说，某些方面模仿了伊利奇·卡斯特

纳（ＥｒｉｃｈＫｓｔｎｅｒ）的《艾米尔与侦探》的风格。那时的柏林有一些这

样的匪帮，一般称之为“黑帮”（ｃｌｉｑｕｅｓ）。在某种意义上 讲，“黑 帮”
是由无产者发展起来的中产阶级“漂泊者”（Ｗａｎｄｅｒｖｏｇｅｌ）运动，其

成员在远离城市的地方安营扎寨，或漂泊于海上，但他们聚到一起

并非为了周 游 列 国，而 是 为 了 生 存 和 自 卫。凭 借 年 轻 失 业 者 的 优

势，他们与警察、福利机构和监狱当局进行无休止的斗争。他们天

然具有反政府、反权威的倾向。另一方面，某些“黑帮”的组织化程

度很高；有些与共产党有联系。有些“黑帮”的影响之大让希特勒青

年党走在路上也会提心吊胆的。他们在抵制国家社会主义方面比

某些中产阶级组织如斯古尔的“白玫瑰”更有成效。申辛格为这本

小说找到了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主题，即描写巨变中的局势：一支

希特勒青年党的小组成功地制服了柏林 莫阿比特地区的一支被称

为“北方之星”的“野蛮黑帮”。这是通过一名男孩子的眼睛表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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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ＨｅｌｌｍｕｔＬｅｓｓ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ｎｆｒｅｄＬｉｅｂｅｌ，‘ＪｕｎｇｅｎｖｏｒｄｅｍＦａｓｃｈｉｓｍｕｓ’
ｉｎＴｅｒｒｏｒｕｎｄＨｏｆｆｎｕｎｇｉ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１９３３ １９４５ （Ｒａｒｏｒｏ７３８１，Ｒｅｉｎｂｅｋ
ｂｅｉＨａｍｂｕｒｇ，１９８０），ｐｐ．３９１ ４０３；ＫａｔｈｅｒｉｎｅＬａｒｓｏｎＲｏｐｅｒ，‘Ｉｍａｇｅｓｏｆ
ＧｅｒｍａｎＹｏｕｔｈｉｎＷｅｉｍａｒＮｏｖｅｌ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ｏｒｙＨｉｓｔｏｒｙ，ｖｏｌ．３
（１９７８），ｐｐ．４９９ ５１６；ＪｅａｎＢ．Ｎｅｖｅａｕ，‘ＬａＪｅｕｎｅｓｓｅｅｔｌｅｓｌｕｔｔｅｓ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ｓ
ｄａｎｓ“ＤｅｒＨｉｔｌｅｒｊｕｎｇｅＱｕｅｘ”ｄｅＫ．Ａ．Ｓｃｈｅｎｚｉｎｇｅｒ’，ＲｅｖｕｅｄＡｌｌｅｍａｇｎｅ，ｎｏ．
３（１９７６），ｐｐ．４３１ ４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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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这个男孩子正在具有“肮脏”吸引力的工人阶级匪帮和有组

织、有纪律的希特勒青年党之间犹豫不决。作品依据的模特儿即豪

斯特·威塞尔，写了他的歌、他的旗帜、他在争取工人阶级参加纳粹

事业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小说本身已经够生动的了，而根据小说改

编的电影更加生动。《奎科斯》与后来的纳粹影片不同。这部片子

自始至终都有一种现实感，展示了柏林凄凉、灰暗的工人聚居区和

小酒馆，与布莱希特的《库勒·万普》及后来的《克劳斯大妈的幸福

之旅》所代表的德国无声电影的传统一脉相承。导演汉斯·斯坦霍

夫（ＨａｎｓＳｔｅｉｎｈｏｆｆ）借鉴了魏玛共和国时期最优秀的进步影 片，有

意采用这类影片的风格、场景和演员。这是纳粹吸收敌方的东西为

我所用的又一例证，结果是拍出了纳粹的一部经典之作。这部影片

表现了冲锋队 和 共 产 党 争 夺 街 道 的 暴 力 冲 突 所 造 成 的 恐 怖 气 氛。
主角（取名Ｑｕｅｘ是 因 为 他 像 水 银〈ｑｕｉｃｋｓｉｌｖｅｒ〉一 样 反 应 敏 捷，而

Ｖｌｋｅｒ则指明了他的民族特征）本来徘徊于各个党派之间，但由于

一种近乎宗教性的天启，他看到了光明。他不顾他那共产党父亲的

反对，加入了 希 特 勒 青 年 党。奎 科 斯 因 此 被 他 以 前 的 同 志 视 为 叛

徒，在散发名为《苏俄的饥荒与惨剧》的小册子时被共产党杀害。如

果说《豪斯特·威塞尔之歌》是吁请人们加入冲锋队。那么这部小

说及根 据 小 说 改 编 的 电 影 则 是 在 吁 请 人 们 加 入 希 特 勒 青 年 党

（ＨＪ），特别是向年轻且不谙世 事 的 工 人 和 共 产 党 员 发 出 了 直 接 的

呼吁。影片被吹捧为表现了“德国青年的牺牲精神”，而青年又代表

了德国的未来。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党，他们就可以脱离黑帮堕落、
无望的生活，甩掉无产者悲惨的境遇；就会感到获得了解放，就会有

一种为民族共同体、为德国效力的责任感。深受现代社会压抑且彷

徨无路的年轻人明确了方向、肩负起使命，这就是“向着光荣未来进

军的年轻军人要重建支离破碎的祖国。”这部小说所展示的是一幅

新德国的全景。影片的影响对象是全体青年。希特勒青年党的头

子巴尔杜·冯·施 拉 克（ＢａｌｄｕｒｖｏｎＳｃｈｉｒａｃｈ）参 加 了 影 片 的 首 映

式。实际上他还为由奥托·保格曼（ＯｔｔｏＢｏｒｇｍａｎ）谱写的影片音

乐填上了词“向前，跟着明亮的号角向前。”希特勒也到场纪念死去

—９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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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轻战士。影片结束时演奏了布鲁克纳的一支交响曲。１９４５年

以后，申辛格在联邦德国仍旧从事写作，专门写一些以科学技术为

题材的纪实小说。
有一种观点认为纳粹文学的代表作都是写于１９３３年以前。在

这之后，最初的热情消逝不见了，而大有希望的一代民族精英又无

法露面。这种观点表面上看是符合实际的，至少叙事散文方面是这

种情况。没有新风格出现，技巧或语言也看不出有什么发展。战争

小说仍在大批出笼，却推不出一位重要的新作家。就“血与土”文学

而言，早期的“乡土文艺”（Ｈｅｉｍａｔｋｕｎｓｔ）传统仍被像弗里德里希·
格瑞色（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Ｇｒｉｅｓｅ）这样的 作 家 延 续 下 来。他 们 似 乎 想 用 自

己的长盛不衰来证明“血与土”文学具有异乎寻常的生命力。格瑞

色生于１８９０年。１９２７年就创作了引起反响的小说《冬天》，生动逼

真地表现了适者生存的主题。严酷的气候把一个村庄里堕落的居

民一扫而空，只有最强壮、最健康的一对情侣幸存下来。作者在整

个纳粹时期都受到欢迎和赞扬。他一直在联邦德国从事写作，一直

到１９７５年去世。
“血与土”（Ｂｌｕｂｏ）文学得到 了 广 泛 的 开 发 利 用，其 影 响 几 乎 遍

及各个方面。只有高层人物才能对这种文学的过分膨胀实施一些

控制。揶揄这类小说自然很容易，但这样可能会忽视它们可能具有

的吸引力和它们的意图。说到吸引力，要记住德语地区分为许多不

同的部分。每一部分（尤其是边疆地区和远离都市及行政中心的地

区）都对自己的地方特色、自己的方言、自己对日耳曼文明及民族气

质的独特贡献感到骄傲。甚至像海德格尔这样的思想家都拒绝了

柏林大学的邀请，只求留在“外省”。当然，早期的这类小说仍然包

含着内部冲突，如农民和占有土地的贵族的冲突，或现代工业生产

方式对农业社会的冲击等。到１９３５年，所有这类冲突都被抹平、抽
空了。除了田园牧歌，什么也没有留下。也许在“血与土”文学信条

表面的含混与非理性的背后隐藏着某种动机；也许希特勒和他的顾

问们是从一项长期的农业政策出发来考虑问题，他们想使德国的粮

食及其他农产品做到自给自足，这是战时必须考虑到的。“血与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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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公式已成为国家社会主义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术语。要想查

清是谁把这两种成分撮合到一起几乎是不可能的。奥古斯特·温

尼哥（ＡｕｇｕｓｔＷｉｎｎｉｇ）首 次 用“血 与 土”做 他 的《共 和 帝 国》（１９２９
年）中一章的标题，此后这一词语便在民族主义者的社交圈子传播

开来。阿塔玛奈·肯斯特勒（ＡｒｔａｍａｎｅＫｅｎｓｔｌｅｒ）则用这个词语为

他新创办的刊 物 命 名。１９３３年 以 后，这 一 词 语 为 帝 国 农 民 党 领 袖

达利（Ｄａｒｒé）采用。① 达利有一本演讲与论文的合集，书名就是《论

血与土》（１９３９年）。此书清楚地表明，达利所考虑的绝不仅仅是吃

饭的问题。农民是民族生存的动力，是种族特征准确且身体健康的

孩子的生产者。既然是为国家社会主义这样的谨守道德的运动服

务，“血与土”文学对农妇旺盛生殖能力的强调也就很难说带有色情

意味 了。正 如 奥 地 利 小 说 家 卡 尔·海 因 里 希·瓦 格 尔（Ｋａｒｌ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Ｗａｇｇｅｒｌ）在他的小说《母亲们》中指出的那样，对血的崇拜

就是对母亲的崇拜。另一位“血与土”文学的作家约瑟法·柏伦 托

滕（ＪｏｓｅｆａＢｅｒｅｎｓＴｏｔｅｎｏｈｌ）在她于１９３８年 以《妇 女 是 民 族 的 创 造

者和延续者》为题发表的演讲中也明确阐述了这种关系。达利还把

“血与土”、“没有生存空间的民族”的概念拉扯到一起，把这个词语

变成了扩张政策文学表达，但这已不是格雷姆对非洲的想入非非，
而是预言了对东欧的扩张。② 这就造成了殖民地文学不多见、而有

关日耳曼帝国东部边界的书却层出不穷的现象。奥洛维斯基关注

过德裔波兰人的文学，关注过有关苏台德地区的大量著作，出了很

—１１１—

①

②

ＣｌｉｆｆｏｒｄＲ．Ｌｏｖｉｎ，‘ＢｌｕｔｕｎｄＢｏｄｅｎ：ｔｈｅ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Ｂａ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Ｎａｚｉ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ｒｏｇｒａｍ’，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Ｉｄｅａｓ，ｎｏ．２８（１９６７），ｐｐ．
２７９ ２８８；维利巴尔德·亨舍尔创建了一个由１０００个妇女和１００个男人组成

的血亲组织。这个组织被称为米特加（Ｍ：ｔｔｇａｒｔ，意指乡村苦行共济会）。亨舍

尔声称印度的太阳神阿塔（Ａｒｔａｍ）是 雅 利 安 人 的 真 神，由 此，阿 塔 的 追 随 者 就

被称为阿塔曼嫩。
Ｐｅｔｅｒ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ＫａｍｐｆｕｍｄｅｎＬｅｂｅｎｓｒａｕｍ．ＥｉｎＭｙｔｈｏｓｄｅｒ

ＫｏｌｏｎｉａｌｕｎｄｄｅｒＢｌｕｔｕｎｄＢｏｄｅｎ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ｉｎＳｃｈｏｎａｕｅ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
ｉｍ ｄｒｉｔｒｅｎ Ｒｅｉｃｈ，ｐｐ．１６５ １８２．ＳｅｅａｌｓｏＪｏａｃｈｉｍ Ｗａｒｍｂｏｌｄ，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Ｋｏｌｏｎｉａｌ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Ｌüｂｅｃｋ，１９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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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钱资助海因里希·泽利克（最好斗的边境日耳曼人之一）、威廉·
普莱耶（ＷｉｌｈｅｌｍＰｌｅｙｅｒ）、布 鲁 诺·布 利 姆（ＢｒｕｎｏＢｒｅｈｍ）等 作 家

写这类作品。① 就风格和内容而言，“血 与 土”文 学（Ｂｌｕｂｏ）代 表 一

种倒退的倾向，放在工业化的二十世纪显得很奇怪。并非所有的倒

退倾向都具有法西斯性质和反动性质。实际上，纳粹所否定的先锋

派文学艺术就有原始化的形式。这种形式避免自然主义的精细描

写和深究严查，而代之以本质的完整。这就使许多创作形成一种接

近表现主义的抽象风格。许多作家（以布鲁斯特和巴拉克为代表）
写过这类作品。避免描写个人心理，而是选择一种类型化和象征性

的形象作为政治和宗教概念的传声筒，展示宇宙和生命的力量，在

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范围内寻求完整的价值，———所有这些都是

“血与土”文学的特征，但也可以用来描述表现主义的作品。德国曾

长期停留在农业和半农业阶段，城市发展较晚。但德国的城市对表

现主义也很着迷。自凯瑟（Ｋａｉｓｅｒ）的《汽油》三部曲问世之后，大都

市的景观和从大都市逃避到绿色田野的可能性问题确实已成了当

时的热门话题，绝不只是法西斯思想家才谈论。出于这些原因，某

些权威人物认为“血 与 土”文 学 在１９３３年 以 后 已 算 不 上 是 新 玩 意

儿。恰恰相反，“血与土”文学热衷神话、逃避现实及其反历史、反社

会的倾向都表明，它是本世纪以来经过“乡土文艺”（Ｈｅｉｍａｔｋｕｎｓｔ）、
新浪漫主义和表现主义诸阶段一直到三十年代的德国文学的一部

分。它与其他文学的主要区别在于回避语言试验、缩减理性内容、
对取向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后来“血与土”文学最终堕落成狂热的

颂歌、狂热的愤怒、大而无当的架子和原始的尖叫，当局便适时地出

来喝止，并宣布这一文学运动已经结束。
把“血与土”小说与１９３３年后形成热潮的历史小说截然分开无

疑是错误的。正是出于这种错误认识，国社党官员们常常抱怨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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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ＨｕｂｅｒｔＯｒｌｏｗｓｋｉ，‘ＤｉｅＨｅｒａｕｓｂｉｌｄｕｎｇｄｅｒｆａｓｃｈ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ｎ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ｉｎ
ｄｅｎＪａｈｒｅｎ１９２５ １９３３’．ＳｔｕｄｉｏＧｅｒｍａｎｉｃａＰｏｓｎａｎｉｅｎｓｉａ，ｎｏ．２ （１９７３），
ｐｐ．９９ １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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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逃避现实，回到往昔了。① 然 而，往 昔 的 生 活 受 到 宠 爱 有 许 多 因

素，其中至少有一项是希特勒本人偏好在讲演中谈论历史的走向。
希特勒很喜欢思索两千年来的历史。在这两千年间，分散的日耳曼

部族逐渐汇聚到一起，融合成一个统一的民族。所以在他看来，历

史所展示的 就 是 一 个 民 族 形 成 的 过 程（Ｖｏｌｋｗｅｒｄｕｎｇ）。他 认 为。
第三帝国一建立，历史就已结束。过去不过是未完成的现在。希特

勒特别强调一个民族形成过程中伟大人物的重要作用，所以他认为

以历史为题材的作家的作用就是把日耳曼的英雄表现给现在的年

轻人看，这样年轻人的心中就会充满坚不可摧的民族情感。汉斯·
弗里德里希·布龙克（Ｈａｎｓ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Ｂｌｕｎｋ）完美地发挥了这种作

用。他在当作家前曾学过法律，参加过青年运动，战时当过军官，还
当过行政官员（汉堡市的办事员）。从１９３３年到１９３５年他是帝国

文学会的会长，此后在纳粹统治德国期间还得过许多荣誉和头衔。
战后他在基尔受到废除纳粹制度委员会的审判，尽管他辩解说他这

个帝国文学会会长是反法西斯的，他还是被定为纳粹的“同路人”，
罚款一万马克。像布龙克这样的作家从表面看与旧民族主义者并

无多大区别，比如他在《伟大的历程》一书中并未直接提到过国家社

会主义。把他看作是“北欧种族主义”的代表更为合适。这种思潮

提出了培育纳粹 精 华 的“生 命 之 泉”的 观 点，是 最 能 蛊 惑 人 心 的 产

物。② “阿塔曼嫩”（Ａｒｔａｍａｎｅｎ，二十 世 纪 初 期 德 国 的 一 个 种 族 主

义团体。———译者注）运动时期的希姆莱、达利及奥斯维辛 集 中 营

的头头赫斯都信奉“北欧民族”的观念。

—３１１—

①

②

ＰｅｔｅｒＷｅｒｂｉｃｋ，‘Ｄｅｒｆａｓｃｈ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ｅＲｏｍａｎｉ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ｉｎ
Ｓｃｈｎｅｌｌ，ＫｕｎｓｔｕｎｄＫｕｌｔｕｒｉｍＦａｓｃｈｉｓｍｕｓ，ｐｐ．１５７ １９０；ａｌｓｏ‘Ｅｘｋｕｒｓ：Ｄｅｒ
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ｅＲｏｍａｎｉｍＤｒｉｔｔｅｎＲｅｉｃｈ’ｉｎＥｌｋｅＮｙｓｓｅｎ，Ｃ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ｓｂｅｗｕｓｓｔｓｅｉｎ
ｕｎｄ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Ｍｕｎｉｃｈ，１９７４），ｐｐ．９５ ９９；ａｎｄ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Ｗｉｐｐｅｒｍａｎｎ，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ｕｎｄ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ｅｉｍ 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ｅｎ ＲｏｍａｎｄｅｓＤｒｉｔｔｅｎ Ｒｅｉｃｈｓ’ｉｎ
Ｓｃｈｏｎａｕｅ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ｉｍｄｒｉｔｔｅｎＲｅｉｃｈ，ｐｐ．１８３ ２０６．

ＧｅｏｆｆｒｅｙＧ．Ｆｉｅｌｄ，‘ＮｏｒｄｉｃＲａｃｉｓｍ’，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Ｈｉｓｆｏｒｙｏｆ
Ｉｄｅａｓ，ｎｏ．３８（１９７７），ｐｐ．５２３ ５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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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小说情节发生的时间一直回溯到十四世纪末期，地点是在

冰岛和德国。故事的核心人物是日耳曼人迪德里克·皮宁。他是

住在冰岛的丹麦总督（Ｓｔａｔｔｈａｌｔｅｒ）。他由冰岛出发，也发现了格陵

兰岛，还看到了美洲的海岸。此书的读者会发现第一位发现美洲大

陆的人其实是一位日耳曼人！如果迪德里克·皮宁是说明“德国男

人的能力”的主要代表，那么女主角忒柯·惠滕就是德国女性的理

想形象。男主角行动的动因是他对一片能让所有农民过上好日子

的“纯洁”土地的向往。这个乌托邦社会的想法实际上正是指向现

实。布龙克能看出来，希特勒所要建立的社会正符合这种理想。第

三帝国实现了数世纪以来的所有愿望。推动迪德里克·皮宁去发

现美洲的是他为德国、瑞典和冰岛农民寻找土地的愿望。所以说在

那个时候，日耳曼就已经是一个“没有生存空间的民族”了。为什么

会没有生存空间，书中未加探讨，也未讨论让德国人定居美洲意味

着当地人将失去家园这样一个事实。由于迪德里克的儿子正在艾

尔福特学习，宗教改革时期的德国社会生活情况也进入了情节。这

个儿子是另一类型的日耳曼人。他是一位预言家、传教者，是为自

己的信仰而斗争的战士。迪厄克还描绘了一幅遭到分裂的德国在

来自罗马的异族势力“奴役”下苟活的画面。迪厄克宣讲一个没有

罗马教皇的日耳曼帝国的福音，宣讲下层人民的起义、强权的垮台。
一切阶层的一切人，无论是农民还是渔民，都将受到保护。小说正

是这样没有把宗教改革运动表现为一场宗教的革新，而是将其表现

为一场纯粹的德国民族运动。小说借助历史为读者提供的德国人

的画像既是对纳粹党宣扬的主宰种族思想的肯定，事实上也肯定了

非雅利安种族理应受到压迫的思想。在这类小说中，历史是由孤独

且强有力的个人创造的；历史只是领袖们的事；一只坚强有力的手

必不可少。这类作品还暗示，独裁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作品所表现

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反民主的、民族主义的和反理性的观点。小说中

没有对社会的分析，却将读者从现实引入神话，用“乌托邦”来解决

德国的问题。
或许有人会问，国家社会主义的爱情小说是什么样子？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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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伯伦（ＨａｎｓＺｂｅｒｌｅｉｎ）的《良心的命令，一本战后混乱时期和首次

起义造就的小说》（１９３７年）可以提供答案。① 这本小说把重点放在

备受青睐的１９１８到１９２３年间。主人公就是在这期间成长起来、被
吸收加入了纳粹党。当时，这本小说得到了广泛的传阅，原因就在

于故事中的爱情线索与政治形势的发展平行展开。主人公有一个

意味深长的名字———汉斯·克拉福特（“权利”的意思）。他曾在前

线当兵，像西格弗里德一样浴血奋战过。战场归来，他成了平民，便
考虑起恋爱、婚姻问题。直到他参加了反对巴伐利亚共和国的自由

军团的政治活动后，才遇到了一位合适的姑娘。姑娘对他也是一见

钟情，很欣赏他的所作所为。他给她唱《索尔薇格之歌》，以说明北

欧的衰落。她也深有同感。他们在巴伐利亚的大地上漫步，在巴伐

利亚的湖水 中 沐 浴，表 现 出 他 们 爱 情 的 纯 真。在 一 个 露 天 游 泳 池

里，罪恶被引入田园牧歌般的景色中。几个犹太人出场，对伯塔进

行调戏。伯塔表明了她的态度：“这些犹太猪猡玷污了我们的血统，
把我们害苦了。血统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也是我们唯一拥有的财

富。”整个场面既体现出反闪族的倾向，又带有色情意味，最后以这

对日耳曼人裸体在湖水中游泳结束了这一幕戏。后面还有一幕戏

与此类似：汉斯受到一个犹 太 女 人 的 勾 引。但 所 有 这 些 败 坏 法 西

斯主义的尝试都归于失败。小说结束于在统帅堂（Ｆｅｌｄｈｅｒｒｎｈａｌｌｅ，
位于慕尼黑，是为纪念巴伐利亚的统帅们于１８４４年兴 建 的。１９２３
年１１月９日 希 特 勒 发 动 推 翻 德 意 志 帝 国 的 政 变。失 败 后 在 此 被

捕。———译者注）举义的时期，一对情人终成眷属。他 们 没 有 举 行

基督教的婚礼，而是在大自然中举行了一个异教的庆典，然后赶往

一家乡村小客栈。他们将在那里传宗接代。左伯伦本人就曾在前

线当过兵。他负过重伤，获得过一级铁十字勋章及其他奖章。他曾

参与镇压慕尼黑的革命，很早就加入了国社党，（和汉斯·克拉福特

一样）在慕尼黑担任建筑师。因此这本小说在很大程度上带有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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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质。他还加入了冲锋队，后来还担任了一个纵队的队长，获得

过血统勋章（ＢｌｏｏｄＯｒｄｅｒ）和国社党的金质荣誉奖章。因为参与了

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８日的平茨堡屠杀，他于１９４８年被判处死刑。这一判

决后来又改为 终 身 监 禁。他 很 早 就 被 释 放，卒 于１９６４年２月１３
日。左伯伦被 看 作 是 用 文 学 形 式 表 现 前 线 生 活 体 验 的 代 表 作 家。
希特勒就亲自推荐过他的战争小说《对德国的信念》。他还是个电

影剧本作家。影片《１９１７年的突击队》就是他的作品。
照约斯特的 说 法，魏 玛 共 和 国 的 戏 剧 除 了“女 人 的 内 衣 裤、色

情、酗酒、精神病态、堕落、物质主义和偏见”以外，再没有什么别的

货色。① 他的意见很有代表性，所以纳粹相信，１９３３年是打扫剧坛、
清除腐朽、迎接新生的大好时机。因此当时充满了期待和幸福的气

氛。戈培尔在１９３３年４月６日指出：“精神腐烂的时代”已经结束，
重建的时代就要开始。实际上，一个戏剧高潮已经来临。在这一大

潮中，即使是一出为电台“民族时间”栏目写的广播剧也能和舞台剧

一样引起 广 泛 的 兴 趣。② 尤 林 格（Ｅｕｒｉｎｇｅｒ）写 的《德 国 的 愤 怒》
（１９３３年）正 迎 合 了 对 新 的 戏 剧 形 式 的 要 求。这 种 新 形 式 是 依 据

“露天活剧”（Ｔｈｉｎｇ）的观念构筑的。“Ｔｈｉｎｇ”是古代日耳曼人召集

自由民在露天开审判法庭的地方。③ 开 审 判 法 庭 含 有 对 魏 玛 共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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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ＱｕｏｔｅｄｆｒｏｍＣüｎｔｅｒＲüｈｌｅ，Ｔｈｅａｔｅｒｆüｒｄｉ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ｋ１９１７ １９３３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１９６７），ｐ．１１５５．

Ｆｏｒｌｉｓｔｓｏｆｐｌａｙｓａｎｄａｓｕｒｖｅｙｏｆ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ｆｅｓｔｉｖａｌｐｌａｙｕｐｔｏ
ａｎｄ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ｔｈｅＮＳｓｔａｄｉｕｍ ｐｌａｙｓｓｅｅＫｌａｕｓＳａｕｅｒａｎｄ Ｇｅｒｍａｎ Ｗｅｒｔｈ，
ＬｏｒｂｅｅｒｕｎｄＰａｌｍｅ．Ｐａｔｒｉｏｔｉｓｍｕｓｉ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Ｆｅｓｔｓｐｉｅｌｅｎ（ｄｔｖ７９５，Ｍｕｎｉｃｈ，
１９７１）．Ｆｏｒｔｈｅｔｈｅａｔｒｅｉ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ｅｅＩｌｓｅＰｉｔｓｃｈ，ＤａｓＴｈｅａｔｅｒａｌｓ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
ｐｕｂｌｉｚ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ｓ Ｆüｈｒｕｎｇｓｍｉｔｔｅｌ ｉｍ Ｄｒｉｔｔｅｎ Ｒｅｉｃｈ， ｕ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üｎｓｔｅｒ，１９５２．

Ｅｇｏｎ Ｍｅｎｚ， ‘Ｓｐｒｅｃｈｃｈｏｒ ｕｎｄ Ａｕｆｍａｒｓｃｈ， Ｚｕｒ Ｅｎｔｓｔｅｈｕｎｇ ｄｅｓ
Ｔｈｉｎｇｓｐｉｅｌｓ’ｉｎＳｃｈｏｎａｕｅ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ｉｍｄｒｉｔｔｅｎＲｅｉｃｈ，ｐｐ．３３０ ３４６；
Ｈｅｎｎｉｎｇ Ｅｉｃｈｂｅｒｇ．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Ｄｕｌｔｚ， Ｇｌｅｎ Ｇｌａｄｂｅｒｒｙ ａｎｄ Ｇüｎｔｅｒ Ｒüｈｌｅ，
Ｍａｓｓｅｎｓｐｉｅｌｅ，ＮＳＴｈｉｎｇｓｐｉｅｌ，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ｗｅｉｈｅｐｉｅｌｕｎｄｏｌｙｍｐｉｓｃｈｅＺｅｒｅｍｏｎｉｅｌｌｅ
（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ＢａｄＣａｎｎｓｔａｔｔ，１９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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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 失 误 和 罪 过 进 行 评 说 的 意 思。演 出 的 场 地 就 在 德 国 士 兵

（Ｈｕｎ）的坟地、战场、德国英雄坟墓的旁边，整个气氛带 有 异 教 的、
神秘的和悲壮的色彩。此外，新戏剧形式的“碑铭体”风格也颇对国

社党领袖们的口味，因为这种文体可以把新德国、新运动、新的民族

共同体的力量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深入人心。一群精神投契的日

耳曼人来到一起，在一场宗教庆典中融合成一个整体，这种形式代

替了观众坐在剧场观剧的形式，避免了幕布和穹顶舞台所造成的虚

假。当然，“露天活剧”实际上也不是绝对的创新、绝对的逼真。这

类剧倾向于依赖古希腊大竞技场的建筑模式。就戏剧本身而言，像
《奥丽斯泰娅》一类作品就被有些人（如莫勒）视为宗教祭典剧模式

的滥觞。尤林格剧作的标题指明了另一来源，即中世纪神秘剧。这

方面，直 到 最 近 还 在 上 演 的 《反 基 督 者 的 戏 剧》（Ｌｕｄｕｓｄｅ
ａｎｔｉｃｈｒｉｓｔｏ）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样板。同样，奥勃拉莫皋耶稣受难剧

（Ｏｂｅｒａｍｍｅｒｇａｕ是德国巴 伐 利 亚 洲 阿 尔 卑 斯 山 区 的 一 个 小 镇，以

上演起源于中世纪的耶稣受难剧而闻名。———译者注）一类的宗教

剧直到当时也很受欢迎。不过，尽管这类戏剧有反闪族的倾向，却

并不符合国家社会主义的意图，除非对其进行彻底的改造。比如把

民族主义思想硬塞进基督教的思想中去，如艾格斯（Ｅｇｇｅｒｓ）在他的

《日耳曼人约 伯》中 所 做 的 那 样。在 德 国，露 天 演 戏 的 传 统 也 很 悠

久、稳定，教会和青年运动团体经常组织露天演戏活动。但是，这方

面很容易把《葛茨·冯·伯利欣根》一类古典剧作扯进来，列入演出

剧目。这绝不等于说此剧完全符合官方的观点。这类戏剧的个人

的东西太多，而民间的因素太少。克莱斯特（Ｋｌｅｉｓｔ）的《赫耳曼的战

斗》与赫贝尔（Ｈｅｂｂｅｌ）的《尼伯龙根》也都是民族主义的气味十足。
某些历史剧也提供了合用的材料，但这远不能保证它们在意识形态

方面的安全。因 为 人 人 皆 知，观 众 们 有 责 任 从 席 勒 的 露 天 历 史 剧

《威廉·退尔》一类剧作中挑出虚伪的（民主的）思想。然而大量有

用的戏剧经验也由这类露天演出汇集起来，如怎样向海量的观众念

白；怎样走动、定位、给数量众多的演员打光；怎样利用身姿及舞蹈

动作等。国社党的评论家们喜欢强调他们依赖的是这种经验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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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真正具有德国特色的辩证法和民间戏剧。他们不愿意承认自己

在这方面和在其他方面一样，也吸收和借鉴了他们所鄙视和排斥的

剧作家们的戏剧实验。现在已可清楚地看出，“露天活剧”也在相当

大的程度上借鉴了由表现派发展起来的戏剧技巧和语言技巧，以及

由魏玛共和国时期的社会党和共产党发展起来的大众戏剧形式。①

“露天活剧”一般情节单纯，人物形象带有象征性和隐喻性，还使用

合唱、圣歌、器乐、进军者等因素。这种纳粹戏剧给人造成最深印象

的是其规模、场面、到场的演员和观众的人数。观众和演员之间的

障碍被推倒了，一种参与型戏剧演变出来。观众可以和演员一起诵

读台词，可以和合唱队一起歌唱。在为“露天审判法庭”（Ｔｈｉｎｇ）式

的圆形剧场而写的标准“露天活剧”出笼之前，还出现过一种所谓的

“体育场剧”（ＳｔａｄｉｕｍＰｌａｙ）。古斯塔夫·高斯（ＧｕｓｔａｖＧｏｅｓ）创作

的《德国行动起来！———一出表现德国革命的体育场剧》曾在波茨

坦首演。演出达到高潮时，草坪上出现了两千名进军者。在柏林演

出时则出现了一万七千人，主要由冲锋队各纵队、军人、警察及其他

一些部门的人组成。台词由演员在隔音室里念，通过高音喇叭传出

来，数千演员跟着念。如何传送台词是这种大规模演出始终未能解

决的一个难题。
这出体育场剧的内容是反映民族起义的胜利，重点表现从战后

德国失败、经过革命、内战、经济危机、通货膨胀、失业，一直到纳粹

党掌权这一历史时期。一个隐喻性的形象“和平”许诺说，未来的整

个世界都是安宁幸福的；但对于德国来说，这个“和平”是“凡尔赛的

和平”，应揭露其真实面目。高斯写了三部这样的戏。三部戏勾画

的德国形象都是一个模样，这就是经过了数年战争，德国所能做到

的不过是在敌人的包围中守住了自己的边界。这些剧作不厌其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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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ＷｉｌｆｒｉｅｄｖａｎｄｅｒＷｉｌｌｕｎｄＲｏｂＢｕｒｎｓ，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ｋｕｌｔｕｒｂｅｗｅｇｕｎｇｉｎｄｅｒ
Ｗｅｉｍａｒｅｒ Ｒｅｐｕｌｂｉｋ：ｖｏｌ．１， Ｅｉｎ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ｓｃ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ｅ ｄｅｒ
ｋｕｌｔｕｒｅｌｌｅｎＢｅｓｔｒｅｂｕｎｇｅｎｄｅｒｓｏｚｉａｌ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ｓｃｈｏｒｇａｎｉｓｉｅｒｔｅｎ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ｓｃｈａｆｔ；
ｖｏｌ２，ＴｅｘｔｅＤｏｋｕｍｅｎｔｅＢｉｌｄｅｒ（Ｕｌｌｓｔｅｉｎ３５１４１ ２，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１９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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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制造有人在背后捅刀子、前方军队不可战胜、躲在国内的政治家

中出了叛徒的鬼 话，鼓 吹 革 命 完 全 是 由 阴 谋 捣 乱 的 共 产 国 际 挑 起

的，只有民族解放才是真正的解放。
尤林格的《德国的愤怒》首演时的庞大规模不亚于高斯的《德国

行动起来》。此剧最早是为德国广播电台写的广播剧，后来成为新

“露天活剧”的典范，无论是演出还是印刷成书后的发行，都很受欢

迎。１９３４年，即海德 堡 戏 剧 节 过 后 一 年，该 剧 剧 本 已 印 了 三 万 册，
还得过好几个奖，其中包括斯特凡·乔治奖。《德国的愤怒》的主题

与高斯的“体育场剧”的主题相似，就是第三帝国即将出现。从场景

效果看，此剧显然脱胎于《浮士德》和表现主义戏剧。国社党的文学

作品一般都是按照“非友即敌”的模式展开，此剧亦不例外。和靡非

斯特与天使争夺浮士德一样，尤林格也安排了一个邪恶的灵魂跟一

个善良的灵魂争夺德国人民的未来。一位无名战士从一大片坟墓

中站起来，头上戴着用带刺铁丝盘成的花冠，全剧即以这个无名战

士提出决斗结束。基督的受难和升天成了德国人民在第三帝国获

得拯救的途径。该剧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为世俗的政治进程罩上

宗教的气氛，使一切理性的讨论批评都无法进行。那个前线战士代

表一切倒下去的人战胜了战后时代邪恶的灵魂。他是领袖，将领导

德国人民走出十一月党的罪犯（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ｃｒｉｍｉｎａｌ）、民主派、犹太

人、和平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以及软骨头的基督徒制造的困境，实
际就是抛弃一切邪恶灵魂用以压制德国的民主产物。尤林格有意

识地利用基督教的模式来表现民族新目标。这里，真诚的信仰把古

老的耶稣受难的观念与对出来拯救德国人民的弥赛亚式的领袖的

期盼融合在一起。但是，尤林格在这里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他

戏剧实验选准了路子，得到了充分的肯定，但这部《德国的愤怒》又

因其主题带有“神秘的宗教意味”、风格带有“天主教色彩”而受到了

批评。
库特·艾 格 斯（ＫｕｒｔＥｇｇｅｒｓ）的 带 有 合 唱 的 宗 教 祭 典 式 剧 作

《日耳曼人的约伯》（１９３３年）走 得 更 远。在 这 出“神 秘 剧”中，日 耳

曼人被表现成两种神秘力量，即光明与黑暗、善良与邪恶之间的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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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品。与尤林格的《德国人的愤怒》一样，此剧显然也模仿了歌德，
但几 乎 看 不 出 现 实 的、历 史 的 框 架，这 使 得 以 朱 利 尤 斯·彼 德 生

（ＪｕｌｉｕｓＰｅｔｅｒｓｅｎ）为代表的一些批评家认为该剧并不与《浮士德》相

近，倒是 接 近 歌 德 用 古 典 形 式 写 成 的 节 日 庆 典 剧《伊 匹 门 德 斯》
（Ｅｐｉｍｅｎｉｎｄｅｓ），———这部戏用象征手法表现了 德 国 的 解 放。尤 林

格的这部戏不可能原封不动地搬演，因为当时尚未建起“露天审判

庭”式的圆形剧场。艾格斯的《约伯》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只好在

一间大厅里演出。到六月初，一座“露天审判庭”式的圆形剧场在哈

勒附近建成，民族的宗教崇拜英雄剧终于能在露天演出了。被选中

的担此重 任 的 作 者 是 库 特·海 涅 克（ＫｕｒｔＨｅｙｎｉｃｋｅ）。他 的 诗 作

《民 族》曾 入 选 二 十 年 代 影 响 很 大 的 表 现 派 选 集《人 类 曙 光》
（Ｍｅｎｓｃｈｈｅｉｔｓｄｍｍｅｒｕｎｇ），到 三 十 年 代 他 已 完 全 转 入 民 族 主 义 阵

营。他的“表 现 德 国 人 的 工 作 的 戏 剧”《内 罗 德》（Ｎｅｕｒｏｄｅ）反 映 的

是当代的一个事件：一个以 国 社 党 为 后 盾 的 工 人 组 织 的 建 立。地

点是在西里西亚一个名叫内罗德的镇区。这出带合唱的剧作落入

的那些俗套人所共知：工人们的团结一致解决不了经济问题；对工

作权利的要求也影响不了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的传统关系。只有

领袖的出现才使“矿山的烦恼”隐去。海涅克的第二部节日庆典剧

《通向帝国的道路》（１９３５年）更是俗丽，也更一厢情愿，因为他竟然

用“新人的诞生”来解决工业问题，是十足的表现主义。这一类戏还

需要表现战 争 和 国 社 党 的 扩 张 计 划。艾 格 斯 也 满 足 了 这 一 要 求。
他在“露天活剧”式剧作《安那堡》（１９３３年）中表现了一种典型的英

雄式死亡。安那堡是西里西亚境内的一座小山，被波兰叛匪占据，
受到自由军团的猛烈进攻。这是民族主义文学中常见的题材，用这

种形式加以表现不足为奇。《大迁移，关于永恒的德国命运的戏剧》
（１９３４年）主题与此类似（从往昔到“漂泊”〈Ｗａｎｄｅｒｖｏｇｅｌ〉运动期间

德国人飘蓬似的命运），但又进一步指出日耳曼民族现在迁移的方

向，即东方。
没有一部新创作的“露天活剧”能令当局完全满意。这些剧作

过于宗教化，暗喻性太强，台词太冗长、太抽象。有人试图确立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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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的政治和美学立场，既是为了遏制这种泛滥成灾的浅薄尝试，
也是为了促进“纳粹德国民族戏剧的诞生”。莱纳·舒勒赛博士（Ｄｒ
ＲａｉｎｅｒＳｃｈｌｓｓｅｒ）在 与 巴 尔 杜·冯·施 拉 克 和 艾 伯 哈 德·沃 尔 夫

冈·莫勒（Ｅｂｅｒｈａｒｄ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Ｍｌｌｅｒ）商讨之后，于１９３４年发表了

题为《论未来 的 民 族 戏 剧》（ＯｎｔｈｅＶｏｌｋｐｌａｙｏｆ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的 演

讲，其中就表达了这种官方立场。讨论中推出了此类剧作中最成功

的一部《弗兰肯堡骰子戏》（１９３６年）。① 莫勒是柏林一位雕塑家的

儿子，曾 研 究 过 哲 学 和 戏 剧 史，深 受 他 家 庭 的 朋 友 保 罗·恩 斯 特

（ＰａｕｌＥｒｎｓｔ）的影响。莫勒总是称恩斯特为“立法者”。三十年代保

罗·恩斯特的再度风行完全要归功于莫勒。其发端即是他的表现

恩斯特的喜剧《老丑角和他的儿子们》。莫勒的家庭背景中弥漫着

民族主义的阴魂。他本人也和一些关心边境及境外日耳曼人的组

织有密切关系。他最早一批剧作就是以这方面问题为内容。莫勒

第一部获得成 功 的 剧 作 是《道 蒙 特 或 奥 德 修 斯 的 秘 密 返 乡》（１９２９
年）。道蒙特是 第 一 次 世 界 大 战 中 饱 受 炮 火 攻 击 的 一 座 要 塞 的 名

字。莫勒的剧作讲的是一个士兵返回边界后面的异己世界后为在

前线死去的人要一块葬身之地的故事。这是一次大战后在英国上

演的第一部德国戏剧。到了三十年代，莫勒加入了魏玛共和国的社

会剧创作潮流，创作了《加利福尼亚的悲剧》、《巴拿马恶棍》等剧作。
这些剧作的矛头显然针对贪婪、投机、腐败等现象，但也反对议会至

上和对民族问题的漠 视。１９３２年，《罗 斯 恰 尔 德 在 滑 铁 卢 的 胜 利》
问世。该剧于１９３４年首演，立即被誉为“第三帝国的第一部喜剧”。
犹太人罗斯恰尔德是资本家唯利是图思想的化身。他受到了抨击，
因为在他看来，将死的士兵不过是伦敦股票市场行情突然变化的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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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品。１９３０年左右 莫 勒 曾 和 布 莱 希 特 交 谈 过 几 次，主 要 谈 了 对 教

诲剧的认识。他本也曾尝试创作过教诲剧。跟布莱希特一样，他也

越出了现实 主 义 的 社 会 剧 的 框 架。莱 恩 哈 德（Ｒｅｉｎｈａｒｄｔ）、皮 斯 卡

托（Ｐｉｓｃａｔｏｒ）等 剧 作 家 也 在 扩 大 戏 剧 的 传 统 视 野 方 面 做 过 一 些 尝

试。他们在圆形舞台和运动场上演出自己的剧作。与此同时，一些

现代派作曲家如奥尔夫（Ｏｒｆｆ）、艾克（Ｅｇｋ）则回头垂青于一些早期

的音乐形式，如清唱剧、神剧、学院歌剧等。由此观之，“露天大戏”
这种形式绝不仅仅是一种返祖式的倒退，它与最新的潮流方向是一

致的。由于和莱纳·舒洛赛、巴尔杜·冯·施拉克合作，莫勒在宣

传部 得 到 了 一 个 位 置，从 而 得 以 接 近 戈 培 尔。他 受 命 于 巴 尔 杜·
冯·施拉克，为希特勒青年党写一部关于元首的书；又受命于戈培

尔，写一部“露天活剧”，用于迪特里希·艾卡特剧场的揭幕首演及

１９３６年柏林奥林 匹 克 运 动 会 期 间 的 首 批 文 化 活 动。他 写 的《弗 兰

肯堡骰子戏》是一部重要剧作。此剧“从政治方面和美学方面都值

得深入研究，恐怕是官方支持的文艺演出的一个圆满样本。”①
莫勒此剧所依据的史实是１６２５年发生在弗兰肯堡（位于上奥

地利）的一个事件。当时农民清教徒反抗强行恢复天主教，遭到逮

捕。造反的首领不肯站出来，于是有３６个农民被挑出来，他们要掷

骰子决定哪一半人生、哪一半人死。未掷中的人立刻被绞死。这种

残忍的做法引起了农民起义。最后一次农民战争爆发了，结果造成

成千上万农民丧生。这是历史上有目共睹的一起罪行。死人被从

坟墓中唤起，按照“露天活剧”的传统，进行了一次正义的审判。仅

从此剧的名字即可看出 它 与 凯 瑟（Ｋａｉｓｅｒ）的《加 莱 义 民》的 渊 源 关

系。《加莱义民》所记叙的也是靠抽签定生死的事件。莫勒承认借

鉴了此剧，也借鉴了其他表现主义剧作，如索日（Ｓｏｒｇｅ）的《乞丐》和

莱因哈德·格林（ＲｅｉｎｈａｒｄＧｏｅｒｉｎｇ）的《斯考特船长南极探险记》，
这些剧都体现了非自然的、极端抽象化的戏剧风格。《弗兰肯堡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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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戏》于１９３６年８月２日，也就是奥运会正式开幕的第二天首演，
跟在由卡尔·迪姆（ＣａｒｌＤｉｅｍ）编剧、沃纳·艾克（ＷｅｒｎｅｒＥｇｋ）和

卡尔·奥 尔 夫（ＣａｒｌＯｒｆｆ）谱 曲 的 圣 礼 剧《奥 林 匹 克 青 年》之 后 上

演。① 合唱队的形式引起了不少麻烦，因为合唱与共产党集会及魏

玛共和国的宣传鼓动性演出关系太密切了。在高层领导那里，这是

不允许的。此外，舞台的面积过大；演员还必须穿上古希腊、古罗马

悲剧演员穿的厚底靴（ｂｕｓｋｉｎ）来 表 演。照 理 讲，在 这 种 情 况 下，究

竟该怎么办 应 该 由 最 高 权 威，即 希 特 勒 本 人 来 决 定。但 这 又 不 可

能。有鉴于此，莫勒觉得有必要在剧中安排一个象征形象作为最高

法官。当演出进行到这里时，本来和戈培尔、戈林及外交使团坐在

一起的希特勒已起身走到门口，却又转过身来，生怕妨碍了奥地利

人表露感情。
莫勒的《弗兰肯堡骰子戏》显然是短命的“露天活剧”运动的高

峰。到１９３７年，这场在兴起时伴随着极大期望和兴奋的戏剧运动

实际上已经寿终正寝，只在个别地方还有些活动。那个在全国各地

都建起“露天审判庭”式剧场的夸海口计划的破产沉重打击了这场

运动。有一个 时 期，帝 国 戏 剧 协 会（Ｒｅｉｃｈｓｔｈｅａｔｅｒｋａｍｍｅｒ）主 席 奥

托·劳宾格（ＯｔｔｏＬａｕｂｉｎｇｅｒ）屡次在讲话中说要建四百处这种圆形

剧场。然而，对这一庞大建设计划的热情很快消退了。对“露天活

剧”的概念本身也有很多批评。尤其是在大量浅薄之作纷纷出笼之

后，这种批评更多。《弗兰肯堡骰子戏》就是挽救这一运动的一次努

力。然而就连这出戏本身也陷入了党内戈培尔派和罗森堡派争斗

的泥淖。罗森堡和希姆莱都不欣赏神秘的、宗教的主题，怀疑莫勒

是“共同信仰行动”（ａｃｔｉｏｃａｔｈｏｌｉｃａ）的假支持者。同时，天主教会也

指责该剧把暴行和不义表现为天主教的专有之物，还宣称新教徒在

历史上犯下的这类罪行更多，罄竹难书。此后，“露天活剧”运动失

去了“对帝国有 重 大 意 义”的 荣 誉。１９３７年，戈 培 尔 正 式 宣 布 这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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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寿终正寝。“所有的歌唱、进军、挥舞旗帜和高举火炬都立刻停

下来，所有的民众合唱队也沉默下来。”①有太多的问题明显解决不

了，———声音传送、观众观看都有困难；主题受到的 限 制 太 多；表 演

难以避免过分的象征化、隐喻化，由此造成剧作过于凝滞。纳粹需

要圣礼剧，但德国的神话太贫乏了。基督教的象征形象虽然深入人

心，却又基本不可接受。“露天活剧”试图起一种替代宗教的作用，
成为一种政 治 舞 台 和 民 族 戏 剧。它 试 图 推 翻 基 督 教，却 碰 上 了 麻

烦。它不可能政治化，因为对意识形态的任何分析和批评都是不允

许的。它只在攻击守旧势力时有效果，而对新德国的揭示却归于失

败。或许正如科姆勒（Ｋｅｍｍｌｅｒ）曾指出的那样，成功的群众政治集

会与戏剧的怪诞联姻注定要失败；或许没有一场“露天活剧”的演出

所引发的激情堪与纽伦堡的集会 的 效 果 相 比。② 甚 至 这 样 的 集 会

在老百姓对连续数小时的行进和冗长的演讲厌倦时也不得不中断

或简化。此外，德国的天气对民族利益是没有什么认识的。
莫勒本人也脱离了“露天活剧”运动，转向当局的核心人物制定

的新目标。舒洛赛在一篇论“北欧文化”的文章中指出了党的新方

针，就是要求写悲剧。虽然最高当局对这一新目标极为重视，纳粹

德国最重要的戏剧家对此也极为热心，但收效并不大。库特·朗根

贝克（ＫｕｒｔＬａｎｇｅｎｂｅｃｋ）坚定地相信，应当是剧本决定表演，而不是

表演决定剧本（ｄｒａｍａｓｈｏｕｌｄｍａｋｅｔｈｅｔｈｅａｔｒｅａｎｄｎｏｔｔｈｅａｔｒｅｔｈｅ
ｄｒａｍａ）。他创作的《亚历山大》和《海因里希六世———一幕德国的悲

剧》等剧本已 在 朝 这 一 方 向 努 力。之 后 他 又 写 了 数 篇 论 悲 剧 的 文

章，加以配合，还创作了几部很受吹捧的剧作，如《高级叛逆》、《剑》
等。这些作品已由历史转入神话。可惜的是，《剑》由于有可能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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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ＢｒｕｃｅＨａｒｏｌｄＺｏｒｔｍａｎｎ，‘ＴｈｅＴｈｅａｔｅｒｏｆ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ｉｎＮａｚｉＧｅｒｍａｎｙ’，
ｕ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ＰｈＤｔｈｅｓｉ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ＬｏｓＡｎｇｅｌｅｓ，１９６９．ｐ．２０６．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Ｋｅｍｍｌｅｒ，‘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ｉｎＤｒａｍａ：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ａｔｅｒａｎｄ Ｄｒａｍａ 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Ｒｅｉｃｈ’，
ｕ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ＰｈＤｔｈｅｓｉ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９７３．ｐｐ．２０５ ２１１：‘Ｓｏｍｅ
ＲｅａｓｏｎｓｗｈｙｔｈｅＴｈｉｎｇ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Ｆａｉｌ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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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为含有元首可以自杀的意思，惹恼了当局。另一位大受吹捧的悲

剧作家是汉斯·雷伯戈（ＨａｎｓＲｅｈｂｅｒｇ）。他是格哈特·豪普特曼

的朋友，曾受到约斯特和戈培尔的保护。他的一批以普鲁士人和腓

特烈 大 帝（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１７１２—１７８６，普 鲁 士 国 王，１７４０—

１７８６年 在 位。———译 者 注）为 题 材 的 剧 作 受 到 赞 扬，由 格 伦 根

（Ｇｒüｎｄｇｅｎｓ）执导并主演，也因文体问题而引起麻烦。１９４５年以后

他继续写戏，但 未 再 获 得 成 功。莫 勒 在 悲 剧 方 面 的 探 索 成 就 也 不

大。他的剧本《迦 太 基 的 毁 灭》尤 其 引 起 了 罗 森 堡 的 恼 火 和 怀 疑。
罗森堡看出来此剧是想指明德国未来的命运。不过莫勒此后还是

引起了一些反响。他创作的《神圣的名字—德国》等成为保留剧目。
他担任记者后对战争的体验使他更加坚信德国的使命是领导欧洲，
是成为一堵抵御东方人进犯的城墙。这种体验还强化了他在自己

最后一部剧作《牺 牲》（１９４１年）中 表 达 的 悲 剧 观 念。战 争 结 束 后，
他在１９４５到１９４８年间换过好几所监狱。获释后，他在联邦德国继

续写作、出版作品。１９７２年１月１日死于毕提艾姆。
纳粹对“血与土”戏剧的要求和对“露天活剧”的要求一样，就是

不要去复制现实，而是去制造新的日耳曼神话。在这种神话里，农

民是培养新的、纯粹的日耳曼种族的源泉。瓦尔特·达利把日耳曼

民族的更新与复苏与通过计划周密的培育挽救濒临灭绝的汉诺威

马种相提并论。理查德·贝林格生于靠近德国边界的一个奥地利

农场里，本来注定要当牧师，却摇身进入戏剧界，还成为“血与土”戏

剧最成功的代表之一。他的剧作较有特色的主题是：“城市与乡村

的比较；大地上神秘的黑暗势力；个人在群体中的命运；没有尽头的

乡村生活流程；血统继承中不可抵御的力量。”他奠定了“血与土”戏

剧的基础。① 他的成名作是描写狂热的农民仪式化谋杀的剧作《鬼

魂之夜》（Ｒａｕｈｎａｃｈｔ，１９３１）。此剧 赢 得 了 素 有 声 望 的 克 莱 斯 特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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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Ｋｅｍｍｌｅｒ，‘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ｉｎＤｒａｍａ：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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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他 继 续 写 戏，但 未 能 受 到 早 期 那 样 的 欢 迎。在《巨 人》（１９３７
年）中，农民杜布最显著的特征是他不承认变化。他拒绝把他的地

面上古老沼泽地里的水排干，不抽烟、不买汽车，宁肯坐马车旅行。
一个鬼魂在沼泽地里游荡，对一切背叛土地的人实施报复。杜布的

女儿离开乡下去了城市。遭到挫折后，她又回到乡下，接受自己的

命运，追随鬼魂的召唤沉入沼泽。她的母亲也是在城里长大，因而

适应不了乡下的生活，也死于沼泽中。女儿阿妞什卡继承的正是她

母亲的城市血统。与此相反。玛露什卡则是个地地道道的乡下女

人，有着超越理性解释的神秘力量。大自然也有许多魔力。但此剧

的实质还在于把乡村健康、自然、美好的生活与城市堕落、病态的生

活作比较。布拉格就是这样一个布置了巨大陷阱的城市。阿妞什

卡被拉进去，只有被勾引、被遗弃的命运。只是到了这种时候，她才

明白，“那有名的大城市布拉格原来并不是在她梦中出现的巨人。”
虽然此剧并非露骨的宣传品，但那种接受血统和命运的脾性完全符

合国社党意识形态的要求。此剧由维特·哈兰（ＶｅｉｔＨａｒｌａｎ）用艳

丽的阿克发胶片拍成电影，主演是大名鼎鼎的克丽斯蒂娜·索德宝

（ＫｒｉｓｔｉｎａＳｏｄｅｒｂａｕｍ）。不过，电影已变成对更广 大 的 日 耳 曼 帝 国

的颂扬，悲剧的发生不是因为命运的力量，不是因为城乡生活的冲

突，而是因为那个农民用一个下贱种族的女人败坏了日耳曼血统。
影片轰动一时，导演和女主演因此获得了国际大奖。此片在巴黎连

续上映了二十个星期，有三十五万观众排队等候观看此片。与此形

成对照的是，“血与土”戏剧在舞台上却未能形成比“露天活剧”更大

的影响。到三十年代中期，这类剧目一般不再上演了。尽管得到政

府的大 力 支 持，可 以 在 最 好 的 剧 院 演 出，由 莱 因 哈 德、尤 根·费 林

（ＪüｒｇｅｎＦｅｈｌｉｎｇ）和列奥坡德·捷斯纳（ＬｅｏｐｏｌｄＪｅｓｓｎｅｒ）这样的大

导演执导，但这类剧作的主题毕竟过于狭窄。此外，国社党取得政

权之后，在意识形态方面赢得农民支持的需要已不是那么迫切了。
到１９３８年，国家已进入战争状态，所急需的是能供养战争机器的工

业生产，而不是粗俗、低劣的文学作品。
要想证明国家社会主义未能造就出伟大的艺术家和伟大的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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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轻而易举。但这样的研究角度本身就成问题。查第干（Ｃａｄｉｇａｎ）
正确地认识到，希特勒非常清楚这一点：尽管他成功地颠覆了魏玛

共和国，但若没有 千 百 万 德 国 人 和 奥 地 利 人 的 支 持，他 的“千 年 帝

国”维持不了几个月；法令和强权只能短时期奏效；除非人民自愿接

受他的宣传，否则权力的基础不会稳固。因此他要利用一切形式来

达此目的。戈培尔和他的同伙建立起一套必要的、毫不含糊的赏罚

制度，但他们 还 要 依 赖 信 徒 的 合 作。这 些 信 徒 通 过 他 们 创 作 的 诗

歌、散文、戏剧表达了国社党思想意识形态的基本内容。在一个经

济、社会和政治大动荡的时代，民族的统一和团结是很诱人的理想。
作家们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种理想的号召力。国家强盛、经济繁荣

和同胞之情与遭受奴役、饥饿和屈辱相比更得人心。法律和法令被

推出来消灭民众的纷争及街道上的无政府状态；军事力量的壮大变

得似乎比国内的互相攻讦更富吸引力；强有力的领导比魏玛共和国

的软弱和腐败更容易让人 接 受。德 国 人 得 到 这 样 的 许 诺：通 过 返

归传统和保守的根基，他们的精神遗产将面目一新。这一许诺从未

兑现。美梦变成了噩梦，德国遭到了灭顶之灾：

正是这种奇特的理想主义的标签给整个欧洲带来 空 前 的

战争浩劫，也带来奥斯威辛集中营至今仍令人发指的对人道的

践踏。①

—７２１—

① ＲｕｆｕｓＪｏｎｅｓＣａｄｉｇａｎ，‘Ｂｉｌｌｉｎｇｅｒ，ＨａｎｎｓＪｏｈｓｔ，Ｅｂｅｒｈａｒｄ Ｍｏｅｌｌｅｒ．
Ｔｈｒｅ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ＮＳＰｌａｙｗｒｉｇｈｔｓ’，ｕ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ＰｈＤｔｈｅｓｉ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Ｋａｎｓａｓ，１９７９，ｐ．２２２．



第六章

“国内流亡派”文学

国会纵火案发生后，一大批作家和知识分子紧接着就出国了。
但也不是所有人都走了。现在一般都认为，在那些决定留下的人中

间出现 了“国 内 流 亡”这 种 现 象。是 谁 发 明 了“国 内 流 亡”（ｉｎｎｅｒ
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这个词尚 不 清 楚。１９４５年 以 后，各 式 各 样 的 人 都 冒 出

来声称一直反对国家社会主义，但他们在德国国内仍继续从事写作

并发表作品。而在当时要想当作家、出作品，得到官方机构的允许

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弗朗克·蒂斯（ＦｒａｎｋＴｈｉｅｓｓ）曾说是他发明了

“国内流亡”一词，但孚希特万格（Ｆｅｕｃｈｔｗａｎｇｅｒ）在更早的时候就曾

用这个词作他的小说《奥帕曼斯一家》最后一章的标题。孚希特万

格使用“国内流亡”一词，明显指的是那些在德国国内积极抵抗法西

斯的力量；而蒂斯则指的是那些消极抵抗的人。像孚希特万格这样

的流亡者对这个词有自己的理解，而非流亡者对这个词又有另一种

理解，两种 理 解 使 这 个 词 的 含 义 难 以 确 定。库 特·克 斯 滕（Ｋｕｒｔ
Ｋｅｒｓｔｅｎ）在１９３７年评 论 维 斯 科 普 夫（Ｗｅｉｓｋｏｐｆ）的 小 说《丽 茜》时，
曾把故事中那个逐步破除了对于新德国实质的幻想的年轻女子看

作是国内流亡者的代表。这个词指的是那种从事非法地下抵抗活

动的力量。布 鲁 诺·弗 兰 克（ＢｒｕｎｏＦｒａｎｋ）的 小 说《护 照》（１９３７
年）也写到了抵抗活动（虽然书中的主角是个社会地位完全不同的

王子）。流亡者把这部小说也划归为“国内流亡派”的代表作。显然

流亡者们开始还以为在国内能够进行积极的抵抗，只是到后来才逐

渐明白这基本上不可能。于是他们便失望地把这个词更多地用来

—８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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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消极抵抗的态度。比较早的一个例子是克劳斯·曼于１９３７年动

笔的长篇小说《火山》。他在小说中就是把“国内流亡”看成是一种

默默受难、精神独立的表现形式。在流亡者中似乎有一种普遍的认

识，就是在德国国内有许多和他们一样的人，失去了真正的祖国，被
隔离、孤立起来。问题是这种“真正”德国的同情者在德国国内究竟

有多少留下来。正如托马斯·曼在１９４５年１０月的一次演讲中指

出的那样：在德国国内，真的有数百万德国人处在“国内流亡”的状

态中吗？他们等待着战争结束，盼望德国被打败，却又拿不出实际

的行动促成失败的到来。这数百万德国人究竟是些什么人呢？想

来不会是那些缺少教育、属于小资产阶级的邮政官员和那些应对魏

玛共和国垮台负责的白领工人。每八个德国人当中就有五个一致

投票反对希特勒，他们和社会党及其他政党究竟处在什么样的境地

呢？无论这数百万人究竟是些什么人，重要的是大家相信在广泛的

社会阶层中潜伏着敌视希特勒政权的力量，相信希特勒的得势只是

依靠一部分德国人对他的狂热拥戴。希特勒和他的亲信对此似乎

也深信不疑，因为他们不断采取措施对付暗杀和密谋活动。支持和

欢呼是有的（没有可以组织和操纵），但尽管希特勒取得了成功，德

军在前线节节推进，战争也从未获得人们全心全意的支持，广大工

人并未全部被争取过去，教会也不赞成这样一个异教政权的行径，
知识界一直持怀疑态度，这样就必须维持恐怖气氛，甚至还要加强。
在这些条件下，出现“国内流亡”的情况也就合乎情理了。

１９４５年后，“国 内 流 亡”一 词 成 为 一 个 激 烈 争 论 的 话 题。争 论

的结果是进一步限定了这个词的意义。在此之前，流亡者的刊物常

常随便用这个词来指一切未受法西斯致命毒素侵染并进行了积极

或消极抵抗的好德国人。而在１９４５年之后，这个词严格限制用在

那些留在德国国内、运用文学手段 进 行 消 极 抵 抗 的 作 家 们 身 上。①
这个词也标示出非流亡作家和流亡作家之间的鸿沟。这是一条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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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的鸿沟。由于有纳粹的审查制度，这些留下来的作家也完全断绝

了与分布在各个国家、境况各不相同的同行们的联系。同样，那些

流亡者也只能远远地望着这些国内同行，搜求任何抵抗的迹象，或

在那些曾欢迎纳粹掌权的民族主义者身上找到一丁点怀疑的苗头。
流亡者们耽于幻想不足为奇。比如他们期望纳粹政权迅速垮台，工
人将举行起义，或 是 期 望 知 识 分 子 会 与 群 众 联 合 起 来。１９４５年 以

后，他们仍在寻找这类迹象，却发现要接受在德国境内创作出来的

作品实在太难了。那些逃避到田园牧歌、历史传奇和“纯”诗中去的

东西起初遭到了他们的否定，只是到后来才慢慢为他们接受。他们

逐渐理解了写田园牧歌、历史传奇和“纯”诗也是抗议纳粹暴行的一

种形式。要求１９３３年后的流亡者就德国国内的形势发展得出正确

的结论有些强人所难。流亡作家们常常指责国内的同行们背叛了

知识分子，是 机 会 主 义 者。在 某 些 情 况 下，他 们 的 指 责 是 合 理 的。
在“国内流亡派中的基督教作家”与鲁道夫·Ｇ·宾丁、汉斯·格雷

姆、艾尔文·Ｇ·科 尔 本 耶、约 瑟 夫·温 俄 伯 等 同 样 有 才 华 的 纳 粹

同情 者 之 间 委 实 存 在 着 大 量 相 似 之 处。① 正 如 克 林 博 格

（Ｋｌｉｅｎｅｂｅｒｇｅｒ）所指出的那样，施洛德（Ｓｃｈｒｄｅｒ）的《德国颂》、戈特

路德·冯·勒福特（ＧｅｒｔｒｕｄｖｏｎｌｅＦｏｒｔ）的《颂歌献给德国》中的爱

国主义情 感 极 度 泛 滥。这 种 情 况 在 施 奈 德（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克 勒 普

（Ｋｌｅｐｐｅｒ）、博根戈伦（Ｂｅｒｇｅｎｇｒｕｅｎ）和维歇特（Ｗｉｅｃｈｅｒｔ）的作品中

也随处可见。维 歇 特 的 长、短 篇 小 说 中 还 有 不 少“钢 盔 浪 漫 主 义”
（ＳｔａｈｌｈｅｌｍＲｏｍａｎｔｉｃｉｓｍ）的成分。而李赫尔德·施奈德（Ｒｅｉｎｈｏｌｄ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的《霍亨佐伦家族》和维歇特的《单纯的生活》等作品则甚

为推崇普鲁士传统。纳粹曾给帝国的理想套上层层光环，施奈德、

（接上页）ｕ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ＰｈＤｔｈｅｓｉ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Ｋｅｅｌｅ，１９７２；ＧｉｓｅｌａＢｅｒｇｌｕｎｄ，
ＥｉｎｉｇｅＡｎｍｅｒｋｕｎｇｅｎｚｕｍ ＢｅｇｒｉｆｆｄｅｒＩｎｎｅｒｅｎ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ｍｅｒ
Ｋ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ｓｔｅｌｌｅｎｏ．７，ｎｏｄａｔｅ）．

①　Ｈ．Ｒ．Ｋｌｉｅｎｅｂｅｒｇｅｒ，Ｔｈｅ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Ｗｒｉｔ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ｎｅｒＥｍｉｇｒｏｔｉｏｎ
（ＴｈｅＨａｇｕｅＰａｒｉｓ，１９６８），ｐｐ．１９５ １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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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根戈伦和戈特路德·冯·勒福特的各类作品也有这种特征。出

于相同的气质，维歇特与“血与土”文学派别中的格里瑟、布隆克派

较接近；戈特路德·冯·勒福特则用近乎纳粹吹捧者的方式表现母

性。要辨别出所谓的“国内流亡派”作家与国社党的追随者及同情

者之间的差异需细心阅读。因为无论如何，他们都要得到同一类检

查官的同样的批准证明。但仔细审视还会揭示出，“国内流亡派”不

光与国社党同情者之间存在大量相似之处，而且与国外的流亡者也

有大量相同之处。国内、国外继承了同样的传统风格，采用同样的

历史题材。撇开有、无检查制度和专制政权造成的明显差异不谈，
创作于德国国内的作品和创作于国外的作品可以说并无根本的区

别。由此看来，１９４５年 纳 粹 垮 台 之 际 所 出 现 的 混 淆 不 清 的 状 况 也

就不足为奇了。由于对纳粹践踏人道的罪行有了较全面的发现，对
于这一问题的解决就显得更加重要。因为要定夺谁要对国家社会

主义掌权负责先已十分不易，再要确定哪些人应对集中营及其他针

对犹太人的暴行负责就更加困难。是不是所有德国人集体犯下了

同样的罪行？还是在纳粹德国中尚隐藏着一个无辜、善良的德国？

那些留在纳粹德国、居住并工作在纳粹德国的人，他们的生活是否

比那些去国的流亡者更加艰难？没有离开祖国（这对某些作家来说

可能意味着死亡）是否更加光荣？由 于 存 在 着 这 些 问 题，大 讨 论 在

１９４５年以后不断升级；１９３３年到１９４５年 之 间 的 作 家 及 其 作 品 不

断受到严格审查，以 确 定 他 们 抵 抗 国 家 社 会 主 义 的 性 质 和 程 度。
这些情况都是 可 以 理 解 的。要 分 析 一 种 用“奴 隶 语 言”创 作 的 文

学需要一种新的技术。在这样 的 文 学 中，抵 抗 的 思 想 是 在 字 里 行

间，通过暗示、提示、象征、双关及其 他 一 切 类 似 手 法 表 达 出 来 的。
不能指望“国内 流 亡 派”的 作 家 们 在 作 品 中 去 分 析 在 国 家 社 会 主

义的形成过程中起作用的社会、经 济 和 政 治 利 益，因 为 大 多 数“国

内流亡派”作家 在 总 结 和 解 释 第 三 帝 国 及 其 发 展 的 历 史 过 程 时，
都把第三帝国的 成 功 看 成 是 一 场 悲 剧、一 场 中 了 魔 法 的 混 乱、一

次历史的意外，属于不可避免 的 命 运。也 就 是 说 他 们 把 第 三 帝 国

的出现归咎于非凡人所能控制 的 力 量 和 因 素，归 咎 于 某 种 无 人 能

—１３１—



纳 粹 德 国 文 学 史

直接负责的东西。同样，德国人 对 第 三 帝 国 的 出 现 应 负 起 的 责 任

也被软弱、盲目、人 所 难 免 的 失 误 和 易 变、疯 狂、愚 蠢、绝 望、恐 惧

等说法开脱掉。这种向 非 理 性 领 域 逃 避 的 倾 向 不 可 能 为 大 多 数

流亡作家接 受。因 此，许 多 人 提 出 抗 议，要 求 把 罪 恶 的 根 源 暴 露

得更彻底一些，要 求 更 自 觉 地 承 认 和 接 受 罪 行 也 就 不 足 为 奇 了。

１９４５年以后，正是这个罪 行 问 题 把 流 亡 派 和 非 流 亡 派 划 分 开 来。
说一批作家和知 识 分 子 没 有 抛 弃 德 国，却 留 在 德 国 经 历“德 国 的

悲剧”，而另一批作家则没有这 样 做，这 种 说 法 是 不 准 确 的。正 是

是否情愿接受德 国 人 的 罪 责 把 留 在 纳 粹 德 国 的 人 和 未 留 在 纳 粹

德国的人划分开来。

１９４５年５月８日，托马斯·曼在英国广播公司的电台上对他的

“德国听众”发表讲话。他的话题是失败把德国人的耻辱暴露给全

世界。他的说法是“我们的”耻辱，———“各种各样的德国人，说德语

的德国人、写德文的德国人、住在德国的德国人都同样会被这个剥

掉我们光荣的大暴露震动。”这次广播讲话引来了瓦尔特·冯·莫

罗（ＷａｌｔｅｒｖｏｎＭｏｌｏ）的 答 复。此 人 是 个 爱 国 主 义 作 家，知 名 度 很

高，有些作品被拍成电影，著有表现大弗里德利克的三部曲和表现

弗里德利希·李斯特的小说《失去德国的 德 国 人》。① 弗 兰 克·蒂

斯也写了一封公开信作答。信中否认全体德国人都负有罪责。对

于那些在整个纳粹统治时期仍留在德国的人，他也持同样的态度。
他还拿这些人与那些在“舒适的”流亡生活中对德国的命运评头论

足的人进行 了 对 照。这 些 说 法 为 以 后 更 激 烈 的 回 击 定 下 了 调 子。
托马斯·曼只对最早的瓦尔特·冯·莫罗的回应有所理会，但他显

然也知道弗兰克·蒂 斯 的 批 评。他 把 关 注 点 引 到“忠 诚 誓 言”上。
据悉，许多作 家 在 纳 粹 统 治 时 期 都 宣 过 这 样 的 誓（当 然 这 是 被 迫

—２３１—

① 莫罗在第三帝国是“不受欢迎”的，因而被从德意志文学院赶了出 来，
１９２８到１９３０年，他曾是那里的主席。他拒绝纳粹但并不妨碍他得以出版爱国

的和英 雄 主 义 的 小 说，看 来 至 少 在 某 些 目 标 上，他 和 纳 粹 是 一 致 的。Ｓｅｅ
Ｂｅｒｇｌｕｎｄ，ＥｉｎｉｇｅＡｎｍｅｒｋｕｎｇｅｎ，ｐ．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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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托马斯·曼由此引出了他那一段著名的斥责：

这种想法或许太偏激，然而在 我 看 来，从１９３３年 到１９４５
年，在德国印出来的书 籍 都 是 不 仅 无 益，而 且 有 害，没 人 愿 意

碰它 们。它 们 都 带 着 血 腥 和 耻 辱。它 们 统 统 都 该 被 绞 成

纸浆。①

威廉·豪 森 斯 特 恩（Ｗｉｌｈｅｌｍ Ｈａｕｓｅｎｓｔｅｉｎ）写 了 一 篇 题 为《免

于蒙羞的书》的文章，试图回答这一问题。他在文章中列出了许多

问世于非常年代的书，并指出，没有人会因为接触了这些书而感到

耻辱，虽然它们也没有多大价值。笔仗打得不可开交，流亡者与“留

下来的人”之间的分歧也越来越大，对于“国内流亡者”抵抗的有效

性的疑问也提了出来。
战争的年代逐渐远去，大家的情绪也渐趋平静。有人试图不带

感情色彩地去看待当时在德国国内写成的东西。在纳粹当政时期，
有的作家陷入了沉默，有的作家则因为受到御用文人的排挤而被迫

陷入沉默。某些作家则涉足了文学创作的各个领域。艾里奇·科

斯特纳（ＥｒｉｃｈＫｓｔｎｅｒ）是一位对国家社会主义未表示任何同情的

著名作家。他亲眼看到自己的书被焚烧。他受到帝国文学部的排

挤，但还能在一个受到限制的范围之内活动，写一些电影脚本和不

致惹祸的儿童读物。② 其他 作 家 的 逃 避 方 式 无 疑 是 大 同 小 异。他

们除了搞电影外，也在广播部门和报刊界活动。就报刊方面而言，
值得注意的是，在纳粹掌权后，并非所有的报刊都迅速并彻底地发

生“转向”（ｇｌｅｉｃｈｇｅｓｃｈａｌｔｅｔ）。当 时 有 大 量 的 限 制 措 施 和 严 格 的 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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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Ｉｎ‘ＷｈｙＩａｍｎｏｔｃｏｍｉｎｇｂａｃｋ’，ａｎｏｐｅｎｌｅｔｔｅｒｔｏＷａｌｔｅｒｖｏｎＭｏｌｏ，
ｆｉｒｓｔ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ｏｎ１２Ｏｃｔｏｂｅｒ１９４５ｉｎｔｈｅＡｕｇｓｂｕｒｇｅｒＡｎｚｅｉｇｅｒ．ＳｅｅＴｈｏｍａｓ
Ｍａｎｎ，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ｕｎｄＲｅｄｅｎ （３ｖｏｌｓ．，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１９６８），
ｖｏｌ．３，ｐ．１８１．

ＤｉｅｔｅｒＭａｎｋ，ＥｒｉｃｈＫｓｔｎｅｒｉｍ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１９３３ １９４５．ＺｅｉｔｏｈｎｅＷｅｒｋ？（Ｆｌ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１９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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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策略，新刊物不可能办起来。１９３６年１１月，一切文学和艺术“批

评”都突然中止，而代之以非批评性的“报道”。在别的措施都无效

时，还可以用控制白报纸的分配来压抑不同意见。然而，尽管有这

种种压制，仍有某些刊物按１９３３年以前的样子坚持了下来，也就是

说他们的办刊方针仍是非“纳粹化”的。这其中胆量最大的一份刊

物是《德国 评 论》（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ｕｎｄｓｃｈａｕ）。这 家 刊 物 是 朱 利 尤 斯·
罗登堡（ＪｉｌｉｕｓＲｏｄｅｎｂｅｒｇ）于１８７４年创办的。从１９１９年４月直到

１９４２年４月（刊物遭查禁），一直由鲁道夫·培切尔（ＲｕｄｏｌｆＰｅｃｈｅｌ）
主编。这位编辑根本不是左翼知识分子，也不是左派的同路人。他

曾担任帝国海军军官。他的出身背景、所受教育及思想倾向都决定

了他只能是一个保守的民族主义者。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是流亡者

们一直在寻找的那类人的代表。他曾接近过纳粹党，但现实使他清

醒过来，他看清了关于新德国的动听言词不过是一派谎言，后来逐

渐转移到了反对派阵营。培切尔与纳粹派知识分子曾有过密切接

触，是阿图·莫勒·凡登布鲁克（ＡｒｔｕｒＭｏｅｌｌｅｒｖａｎｄｅｎＢｒｕｃｋ）领

导的“六月俱乐部”的成员，因此他有各种各样的机会近距离地观察

纳粹党的情况。① 他甚至在“六月俱乐部”的 安 排 下 与 希 特 勒 见 过

面。但这些经历并未增加他的热情，影响他的思想。他反而站到了

纳粹运动的对立面，把他的刊物变成了反对派的喉舌。为避免连累

编辑部同仁，他最后只靠妻子的帮助从事刊物的所有工作。凭着这

种努力，他把刊物维持到战争爆发后的第四个年头。培切尔采用了

伪装手法。他最有名的一篇文章是关于西伯利亚的。其中有一部

分是对一本写苏联恐怖政策的书的评论。其中的每一句话都同样

适用纳粹在德国实行的高压政策。另一个技巧是利用历史进行影

射。例如刊物所发表的 一 些 文 章 就 用 了 这 样 一 些 标 题《骗 子 颂》、

—４３１—

① 叫“六月俱乐部”是为 了 抗 议“凡 尔 赛 公 约”，因 为 公 约 是 在１９１９年６
月２８日 签 订 的。ＳｅｅＷｅｒｎｅｒＲ．Ｂｒａａｔｚ，‘ＴｗｏＮｅｏ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Ｍｙｔｈｓ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１９１９ １９２２：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ＲｅｉｃｈａｎｄｔｈｅＮｅｗＳｔａｔ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Ｉｄｅａｓ，ｎｏ．３２（１９７１），ｐ．５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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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的罪恶》、《一个暴君的形象》等。培切尔于１９４２年４月８日

被捕，在集中营和监狱中关了三年。他未被纳粹的暴虐压垮，但出

狱后已是一 身 伤 病。他 的 论 述 德 国 抵 抗 运 动 的 著 作 于１９４７年 出

版，是这一领域最早的论著之一。
由恩斯特·涅基希（ＥｒｎｓｔＮｉｅｋｉｓｃｈ）编辑的《抵抗，一本关于社会

主义和后革命政治的刊物》（Ｗｉ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Ｂｌｔｔｅｒｆüｒ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ｔｉｓｃｈｅ
ｕｎｄＮａｃｈ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ｒｅＰｏｌｉｔｉｋ）是 一 份 兼 具 文 学 性 的 政 治 性 刊

物。Ｗｉｄｅｒｓｔａｎｄ的意思是抵 抗，但 以 此 来 命 名 的 这 份 刊 物 却 与 抵

抗国家社会主义根本 不 沾 边。涅 基 希 创 办 此 刊 物 的 用 意 在 于 抵

抗《凡 尔 赛 条 约》、抵 抗 斯 特 莱 斯 曼（ＧｕｓｔａｖＳｔｒｅｓｅｍａｎｎ，１８７８—

１９２９，德国政 治 家，人 民 党 的 创 始 人 和 领 袖。在１９２３年 至１９２９
年担任外交部长期 间 致 力 于 推 进 与 协 约 国 的 和 解。———译 者 注）
的亲西方政策。涅基希是个国 家 布 尔 什 维 主 义 者，因 此 他 反 对 西

方、反对大 都 市、反 对 资 本 主 义、反 对 共 产 主 义。最 引 人 注 意 的

是，他很早就直言不 讳 地 反 对 希 特 勒。１９３２年，他 出 版 了 一 本 题

为《希特勒———日耳曼人的命 运》的 书，后 来 又 出 版 了 几 本 反 希 特

勒的著作。按理说在这种情况 下，一 本 涅 基 希 参 与 其 事 的 刊 物 在

纳粹德国不会 维 持 多 久，然 而 它 却 出 人 意 料 的 维 持 到 了１９３４年

１２月。与 《德 国 评 论》或 《抵 抗》相 比，《新 评 论》（Ｎｅｗｅ
Ｒｕｎｄｓｃｈａｕ）是一本更为纯 粹 的 文 学 刊 物。托 马 斯·曼 在１９３３年

前曾在上面发表过作品。政权 更 迭 后，这 本 刊 物 上 还 连 续 不 断 地

登载他的评论 和 文 学 作 品。《新 评 论》的 主 编 是 彼 得·苏 尔 康 普

（ＰｅｔｅｒＳｕｈｒｋａｍｐ）。他 在 伯 尔 曼·费 舍 尔（ＢｅｒｍａｎｎＦｉｓｃｈｅｒ）出 国

流亡之后接管了费舍尔出版社。苏尔康普于１９４４年４月被捕。①

其他几种文学刊物，如《高 原》（Ｈｏｃｈｌａｎｄ）、《王 冠》（Ｃｏｒｏｎａ）和《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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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ＦａｌｋＳｃｈｗａｒｚ，‘Ｄｉｅｇｅｌｅｎｋｔ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ＤｉｅＮｅｕｅＲｕｎｄｓｃｈａｕｉｍＫｏｎｆｌｉｋｔ
ｍｉｔｄｅｎ ＫｏｎｔｒｏｌｌｓｔｅｌｌｅｎｄｅｓＮＳＳｔａａｔｅｓｕｎｄｄｅｒＮＳＢｅｗｅｇｕｎｇ’ｉｎＳｃｈｏｎａｕｅｒ，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ｉｍｄｒｉｔｔｅｎＲｅｉｃｈ，ｐｐ．６６ ８２．Ｈｅｒｅｏｔｈｅｒ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ａｒｅａｌｓｏ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ａｎｄ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ｄｅｔａｉｌｓｏｆ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ｍ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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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帝国》（ＤａｓＩｎｎｅｒｅＲｅｉｃｈ）都曾被说成属于“国内流亡派”，但从这

些刊物中都看不出贯穿始终的抵抗方针。文学抵抗的最著名的例

子是《法 兰 克 福 报》（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但 一 份 日 报 的 副 刊

（Ｆｅｕｉｌｌｅｔｏｎ）究竟能有什么样的效果也还是大可怀疑的。① 不过，即
使其字里行间并未真正表现出抵抗来，它坚持在文体、语句、词藻方

面采用高标准毕竟也算是筑起了一道“语言的壁垒”。它是用这种

方式（如果找不到其他方式）表现它与国家社会主义的距离。这种

高层次文学的代表人物可以被说成是小市民（ｂüｒｇｅｒｌｉｃｈ）、保守派、
民族派，但 他 们 的 才 华 毋 庸 置 疑。斯 特 凡·安 德 雷 斯（Ｓｔｅｆａｎ
Ａｎｄｒｅｓ）的《我们是乌托邦》在这家报纸上连载。伊丽莎白·浪嘉瑟

（ＥｌｉｓａｂｅｔｈＬａｎｇｇｓｓｅｒ）、沃纳·伯根格伦、赫尔 曼·黑塞的短篇小

说以及玛丽·路易丝·卡辛兹（ＭａｒｉｅＬｕｉｓｅＫａｓｃｈｎｉｔｚ）一派诗人的

抒情诗也都登在这上面。② 实际上这 家 报 纸 煞 费 苦 心 地 表 达 它 对

国家社会主义的真实感受，甚至用纳粹党人的别扭语言来暴露其可

笑。例如这些人 把 日 本 人 称 为“黄 色 的 雅 利 安 人”，把 西 红 柿 称 作

“南方的北欧水果”。在纪念纳粹领衔诗人迪特利希·艾卡特诞辰

七十五周年时，这家报纸发表了一篇文章，刨根究底，刻意揭破纳粹

党制造的关于这位诗人的生平及其作品的神话，终于导致了报纸的

被查封。
这里又遇到了研 究 国 内 流 亡 派 避 免 不 了 的 问 题：当 局 为 什 么

会允许这类 文 字 发 表？在 研 究 传 统 派、古 典 派、人 道 主 义、保 守 主

义、宗教派作家时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这些作家显然不属于国社

党人，但在国社党统治时期却仍能写作和发表作品，某些人的作品

还 在 德 国 国 内 引 起 了 巨 大 的 反 响。这 类 作 家 有 汉 斯·卡 罗 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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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ＭｉｃｈａｅｌＫｒｅｊｃｉ，ＤｉｅＦＺｕｎｄｄｅｒＮｎ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ｍｕｓ１９２３ １９３３
（Ｗüｒｚｂｕｒｇ，１９６５）ａｎｄ Ｒｕｄｏｌｆ Ｗｅｂｅｒ．ＤｉｅＦＺ ｕｎｄｉｈｒＶｅｒｈｌｔｎｉｓｚｕｍ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ｍｕｓ（Ｂｏｎｎ，１９６５）．

１９３６年，伊丽莎白·浪嘉瑟被帝国文学院开除，禁止写作并送到工厂

做工。她的女儿也被送进奥斯维辛集中营。———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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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ｎｓＣａｒｏｓｓａ）、鲁 道 夫·亚 历 山 大·施 洛 德、沃 纳·伯 根 格 伦

等。① 答案必定是这样的：通过对这 些 作 家 及 这 些 作 家 在 其 上 发

表作品的刊物的 容 忍，受 到 良 好 教 育 的、作 为 这 些 作 家 的 主 要 读

者群的中产阶级 就 会 承 认，新 政 权 对 文 化 的 处 理 很 得 当，它 尊 重

传统的价值和传统的 文 学 形 式。这 样 就 可 以 把 文 化 修 养 较 高 的

中产阶级作家们调动起来，让他 们 自 愿 或 不 自 愿 地 为 纳 粹 的 宣 传

机器服务。他们的作品能够发 表 和 出 售，这 样 的 事 实 就 足 以 向 德

国国内和国外的旁观者们证明，国 家 社 会 主 义 本 身 同 样 是 值 得 敬

重的，是有文化内涵的。这样就 可 以 抵 消 有 关 新 德 国 迫 害 知 识 分

子、野蛮摧残文化等说法的影 响。这 一 策 略 的 部 分 意 图 是 想 在 纳

粹诗人和 作 家 登 台 的 同 时，允 许 老 一 代 文 学 家 们 逐 渐 隐 退。然

而，实际上几乎所 有 与 国 家 社 会 主 义 保 持 一 定 距 离、态 度 冷 淡 或

超脱的作家，即使 并 不 带 有 敌 意，都 或 早 或 晚 碰 上 当 局 制 造 的 麻

烦，轻则禁止 从 事 写 作，重 则 监 禁、折 磨、杀 害。比 起 不 问 政 治 的

科学家和持怀疑态度的哲学家 来，纳 粹 当 局 对 超 脱 的 作 家 更 加 讨

厌。世界在这一领域也像在其他 领 域 一 样，被 分 成“非 友 即 敌”两

部分。
粗看起来，与当局关系较好的作家和较差的作家在文体方面没

有多大的差别。实际上还是有明显不同。无论是否意识到，时代的

压力总是在起作用。譬如，作家们一般都不去写那种含义较直白的

文学作品。日记体文学突然大受宠爱。用日记坦诚地表达自己的

思想感情自然说明这种日记在纳粹政权垮台之前不可能出版，而只

能在朋友间私下传 看。奥 斯 卡·洛 尔 科（ＯｓｋａｒＬｏｅｒｋｅ）和 乔 呈·
克勒坡（ＪｏｃｈｅｎＫｌｅｐｐｅｒ）保存了这类日记。这类日记只是为锁在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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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ＲａｌｆＳｃｈｎｅｌｌ，ＬｉｔｅｒａｒｉｓｃｈｅＩｎｎｅｒｅＥｍｉｇｒａｒｉｏｎ１９３３ １９４５ （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
１９７６），ｐｐ．３３ ３７，ｃｉｔｅｓＣａｒｏｓｓａａｓａ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ａｕｔｈｏｒｏｆＧｏｅｔｈｅａｎｓｔｒａｉｎ，
ｗｈｏｅｎｊｏｙｅｄａ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ｃａｒｅｅｒｕｎｄ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ｗｈｉｌｅｍｏｒａｌｌｙａｎｄ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ａｌｌｙｒｅｊｅｃｔｉｎｇｉｔ．Ａｓｗｉｔｈｏｔｈｅｒｓｕｃｈ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ｗｒｉｔｅｒｓｔｈｅｒｅｉｓｎｅｖｅｒ
ａｎｙ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ｏｆｏｕｔｓｐｏｋｅ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ｔ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ｂｙｈｉ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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屉里写的，而不是为发表写的，和沃纳·伯根格伦的回忆录及从一

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就倾心于日记体形式的恩斯特·荣格的札记与

格言是一样的。然而，即使在这类作品中也几乎看不到对新德国直

言不讳的谴责。因为即便把这些材料锁在抽屉里秘密警察也会发

现。相反，作者更愿意采用一些遮遮掩掩的评论、意味深长的断句、
有双重或多重意义的句子。这类作品有赖于读者领会文学暗示意

义、理解与国家社会主义有关的《圣经》典故或以历史影射现实的手

法的能力。文学技巧只有这些方面得到了发展。没有新形式、新风

格出现，只有曲折地表情达意的技巧更加精致。
国社党在查禁一切进步的、先锋派的、社会主义的文学的同时，

还积极鼓励传统样式的文学作品的创作。这其中他们特别鼓励历

史小说的创作。他们自己就曾利用这种形式去表现纳粹国家的渊

源。他们在作品 中 表 明，纳 粹 的 血 统 早 已 存 在 于 日 耳 曼 人 的 往 昔

中，这就是日耳曼民族的统一和强盛。历史小说正可以用来表现已

取得的成就应归功于国家社会主义的主题。具有传统色彩的昔日

英雄正是今日英雄的样板。对他们来说，历史在任何意义上讲都不

是一种现代人的评说，而是现代人的根据。但历史小说也可以用来

暴露现代人的空虚。当它被国内流亡派作家利用时，它便与在德国

境外发展起来的反法西斯小说靠近了。对国家社会主义和流亡生

活的体验孕育了反法西斯小说。可以说，国内这些作家通过这类小

说的写作，不仅保护了德国语言的完整性和受到威胁的传统价值观

念，他们还在作品中加进了政治寓意。这些小说中没有一本促进了

国家社会主义的灭亡，但这并不是说它们没有其他意义。譬如，它

们可以与伪造的历史对抗，可以捍卫文化。虽然国内流亡派作家与

流亡国外的作家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他们之间也有大量的相

似之处。他们的境遇可以说明，为什么随着纳粹的掌权，历史小说

在德国内外都出现了复兴。国外的流亡派被迫生活在一个经常充

满敌意的环境里，而国内流亡派则不得不对付一个出现于故土之上

且敌意更深的环境，这种环境对于他们意味着审查、监视乃至危及

生命。离开德国的人们失去了对家园活生生的体验。他们没有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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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生活可写，只好去写往昔的生活。而这些留在德国国内的人选

择余地更小。他们不敢去写他们不愿接受的这个德国，这样（如果

不考虑奇异和渺远的美学情趣）留给他们写的也只有往昔了。两组

人或许都会否认他们对历史的兴趣皆出于一种躲避思想，但他们确

实都有躲避现实的理由，也同样有躲避未来的理由。要想表现未来

只能是或者用乌托邦的形式，或者是较为悲观地表现为一场彻底的

大灾难、大混乱。回到往昔是一种很实用的策略，这样可以用对立

的画面来抨击他们所不赞成的这个政府。
戈培尔和他的官员们对历史作品的繁荣自然不会是一无所知。

虽然这也正是亲国社党的文学创作的特征，他们仍对这种文学躲避

到往昔的状况心存疑问。这股潮流是否只是意味着对跟“血与土”
文学的地方色彩有别的历史色彩和服饰的探寻？还是意味着逃避

现实的企图？亦或是往昔岁月的服饰和人物真的可以用来达到掩

饰对国家社会主义进行抨击和抵抗的目的？沃纳·伯根格伦的作

品最典型地体现了这类小说与第三帝国的关系。根据他自己的看

法，以及他在《作家书桌的回忆》中广泛讨论到的各种可能性，以历

史为外貌不过是把时代课题、乃至更为根本的人类的课题具体化和

实在化的一种较为明显的且较为成功的手法。他的兴趣显然也不

在历史。他只是把历史当作一种起掩饰作用的文学手段。效果如

何可以从《大独裁者和法律》这种表面看来只是一部历史小说的作

品中看出。事实上历史环境大多出于虚构，只是提供了某种隐喻性

框架结构，以传达更为基本的道德和精神内涵。无论是这本小说，
还是有个更直白的宗教题目的柏林小说《天堂如人间》，都在思想上

和国家社会主义没有关系。这两本小说都是在１９３３年以前动笔，
都不是：

从一开始就被人看作是具有论战性。但是，由于在它们产

生期间发生的重大事件的影响，出于需要，这两种小说也都自

然而然地被人完全清楚地、有意识地当作武器运用在反对暴君

—９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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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斗争中，运用在精神抵抗的前线上。①

《大独裁者》先是以连载形式刊出。伯根格伦在回忆录中谈到

了编辑对他原稿的改动。首先书名换成了《诱惑》，书中各处的“独

裁者”一词也都被 划 掉，代 之 以“摄 政 者”（ｒｅｇｅｎｔ）一 类 不 会 惹 麻 烦

的词。小说中独裁者与希特勒之间明显的相似之处（如对大体量的

建筑物的喜爱、没有孩子等）也不得不删除。为了与国社党赞成的

传 统“艺 术”观 点 保 持 一 致，文 中 所 有 的 政 治 性 暗 示 也 统 统 被 删

除，———留下来的只是一部“纯粹的”文学作品。实际上，即 使 是 对

这样一部被“纯化”的版本，尽管伯根格伦声明他根本无意假托他的

独裁者来写希特勒，他的“钓人者”（ｆｉｓｈｅｒｏｆｍｅｎ）也不是指希姆莱，
但希特勒和他的侦探们一定会有不少反应。他原来的意图只是要

泛泛地以权利为主题，描写权力的诱惑，有权力的人在把自己树为

上帝时犯下的错误，无权者和被压迫者多么容易受到权力的引诱。
但是在１９３３年 前 后，这 样 的 主 题 已 变 成 十 分 敏 感 的 政 治 性 主 题。
只是伯根格伦从未试图对国家社会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的根源进行

分析；除了向宗教和良心呼吁外，他也从未提出过解决独裁统治的

办法。即使他是 反 对 纳 粹 的，其 出 发 点 也 是 极 端 民 族 保 守 派 的 立

场。不过需要记住，在荣格、尼基希等人中间，这种情况并不常见。
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并未垄断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抵抗。伯根格伦

的小说完整地、不走样地用原来的题目出版后，引起巨大轰动。该

怎样解释这种现象？如果这的确是一本含有秘密寓意的小说，它怎

能躲过庞大的纳粹党机构的审查？要知道这一机构能力极强，拥有

训练有素的审阅人。对于这个问题有各种答案。有人认为是检查

官出奇地愚蠢和盲目，根据是《种族观察家报》也赞扬此书“是表现

文艺复兴时期领袖人物的小说。”有人即援此例来说明纳粹的愚蠢。
然而这种小说的确可以用这种观点来读。从前面即可看出，这部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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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也符合纳粹对高格调纯粹艺术的理想。当然阅读这部小说可以

有不同的观点。作者亦可以期待另一种阅读。这种阅读所利用的

是由此时此地的氛围促成的一种文学的敏感。这种读者只需一些

蛛丝马迹就可以追踪到文中隐藏的含义。这些蛛丝马迹甚至可以

在诸如天气描写这类似乎无关宏旨的文字中找到。总起来看，如果

不考虑怎样阅读，此书显然是不会惹麻烦的。尽管它引起了轰动，
却并未在群众中播下反抗的种子。它也不鼓励积极的抵抗。这也

算得上蛮荒时代供给的一道文学盛宴，给读者带来道德和精神上的

愉悦。尽管罗森堡的怀疑广为人知，戈培尔还是做出了不查禁此书

的明确决定。
但伯根格伦第二本这样的小说于１９４０年出版后却碰到了较多

麻烦。官方机构将此书归入“完全不合需要类”，不允许对此书进行

评论或讨论。尽管如此，此书还是在一年之内卖了近六万本。直到

此时，它才被查禁。伯根格伦在前一本小说中涉及的是权力及权力

的诱惑等问题。但丝毫也没有向“元 首 的 信 条 挑 战”的 意 思：现 状

（ｓｔａｔｕｓｑｕｏ）丝毫未被触动，书中的独裁者直到结尾仍然在位，没有

任何迹象表明他的领袖地位受到了挑战。在《天堂如人间》中，他则

转而表现恐惧问题。显然这一主题也有与纳粹德国产生联系的可

能性，因为恐惧的意念本身就是对所谓“英勇的主宰种族”精神的直

接挑战。这部小说表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伯根格伦在这里再一

次表现了基督徒的立场。他认为出路只能在上帝和上帝的仁慈那

里，舍此无他。当局仍未采取对作者不利的行动。除了这两部长篇

小说，伯根格伦还发表过几篇短篇小说，其中的某些作品（如《三只

隼鹰》）表现了他对这种德国传统叙事文学形式之叙述技巧的驾驭

已达到了熟练得令人难以置信、甚至有些过分的程度。这又是一种

“纯”艺术，一 种 脱 离 政 治 的 文 学 技 巧。与 此 形 成 对 照 的 是 他 的 诗

歌。这些诗经常匿名非法印刷和流传，伯根格伦对第三帝国的态度

在其中表现得 较 为 明 显。这 些 诗 后 来 结 成 集 子，以《完 整 的 世 界》
（ＤｉｅｈｅｉｌｅＷｅｌｔ，１９５０年）为 题 出 版。这 本 诗 集 为 战 后 的 年 代 提 供

了一句口号，概括了阿登纳（ＫｏｎｒａｄＡｄｅｎａｕｅｒ，１８７６—１９６７，德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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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共和国第 一 任 总 理，１９４９年 到１９６３年 当 政。———译 者 注）时

期的复旧倾向。伯根格伦的这些诗没有一首的主旨是激发读者或

听者从事积极的抵抗，但也明白无误地表达了他对那一罪恶时代的

否定。事实上，他散发过“白玫瑰”运动（纳粹统治时期由慕尼黑大

学部分师生发起的地下抵抗运动。———译者注）的小册子和伽伦主

教（ＢｉｓｈｏｐＧａｌｅｎ）的布道词，在抵抗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他

也从未引 起 过 盖 世 太 保 的 密 切 注 意，似 乎 戈 培 尔 有 意 对 他 容 忍

到底。
雷恩霍 尔 德·施 耐 德（Ｒｅｉｎｈｏｌｄ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的 情 况 与 此 相 似。

他和伯根格伦一样，也有数千页复写的诗歌流传，却从未被警觉的

盖世太保逮捕。他的诗选于１９３９年由英塞尔（Ｉｎｓｅｌ）出版社出版，
和他的英国史一道被归入“不合需要”的一类作品中。尽管被扣上

了“失败主义”和“教唆高级谋反”的罪名，他的各种诗集和诗选还是

不断出版。施耐德擅长写形式严谨的十四行诗。对这些诗的作用，
当权者中存在着不同意见。这些十四行诗自然有抚慰人心的作用，
但有人认为，“抚慰”是军队和参与战争的民族需要的东西，查禁这

些诗没有理由。１９３８年，在“打砸抢之夜”（Ｋｒｉｓｔａｌｌｎａｃｈｔ）发生前不

久，施耐德出版了他的历史小说《拉斯·卡萨斯和查尔斯五世》。内

容是写拉斯·卡萨斯这位多米尼加教士，西方（指美洲 译者注）善

良的被压迫者的教父。这位教士曾谒见过查尔斯皇帝，对剥削殖民

地的行为提出了反对意见。这部作品表现了国内流亡派小说和国

外流亡派小说之间值得注意的相似。施耐德作品的历史内容正与

多布林的南美洲三部曲《亚马逊州》（Ａｍａｚｏｎａｓ，１９３７—１９３８年）的

内容相同。西班牙殖民者对拉丁美洲人民的剥削正与真正基督徒

的和平精神背道而驰。两部小说所表现的历史内容显然都在影射

希特勒政权的扩张主义强权政治。和伯根格伦的小说一样，施耐德

的小说也没有抨击皇帝。作品中的皇帝甚至还同意了拉斯·卡萨

斯的意见，颁布法令废除了奴隶制。联系到国社党的所作所为，这

样的结尾似乎是一种没有根据的乐观，虽然从中也看不出施耐德有

希望希特勒也照此行事的意思。据施耐德自己介绍，正是因为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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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到纳粹集中营及其他类似罪行，他的生活才发生了变化。他因此

而成为基督徒，后来又于１９３８年加入了天主教会。
施耐德的日记及其他材料的某些文字表明，他已认识到：以历

史作伪装来进行抵抗是有可能的。在弗里德里希·帕西瓦尔·雷

克 马尔 克 泽 文（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ＰｅｒｃｙｖａｌＲｅｃｋＭａｌｌｅｃｚｅｗｅｎ）的 创 作 中，
这一目标表现得十分明确、清晰。这位保守派普鲁士贵族、博士、音
乐家、作家和剧评家，写了一部历史学著作《博克尔森：一场群众性

歇斯底里的历史》（１９３７年）。表 面 看 这 本 书 研 究 的 是 十 六 世 纪 蒙

斯特的再洗礼教教徒，而攻击的目标显然是那场导致国家社会主义

出现的群众性歇斯底里。同时书中还暗示，任何根基如此脆弱的暴

发户，其垮台必然如其暴发般迅速。这种对时代病的诊断在他未公

开发表的《绝望者日记》（１９３６年）中表达得更明白。在这部日记中

他指出：“任何人只要怀疑到或发现了新教义的毛病都注定要被判

死刑。”在被监视了十年之后，他于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３１日被捕；１９４５年

２月１６日死于达豪。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弗兰克·蒂斯（ＦｒａｎｋＴｈｉｅｓｓ）。他是一位多

产的专业作家，写过长篇小说、论文和电影剧本。他幸存下来。就

是他于１９４５年后发起了那场后来被称之为“大论战”的活动。① 各

个官方审查机构对他的处理各不相同，但一般来讲，他属于“可以容

忍”的那种人。戈培尔放了伯根格伦和施耐德一马，不只是因为感

到了对“纯文学”作品的需要，他还意识到战争年代对娱乐性文学作

品的需要。他通过举办“德国图书周”来鼓励这类作品的创作。蒂

斯于１９４２年出版的一些作品，像写卡 鲁 索（ＥｎｒｉｃｏＣａｒｕｓｏ，１８７３—

１９２１，意大利著名男高音歌唱家。———译者注）的长篇小说《拿坡里

的传说》就可归入这一类。不过，他的其他一些创作，如《魔鬼帝国》
（ＲｅｉｃｈｄｅｒＤｍｏｎｅｎ），就 很 难 确 切 地 归 类。当 局 作 出 的 反 应 可 想

而知：后面提到的这本小说，书名中就 带 有“帝 国”这 样 的 字 眼，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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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副标题又宣称，这是一部记录“千年历史的小说”。蒂斯的这部作

品本意是想表现日耳曼民族凌驾于这一时代之上，但他是通过勾画

希腊、罗马和拜占庭不同的文明发展历程来实现这一意图的。他所

选取的年代正是各种古代宗教与基督教发生冲突、统治者与被统治

者关系紧张到极限的时期。这样的安排就有可能在德国和斯巴达

的军事文明之间进行比较。背景属于历史，而语言却是当代的，其

中还用了“流亡”、“盖世太保”、“元首”一类词。当局对这部作品未

表示意见，也禁止任何评论，但并未对作品及其作者采取任何严厉

的措施。这种情况尚无先例。
蒂斯总算活了下来。战后，他声称自己反对过纳粹政 权，虽 然

并未自 始 至 终 坚 持 下 来。与 此 相 反 的 是 乔 呈·克 勒 坡（Ｊｏｃｈｅｎ
Ｋｌｅｐｐｅｒ），他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要与纳粹政权对立。他娶了一位

犹太女人为妻，这 个 女 人 结 婚 时 带 过 来 前 次 婚 姻 中 生 下 的 两 个 女

儿。这给他带来无穷烦恼，他因此而失业。这位牧师的儿子与教会

关系密切，曾办过教会报纸。他还是社会党党员，有一时期曾为《前

进》（Ｖｏｒｗｒｔｓ）杂志工作过。然而普鲁士人的背景也使他有些君主

主义思想。因此，在１９３３年他哪一边也不靠，既不左倾，也不右倾。
有这种大杂烩的意识形态和宗教观念，他在新德国自然惬意不了。
他尤其感到了一种威胁，这种威胁迫使他和他的犹太妻子离婚。他

妻子还必须带着 一 个 女 儿（另 一 个 已 出 国 去 了 英 国）被 驱 逐 出 境。
克勒坡挺走运，内政部长弗里克（Ｆｒｉｃｋ）对他的情况很关心，给他的

继女雷娜特办了离开德国的许可证明。为了给她弄到瑞典的签证，
克勒坡费尽心机，最后却发现离境许可证明已经到期。为使妻子和

继女免于被驱逐 出 境 的 所 有 努 力 均 告 失 败，克 勒 坡 和 她 们 一 起 于

１９４２年１２月１０日深夜自杀。“这是发生在爱的象征十字架下的自

杀。”①从１９３２年到１９４２年，克 勒 坡 以《在 你 羽 翼 的 阴 影 下》为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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潦潦草草写下了一批日记，从中可以认识到精神和肉体在那一时代

所经受的种种 考 验。他 的 历 史 小 说《父 亲》是 他 流 传 最 广 的 作 品。
虽然此书出版后，作者就不再被允许写作了，但此书还是受到国社

党的欢迎。他 们 判 定 此 书 意 在 把 国 家 社 会 主 义 表 现 为 弗 里 德 里

克·威廉一世的普鲁士传统的一部分。这或许是一种有意识的误

解。纳粹把这样一种误解散布出去，就等于把这样一部成就突出、
备受重视的作品收归己有，使其为他们的目的服务。对这样一部小

说，官方自然是大开绿灯，小说的销量十分可观。然而，比较敏感的

读者不会觉 察 不 出，作 者 不 是 在 颂 扬 而 是 在 抨 击 第 三 帝 国。① 当

然，这部小说有限度地宣扬了关于元首的教义，但小说主要表现的

理想还是一种负责任的、普鲁士式的领袖，这种领袖应当以基督教

和伦理道德作为自己的坚实基础。克勒坡写过一本论基督教小说

的小册子。很显然，他的《父亲》正属于这种小说。与伯根格伦和施

耐德一样，他也写过基督教诗歌。这些诗歌直到今天仍具有动人的

力量。克勒坡的确是具有献身精神的基督教作家。这一点与格特

路德·冯·勒芙特（ＧｅｒｔｒｕｄｖｏｎｌｅＦｏｒｔ）很相像。后者最优秀的诗

歌和短篇小说也在这一时期写成，只是她的创作从未直接带有反纳

粹的意图。
这里需要指 出，一 般 来 讲，长 篇 和 短 篇 小 说 在 当 时 占 主 导 地

位；戏剧要想隐含抨击之意有较 多 困 难；诗 歌 创 作 则 数 量 很 多，质

量也很高。这里要提到 的 是 一 位 在 戏 剧 创 作 和 诗 歌 创 作 两 方 面

都很有成就的作家，他就是阿 尔 布 莱 希 特·豪 斯 霍 费 尔（Ａｌｂｒｅｃｈｔ
Ｈａｕｓｈｏｆｅｒ）。豪斯霍费 尔 一 度 曾 是 鲁 道 夫·黑 塞 的 朋 友，他 也 是

从国社党的支持者转到反希特勒阵营的代表人物。② 他通 过 贝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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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Ｖａｒｉｏｕｓ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ａｐｐｅａｒｅｄｉｎＷｉｌｌＶｅｓｐｅｒｓＮｅｕｅＬｉｔｅｒｏｔｕｒ．Ｉｎ
ｈｉｓ‘Ａｎｍｅｒｋｕｎｇｅｎｚｕｍ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ｅｎＲｏｍａｎ’ＧｅｒｈａｒｄＳｃｈｍｉｄｔｔｏｏｋＫｌｅｐｐｅｒｓ
ｎｏｖｅｌｔｏｔａｓｋａｎｄ ｗａｓｑｕｉｔｅｃｌｅａｒｌｙａｗａｒｅｏｆｉｔｓ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ｎｃｅ：ＮＬ
（１９４０），ｐｐ．１３２ １３７．

ＵｒｓｕｌａＬａａｃｋＭｉｃｈｅｌ，ＡｌｂｒｅｃｈｔＨａｕｓｈｏｆｅｒｕｎｄｄ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ｍｕｓ
（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１９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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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将和由艺术 家、知 识 分 子 组 成 的“星 期 四 俱 乐 部”的 安 排，与 德

国的抵 抗 者 组 织 进 行 了 接 触，并 且 参 与 了 推 翻 希 特 勒 的 密 谋。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他 被 逮 捕。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３日 在 柏 林 的 莫 阿 比 特

（ＢｅｒｌｉｎＭｏａｂｉｔ）被枪 杀。死 后，他 弟 弟 在 他 手 中 发 现 了 一 个 笔 记

本，上面 有 他 在 狱 中 写 下 的７９首 诗，这 就 是《莫 阿 比 特 十 四

行诗》。
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抒情诗的创作成就引人注目。① 纳粹德

国国内的作家，无论属于何派何系，都写起诗来，这种现象比转向历

史题材创作的现象还要普遍。把这种现象解释为逃避到主观的、情
感的和非政治化的世界是合乎情理的。但也并非所有诗作都可以

如此定性。如果说十四行诗是排斥现实世界的混乱，以形式的“纯

粹”为表示抗拒的手段，那么抒情的表现方式和语言的精粹则是对

标语口号化的、“军队进行曲式的四行体诗歌魔力”的抗拒。这方面

最著名的作家有威廉·勒曼（ＷｉｌｈｅｌｍＬｅｈｍａｎｎ），奥斯卡·洛尔克

（ＯｓｋａｒＬｏｅｒｋｅ）、迪特里希·博恩霍夫（ＤｉｅｔｒｉｃｈＢｏｎｈｏｅｆｆｅｒ）、格特

路德·科尔玛（ＧｅｒｔｒｕｄＫｏｌｍａｒ）等。② 鲁 道 夫·亚 历 山 大·施 洛

德（Ｒｕｄｏｌｆ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Ｓｃｈｒｄｅｒ）既写世俗诗，也写宗教诗；鲁道夫·
哈格尔斯 坦（ＲｕｄｏｌｆＨａｇｅｌｓｔａｎｇｅ）写 了 组 诗《威 尼 斯 人 的 信 条》
（ＶｅｎｅｔｉａｎＣｒｅｄｏ），包括三十五首十四行诗。作者在战争的最后数

月间秘密地在意大利创作、印刷了这组诗。哈格尔斯坦在他的论文

《形式是首要的决定性因素》中概括了这一时代许多人选择十四行

诗这一形式的原因：

十四行诗为 他 们 提 供 了 像 花 岗 岩 石 板 一 样 的 建 筑 材 料。

—６４１—

①

②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Ｗ． Ｈｏｆｆｍａｎｎ，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Ｐｏｅｒｒｙ ｉｎ Ｎａｚｉ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Ｐｈｉｌｏｌｏｇｙ，ｖｏｌ．６７，１９６２）
ｄｅａｌｓｗｉｔｈ ‘Ｂｅｒｇｅｎｇｒｕｅｎ，Ｈａｇｅｌｓｔａｎｇｅ，Ｈａｕｓｈｏｆｅｒ，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Ｉｍｐｒｉｓｏｎｅｄ
Ｐｏｅｔｓ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Ｐｏｅｔｓｏｆｔｈｅ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勒曼这个纯粹的诗人后来也加入了纳粹党。———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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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形式体现的是与混乱的对抗、是对新秩序的期望、是对虚

伪灵魂的反击，十四行诗完全变成了一种流行的抵抗形式。

把十四行诗说成是一种抵抗形式有些夸大其词。前面已不止一次

指出，造成希特勒政权垮台的不是十四行诗，也不是任何其他文学

形式。况且国社党诗人也运用十四行诗这种形式，并且对这一文学

传统十分着迷。
这种情况或许也适用于另一部小说，这就是恩斯特·荣格的被

誉为“德国国内 抵 抗 派 文 学 主 要 作 品”的《在 大 理 石 峭 壁 上》（１９３９
年）。如果考虑到荣格的观点、他早期作品享有的荣耀以及纳粹党

对他早期作品的揄扬，眼下又是一位出乎意料的抵抗者，也是民族

派支持者弃暗投明、脱离国家社会主义的又一位代表人物。这部篇

幅不长的长篇小说的确可以当作这种转变的例证来读。这本书轻

而易举地钻了纳粹党庞大思想控制机器的空子，出版当年未作任何

形式的广告宣传，销量便达到一万二千册，此后数年间在德国各地

畅销不衰。当局也意识到了这本书在德国境内外被广泛阅读，并被

解释为一本反纳粹的作品，但他们未采取任何措施。这背后是否有

某种政策上的考虑？他们真的相信了作者并无写一本反纳粹作品

的创作意图的表白吗？尽管小说明显影射了国家社会主义的兴起，
但荣格有意用一种神秘、隐晦的写作手法制造了一堆表面上与国家

社会主义无关的“难以索解”的文字（ｄａｒｋｐａｓｓａｇｅ），是否真的迷惑

了当局的嗅觉？无论是什么情况，当局是不会被愚弄的。保勒当时

就提出此书应上黑名单。此后发生了什么情况不得而知，所能知道

的只是此书不曾被禁。或许放过此书是一种权宜之计，因为荣格曾

是赫赫有名 的 民 族 派 人 物。在 希 特 勒 的 心 目 中，他 是 一 位 前 线 战

士，拥有荣誉 勋 章（ＰｏｕｒｌｅＭèｒｉｔｅ）。希 特 勒 不 愿 改 变 他 的 这 种 形

象。据说，戈培尔还因书中的布拉克玛特是以他为模特儿塑造的而

感到得意。这些都是悬猜，只有作者和他的作品在德国未遇到麻烦

是事实。

—７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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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支持把荣格的小说当成抵抗派文学作品来

读。① 例如这部小说写了一个暴君。当然，以暴君为表现主题的并

非只有荣格一家。前面已提到，伯根格伦、施耐德等人都表现过这

个主题。纳粹的文坛卫士们对此不会感到过分不安。荣格与其他

人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没有给这一主题安排一个历史的或异邦的背

景。相反，他自由穿梭于过去与现在、北方与南方之间，以开放的形

式调度情节和人物为他的创作意图服务。即使这样，小说中仍有一

些内容直接提到了当代德国。荣格小说表现的是暴政，通篇笼罩着

恐怖。它也表现了一个差不多合乎理想的国度、一个乌托邦怎样被

破坏以至于瓦解。作品中的许多内容反映了国家社会主义的兴起。
譬如统治集团的暴行、被吓坏的平民百姓无力进行任何抵抗、军事

化暴徒 的 行 径、对 原 始 性 的 崇 拜、对 从 前 盟 友 的 清 洗、语 言 的 粗 野

等。实际上由于此类内容大量出现，我们完全可以把小说的第一部

分当作魏玛共和国的终结过程的实录来读：人民看不清方向，准备

接受一位“果敢有力的领袖”，服从他的意志；法律崩溃了，官僚体制

崩溃了，革命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摧毁了政治制度，新的领袖交替采

用高压和怀柔的手段麻醉社会，或者先是制造混乱，然后又把自己

打扮成消除混乱的保护神。然而，虽然这些内容与历史十分吻合，
但荣格故事的道德含义却并不十分明显。如果说他完成了某种“转

变”，他那古老的战争故事所蕴含的价值观念却不很清楚。当然，他
的宗教思想和伯根格伦、施耐德并不一样，虽然他似乎同样也维护

秩序和责任。他也没有吁请读者参加抵抗。在他看来，抵抗根本没

有成功的希望，实际上应该取消。
对荣格的另一类批评是针对作品的美学特质。有人指责他在

表达和视角方面都“矫揉造作”。有人把他这部小说的意旨描述为

“逃避到一个虚构的世界中”。但这些在荣格的作品中并非新东西。

—８４１—

① ＧüｎｔｈｅｒＳｃｈｏｌａｒ，‘ＧｅｓｃｈｅｉｔｅｒｔａｎｄｅｎＭａｒｍｏｒｋｌｉｐｐｅｎ．ＺｕｒＫｒｉｔｉｋａｎ
ＥｒｎｓｔＪüｎｇｅｒｓＷｉ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ｓｒｏｍａｎ’，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ｆü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Ｐｈｉｌｏｌｏｇｉｅ，ｎｏ．
９８（１９７９），ｐｐ．５４３ ５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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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直就是一个崇尚华丽的作家、一个琐细的学究、一个喜好精雕

细刻的工匠。这一次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似乎有意采用那些精美的

文字和意象对抗社会的丑恶和混乱。其效果是造成一种爱情与死

亡、秩序 与 死 亡 的 奇 特 的、近 乎 浪 漫 主 义 的 混 合。象 征 和 象 形

（ｈｉｅｒｏｇｌｙｐｈ）、隐喻和神话的超量使用构成了他的文体特色，以致于

读者根本无法明了他的意思。荣格似乎在玩一场危险的游戏。他

想让读者觉得他要发布一篇煽动叛乱的宣言，却又用一种神秘的方

式来表达。从未有人怀疑过荣格的勇气，只是他似乎想表明，他需

要与众不同，需要显得卓然不群、遗世独立，需要保持一种等级距离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ｄｉｓｔａｎｃｅ）。在这本小说中，主角始终保持着一种观察

者的身份，从未加入冲突中的任何一个党派，当然更不会与下层阶

级结盟，这一点值得玩味。主角的态度基本上还是非民主、反启蒙

的。艾默里奇（Ｅｍｍｅｒｉｃｈ）认为《在大理石峭壁上》所描写的世界是

“内心刻意结 撰 的 一 种 神 秘 的 避 难 所。”拉 默 特（Ｌｍｍｅｒｔ）也 谈 到

过，荣格的“超脱”（ｄéｇａｇｅｍｅｎｔ）就是不愿采取某种立场。① 可以拿

出一些有力的证据证明这种观点符合事实。荣格本人就说过他这

本小说并无特 别 的 政 治 寓 意。１９４５年 后，他 不 止 一 次 地 否 认 他 的

小说有任何“倾向性”。他的日记也证明，他在写这部小说时从未有

过抵抗的想法。这样就把这类内容全部归结为读者的想象。“大家

都把守林总管（ｃｈｉｅｆＲａｎｇｅｒ）说成是希特勒或戈林或斯大林。当然

我对这类事情有所预见，但我从未打算加以表现。”“不，这本书没有

反希特勒的意思。”
尽管作者自己加以否认，《在大理石峭壁上》还是被看作国内流

亡派的代 表 作。最 近 的 一 位 非 德 国 籍 的 荣 格 研 究 专 家 对 此 毫 不

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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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Ｅｍｍｅｒｉｃｈ， ‘Ｄｉ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 ｄｅｓ ａｎｔｉｆａｓｃｈ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ｎ
Ｗｉ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ｅｓ’ｉｎＳｃｈｏｎａｕｅ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ｉｍ ＤｒｉｔｔｅｎＲｅｉｃｈ，ｐ．４５０；
Ｅｂｅｒｈａｒｔ、Ｌｍｍｅｒｔ，‘ｊｎＢｅｈｅｒｒｓｃｈｔｅＰｒｏｓａ．ＰｏｅｔｉｓｃｈｅＬｉｚｅｎｚｅｎｉ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ｚｗｉｓｃｈｅｎ１９３３ｕｎｄ１９４５’，ＮｅｕｅＲｕｎｄｓｃｈａｕ，ｎｏ．８６（１９７５），ｐｐ．４０４ 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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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理石峭壁上》显然是一种抵抗行动，是一次 谴 责，是

对极权者虚无主义的批判，只不过蒙了一层薄纱。它描写了这

场运动内部的派别斗争。在德国，这场斗争 于１９３４年 达 到 高

潮，当时希特勒残酷无情地摧毁了反对派。作者通过对一个充

满酷刑和杀戮的营地的生动描写，揭露了这种恐怖行为。①

然而也有许多批评家持相反意见。主要是因为荣格早年的经

历及其拥有的坚定的信仰，人们不乐意接受这位“总动员”的理论家

来当一本抵抗派小说的作者。在１９４５年前的国社党统治时期，尚

无人有这种反感。从１９３３到１９４５年间，无论是在德国国内还是在

国外，大家显然还是把此书理解为抵抗派的作品，并且对这样一本

作品竟然能在纳粹检查制度下出版，并不受限制地售出了上万册普

遍感到惊奇。或许是那种古怪有趣的旧式伪装帮了忙。那些来自

一个田园世界的人物，如守林总管、修道士和牧羊人等毕竟不会使

人直接想起１９３９年 的 德 国。１９３９年 的 德 国 早 已 是 一 个 现 代 化 的

工业国，有大城市，有利用现代技术为战争或和平工作的工业无产

阶级。这些在 荣 格 的 作 品 中 毫 无 痕 迹。或 许 正 是 出 于 这 种 原 因，

１９４２年，在巴黎的德国军队才把这本小说翻印了两万册。
虽然无人严肃认真地把这部小说称为法西斯主义的作品，它仍

散发着强烈的“血与土”的气味。无独有偶，恩斯特·维舍特（Ｅｒｎｓｔ
Ｗｉｅｃｈｅｒｔ）的作品也有 这 种 情 况。维 舍 特 也 是 一 位 保 守 派 作 家，很

讨国社党 人 的 欢 心。② 国 社 党 似 乎 很 愿 意 表 彰 他 这 类 的 作 家。

１９３２年他曾赢得 两 项 奖。第 一 项 奖 的 授 奖 辞 称 他 的 小 说“袒 露 了

正在发挥作用的信仰和忠诚，具有人类的纯真、文学的感染力和艺

—０５１—

①
②

Ｇ．Ｌｏｏｓｅ，ＥｒｎｓｒＪüｎｇｅｒ（ＴＷＡＳ３２３，Ｂｏｓｔｏｎ，１９７４），ｐ．６１．
ＨｉｌｄｅｇａｒｄＣｈａｔｅｌｌｉｅｒ， ‘Ｅｒｎｓｔ Ｗｉｅｃｈｅｒｔｉｍ Ｕｒｔｅｉｌｄｅ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ｐｒｅｓｓｅ １９３３ １９４５． Ｅｉｎ Ｂｅｉｔｒａｇ ｚｕ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ｕｎｄ Ｐｒｅｓｓｅｐｏｌｉｔｉｋ’，ＲｅｃｈｅｒｃｈｅｓＧｅｒｍａｎｉｑｕｅｓ，ｎｏ．３ （１９７３），
ｐｐ．１５１ １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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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完美性。”他甚至还表达了自己的愿望，要写一部“日耳曼人灵

魂的清唱剧”，一部题为《第三帝国》的书。实际上，他的许多基本观

点都与国社党相通。他作品的主题就是纳粹化的，———血统（指 家

庭内部保持种族纯洁的重要意义）；亲近土地，抗拒大都市的浮游无

根；与 革 命 者 造 成 的 混 乱 作 斗 争；纯 洁、英 勇 的 日 耳 曼 精 神

（Ｇｅｒｍａｎｎｅｓｓ）；英雄主 义 不 是 说 出 来 的，而 是 做 出 来 的；现 代 唯 物

主义的失败；捍卫正确的事物。早期的维舍特基本上是认为昔日的

社会比较合乎理想。那时候资产阶级的生活还不是这样粗鄙，而工

人们也不是这么贪婪、自私。因此他一般被归入格雷姆、科尔本耶

一类作家中。表面上似乎控制了魏玛共和国文坛的左翼知识分子

对他们不屑一顾。维舍特自己就谴责过艺术在共和国的商业化，批
评那些学派、社 团 和 俱 乐 部 喜 好 搞 那 种 制 造 矛 盾 的 文 学 讨 论 和 争

论，却不想为 缔 造 和 谐 的 民 族 共 同 体 而 努 力。纳 粹 掌 权 接 近 一 年

时，他发表了一篇文章论“德国图书贸易在国家社会主义政体中的

责任。”文章虽不赞成使用极端手段，但仍对国社党文学政策的目标

赞赏有加。从１９３９年 到１９４４年 间，维 舍 特 的 创 作 得 到 了 普 遍 赞

扬。他后来说的一段话是符合事实的：

我毕竟不想打笔仗，我只是想和往常一样写我的书。不是

‘血与土’派的作品，而是‘土地’派的作品。这两派的唯一不同

在于，在我的 土 地 上 生 长 的 是 爱，不 是 恨，不 是 神 的 日 耳 曼 子

孙。而且，我的这块土地和摩西的第一本书一样古老。①

一般来讲，维 舍 特 的 自 我 诊 断 是 准 确 的。当 然 他 或 许 轻 视 了

“血与剑”宗教的能量，轻视了把战争当作纯化种族手段这一观念的

影响力。总之，曾在他早期作品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那些民族主义

的普通观念都与自然界的疗救力量和用不可知论对《新约》爱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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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加以发挥紧密联系在一起。１９３６年，维舍特突然因他的《森林与

人》一书而受到《种族观察家报》的猛烈攻击。他在什么地方出了差

错呢？他的差错之一就是，在德国人取得巨大成功、举国上下欢欣

鼓舞的这一年，他竟然抱怨现在的德国青年已不再理解“人间悲哀”
（Ｗｅｌｔｓｃｈｍｅｒｚ）的含 义 了，———他 竟 赞 成 悲 观 论 调。《种 族 观 察 家

报》上的文章不 是 对 作 为 作 家 的 维 舍 特 的 批 评，而 是 对 他 的“世 界

观”（Ｗｅｌｔａｎｓｃｈａｕｕｎｇ）的探讨，认为这一思想未对国家社会主 义 予

以充分肯定。文章认为，他的人物显然受了斯拉夫血统的影响，因

此是种族被污染的证明；他竟然以赞赏的口吻提到海涅这样的犹太

人代表的名字，表明他本人已受到犹太灵魂的毒化；他宁要病态，不
要健康，坚持个人主义的立场，拒不接受国社党的民族共同体。这

是一个根本性的转折！直到１９３５年，大部分报刊对他的作品还是

持肯定态度，他很受赏识。维舍特对此看得很清楚：

１９３３年，当 权 者 还 是 认 为 一 个 能 写 出 《道 思 考 塞》
（Ｄｏｓｋｏｃｉｌ）的人肯定是‘我们’的人……。直到１９３５年以前，那
条路仍然对我敞开着。我非常清楚，那是条表面看来十分耀眼

的路，我只须抓住那仍向我伸出来的手便可踏上这条路。①

但恩斯特·维舍特并未抓住那向他伸过来的手。他忠实于自我，仍
像以往那样写作。纳粹当局对此并没有觉得不可接受。他们接受

不了的是他公开表示蔑视的行为。然而他写的作品仍继续取得成

功。他被关进集中营一段时间后，又出版了小说《古朴的生活》。从

１９３９年到１９４１年，此书卖出了２５万本。与前面探讨过的大多数国

内流亡派的小说作品不同，这不是一本历史小说，但也不是直接以

当代为背景。维舍特把情节安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涉及的主题

是士兵们从战争的混乱中返回，寻求秩序。他不仅在城市中发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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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问题，在远离城市、贴近自然的乡村古朴生活中也发现了这一

问题。小说中有很多东西———对战争的体验、心灵 的 靠 近、对 大 都

市堕落风气的抵制等———都能为国社党接受。当然，他们大概不会

接受那些对反动的尚武精神的批评，不会接受维舍特那种感伤的悲

观论调和那种对事物的宿命观点。然而小说显然仍引起了读者的

共鸣。维舍特的 公 开 活 动 则 是 另 一 回 事。１９３５年４月，他 在 慕 尼

黑大学的大教室（Ａｕｄｉｔｏｒｉｕｍ Ｍａｘｉｍｕｍ）对学生们演讲，呼吁 他 们

倾听自己良心 的 声 音，不 要 被 人 引 诱。１９３７年 他 在 科 隆 搞 了 一 次

公开诵读活动，诵读的内容选自他的《白水牛》———一个以正义、真

理与谎言的斗争为主题的印度传说。这次活动受到热烈欢迎，以致

招来盖世太保制止了诵读活动。这篇短篇小说的发表，加之他对逮

捕涅莫勒（Ｎｉｅｍｌｌｅｒ）的抗议、他于１９３５年对慕尼黑大学生的演讲

被刊登在莫斯科的流亡刊物《发言》（ＤａｓＷｏｒｔ）上、他在“德奥合并”
的公民投票中投了反对票，一起导致了他于１９３８年春被逮捕。先

是在慕尼黑监狱中监禁了两个月，而后转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在

这里一直被关到１９３８年底。布痕瓦尔德是较温和的一个集中营，
但也相当可怕。不过维舍特在此似乎并未受到严酷的虐待。在尝

了尝滋味儿后，他作为希特勒（或戈培尔）宽宏大量的证据被释放，
还被迫在“魏玛会议”上否认有关集中营的种种传闻。后来他在短

篇小说《死亡之林》中记下了他对集中营的种种体验。这篇作品和

其他战争结束前写下的作品一道被埋在花园里，直到１９４６年才得

以发表。
维舍特的经历很能说明１９３３年到１９４５年间德 国 国 内 文 学 的

发展状况。１９３３年后，那些老牌文学刊物短时期内仍然存在，仍在

发表或评论那些当红的民族保守派作家的作品，仍在沿用纳粹掌权

前的那套模 式。在 纳 粹 这 方 面，各 种 政 府 机 构 都 来 插 手 文 学 和 文

化，一直未拿出一套统一的党的政策，处理问题都是就事论事。不

过论者也都承认，纳粹党在培养出自己的新一代作家之前尚需要老

一代作家来支撑门面。一旦政权巩固下来，让步便越来越小，老一

代作家一个接一个被迫沉默。当局似乎有过决定，不管作品，只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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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伯根格伦、维舍特、施耐德、蒂斯都得到了继续出书的允许，销

路也都很好。但任何反对纳粹党的公开表示、任何冲破文学伪装而

显现出来的抗议或抵抗的迹象都会立即受到处置。纳粹似乎并不

认为国内流亡派是一股十分危险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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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抗派的文学创作

考虑到先是在德国而后在奥地利出现的森严的警察统治，人们

自然会对任何文学抵抗存在的可 能 性 提 出 疑 问。① 这 里 的 抵 抗 无

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方式上都无法与被侵占国家、甚至无法与意大

利这样的法西斯国家相比。德国国内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破坏活

动，火车不会出轨，军队不会遭到袭击，也没有任何大规模地下武装

力量从事秘密活动的迹象。虽然希特勒对密谋活动的恐惧路人皆

知，但刺杀他的行动却难得听到，他个人的安全很有保障。至于文

字方面，情况也是众所周知的，———即使是最微小的反抗表 示 也 会

遭到报复。传单、非法报纸、政治性小册子均被视为大逆不道的东

西，其作者将受到无情的通缉。捕人之事是家常便饭。有时全家都

被带走。抵抗者的案件会株连许多人。这种情况与对国内流亡者

相对缺乏兴趣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而国内流亡者的诗作据说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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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Ｂｒｅｋｌｅ，‘Ｄｉｅａｎｔｉｆａｓｃｈ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ｉ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１９３３ １９４５’，ＷｅｉｍａｒｅｒＢｅｉｔｒｇｅ，ｖｏｌ．１６，ｎｏｓ．４ ６（１９７０），ｐｐ．６７ １２８．
Ｔｈ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ｉｓｂｏｏｋｏｎ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ｌｅａｎｓｈｅａｖｉｌｙｏｎＢｒｅｋｌｅ，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ｆｏｒＰｅｔｅｒｓｅｎ，Ｋｕｃｋｈｏｆｆａｎｄ Ｋｒａｕｓｓ．Ａｌｓｏ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ｉｓ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Ｅｍｍｅｒｉｃｈ，‘Ｄｉ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ｄｅｓａｎｔｉｆａｓｃｈ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ｎＷｉ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ｅｓｉ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ｉｎＳｃｈｏｎａｕｅ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ｉｍｄｒｉｔｔｅｎＲｅｉｃｈ，ｐｐ．４２７ ４５８．ＪａｍｅｓＤ．
Ｗｉｌｋｉｎｓｏ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ＲｅｓｉｓｉａｎｃｅｉｎＥｕｒｏｐ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１９８１），
ｍｅｎｔｉｏｎｓ ｎｏ ｌｅｆｔｗｉｎｇ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ｗｈａｔｓｏｅｖｅｒ ａｎｄ ｓｔｉｌｌ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ｕｎｄ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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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量抄本在非法流传。所以，对于抵抗力量是否存在这一问题没

有必要加以猜测。在纳粹当局的眼睛里，抵抗是存在的，直接证据

就是１９３３年后，大批冒犯了现政权的人被捕。像布莱希特这样的

马克思主义者也清楚有两种德国人。他有一首题献给集中营里抵

抗战士的诗，诗中明确表白了他认为哪种德国人才是德国的真正领

路人：

你或许会消匿，
但不会被忘却；
你会被击倒在地，
但你的正确毋庸置疑。
无愧无悔的人们坚持战斗，
矢志不渝的人们坚持真理。
你和他们

才是德国真正的领路人。①

君特·维森伯恩（ＧüｎｔｈｅｒＷｅｉｓｅｎｂｏｒｎ）是一位活跃的抵 抗 运

动成员，曾蹲过数年的纳粹监狱。战后他发表了一篇题为《有一支

德国抵抗力量》的文章。他收到了数百封曾像他一样参加过抵抗运

动的人的来信，其中不乏作家和知识分子。他后来遇到了曾拒绝在

已纳粹化的科学院中留任的女诗人丽卡达·胡契（ＲｉｃａｒｄａＨｕｃｈ），
发现她也在搜集抵抗运动的资料。这位女诗人死前不久请维森伯

恩完成她的工作。维森伯恩实现了她的遗愿，其成果即是一本题为

《无声暴动》（ＤｅｒＬａｕｔｌｏｓｅＡｕｆｓｔａｎｄ，１９５３年）的 著 作。② 书 中 揭

示了德国抵抗力 量 的 性 质 和 范 围、由 社 会 党 和 共 产 党 组 织 领 导 工

人、教徒、军官、中产阶级小团体、知识分子和作家从事的抵抗活动，
还有纯粹的个人抵抗。其中大部分资料来自盖世太保的档案及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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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Ｂｒｅｃｈｔ．ＧｅｓａｍｍｅｌｔｅＷｅｒｋｅ９ ，Ｇｅｄｉｃｈｔｅ２，ｐ．４５９．
ＧüｎｔｈｅｒＷｅｉｓｅｎｂｏｒｎ，ＤｅｒｌａｕｔｌｏｓｅＡｕｆｓｔａｎｄ （Ｈａｍｂｕｒｇ，１９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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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法院的报告。据他估计，战争开始时，集中营里关押了三十万人

左右，其中绝大部分是德国人，而实际进过集中营的人接近一百万。
战争期间关押的人更多（包括非德国人），总数估计达数百万人。所

以，反对国家社会主义政策和行为的人确实存在。他们充分表达了

他们的不满，为此而受到严厉的惩罚。“另一种德国人”的确存在。
他们中间可能有许多人被消灭，但绝不会全部被摧毁。不过，１９４４
年７月２０日军队中的高级军官试图谋杀希特勒的行动，以及“白玫

瑰”组织的一批怪异的青年理想主义者为洗雪纳粹学生焚书之耻、
挽救德国大学之荣誉而采取的行动则完全不属此列。① 战后，当年

的抵抗战士和集中营里的难友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被看成英雄，而
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则普遍被忽视。有人认为，无论如何，抵抗运

动未取得什么成效。抵抗战士没能推翻纳粹的统治，是盟军完成了

这一任务。在联邦德国，国内流亡派的保守作家受到高度评价，获

得了多种文学奖，而思想激进的作家则难以被人提及。这种情况易

使这样的看法传播开来：另一种德国人并不存在，文学界没有直言

不讳的反纳粹作品出现。
必须认识到，反希特勒的文学并非是１９３３年以后才出现的。②

早在１９２３年，恩斯特·托勒（ＥｒｎｓｔＴｏｌｌｅｒ）就写出了辛辣的滑稽剧

《无法无天的欧 堂 神》（ＷｏｔａｎＵｎｂｏｕｎｄ。Ｗｏｔａｎ是 条 顿 族 的 神，相

当于 日 耳 曼 神 话 中 的 主 神 Ｗｏｄｅｎ和 北 欧 神 话 中 的 主 神 Ｏｄｉｎ。

Ｗｅｄｎｅｓｄａｙ〈星期三〉即 源 于 此。———译 者 注），其 中 有 的 内 容 就 讽

刺了希特勒。但托勒属于一种个别情况。这时期的大多数作家和

知识分子都还是 严 肃 地 对 待 希 特 勒，并 未 把 他 看 作 是 开 玩 笑 的 对

象。不过，魏玛 共 和 国 时 期 即 存 在 反 纳 粹 文 学 仍 是 一 种 重 要 的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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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Ｊ．Ｐ．Ｓｔｅｒｎ，‘ＴｈｅＷｈｉｔｅＲｏｓｅ’，ＧｅｒｍａｎＬｉｆｅａｎｄＬｅｔｔｅｒｓ，ｎ．ｓ．，
ｖｏｌ．１１（１９５７ １９５８），ｐｐ．８１ １０１．

ＪｏｓｔＨｅｌｍａｎｄ，‘Ｈｉｌｆｌｏｓｅｒ Ａｎｔｉｆａｓｃｈｉｓｍｕｓ？Ｂｅｍüｈｕｎｇｅｎｕｍ ｅｉｎｅ
ｋｒｉｔｉｓｃｈｅＤａ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ｄ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ｄｅｒ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ｄｅｒ Ｗｅｉｍａｒｅｒ
Ｒｅｐｕｂｌｉｋ’，Ｄｉｓｋｕｓｓｉｏ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ｖｏｌ．１２（１９８１），ｐｐ．２１１ ２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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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因为只有看到了这种现象才能理解纳粹掌权后对某些知识分子

的反应。例如，约瑟 夫·罗 斯（ＪｏｓｅｐｈＲｏｔｈ）在 其《蛛 网》中 就 揭 露

了希特勒对有国家主义思想的退职官员所产生的迷惑力。里昂·
孚希特万格（ＬｉｏｎＦｅｕｃｈｔｗａｎｇｅｒ）在他的小说《成功》中也试图找出

希特勒成功的原因，但仍倾向于把他的政治经历看成是某种巴伐利

亚人的过火行为，并不能代表全体德国人。甚至老一代表现主义者

格奥尔格·凯瑟（ＧｅｏｒｇＫａｉｓｅｒ）也意识到了纳粹的威胁。他在历史

剧《傻瓜们》（１９２８年）中 试 图 揭 露 纳 粹 的 街 头 战 士 到 底 是 些 什 么

人。不幸的是，他的这部剧作包含了他后期抽象风格创作的全部弱

点。与此相反，后表现主义发挥了“新客观性”的潜能，倾向于采取

讥嘲和“事不关己”的态度。艾里希·卡斯特纳（ＥｒｉｃｈＫｓｔｅｎｅｒ）的

《法比安》就是一个例证。这是一部以衰微与膨胀为主题的柏林小

说，表现了红色阵线与褐衫党之间的街道战。但书中的主人公说：
“我在观察和等待。我在等待可敬的人获胜，那时或许我能派上用

场。”法拉达在 小 说《小 人 物———现 在 该 怎 么 办？》（１９３２年）中 也 没

有表明立场。① 直 到 写《我 们 都 孤 独 地 死 去》，他 才 根 据 盖 世 太 保

的档案接触到了抵抗的主题。卡 斯 特 纳 和 法 拉 达１９３３年 后 都 留

在了德国，并 避 免 与 国 家 社 会 主 义 纠 缠。豪 瓦 斯（Ｈｏｒｖｔｈ）在 剧

本《斯拉德克》（Ｓｌａｄｅｋ）中充分表现了小资产阶级如何逐渐 受 到 法

西斯主义的野蛮性的 吸 引。虽 然 根 据 这 部 作 品 及 其 他 作 品 不 难

明确判断他所持的立场，但他主要还是让情节本身来说话。
三十年代初，随着希特勒影响的走强，作家和知识分子们也逐

渐警觉起来。１９３０年９月的选举过后，托马斯·曼向全国 发 出 警

告，呼吁保持理智，痛陈狂热不是德国人的本性。他本人在政治上

主张缓进，他的文学创作从未直言不讳地攻击过法西斯主义。人们

通常认为，《马里奥和魔 术 师》（１９３０年）分 析 了 希 特 勒 和 其 催 眠 术

的魔力。此书回忆了１９２６年的一段假期生活，即使有所隐喻，也是

—８５１—

① ＥｒｉｃｈＫｓｔｎｅｒ，Ｇｅｓａｍｍｅｌｔｅ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２ （Ｃｏｌｏｇｎｅ，１９５９），ｐ．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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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而不是针对德国。曼对共和国的捍卫实

在是太晚了！与刊物《世界舞台》（ＤｉｅＷｅｌｔｂüｈｎｅ）有联系的左翼激

进团体经常发出提醒。这些犹太知识分子意识到，左翼力量的分裂

是危险的；社会党和共产党在互相攻击上花的时间和精力多于他们

对纳粹的攻击，因此他们转而支持建立保卫共和国的统一战线。但

这一目标 始 终 未 能 实 现。这 一 组 织 最 著 名 的 人 物 是 图 邵 尔 斯 基

（Ｔｕｃｈｏｌｓｋｙ）。虽然他对希特勒及其政党的危险也认识得较 晚，但

他最终成了 元 首 最 厉 害 的 对 手。他 用 他 的 一 只 利 笔 在 诗 中、歌 曲

中、速写和杂文中嘲笑这个有一撮滑稽胡子的人。讽刺和丑化是他

的武器；政治性的卡巴莱（ｃａｂａｒｅｔ，原意指有歌舞助兴的餐馆及在这

种餐馆上演的小型助兴歌舞；也指表演这种歌舞的演出团体。———
译者注）是他施行攻击的媒介。希特勒一伙人对他恨之入骨。他本

人在发现自己像荒野中的预言家以后，深感失望，最后在瑞典自杀。
在图邵尔斯基死 后，《世 界 舞 台》的 圈 子 里 最 著 名 的 人 物 是 编 辑 卡

尔·冯·奥塞斯基（ＣａｒｌｖｏｎＯｓｓｉｅｔｓｋｙ）。他也攻击希特勒，并为此

在１９３３年后遭受磨难，先是被送进索恩堡集中营，后被送进位于德

国西北部泥炭沼泽地区的艾斯特维根集中营。这位著名的反战者

的遭难，受到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他因此而获得１９３５年的诺贝尔

和平奖。这使纳粹更加恼怒，最终他于１９３５年５月４日被纳粹折

磨致死。许多 文 学 家 都 参 加 了 悼 念 这 位 和 平 殉 道 者 的 群 众 运 动。
其中包括罗曼·罗兰、海因里希·曼、托马斯·曼、Ｈ·Ｇ·威尔斯、

Ｊ·Ｂ·普里斯特利、伍吉尼亚·伍尔芙和阿尔多斯·赫胥黎。奥塞

斯基成为另一个德国的象征。维克汉姆在《时代》上指出：

他证明了德国能成为什么样子，证明了真正德国人的性格

和真正的文化是什么样子。他是正直无畏者的榜样。他 的 行

为总有一天会在民族大家庭中为他们的祖国争得一席之地。①

—９５１—

① Ｑｕｏｔｅｄｆｒｏｍ Ｂｒｕｎｏ Ｆｒｅｉ （ｅｄ．），Ｔｈｅ Ｓｔｏｌｅｎ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ｏｆＯｓｓｉｅｔｚｋｙ （Ｌｏｎｄｏｎ，１９７１），ｐｐ．２６９ ２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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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痛恨的 另 一 个 魏 玛 共 和 国 时 期 的 文 学 家 是 犹 太 无 政

府主义者艾里希·缪塞（ＥｒｉｃｈＭüｈｓａｍ）。他 像 图 邵 尔 斯 基 一 样，
也用诗歌嘲笑纳粹。他 的 剧 作《所 有 的 季 节———一 出 连 唱 带 跳 的

民间戏剧》（１９３０年）开了工人种族党的玩笑。但缪塞当时 已 明 白

情况有多么严重，呼 吁 建 立 统 一 战 线，用 总 罢 工 挫 败 纳 粹。１９３３
年后，他也成为纳粹的眼中钉，被 关 进 监 狱，折 磨 致 死。１９３４年７
月６日，有人在奥兰恩堡集中营 的 一 间 厕 所 里 发 现 了 他 遍 体 鳞 伤

的尸体。① 左 翼 作 家 和 反 战 者 库 特·希 勒（ＫｕｒｔＨｉｌｌｅｒ）、弗 里

兹·冯·恩儒（ＦｒｉｔｚｖｏｎＵｎｒｕｃｈ）、海因 里 希·曼 和 瓦 尔 特·本 杰

明也同样很 活 跃。在 这 一 阶 段，纳 粹 运 动 的 反 闪 族 性 质、沙 文 主

义性质已是有目共睹，而法西斯 主 义 的 经 济 根 源 尚 未 被 多 少 人 论

及。但艾里希·雷杰（ＥｒｉｃｈＲｅｇｇｅｒ）在 小 说《坚 定 的 手 握 在 一 起》
（１９３１年）中 分 析 了 这 一 问 题。这 部 作 品 涉 及 到 克 虏 伯 工 厂 的

历 史。伯 纳 德·冯·布 伦 塔 诺（ＢｅｒｎａｒｄｖｏｎＢｒｅｎｔａｎｏ）在 其 著 作

《德 国 野 蛮 行 径 的 起 源》（１９３２年）也 在 这 方 面 作 了 分 析。这 些

作 品 的 观 点 明 显 属 于 左 翼。但 也 有 人 从 其 他 政 治 立 场 出 发 抨 击

希 特 勒。最 引 人 注 目 的 是 国 家 布 尔 什 维 主 义 者 恩 斯 特·涅 基 希

发 出 的 抨 击。恩 斯 特·冯·萨 洛 蒙（ＥｒｎｓｔｖｏｎＳａｌｏｍｏｎ）的《城

市》（１９３２年）在 某 些 方 面 可 展 示 国 家 布 尔 什 维 主 义 小 说 的

特 点。
社会党和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却表现得十分拘谨。在文化领域，

反法西斯 力 量 团 结 在 无 产 阶 级 革 命 作 家 联 盟（简 写ＢＰＲＳ—Ｂｕｎｄ
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ｓｃｈ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ｒｅｒＳｃｈｒｉｆｔｓｌｅｌｌｅｒ）和 革 命 艺 术 家 协 会（简 写

ＡＳＳＯ—Ａｓｓｏｚｉａｔｉｏｎ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ｒｅｒｂｉｌｄｅｎｄｅｒＫüｎｓｔｌｅ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ｈａｎｄｓ）这
样两 个 团 体 里。这 两 个 团 体 是 由 组 织 工 作 的 天 才 威 利·蒙 森 堡

—０６１—

① Ｆｏｒｆｕｌｌｅｒｄｅｔａｉｌｓａｎｄ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ｓｅｅ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Ｂａｒｏｎ，‘ＥｒｉｃｈＭüｈｓａｍｓ
Ｊｅｗｉｓｈ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ｉｎＬｅｏＢａｅｃｋ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１９８０），ｐｐ．２６９ ２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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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ｌｌｉＭüｎｚｅｎｂｅｒｇ）组建的。① 在这方面影响最大的艺术作品要数

约翰·哈特费尔德（ＪｏｈｎＨｅａｒｔｆｉｅｌｄ）登在《工人图片新闻》（ＡＩＺ—

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ＩｌｌｕｓｔｒｉｅｒｔｅＺｅｉｔｕｎｇ）上的 嘲 笑“阿 道 夫 陛 下”的 讽 刺 画 和

集锦 摄 影 了。就 文 学 形 式 而 言，效 果 最 显 著 的 文 体 是 进 军 歌

（Ｍａｒｃｈｅｓ）、红色歌曲和讽刺诗。艾里希·维耐特（ＥｒｉｃｈＷｅｉｎｅｒｔ）
是攻击性诗作和讽刺歌曲最著名的代表性作家。他的公开表演到

处受到喝彩。布莱希特也曾尝试写作宣传性诗歌。１９３３年以前写

过四首“反法西斯”（Ａｎｔｉｆａ）的诗：《元首说过》、《法西斯主义日益强

大时》、《突击队员之歌》和《阶级敌人之歌》。在诗中他像维耐特一

样倡议建立自下而上的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共产党还建立了自己

的戏剧社团，上演以时事为题材的小品和剧作。其中最著名的戏剧

社团是“红色发言人”和“红老鼠”，他们上演过《他们中间的纳粹》一

类 的 小 品。较 为 成 熟 的 反 法 西 斯 剧 作 是 弗 里 德 利 希·沃 尔 夫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ｏｌｆ）创作的《孟 斯 的 老 朋 友 们》、《农 民 拜 茨》。古 斯 塔

夫·冯·万根海姆（ＧｕｓｔａｖｖｏｎＷａｎｇｅｎｈｅｉｍ）的剧作也较成熟。他

的《捕鼠器》是专门为由业余演员组成的第３１演出队创作的，意在

揭示元首是如何赢得中下层阶级支持的。德共还试图利用反法西

斯的“红色—马克小说”系列作品影响工人的思想。其中最重要的

作品是威利·布莱德尔 的《玫 瑰 园 街》（Ｒｏｓｅｎｈｏｆｓｔｒａｓｓｅ）。布 莱 德

尔、沃 尔 夫、万 根 海 姆、维 耐 特、贝 歇 尔、布 莱 希 特、西 格 尔

（Ｓｅｇｈｅｒｓ）、沙里尔（Ｓｃｈａｒｒｅｒ）、格伦贝格（Ｇｒüｎｂｅｒｇ）、乌瑟（Ｕｈｓｅ）、
雷格勒（Ｒｅｇｌｅｒ）、康托洛维茨（Ｋａｎｔｏｒｏｗｉｃｚ）等共产党员在三十年代

反法西斯的战斗中都很活跃；在流亡期间和西班牙内战中仍继续发

挥作用。后来形势的发展很快证明，那些讥笑他们不值得把时间花

—１６１—

① ＦｏｒＢＰＲＳｓｅｅＦｌｏｒｉａｎ Ｖａｓｓｅｎ，‘ＤａｓＩｌｌｅｇａｌｅ Ｗｏｒｔ．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ｕ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ｖｅｒｈｌｔｎｉｓｓｅｄｅｓＢｕｎｄｅｓ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ｓｃｈ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ｅｒＳｃｈｒｉｆｔｓｔｅｌｌｅｒｎａｃｈ
１９３３’ｉｎＳｃｈｎｅｌｌ，ＫｕｎｓｔｕｎｄＫｕｌｔｕｒｉｍ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Ｆａｓｃｈｉｓｍｕｓ，ｐｐ．２８６ ３２７；
ａｎｄ‘ＤｉｅｉｌｌｅｇａｌｅＡｒｂｅｉｔｄｅｓＢＰＲＳｉ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１９３３ １９３５）’ｉｎＨｅｉｎｚ
Ｎｅｕｇｅｂａｕｅｒ（ｅｄ．），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ｓｃｈｅ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ｒ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１９１８ｂｉｓ１９３３：ｅｉｎ
Ａｂｒｉｓｓ（Ｂｅｒｌｉｎ，１９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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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像希特勒这类“玩偶”身上的人是错误的。
早在１９３３年９月，恩 斯 特·费 舍 尔（ＥｒｎｓｔＦｉｓｃｈｅｒ）就 在 第 一

批布拉格流亡者的刊物《新德国杂志》（Ｎｅｕ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Ｂｌｔｔｅｒ）上指

出了反对新德国的作家面临的三种可能的选择：

他们可以秘密地留在德国，以语言文字为 武 器，或 用 巧 妙

伪装的策略向法西斯主义进攻。不过可以预料，他们的嘴迟早

要被封上，他们手指间的笔早晚要被击碎。他们也可以匿名为

国内的非法出版物或国外的反法西斯刊物工作。他们还可以

走出国境，从国外向德国人发出自己的警告。

这段话可使人们 清 楚 地 理 解 抵 抗 文 学 指 的 是 什 么：这 种 文 学

是反法西斯文学，而不仅仅是非法西斯文学；是目的在于在德国国

内产生影响的文学。这种文学的产生和传播有这样几种可能的方

式：作品的写作、印刷和阅读 都 发 生 在 德 国 国 内；反 法 西 斯 的 文 学

作品被偷运进德国；作品在德国国内写成，而后被偷运出境；抵抗运

动的战士在集中营或监狱中从事文学活动；甚至还有用不会被检查

官认出的形式写成并合法出版的抵抗文学作品。
当国社党于１９３３年１月３０日掌权时，民主力量尚未做好充分

的准备，工人的党组织甚至没有准备转入地下，以继续从事非法活

动。警察当局成功地在各方面作了部署，从而掌握了党员名单，知

道到什么地 方 抓 人。行 业 工 会 及 党 的 领 导 人 很 快 被 捕 获，投 进 监

狱。职业作家协会被解散。某些人试图组织抵抗，但为时已晚。在

２月２７日（国会纵火案 发 生 的 日 子）前 的 几 周 内，左 翼 作 家 集 合 开

了一次会；酝酿了很长时间的“自由世界协会”也在柏林克洛尔歌剧

院集会，但都未取得成果。在魏玛共和国末期十分活跃的无产阶级

革命作家联盟这时成了纳粹的眼中钉，其领导成员不得不出国。未

能出走者便被逮捕。较早出现的一篇题为《铁丝网后面的大脑》的

报告于１９３４年在瑞士印刷，里面提供了一份第一年中遭迫害和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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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的作 家 名 单。① 名 单 中 有 ＢＰＲＳ成 员 威 利·布 莱 德 尔（Ｗｉｌｌｉ
Ｂｒｅｄｅｌ）、路德维希·雷 恩（ＬｕｄｗｉｇＲｅｎｎ）、弗 兰 茨·布 劳 恩（Ｆｒａｎｚ
Ｂｒａｕｎ）、克劳斯·纽克兰茨（ＫｌａｕｓＮｅｕｋｒａｎｔｚ）；但也有不是这一组

织成员的作家，如艾里希·缪塞（ＥｒｉｃｈＭüｓａｍ）、库特·希勒（Ｋｕｒｔ
Ｈｉｌｌｅｒ）、卡尔·冯·奥塞斯基。安娜·西格 斯（ＡｎｎａＳｅｇｈｅｒｓ）、伊

贡·艾 尔 文·基 希（ＥｇｏｎＥｒｗｉｎＫｉｓｃｈ）和 库 特·克 拉 伯（Ｋｕｒｔ
Ｋｌｂｅｒ）也遭逮捕，但随后又被释放。１９３４年到１９３５年之间，布莱

希特写了一篇题为《写真实的五种困难》的文章。文章论述了在德

国目前状况下抵抗文学的创作和传播的问题。那时，他自己也身处

流亡之中，他写的小册子也不得不夹在假封面中被偷运进德国。然

而身处国外的布莱希特或许难以理解，任何宣传抵抗的文学作品在

创作之外会遇到多么大的困难，印刷和传播任何这类作品要冒多大

风险：仅仅存有一本抵抗运动的小册子就足以被判处死刑。
接近共产党的ＢＰＲＳ作家在第一次大逮捕之后首先组织起来。

他们 发 行 小 册 子、贴 标 语、向 国 外 传 递 有 关 德 国 国 内 状 况 的 信 息。
影响最大的是ＢＰＲＳ柏林小组的活动。他们甚至在１９３３年至１９３５
年间设法出版了一种地下报纸《闪避与出击》（ＳｔｉｃｈｕｎｄＨｉｅｂ）。当

然，那时还有其他共产党报纸和工作简报存在。柏林还有一份刊物

《红旗》。《闪避与出击》同这些刊物有所不同，其刊名未直接表明与

共产党的关系。很难对这份报纸形成一个明确的印象。由于当时

接触这种东西是要冒风险的，因此只有第一期和第二期的一部分保

存下来。但它确实不同于其他政治性地下报纸。它的内容包括对

文化状况的评论、讽刺短文、速写、短篇小说、诗歌和笑话等文学形

式。简·彼德森（ＪａｎＰｅｔｅｒｓｅｎ）的 短 篇 小 说《大 街》即 登 在 第 二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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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Ｈｉｒｎｅ ｈｉｎｒｅｒ Ｓｔｏｃｈｅｌｄｒａｈｔ， Ｋｏｌｌｅｋｔｉｖｂｅｒｉｃｈｔ ｄｅｓ Ｂｕｎｄ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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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ｒ Ｅｒｚｈｌｕｎｇｅｎ １９３３ １９４５ （Ｓａｍｍｌｕｎｇ ｌｕｃｈｔｅｒｈａｎｄ １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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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后被其它几种地下刊物转载。虽然后来这篇作品又重登在流亡

者的刊物上，但它最初和最直接的影响对象还是那些能对作品所述

体验产生认同感的读者。这个柏林ＢＰＲＳ小组于１９３５年被盖世太

保破坏，其成员几乎全部被捕，只有简·彼德森等人逃脱。但其他

城市的ＢＰＲＳ小组仍在从事抵抗活动。据参加活动者记述，当时出

现了

一种新型作家，……他们完全不像 有 人 说 的 那 样，是 小 资

产阶级希望出人头地。他们磨炼得坚毅而老练。某一 天 猫 在

地下室里编辑非法报纸，———死囚犯尚 自 逍 遥；另 一 天 又 创 作

粗粝的诗歌；他还要把作品散发出去，或粘贴在墙上；同时还要

筛选材料，准备创作一部篇幅较长的长篇小说或报告文学。没

有戏 剧 首 演 时 的 掌 声 包 围 着 他；没 有 报 纸 刊 物 传 扬 他 的

名字。①

流亡中的作家没有必要经受这样的考验。这一切都影响到了

文学 作 品 的 形 式。抵 抗 运 动 的 诗 歌 常 常 只 是 “鼓 动 诗”
（Ｋｌｅｂｅｖｅｒｓｅ），———一种 只 有 两、三 行、用 来 散 发 和 张 贴 的 押 韵 口

号。诗句通俗易懂，像广告口号一样便于记忆，却包含某种政治性

的阐述和启发。纳粹有这样一句口号：“人民，拿起武器！”抵抗者的

口号便把武器和奶油合在一起：

黄油不便宜，
奶油价不低，
人民，拿起武器！②

这种极其简短的诗歌形式有着明显的局限，其作用必须是直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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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对思想或观点进行精雕细刻 的 余 地。① 甚 至 用 词 和 节 奏 也 都

只能是最简单的。这类作品没有提高质量的余地。只有先学会了

隐蔽的艺术才能创作出艺术作品来。
隐蔽也是被偷运进 国 内 的 所 谓“伪 装 书”（Ｔａｒｎ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的 主

要性质。自从盖世太保成功地用突击行动摧毁了共产党在柏林的

印刷机构，各种秘密印刷品以待印的母版、印刷字模等形式被偷运

进国内。偷运进的印刷品中近百分之八十是党的材料，包括马克思

主义经典作家，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共产党基层组织所

需要的、对党的路线变化———如在希特勒和斯大林签订条约期间和

西班牙内战期间的变化———进行指导的培训材料。另外还 有 经 典

文学作品的稳定供应。布莱希特、雷恩、鲁道夫·列昂哈德（Ｒｕｄｏｌｆ
Ｌｅｏｎｈａｒｄ）等新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也被偷运进国内。与这种“伪

装书”相比，把文学作品偷运出国境出版更有意义。这些作品的作

者是反纳粹抵抗运动的真正发言人，他们认为自己有责任让世界认

识到 另 一 个 有 别 于 希 特 勒 德 国 的、秘 密 的、民 主 的 德 国 的 确 存 在。
他们的目的就是发动外部世界反对希特勒德国，激发对德国国内抵

抗运功的同情。这方面最重要的人物是一本流亡杂志的柏林编辑。
这本杂志的创办意图是“释放在德国受到压抑的自由之声”。杂志

的名字是《新德国杂志》（Ｎｅｕ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Ｂｌｔｔｅｒ）。这是一本文学和

批评月刊，１９３３年９月到１９３５年８月在布拉格出版。这本杂志的

特点之一就是有一个固定栏目《来自德国的声音》。其他几种流亡

刊物也曾有开设这类栏目的计划。《新德国杂志》的那位神秘的柏

林编辑即简·彼德森（ＪａｎＰｅｔｅｒｓｅｎ）。他曾在柏林和布拉格之间来

回旅行了十次，为这本杂志带去了大约六十篇稿件。怎么保证把这

些来自德国的真实材料源源不断地送出来是问题的关键。这些材

料的形式包括亲历记、自传性短篇小说、根据工人和其他下层人民

的日常生活创作的、反映纳粹恐怖真实状况的故事。不过这些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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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价值也因党的预计纳粹政权即将垮台的路线而受到损害，暴
露了共产党不愿与社会党合作以反对共同敌人的情况。

简·彼德森（又 名 汉 斯·施 瓦 尔 姆，ＨａｎｓＳｃｈｗａｌｍ）在 德 国 国

内抵抗文学史上占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位置。他于１９０６年出生于柏

林，曾学过镟工和维修工。１９３０年他加入了共产党。从１９３０年到

１９３３年协助组织ＢＰＲＳ。１９３３后 他 继 续 秘 密 从 事 这 项 工 作，直 到

１９３５年。１９３５年，他作为“另一个德国”的代表参加了在巴黎举办

的第一届国际作家保卫文化大会。他化名、化装出现在主席台上，
受到热烈欢迎。他发言的最后一段是：

诗人和思想家的国土已变成刽子手和伪 君 子 的 国 土。但

德国不是希 特 勒 的。明 天 的 德 国、自 由 的 德 国 正 在 向 我 们 走

来。她的根已深深扎入地下，即使最血腥的恐怖也不能把这些

根扯断。这就是我们为之写作的德国！这就是我们为 之 战 斗

的德国！①

他对德国国内自由力量的描述有些夸大。就在他离开时，他的

组织遭到 破 坏。他 接 到 命 令：不 要 返 回 德 国。于 是 他 流 亡 瑞 士。
即使在瑞士，他也得不到安全，因为纳粹想方设法要把他引渡回国，
因此他又移居英国。在英国，他担任设在伦敦的自由德国文化联盟

作家分部主任，并 加 入 了 英 国 笔 会。１９４０年 到１９４１年 间，他 在 加

拿大被拘 留。他 最 终 返 回 了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国，受 到 热 烈 欢 迎。

１９５９年被授予 国 家 奖 金。彼 德 森 的 作 品 有《我 们 的 大 街———一 部

在法西斯德 国 的 心 脏 写 成 的 编 年 史》（１９３３—１９４４年）、《盖 世 太 保

审判》和《秘 密 德 国———地 下 运 动 的 故 事》（１９４０年）。这 些 作 品 使

彼德森赢得了“第一流的抵抗运动文学编年史家”的称号。短篇小

说《大街》在《闪避与出击》上发表后大获成功，这鼓励彼德森写出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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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更长的编年史。这一时期他还在柏林参加抵抗组织的实际活动。
《我们的大街》这部编年史的创作意图并非是仅仅写一个只具有地

方意义、视野仅局限于工人区一条街道的故事，而是要描绘出一幅

法西斯主义 怎 样 对 所 有 德 国 城 市 工 人 聚 居 区 产 生 影 响 的 画 面。①
作品当然是虚构的，目的是保护作品中涉及到的真人。但此书之所

以受到称赞，是因为它有尽可能保持真实的意愿。开头提到的死者

就是真正在夏洛滕堡被杀害的反法西斯战士。同时此书的意图还

在“纪念成千上万英勇无畏的无名英雄，他们尽管面临着监禁和处

决的威胁，却仍然坚持战斗。”因此，此书实际上认为德国国内的抵

抗并不是一种只与少数正直德国人有关的范围有限的活动，而是那

曾为魏玛共和国 特 征 之 一 的“街 头 战 斗”的 延 续。１９３３年 后，法 西

斯知道了抵抗力量在哪里活动，于是向这条街道及占据这条街道的

社会党人发起无情的进攻。编年史逐日表现的正是这条街道的生

活。这样的人民正是抵抗法西斯的脊梁。写作这部作品就是要表

现一种与新德国官方所描绘的画面不同的东西，揭示出另一个德国

的存在。考虑到 当 时 的 危 险 处 境，写 作 这 部 编 年 史 的 困 难 可 想 而

知。但要把它送出坚如铁桶的德国更加困难。不过此书的手稿虽

费尽周折，最终还是被偷运出境，并得以出版。彼德森提供的这部

作品完全不同于国内流亡派那种高妙精致的艺术。这部作品不是

历史小说，而是当代事件的编年史，记录了从１９３３年１月２１日到

１９３４年年中所发 生 的 事 件。各 段 如 同 日 记 一 样 标 出 日 期，重 要 的

政治事件，如希特勒被提名担任帝国首相、国会纵火案、就德国脱离

国际联盟的问题举行的公民投票、奥地利的工人起义等，构成了大

街上一系列事件的导火索。彼德森还在作品中插入了戏剧性场面、
用柏林俚语进行的交谈、评论和沉思、梦境和幻觉，给纪实性叙述文

体带来了变化。这样的一部作品不会有情节，只有一系列插曲把人

物和街道表现得栩栩如生。本书的政治倾向不仅仅是明显，而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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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公开宣布出来。它不仅被题献给德国人民的解放和社会主义的

胜利，而且把注意力集中在共产党组织的非法抵抗上。当然，对于

和社会党联合组成“人民阵线”的需要，对于和国外接触的需要，此

书都予以强调。尽管此书的政治意图被明白无误地宣布出来，但读

者得到的主要印象却是冲锋队的残暴。虽然作者认识到了法西斯

主义对失业者和小资产阶级的吸引力，却仍然暴露了国家社会主义

统治的恐怖。彼德森所记叙的这类抵抗只在民族“革命”的早期才

有可能存在。彼德森不仅表现了联合反对工人的势力，还表现了德

国其他方面对法西斯主义的支持。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方面是司法

系统和法庭。这部编年史第二部分的主要篇幅表现的就是德国的

政治审判，而非街头战斗。在共产党员胡提格枪击纳粹分子亚赫案

的审判中，就连《种族观察家报》也承认被告可能当时并不在现场，
但胡提格还是被判处死刑，其余十四人被判处九十四年苦役和十八

年徒刑。麦考维斯基案件中的五十三名被告最终被判处三十九年

苦役和九十五年徒刑。《种族观察家报》有一句话评论这一判决的

“温和”：“没有一个赤匪被判处死刑。”彼德森所描写的这条大街最

后被当局用那个死去的纳粹“英雄”的名字重新命名为麦考维斯基

大街。抵抗失败了，法西斯主义胜利了。
彼德森此书缺点很多。虽然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一直在听取一

位 同 行 （现 在 知 道 他 是 文 学 批 评 家 路 易 斯 · 考 夫 曼，Ｌｏｕｉｓ
Ｋａｕｆｍａｎｎ）的意见，但许多地方的文体风格仍像是出自一位受教育

不足的业余作者之手。当然这在某种程度上倒增加了这部作品的

可信性。党的路线也是一种妨碍。作者总是留意冲锋队内部明显

的矛盾，搜寻共产党路线已预言下的纳粹内部垮台的迹象。尽管存

在着这些缺陷，此书仍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被译成多种

语言。１９６６年，一位 评 论 家 统 计 的 全 球 总 印 数 是 八 十 万 册。其 中

的大部分（但绝非是全部）是１９４５年后由民主德国出版的。在这个

国家，此书被看成是抵抗文学的经典之作。
彼德森的《我们的大街》大概是“唯一一本在希特勒德国国内写

成、在国外出版的反纳粹作品”。另外还有一些类似的作品也是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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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把真实状况告 诉 外 部 世 界，因 此 也 属 于 反 法 西 斯 的 抵 抗 运 动 文

学。但它们的作者都是在逃离了集中营、到达国外、有了安全保障

的情况下才写出这 些 作 品 的。汉 斯·贝 姆 勒（ＨａｎｓＢｅｉｍｌｅｒ）是 一

个炼钢工人，也是共产党的国会议员，１９３３年被捕，被押送 到 达 豪

集中营。他表现 出 非 凡 的 勇 气，惊 人 地 实 现 了 越 狱。１９３３年 他 在

莫斯科出版了《在达豪杀人营》（ＩｍＭｒｄｅｒｌａｇｅｒＤａｃｈａｕ）一书。这

是最早的一批集中营报告文学之一。此书的英文版书名为《希特勒

魔爪中的四星期》。汉斯·贝姆勒后来到了西班牙，成为一名战功

卓著的军事指挥员。１９３６年在一次战斗中牺牲。
威利·布莱德尔出生于汉堡的一个工人家庭。１９１７年参加社

会党的青年 运 动，加 入 了 其 中 的 斯 巴 达 克 派，１９１９年 成 为 共 产 党

员。１９２３年参加汉 堡 的 工 人 起 义，为 此 被 关 了 两 年 监 禁。他 也 是

ＢＰＲＳ成员。１９３０年他再一次被判两年监禁。在这一段时间里，如

前面所述，他成 为 一 名 写 党 的 小 说 的 作 家。１９３３年，他 被 逮 捕，获

释后逃往捷克斯洛伐克。１９３５年来到苏联。在这里他积极参加流

亡文学家 的 活 动。１９３７年 他 参 加 了 第 二 届 国 际 作 家 保 卫 文 化 大

会。从１９３７年到１９３９年，他在西班牙内战中担任国际纵队台尔曼

营的军官。１９４５年 后，他 也 回 到 民 主 德 国，成 为 社 会 主 义 统 一 党

（ＳＥＤ）中央委员会委员，获得了国家奖金，并担任东柏林 艺 术 院 院

长。早先，１９３３年国会纵火案发生后，布莱德尔和其他许多人一起

被捕，被监禁在汉堡城外的富尔斯布特尔集中营。他在那里：

孤独地身处管制和黑暗中。有的夜晚我遭受鞭打；有的夜

晚我不得不忍受着难友们的嘶喊。在死神的领地，我在心里写

着一本书。……我带着这部小说获得了自由。当 我 走 过 古 老

的监狱大门时，它就像是藏在我脑中的走私货。

他从纳粹德国逃出后，在极短的时间里便写就了这本书。此书

以《考验》（１９３４年）为 名 出 版。他 还 写 了 短 篇 小 说 集《审 讯 员 集》
（１９３６年）。集中有多篇小 说 和 速 写 描 写 了 纳 粹 审 讯 员，还 有 多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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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描写了身穿褐色外衣、红色内衣的所谓“牛排纳粹”。借着这股

势头，布莱德尔又创作了《你不认识的兄弟———来自第三帝国的小

说》（１９３７年），作 品 记 叙 了 一 位 被 送 进 集 中 营 的 抵 抗 运 动 战 士 从

１９３４年到１９３５年一年间的经历。布莱德尔在写《考验》时，并不像

彼德森等作家那样幼稚。他已拥有很可观的写作经验，也取得了一

定成绩。① 他和彼德森一样，是共产党员和ＢＰＲＳ成员，因此也有

同样的政治倾向。他的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确定要把他的书写成

一部小说，而不是直接写成亲历记。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只有作

者自己才能解释清楚。但他首先强调的是他不得不说的这些话都

是真实不虚的。当 然，１９３３年 集 中 营 的 实 际 状 况 是 不 能 与 十 年 后

的大屠杀及死亡营的那种难以描述的恐怖同日而语的。不过布莱

德尔所报告 的 情 形 也 是 够 可 怕 的。在 前 言 中，他 解 释 了 他 的 基 本

态度：

这些实录性的、粗糙的现实主义有时会引 起 反 感；但 我 不

认为我有责任去粉饰现实或拐弯抹角，甚至在这些事实已成为

我们民族文化的最后耻辱的时候。为了让事实（除了实实在在

的事实别无其他）凸现出来，我选择了这本小说的形式。②

早些时候，他还指出，他在小说中没有虚构任何人物。和彼德森一

样，他改变了那些仍需要保护的囚犯及其他人的姓名，但仍保留了

看守和施虐者的真名实姓。这本小说遵循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

原则，因此书中还有一个积极的形象，作为面对酷刑和死亡仍无所

畏惧的榜样，这就是共产党国会议员玛希亚斯·特森。他在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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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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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了十一年半，没有受过审判，在纳粹末日即将到来的时候遭到

杀害。
小说题目的含义是一个人怎样在闻所未闻、无法描述的环境中

经受考验。布莱德尔尊重其他渠道的力量源泉，但在漫长的考验过

程中还是共产主义者的信念帮助人们生活下去，是同志们的团结给

未来以希望。这也就是布莱德尔要超越彼德森汇集插曲和事件的

编年史形式的原因。在小说中，他仍然可以通过第一人称的叙述来

传达那种强烈的 体 验，但 小 说 形 式 又 可 以 使 这 种 体 验 形 成 一 个 整

体，有助于对这种全新体验及其对未来行动的影响进行思索。在此

之前布莱德尔也进过监狱，但纳粹的集中营与魏玛共和国的监狱完

全是两回事儿。这是一种全世界以前从未见过的东西，是一种考验

人们的生存根基、考验人们的信念、考验人们想象自己对手能力的

东西。对于党的观点，这意味着要重新思考，要认识到纳粹的新德

国不是资本主义 社 会 资 产 阶 级“专 制”的 延 续，而 是 一 种 全 新 的 东

西。还有一点也很明显，这就是这种恐怖主义的专制不会因自身的

矛盾的作用而在短时间内崩溃，从而在虚假的民族革命之后为不可

避免的社会主义革命铺平道路。共产党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估计

曾经出了错误，现在到了考验党是否能从这一错误中正确吸取教训

的时候了。这 一 错 误 曾 使 众 多 党 的 领 导 人 落 入 独 裁 者 的 魔 爪 中。
但是共产党不仅要检验他对法西斯主义的认识，还要检验他的对手

和他的难友（包括社会党人），检验审讯者；最主要的是检验他自己。
结尾处，危机被克服。叙述者有了这场经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更

加坚定。
作者自己说，这本小说是在四个星期内写完的。无论是主观方

面带有的自传性的个人受难体验，还是客观方面作为一部文学作品

所具有的教育意义和审美意义，这部作品都具有极为动人的力量。
它没有彼德森《我们的大街》留下的因匆匆草就造成的缺陷。三十

年代，这部小说在德国国外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很快被译成十

七种语言。在苏联，仅一版就印了上万册。
另外一位作者的集中营生活实录也拥有大批读者。他就是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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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特·Ｈ·西格尔（ＧｅｒｈａｒｔＨＳｅｇｅｒ）。他是一位专业石版画家，兼
当记者和作家。从１９２３年到１９２８年他担任德国和平协会 的 秘 书

长。因此他成为仇恨所有和平主义者的纳粹党的眼中钉。在做了

一段报纸编 辑 工 作 之 后，他 当 选 为 社 会 党 的 国 会 议 员。因 此 他 在

１９３３年遭逮捕，从３月监禁到１２月。他的作品《奥兰登堡》有一个

副标题“一位集中营逃犯的第一部真情报告”。由于此书出自一位

受人敬重的非共产党政治人物之手，所以影响格外大。此书英语版

的书名是《恐怖笼罩的国度》。最著名的集中营报告文学的作者沃

尔夫冈·朗豪夫（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Ｌａｎｇｈｏｆｆ）就在创作中借鉴了西格尔的

《奥兰登堡》。朗豪夫是一位演员，兼做导演。在魏玛共和国的戏剧

界很有名气，在工人运动中也很活跃，曾参加过共产党发起的大规

模集会和示 威。他 在 活 动 中 朗 诵 诗 歌，把 文 学 作 品 改 编 成 戏 剧 上

演，受到热烈欢迎。他于１９２８年加入共产党，１９３３年遭逮捕，在布

尔戈摩尔集中营里度过了十三个月。获释后他逃往瑞士，在苏黎世

剧院（Ｓｃｈａｕｓｐｉｅｌｈａｕｓ）和“自 由 德 国”运 动 中 再 次 成 为 名 人。１９４５
年后，他先是住在杜塞尔多夫市，后到民主德国定居，在剧院里担任

导演，获得过国家奖金。虽然他与政界人士有些"牾，但在东德的

文化生 活 中 仍 然 据 有 一 个 举 足 轻 重 的 地 位。他 的 作 品《沼 泽 士

兵———集中营十三个月》于１９３５年在瑞士出版。此书最能 打 动 人

的地方是它写出了集中营里党组织的情况，写出了囚犯们团结一心

反抗党卫军迫害的斗争。但是由于一般人对各个等级的纳粹之间

出现冲突还抱有希望，还想在纳粹中间找出好人，所以作者对抓他

的人的心理和政治动机的理解时常显得天真。① 朗豪夫描写的是早

期的集中营系统。正如他在此书的战后版的序言中所说，布尔戈摩尔

与十年后的奥斯威辛毒气室或伯根贝尔森、布痕瓦尔德、毛骚森的刑

讯室及万人坑相比简直称得上是一片田园风光。这座集中营尽管也

有酷刑和杀戮，但实际上还是释放了一批人，以显示其目标在于对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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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员和持不同政见者实施再教育。集中营的司令官甚至还允许难

友们组织名为“集中营联欢会”（ＣｉｒｃｕｓＣｏｎｚｅｎｔｒａｚａｎｉ）的演出。其中

最有名的节目是那首后来成为反法西斯演出的标志性节目的歌曲。
这就是《布尔戈摩尔之歌》。作词和谱曲都是在布尔戈摩尔／达本堡

普鲁士 国 立 第 一 集 中 营 里 完 成 的。词 作 者 是 矿 工 约 翰·艾 瑟

（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ｓｅｒ），副歌作者是朗豪夫，曲作者是鲁迪·果古尔（Ｒｕｄｉ
Ｇｏｇｕｅｌ）：

满目沼泽，满目荒野，
听不到鸟鸣的愉悦。
驼背橡树只有光秃秃的枝桠，
我们是沼泽士兵，
肩扛铁锹，向沼地进发。

荒野凄凄，我们架起帐篷；
远离欢乐，我们挤在一起。
带刺铁丝网把我们禁闭。（重复）

每天清晨，队伍出发，
到沼泽中出力。
他们在骄阳下掘地，
思绪向故园飞去。（重复）

故乡啊，我魂牵梦绕的故乡！

我日夜思念的妻儿爹娘！

多少次胸中发出长叹，
因为我们是这里的囚犯。（重复）

狱卒走来走去，
无人能够脱逃。
逃跑要赔上性命，
监狱的栅栏有四道。（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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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没有抱怨。
不会永远是冬天。
总有一天我们会快乐地说道：
“故乡，我又回到你的怀抱。”
那时的沼泽士兵，
再不用把铁锹扛起，
向沼地走去。①

这算不上一首了不起的诗，但伴着沉重、阴沉、行进般的音乐节奏演

唱出来，却极 为 动 人。书 中 说 甚 至 看 守 也 为 之 动 容。这 首 歌 被 禁

演，但不断有人要求唱这首歌。在劳动中大家更是反复地唱。这充

分说明，尽管狱中人要忍受无耻的暴行，却仍然保持着高昂的精神

和顽强的勇气。同样的集中营报告还有社会民主党人朱利尤斯·
泽法斯（ＪｕｌｉｕｓＺｅｒｆａｓｓ）的 作 品（作 于１９３６年，作 者 使 用 了 笔 名

ＷａｌｔｅｒＨｏｒｎｉｎｇ）、共产党员、工程师保罗·马辛（ＰａｕｌＭａｓｓｉｎｇ，笔

名ＫａｒｌＢｉｌｌｉｎｇｅｒ）的 作 品。后 者 的《８８０号 难 友———来 自 德 国 集 中

营的报告》于１９３５年在巴黎付印，被译成多种语言。几篇集中营报

告的节选本被夹在用作伪装的书中偷运回德国，在国内产生了不小

的影响。恩斯特·布洛克（ＥｒｎｓｔＢｌｏｃｈ）在他的论文《纳粹和不可言

说的事实》中指出：在揭露法西斯主 义 的 真 面 目、破 坏 其 群 众 基 础

方面，一点点事实所起的作用是任何其他东西所不可比拟的。
面对酷刑和暴行，妇女可以和男人一样表现出勇气。妇女也同

样勇敢地说出了那不能说出的事实。丽娜·哈戈（ＬｉｎａＨａａｇ）就是

一个证明。她和丈夫一起积极投身于政治活动，曾是符滕堡州政府

中最年轻的共产党员。１９３３年她和丈夫双双被捕。此后她在监狱

和集中营里待了四年半。从黎希滕堡集中营获释后，她一直想方设

法营救丈夫出狱，为此甚至面见了希姆莱本人。七年后，她丈夫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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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Ｑｕｏ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Ｗ． Ｌａｎｇｈｏｆｆ， Ｄｉｅ Ｍｏｏｒｓｏｌｄａｔｅｎ １３ Ｍｏｎａ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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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被征召 入 伍，派 往 苏 联，才 获 得 释 放。他 最 终 还 是 活 了 下 来，

１９４８年从苏联的战俘营归来。丽娜·哈戈的动人实录《一把泥土》
直到１９４７年才得以出版。① 路易丝·琳瑟（ＬｕｉｓｅＲｉｎｓｅｒ）的《狱中

日记》也是直到战后才出版。此书的费舍尔简装版至今已卖出上百

万册。
沃尔夫冈·艾默 里 希 曾 提 出 一 个 问 题：能 否 将 抵 抗 文 学 的 概

念范围扩大，使其将人们在集中营和监狱中以文学为手段进行的抵

抗也包括在内？② 当然有很多例子可以证实，文学作品在这样的环

境中被用来鼓励难友，表达团结一心的情感，维护个人的尊严，激发

希望和勇气。集 中 营 体 系 的 目 标 就 是 瓦 解、摧 毁 人 们 的 意 志。但

《布尔戈摩尔之歌》却向褐衫党和党卫军表明，囚犯绝不低人一等。
此外，朗豪夫、彼德森和其他人都证明，至少在早期，人 们 还 固 执 地

相信，纳粹并非全 是 坏 蛋；某 些 人 只 是 浅 层 次 地 接 受 了 国 家 社 会

主义思想；即使是 真 正 的 纳 粹 也 还 是 通 情 理 的，甚 至 有 可 能 恢 复

人性。布痕瓦尔德和萨 克 森 豪 森 的 集 中 营 当 局 允 许 囚 犯 们 用 戏

剧形式表演文学作品。但必须 再 一 次 强 调，这 些 集 中 营 只 是 劳 动

营，还不是大 规 模 屠 杀 的 场 所。在 某 些 集 中 营 和 监 狱 里，难 友 们

发现文学可用来维持健全的 精 神，增 强 他 们 抵 抗 的 意 志。除 了 阅

读文学作品外，还有数量令人吃 惊 的 文 学 作 品 在 无 法 写 作 的 环 境

中写成。
在这一方面，发生在波希米亚北部的特里森斯坦集中营的故事

或许是最引人注目的。这个集中营的纳粹以凶恶残暴闻名。故事

之所以引人注目，不仅因为来自各个国家的犹太人难友尽管面对着

非人的环境，仍坚持抵抗，同时因为在这里出现了捷克人和德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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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ＬｉｎａＨａａｇ，ＥｉｎｅＨａｎｄｖｏｌｌＳｔａｕｂ，ＦｏｒｅｗｏｒｄｂｙＯｓｋａｒＭａｒｉａＧｒａｆ，
４ｔｈｅｄｎ（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１９８０）．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Ｅｍｍｅｒｉｃｈ， ‘Ｄｉ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 ｄｅｓ ａｎｔｉｆａｓｃｈ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ｎ
Ｗｉ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ｅｓｉ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ｉｎＳｃｈｏｎａｕｅ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ｉｍ ｄｒｉｔｔｅｎ
Ｒｅｉｃｈ，ｐｐ．４２７ ４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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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学活 动。① 特 里 森 斯 坦 是 十 八 世 纪 末 在 凯 撒·约 瑟 夫 二 世

（ＫａｉｓｅｒＪｏｓｅｐｈⅡ）指挥下建起的一座要塞。它什么也没保卫过，只
是偶尔被当作奥匈帝国的军事监狱。德国占领军下令把这座城镇

（即要塞和与之毗连的平民居住区）变成犹太人隔离区。为数千人

建造的建筑物这时却要容纳来自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德国及其

他地区的六万犹太人。名义上这座城市实行自治，实际上是由党卫

军控制，由捷克的纳粹追随者看守。平均每天有一百三十人死在城

里的街道上。除了犹太区，还有一处被称作“小城堡”的地方。政治

犯就被囚禁在这里，由盖世太保看守。在特里森斯坦，捷克人的文

化生活十分活跃，德国人的文学活动也很丰富。这类活动开始是被

禁止 的，后 来 又 受 到 鼓 励，因 为 这 些 人 反 正 是 逃 不 出 死 亡 的 阴 影。
由于囚犯大多是老年人，因此这里的文学作品也接近传统、倾向保

守。德国人集中营的小型表演活动具有较高水准。这要归功于这

方面的专家，如库特·格 隆（ＫｕｒｔＧｅｒｒｏｎ）等。诗 歌 的 作 者 既 有 已

经名声在外的诗人（如卡米尔·霍夫曼ＣａｍｉｌｌＨｏｆｆｍａｎｎ、伊尔瑟·
布鲁 门 特 尔 威 斯ＩｌｓｅＢｌｕｍｅｎｔｈａｌＷｅｉｓｓ），也 有 较 年 轻 的 诗 人。

Ｈ·Ｇ·阿德勒（Ｈ．Ｇ．Ａｄｌｅｒ）本人是一位诗人，曾写下特里森斯坦

文学活动的实录，还曾搜集、保存了在这里写出的诗歌。由于不言

而喻的原因，这里的文学作品绝大多数是诗歌或其他篇幅短小的文

学样式。但在众多监狱和像特里森斯坦一样的集中营里，也有一些

完整的组诗诞生。甚至还有人不仅在这样的环境里完成了一部长

篇小说，还奇迹般地把作品保存了下来，在战后予以出版。上一章

已提到了豪斯霍费尔的《莫阿比特十四行诗》，现在重点谈谈两部叙

事作 品：布 鲁 诺·阿 皮 兹（ＢｒｕｎｏＡｐｉｔｚ）的 短 篇 小 说《以 扫》和 沃

纳·克劳斯（ＷｅｒｎｅｒＫｒａｕｓｓ）的长篇小说《ＰＬ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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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ＬｕｄｖｉｋＥ．Ｖａｃｌａｖｅｋ，‘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Ｌｙｒｉｋｉｎ Ｇｈｅｔｔｏ Ｔｈｅｒｅｓｉｅｎｓｔａｄ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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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诺·阿皮兹表明，即使是在像布痕瓦尔德这样的集中营，
也可以从事某种文学活动。在这座集中营里，五万六千名来自十八

个国家的囚犯死于纳粹的魔爪之中：

在这些集中营里，
人类无法生存，
囚犯即便活着

也无法摆脱

我还没死的意识。①

不过与其他集中营相比，布痕瓦尔德还是有一些便利之处。政

治犯们实行自己的内部管理，党的领导作用不局限于德国人中间，
而是国际性的。因此这里可提供各种图书，还有一个营内图书馆。
读物的范围相当广，其中包括海因里希·曼、伊利亚·爱伦堡的作

品，甚至还有卡尔·马克思的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集中

营变得更像是一座劳动营，营里甚至还有一个管弦乐队，当局允许

定期举办音乐会。同时囚犯们还举办秘密音乐会，会上演出的曲目

都是旨在巩固营中各个民族的国际性合作，共同与纳粹斗争。由布

鲁诺·阿皮兹作词、克洛品斯基（Ｋｒｏｐｉｎｓｋｉ）作曲的歌曲《昂起你的

头》可使我们对这种激励作用略见一斑：

艰难的岁月里，同志，
那要紧的话和命运一样无情：
“挺起胸膛，或者屈从。”
许多人屈从了。
但在铁丝网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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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Ｑｕｏｔａｔｉｏｎｓｈｅｒｅｏｎ ＡｐｉｔｚｉｎＢｕｃｈｅｎｗａｌｄｆｒｏｍ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Ｂｒｅｋｌｅ，
‘Ｓｃｈｒｉｆｔｓｔｅｌｌｅｒｉｍａｎｔｉｆａｓｃｈ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ｎＷｉ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Ｄｅｕｔｓｃｈｕｎｔｅｒｒｉｃｈｔ（Ｂｅｒｌ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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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依然坚挺，
无论是几星期还是几年。
———昂起你的头，同志，
昂起来。

叠句部分“昂起 头，同 志”被 用 波 兰 语、法 语、俄 语 等 语 言 反 复 唱

出。除了演唱这类歌曲的秘密 集 会 外，为 被 邀 请 的 客 人 表 演 经 过

特别挑选的文学作品片段的“文 学 之 夜”也 显 示 出 不 寻 常 的 影 响。
政治性、讽刺性 的 速 写、布 克 纳《丹 东 之 死》的 选 段、席 勒 的《唐·
卡洛斯》中遭禁的马奎斯·波 萨 的 演 说 构 成 这 类 节 目 的 主 体。所

以，即使像布痕瓦尔德 这 样 的 集 中 营，也 有 许 多 音 乐 和 文 学 作 品

在 其 中 生 存。这 些 作 品 帮 助 囚 犯 们 顶 住 非 人 的 待 遇，抗 拒 恐 怖；
使 他 们 相 信 法 西 斯 主 义 终 将 被 战 胜，他 们 的 苦 难 终 将 结 束。甚

至 官 方 允 许 唱 的《布 痕 瓦 尔 德 之 歌》也 表 达 了 这 种 积 极 的 生 活

态 度：

啊，布痕瓦尔德！

我们绝不呻唤，
我们绝不抱怨。
无论命运怎样变幻，
我们仍有生活的信念。
那一天终将到来，
自由降临到我们面前。

在布痕瓦尔德写诗的人有卡尔·施诺格、布鲁诺·阿皮兹等。
其中还有非德国籍作者。也有人写了一些叙述性和戏剧性作品的

片断。最重要的篇幅较长的作品要算布鲁诺·阿皮兹的短篇小说

《以扫》。阿皮兹早就是希特勒的仇敌。整个纳粹统治时期，他差不

多都是在狱中度过。１９３３年他坐了四个月的监狱。１９３４年又被逮

捕，并被判处 两 年 十 个 月 的 苦 役。在 瓦 尔 德 海 姆 监 狱 服 完 这 一 刑

—８７１—



第七章　抵抗派的文学创作

期，又于１９３７年被转移到布痕瓦尔德，在这里一直待到１９４５年获

得解放。布鲁诺·阿皮兹在１９３３年之前就开始了写作。但这些习

作，包括两个剧 本 和 一 部 长 篇 小 说 的 片 段，都 未 发 表。他 是ＢＰＲＳ
莱比锡分部的主席，在宣传剧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此外他还是一

位颇富独创性的画家和音乐家。他的多才多艺使他在狱中成了无

价之宝。除了他的文学和音乐才能得到发挥之外，他还成了做石膏

模型的专家，这使他在病理实验室得到了一份较“轻松”的差事。阿

皮兹在１９４４年根据南兹威勒集中营一个囚犯的真实经历写出了短

篇小说《以扫》。他的以扫是一百位希腊女犹太人中的一位。她们

被带到一个全部是男性的集中营里，供营里的医生做种族试验用。
实验结束后，她们全部被毒气熏死。在集中营里，以扫遇见了犯人

的头儿奥斯瓦尔德。不寻常的爱情在他们之间发展起来，在“爱的

节日”（ｆｅｓｔｉｖａｌｏｆｌｏｖｅ）中 达 到 高 潮。奥 斯 瓦 尔 德 建 议 用 吗 啡 双 双

自杀。但她拒绝了。她是肯定生命的，虽然她几乎没有活下来的希

望；而小说的最后一部分也确实暗示她最终死于纳粹之手。作为一

个死神眼皮底下的爱情故事，这篇作品有着浪漫的、乃至伤感的倾

向。“爱的节日”的高潮甚至暗示了“死亡营中的性生活”这样的创

作动机，这种动机在战后美化和粉饰国家社会主义的通俗文艺作品

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小说中显然含有“生命之爱”和“抵抗的

意志”等思想因 素，但 它 描 写 的 基 本 上 只 是 一 个 个 人 的 爱 情 事 件。
以扫和奥斯瓦尔德的抵抗是无意义的。只有在纳粹帝国行将崩溃

时，所有的囚犯联合行动才有成功的希望。就这一点来说，这篇小

说预示了阿皮兹战后写出的规模更大、分量更重的长篇小说《裸露

在狼群中》（１９５８年）。后 者 将 一 个 孩 子 带 进 集 中 营 也 是 一 个 伤 感

的意念，其真实性令人怀疑。在抵抗派作家中，并非只有阿皮兹有

意不去追求较广阔的视野，却着重写被囚禁者的私生活。君特·维

森伯恩（ＧüｎｔｈｅｒＷｅｉｓｅｎｂｏｒｎ）也是如此。他在普林茨、阿尔布莱希

特、斯特拉斯及柏林的盖世太保监狱中用纸袋子写下了他的《回忆

录》的 片 段。这 时 他 已 经 因 为 参 加 抵 抗 组 织“红 色 教 堂”（Ｒ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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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ａｐｅｌ）的活动而 被 判 处 死 刑。① 在 死 刑 判 决 执 行 前，他 在 卢 考 监

狱中继续写作。他要求后代们不要忘记“成千上万挺身而出、与血

腥恐怖战斗、在断头台上献出生命的人。”战后，他根据自己参加抵

抗组织的经历写成了剧本《非法》，首次指出德国国内存在着抵抗活

动，在当时产生了一些影响，但又被竺克梅（Ｚｕｃｋｍａｙｅｒ）的《魔鬼的

将军》的影 响 轻 易 抵 消。除 了 那 些 属 于ＢＰＲＳ一 类 组 织 的 作 家 以

外，还有另一些人，他们不受政治派别的约束，天性讨厌国家社会主

义，却又留在德国国内。由这类作家结成的组织中，成员范围最广

的是所谓“红 色 教 堂”（ＲｏｔｅＫａｐｅｌｌｅ）———这 是 盖 世 太 保 给 起 的 名

字。这一组织也以其组织者舒尔泽 博伊森（ＳｃｈｕｌｚｅＢｏｙｓｅｎ）和 哈

纳克（Ｈａｒｎａｃｋ）的名字而闻名。但它绝不单纯是一个“红色教堂”，
参加者既有独立分子、知识分子、社会党人和工人，后来也有一些共

产党员。成员中有五分之一是艺术家、作家和新闻记者。最著名的

成员有 作 家 亚 当·库 克 霍 夫、君 特·维 森 伯 恩、约 翰·西 格 和 沃

纳·克劳斯。
单看早期生平及背景，人们不会指望沃纳·克劳斯能参加抵抗

活动。克劳斯似乎生来就该当学者，也确实一直在接受着德国学院

传统的冗长乏味的培养，在慕尼黑、柏林和马德里研习法律、政治、
文学和艺术史。１９２９年以一篇题为《中世纪西班牙的生活与文学》
的论文获博士 学 位，后 担 任 马 堡 大 学 的 罗 曼 语 教 授 直 到１９４０年。
这一年他被派往柏林当译员，１９４１年参加舒尔泽 博伊森和哈纳克

的抵抗组织，１９４２年被捕，被判处死刑。后来这一判决又减为服苦

役。他在普罗真服刑，在此动手写两本书。一本是名为《ＰＬＮ》的长

篇小说，另一本是研究格拉西安的学术著作。战后，他在莱比锡大

学再次担任教授，获得过民主德国的国家奖金，并担任柏林罗曼语

言文学学院的院长，出版了多种学术著作。
我们这里的兴趣在《ＰＬＮ》上。这是这位学者写的唯一一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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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作品。据作者自己讲，这部小说是用戴着手铐的手写成的。当时

他身陷囹圄，先是在普罗真监狱，后来又换到勒哈特大街６１号陆军

监狱。作品被一 位 同 狱 难 友 偷 带 出 去。１９４５年，克 劳 斯 把 这 样 救

出的手稿交给了一位朋友艾里希·李斯纳，由他设法让维多利奥·
科劳斯特曼出版社出版。不幸的是，尽管这部作品的写作过程令人

动容，作品本身却未在读者中引起多大反响。一般的文学史对它也

只是一笔带过。出现这种情况有多种原因，其中就有阿登纳时期的

社会气候以及当时对国内流亡派中的基督教作家、保守派作家的揄

扬，对真正抵抗战士的轻视。但这部小说未能取得成功的最明显的

原因还在于它的文体和结构。克劳斯是在狱中写作，时刻担心被处

决或被发现，写作时需要躲躲闪闪，因此他采用了一种与作为他研

究课题的西班牙巴洛克派作家的那种极其特别的文体很接近的文

体风格来写作。书名《ＰＬＮ》（Ｐｏｓｔｌｅｉｔｎｕｍｍｅｒ，邮政编码）取自帝国

邮政大臣的一项邮政编码计划。书的副标题是“太平灵魂的激情”。
小说的结构极尽工巧之能事，其中没有连贯的情节，只有一串插曲

和几条互不相干的线索。然而把文体和结构合在一起，都可以使人

联想起一个奇特、混乱世界的气氛。显而易见，这个太平帝国就是

第三帝国，穆夫蒂即希特勒，奥兰德即戈林，科本即戈培尔。作品描

写了一个暴虐、古老、神秘的国度的全景画。但能看明白的内容也

只有这些。不过，有人对作品本文进行的深入研究显示出作者试图

揭示出法西斯主义的经济和社会根源。也有人赞扬克劳斯是德国

少数几位试图分析德国人民向纳粹屈从、未进行大规模抵抗的原因

的作家之一，虽然作者在小说中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表现了抵抗组

织的活动。这些层次的内容都需细细寻绎方能看出。那种神秘的

文体，本来是为了在作品一旦落入敌人之手时给他们理解本意制造

障碍，却也给友好的读者造成了困难。有人曾把这本小说的文体与

塞万提斯的《堂吉诃 德》、格 里 美 豪 森（Ｇｒｉｍｍｅｌｓｈａｕｓｅｎ。十 七 世 纪

德国小说家。———译者注）的《痴儿历 险 记》（Ｓｉｍｐｌｉｃｉｓｓｉｍｕｓ）乃 至

拉伯雷那种过分雕琢的语言进行比较。过分的修饰是骗人的外表，
真实的含义深藏不露，———这部讽刺性影射小说显然借鉴了那些类

—１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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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的、年代较接近的“曲折”暴露第三帝国的作品，如布莱希特的《阿

图罗·于》。还有人提到了这部作品与卡夫卡的联系，认为它表现

了异化、幽闭恐怖的气氛、对死亡的恐惧、人的接触的丧失等内容。
克劳斯的《ＰＬＮ》写于纳粹统治时期，但直到纳粹垮台后才得以

出版。在论述抵抗文学时，论者还常常提到另一位作家亚当·库克

霍夫（ＡｄａｍＫｕｃｋｈｏｆｆ）。因为他实际上在１９３３年以后还能在德国

国内通过正常渠道出版他的主要作品，却又在作品中偷偷插进多篇

抨击国家发展局势的专栏文章。库克霍夫是一个工厂主的儿子，他
是逐渐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兴趣的。１９２７年他给《有为》（ＤｉｅＴａｔ）杂
志写的几篇文章就显示出这种趋向，其中表达了他对战争、对魏玛

共和国重整军备、对限制言论自由的看法。１９２７年，他还发表了一

篇论述格奥尔格·毕希纳的重要论文，其中对群众暴力在历史上的

作用的看法、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看法都表明他已倾心于马克思和列

宁的思想。库克 霍 夫 后 期 写 的 抵 抗 运 动 小 册 子，只 有 一 种 保 留 下

来，其内容是记述苏联游击队面对纳粹暴行的英勇战斗。据他妻子

讲，他还写有其他几种非法的反法西斯作品，其中包括诗歌。他在

最后时刻写下的政治诗歌也未能保存下来。据说对他的审判结束

后，他曾朗诵了这些诗。库克霍夫是因参加抵抗组织“红色教堂”的

活动、号召“脑力和体力劳动者，不要和遭受侵略的苏联作战，要保

卫这片工人阶级的故乡”而遭逮捕，并被判处死刑。①
早在１９１５年，库 克 霍 夫 就 写 了 一 出 表 现 俄 国 这 个 全 体 劳 动

人民的家园的戏。１９１８年首演。他的长篇小说《拜因 库 特 的 日 耳

曼人》（１９３７）年即改编自此剧。这 部 小 说 的 基 本 内 容 是 表 现 战 争

以及人民 对 战 争 的 态 度。小 说 的 主 人 公 与 两 个 民 族 有 关 系。库

克霍夫这部小说的结构是很 巧 妙 的。有 了 这 种 结 构，故 事 情 节 及

故事背景便可允 许 次 要 人 物 宣 传 大 逆 不 道 的 反 对 帝 国 主 义 和 沙

文主义的思想，而这样的思想是 作 者 或 书 中 的 主 角 无 法 直 接 表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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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１９１４年，社会党人和 工 人 阶 级 未 能 联 合 起 来 抵 制 战 争；１９３３
年，反法西斯的知识分子和工 人 也 未 能 制 止 希 特 勒 上 台。库 克 霍

夫尽力要找出这次失败的原 因。在 德 国 重 新 武 装、加 紧 备 战 的 情

况下，库克霍夫写 下 了 这 样 一 部 反 对 军 国 主 义、反 对 法 西 斯 主 义

的小说，但读者要 认 清 这 种 性 质，就 要 了 解 该 怎 样 去 听 那 些 次 要

人物所说的 话。正 如 布 莱 克 勒（Ｂｒｅｋｌｅ）指 出 的 那 样，作 者 使 用 了

布莱希特在《写 出 真 实 的 五 种 困 难》一 文 中 提 出 的 一 个 技 巧，即

“把真实 分 成 许 多 份 来 说。”在 犯 罪 小 说《斯 特 罗 妮 和 失 踪 者》
（１９４１年）里，库克霍夫也写出了真实。在这里他是把真实 偷 运 进

（如布莱 希 特 建 议 的 那 样）“对 不 相 干 的 地 方 的 恐 怖 环 境 的 描 写

中。”库克霍夫 不 同 于 国 内 流 亡 派 作 家。他 积 极 投 身 于 反 法 西 斯

的事业。他参加 过 抵 抗 组 织“红 色 教 堂”的 活 动 是 毋 庸 置 疑 的 事

实。他为此付出了代价，遭到处决。
对希特勒的抵抗是一项范围广泛、成分复杂的活动。它既不是

共产党、也不是少数军官的专利。单独成分的抵抗是不存在的。相

反，这一运动是众多团体、组织、圈子和密谋计划令人眼花缭乱的混

合。大多数社会阶层和社会机构中的爱国者都被吸引到这一运动

中来。在某些情况下，抵抗希特勒的行动可能只是出于个人消灭这

一独裁者的决心。Ｊ·Ｐ·斯特恩（Ｊ．Ｐ．Ｓｔｅｒｎ）通过对约翰·格奥尔

格·艾尔瑟（ＪｏｈａｎｎＧｅｏｒｇＥｌｓｅｒ）案 件 的 宣 传 已 揭 示 了 这 一 点。①
像他这样的人一定还有很多。“另一个德国确实存在”：

这些德国人抵抗着现实中存在的那个疯 狂、邪 恶 的 系 统；
这个系统受到一个极权政府的支持，而这个政府已异化成一套

把人变成奴隶、物品的巨大的毁灭性装置。在这样的德国人中

间，许多人已拥有坚定、明确的自我。虽然这些人的抵 抗 被 理

解为自相矛盾的表现和犹豫不决的行动、谋略和态度的令人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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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的大杂烩，但他们仍团结一心，共同努力，用人道的力量对抗

非人道的暴政，捍卫他们感受到的或认识到的美好的、正义的

事物。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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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德国境外的德国文学（１９３３—１９４５年）



第八章

西班牙内战中的德国文学

西班牙内战于１９３６年７月１７日爆发。以佛朗 哥 为 首 的 一 大

批将军和其他军界领导人，发动了一场反对民主政府的政变。这次

政变得到了意欲控制地中海的意大利的直接支持。出于战略和外

交的考虑，德国没有像意大利那样直接插手战争；但从战争的长远

目标考虑，它又给了佛朗哥慷慨的帮助，特别是把西班牙当成了一

个适用的训练场。因为大多数欧洲国家都采取了“不干涉”的原则，
德国便指使了一支由志愿参加的飞行员、技术专家和其他一些人组

成的远征军开 进 西 班 牙。１９３６年１１月，一 支 由 德 国 人 指 挥 的“正

义军团”在塞维利组成。西班牙人只是在名义上负责，以维持独立

的假象。共和派方面只得到法国和俄国的支持，但这两个国家也不

像德国和意大利那样提供物资援助。由于德国飞机帮助把外国军

团和摩洛哥人运进了西班牙内地，佛朗哥的部队得以向北推进到圣

塞巴斯蒂安。西 班 牙 东 部 继 续 由 共 和 派 控 制。１９３６年，马 德 里 被

佛朗哥叛军包围，但一直坚持到１９３９年才失陷。这时期支持佛朗

哥的有军队、法西斯长枪党、倾向教会的卡洛斯派以及德国的“正义

军团”、意大利民团。支持共和派的有各国的民主主义者、社会党人

和共产党人。他们组成了国际纵队开赴西班牙。这样西班牙内战

的重要性已远远超出了决定西班牙未来的国内意义，而成了一场反

法西斯 主 义 的 象 征 性 战 争，成 了 轴 心 国 与 欧 洲———也 可 以 说 世

界———其他国家之间一场不可避免的大战的前奏。西班牙代表了

一项伟大的事业，是与民众并肩作战的一次机会，是表明法西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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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可以被制止的一次机会。就德国方面而言，西班牙内战也可以说

是一场德国的内战。１９３３年中断的对抗在这里得到继续。德国人与

德国人遭遇了，唯一的不同是阵线更加分明。台尔曼（Ｔｈｌｍａｎｎ）和

恩斯特·安德烈（ＥｒｎｓｔＡｎｄｒé）的 部 队，一 心 想 在 西 班 牙 阻 止 他 们

在本国未能阻止的事情发生，成为第一批抵抗希特勒军队的武装力

量。海明威对他们很赞赏，曾撰写了《致真正的德国》一文，登在《发

言》（ＤａｓＷｏｒｔ）上：

今年夏天，我 参 加 了 共 和 国 军 队 的 在 埃 布 罗 河 发 动 的 攻

势。在那里，我看到德国人坐在海因克尔飞机和容克 飞 机 上。
他们在数量上占优势。他们飞到宁静的村庄上空，投 掷 炸 弹，
把农舍炸得粉碎，把收获的庄稼烧毁。而后在第一架共和派飞

机在天空出现时，他们便掉头以最快的速度飞到佛朗哥那里去

了。与此同时，在下面，台尔曼军团及其他由德国人组 成 的 军

团冒着生命危险在埃布罗河两岸运动。他们要承受一切，明白

被俘意味着死亡，但他们还是做了他们要做的事：进攻并取得

胜利……。他们是真正的、理应受到赞美的德 国 人，是 我 们 爱

戴的那种德国人。我们相信，生活在德国的千百万德国人就是

这样的人。①

事实上这项伟大的事业失败了，人民阵线未能形成。而佛朗哥

在把这个国家一分为二之后，最终攻陷了巴塞罗那和马德里，结束

了这场残酷的战争，在欧洲形成了意大利、德国、西班牙三个法西斯

政权。苏联是否能给予共和派以更多的支持，这一直是一个热门话

题。然而无论怎样，莫斯科当时正忙于处理自己的内部问题，审讯

与追查间谍的活动正达到高潮。这一时期不仅对西班牙是个考验，
对于把俄国当成自由世界之希望的信仰也是一个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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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感情的紧张度而言，无论是一次大战还是二次大战都未能

如１９３６年到１９３９年 间 在 西 班 牙 发 生 的 一 系 列 事 件 那 样 牵 动 人

心。”①这是弗里德利克·Ｒ·本逊（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ＲＢｅｎｓｏｎ）在介绍他

对文学所受西班牙战争影响的权威性研究时说的一番话。他在研

究中并未忽视右翼作家，但从总体上看，右翼作家在这一时期显然

不是唱主角的。这方面本逊提到了斯特凡·安德烈（ＳｔｅｆａｎＡｎｄｒｅ）
一部篇幅较短的长篇小说《我们是乌托邦人》，说它是“一幅极为动

人的皈依与牺牲的图画。”但紧接着他又说天主教知识分子在文学

方面的作为和由此出现的右倾是无足轻重的。只有德温（Ｄｗｉｎｇｅｒ）
之类极少数作家是站在佛朗哥一边从前线写出报道来的。和他们

相反，大多数 的 一 流 德 国 作 家 支 持 共 和 派 的 事 业。② 康 托 罗 维 兹

（Ｋａｎｔｏｒｏｗｉｃｚ）提到过２９人；本逊也意识到了数字对于出现在西班

牙的反佛朗哥德国文学的重要性，但他只集中论述了六位作家（包

括阿瑟·科 斯 特 勒 ＡｒｔｈｕｒＫｏｅｓｔｌｅｒ和 古 斯 塔 夫·雷 格 勒 Ｇｕｓｔａｖ
Ｒｅｇｌｅｒ），对大多数 作 家 则 一 带 而 过。本 章 要 研 究 的 正 是 德 国 文 学

家们在参与西班牙内战期间的多方面活动。这些与德国人为敌的

德国人，无论从东方还是从西方都得不到信任。对于东方，他们在

西班牙很危险地暴露出自己深受托洛茨基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及

其他异端邪说之毒害；对于西方他们则成了共产党员。并不是每个

流亡者都回去了；而那些回去的人也未受到特别优待。他们或是作

品不能重印，或是本人受到严格审查。
这里不打算探讨成立作家协会及其他支援西班牙的行动，虽然

这些行动在当时有重要意义。③ 这里 把 重 点 放 在 作 家 本 人 及 他 们

写出的作品上。显然，当时的作家们曾在新闻界和时事评论界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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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Ｒ．Ｂｅｎｓｏｎ，ＷｒｉｔｅｒｓｉｎＡｒｍｓ．Ｔｈｅ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ｔｈｅ
ＳｐａｎｉｓｈＣｉｖｉｌＷａｒ（Ｌｏｎｄｏｎ，１９６８），ｐ．ｘｉｘ．

Ｅ．Ｅ．Ｄｗｉｎｇｅｒ，ＳｐｎｎｉｓｃｈｅＳｉｌｈｏｕｅｔｔｅｎ．ＴａｇｅｂｕｃｈｅｉｎｅｒＦｒｏｎｔｒｅｉｓｅ
（Ｊｅｎａ，１９３７）．

ＳｅｅｔｈｅｃｈａｐｔｅｒｓｏｎｔｈｅＳＤＳａｎｄ Ｗｒｉｔｅｒｓ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ｅｓｉｎ Ａｌｆｒｅｄ
Ｋａｎｔｏｒｏｗｉｃｚ，Ｐｏｌｉｔｉｋｕｎｄ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ｉｍＥｘｉｌ（Ｈａｍｂｕｒｇ，１９７８）．



纳 粹 德 国 文 学 史

一股热潮，要让 世 界 意 识 到 面 临 的 问 题。由“德 国 作 家 防 卫 协 会”
（ＳＤＳ）在巴黎办的《德国作家》（Ｄｅ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Ｓｃｈｒｉｆｔｓｔｅｌｌｅｒ）曾编辑

出版了一期在德国国内发行的“西班牙专号”，从中可以看出文坛名

流在新闻界从事的活动。十五名作者中有七名曾在共和派方面的

前线待过。这个事实就足与表明这期杂志的主要特点。专号的目

的不用说就是呼吁全体德国人起来抵抗世界所受到的威胁，西班牙

局势就是这种威胁的代表。所有文章中最重要的一篇或许就是托

马斯·曼的《支持西班牙共和国》。曼由于一些简单的原因不会过

于接近左派极端思想，他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责任感而向公众揭露戈

培尔的宣传机器和西班牙的真实状况。与他相反，他的弟弟海因里

希的文章就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他呼吁建立德国人民阵线以配合

西班牙人民阵线；他猛烈抨击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佛朗哥是对国际

和平的威胁。库特·克斯滕（ＫｕｒｔＫｅｒｓｔｅｎ）、古斯塔夫·雷格勒和

艾贡·艾尔温·基斯克（ＥｇｏｎＥｒｗｉｎＫｉｓｃｈ）的 文 章 为 西 班 牙 斗 争

史提供了有价值的背景材料。杰出的记者阿瑟·科斯特勒（Ａｒｔｈｕｒ
Ｋｏｅｓｔｌｅｒ）提供了围攻阿尔卡扎的真实记录。在这次围攻中，法西斯

分子抓走了四百个妇女和儿童作人质。阿尔弗雷德·康托罗维兹

（ＡｌｆｒｅｄＫａｎｔｏｒｏｗｉｃｚ）也 记 录 了 他 在 马 德 里 被 围 困 期 间 的 所 见 所

闻。博多·乌瑟（ＢｏｄｏＵｈｓｅ）、安娜·西格斯和路德维格·雷恩的

文章在整个专号中保持了较高的文学水准。除了收在专号中的这

一类文章，其他一些带有论文特点的著作在当时也产生了相当大的

影响。托马斯·曼的声明《我与西班牙人民站在一起》在国际上引

起了强烈的反 响。他 的 另 一 篇 文 章《西 班 牙》也 同 样 引 起 了 反 响。
他在这篇文章中认识到关键问题是要“以人道主义的名义”支持共

和派的事业。那时他对最终结果基本上是持乐观态度，尽管西班牙

人民已身陷绝境。即使共和派的事业失败后，托马斯·曼也从未丧

失乐观的信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在纽约的一次反佛朗哥

群众集会上的演讲也表现了他的乐观主义。他虽然有些失望，但表

达的仍是他对希特勒德国和佛朗哥法西斯主义必将失败的信念。
尽管托马斯·曼完全投身到共和派的事业中，坚决反对法西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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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但他仍然避免直截了当地表明政治立场。海因里希·曼有关

西班牙共和国的文章则完全不同。他的文章主要发表在流亡刊物

《新世界 舞 台》（ＤｉｅＮｅｕｅＷｅｌｔｂüｈｎｅ）上 和 他 本 人 的 著 作《勇 气》
（ＤｅｒＭｕｔ）（１９３８年）中，大部分文章都立场鲜明。他直言不讳地攻

击法西斯的干涉，还试图揭示残暴行为的资本主义根源、德国军事

卷入西班牙内战的经济和政治原因。海因里希还谈到了不能容忍

这种残暴行为的“另一个德国”。他要求德国人民、德国的军事领导

人、知识分子及其他人都调转方向，反对纳粹制度。这一制度把士

兵送到西班牙、轰炸不设防的城市、摧毁了像格尔尼卡那样的巴斯

克古城。以后人的眼光看，在这一时期呼吁德国的工人、农民及中

产阶级与共产党、社会党联合组成抵抗国家社会主义的人民阵线，
未免过于天真。同样显出天真和诚挚的是他还进一步呼吁在国际

上结成统一 的 人 民 阵 线，以 抵 御 法 西 斯 敌 人。历 史 证 明 他 犯 了 错

误。保卫共和事业的行动虽然英勇却毫无章法；统一阵线被内部纷

争搞得四分五裂；而某些国家政府的不干涉政策使得西班牙共和国

只能指望德国和意大利的陆军、空军手下留情。在这种背景下，海

因里希以后文章的调子越来越阴暗也就不足为奇了。在新闻活动

方面，海因里希自然比他的哥哥托马斯活跃，但也更教条、更缺少说

服力。他乐意把资本主义和大财阀看作病因，而把仿效俄国模式、
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看作药方。正如本逊所指

出，这类肤浅的文章不是启发大众，而是引导大众走极端。
尽管托马斯和海因里希都参与了共和派的斗争，但他们的文章

却是在远离西班牙的各自的流放地写成的。艾里卡（Ｅｒｉｋａ）和克劳

斯·曼 则 相 反，他 们 访 问 了 西 班 牙，能 够 根 据 亲 身 体 验 进 行 报 道。
他们从被包围的瓦伦西亚城出逃时碰到过实实在在的危险；在不断

遭受轰击的马德里和巴塞罗那也是死里逃生。他们也不是以旁观

者身份写作。离开西班牙后，他们根据自己的印象写成一篇文章发

表。文章的标题是《自西班牙归来》。给他们留下最深印象的是西

班牙人民反抗一切不平等的精神。在这方面，他们是把“抵抗”的意

念看作是德国 国 内 外 其 他 反 法 西 斯 主 义 战 斗 需 遵 循 的 一 种 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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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们还有其他意图，例如驳斥有关“红色”野蛮主义的报告，并把

野蛮的帽子恰如其分地戴到法西斯主义者的头上。“西班牙就是样

子”———这就是他们第一次采访后得出的教训，也是他们为给那些

陷入绝望和失败主义情绪的流亡者鼓劲儿而提出的思想。这里还

应该提及另 一 位 在 西 班 牙 问 题 上 表 现 活 跃 的 时 事 评 论 家 路 德 维

格·马库斯（ＬｕｄｗｉｇＭａｒｃｕｓｅ）。他 发 表 在《发 言》上 的 文 章《迈 古

尔·德·尤那穆诺（ＭｉｇｕｅｌｄｅＵｎａｍｕｎｏ）———堂吉诃德第二》（１９３６
年）评论了这位突然将自己的命运与法西斯主义连在一起的著名西

班牙诗人。马库斯极力要证明，这与豪普特曼（Ｈａｕｐｔｍａｎｎ）的情况

不一样。豪普特曼是由一个含糊的民族事业斗士变成一个脱离现

实的含糊的 理 想 主 义 者。马 库 斯 则 揭 示 出，尤 那 穆 诺 怀 念 农 业 社

会、拒绝与技术时代相适应的社会形式的思想则与向后看的法西斯

主义潮流一脉相承。这种法西斯主义代替了曾被当作西班牙未来

希望推荐给被压迫人民的马克思主义。
在加泰隆尼亚有几个文学评论家与马库斯齐名，但与共产党没

有联系。罗尔夫·雷温特娄（ＲｏｌｆＲｅｖｅｎｔｌｏｗ）是以放荡不羁而闻名

的女作家格拉芬·雷温特娄（ＧｒｆｉｎＲｅｖｅｎｔｌｏｗ）的儿子。他写了一

本书《本世纪的西班牙》。其内容一半是个人经历，一半是对历史的

回顾。威利·布兰德特（ＷｉｌｌｙＢｒａｎｄｔ）于１９３７年作为挪威报纸的

记者来到西班牙。他对加泰隆尼亚特别感兴趣。德国无政府主义

者奥古斯丁·索歇（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Ｓａｕｃｈｙ）以他对无政府工团主义在西

班牙内战中所起作用的评论而引起人们的兴趣。正统的共产党批

评家对此进 行 了 猛 烈 的 抨 击。在 汉 斯·马 森（ＨａｎｓＭａａｓｓｅｎ）的

《国际纵队》一书中也能找到相同的东西。克拉拉（Ｃｌａｒａ）和保罗·
台尔曼（ＰａｕｌＴｈａｌｍａｎｎ）所写的《争取自由的革命》以德国人的眼光

记录下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在前线及其他各地的活动。此书特别

分析了对被怀疑为告密者、叛徒和第五纵队分子的审查和判决，还

分析了斯 大 林 分 子 抓 间 谍 的 狂 热，对 西 班 牙 的 共 产 党 官 僚 颇 多

不敬。
作家们探讨较 多 的 问 题 是 在 这 样 一 个 侵 略 公 开 化 的 时 代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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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创作 出 文 学？ 文 学 是 否 有 用 处？ 是 否 只 能 用 武 器 抗 击 武 器。
许多德国作家认为文学依然有 效，这 一 观 点 可 以 说 明 他 们 为 什 么

写下教诲性文章、见闻录、亲历记、声 明、呼 吁 和 杂 文，以 求 首 先 向

德国人、其次向更广泛的读者 群 表 达 他 们 的 乐 观 主 义 思 想。他 们

也是为西班牙人民的利益写作，但 他 们 是 把 西 班 牙 问 题 放 到 一 切

自由力量与法西斯搏 斗 的 更 大 背 景 中 去 认 识 的。这 场 搏 斗 也 是

知识分子、作家与 黑 暗 势 力 的 搏 斗，是 人 道 主 义 与 野 蛮 主 义 的 搏

斗。抵抗法西 斯 主 义 是 可 能 的。即 便 最 有 限 的 成 功 也 能 给 德 国

国内纳粹政权的反对 者 和 德 国 流 亡 者 以 希 望。因 此 他 们 满 怀 热

情地报道共和派在军 事 上 的 第 一 次 胜 利。但 这 正 义 事 业 失 败 的

次数却不断增加。怎样 来 记 录 这 些 失 败 成 了 反 法 西 斯 作 家 们 面

临的一个主要难题。
西班牙的这场战争从另外意义上讲也是一场口号战。反法西

斯派的口号是“我们将获胜”（ｖｅｎｃｅｒｅｍｏｓ）。这 种 口 号 以 及 诸 如 此

类的宣传活动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动共和派取得胜利或许很值

得怀疑。特别是考虑到共产党作家无视当时的实际局面，提出组成

统一战线的意见并占据了支配地位的情况，这种怀疑就更深了。或

许不必奇怪，德国人为达此目的所惯用的媒介———戏剧，也 把 共 和

派的情况搬到了舞台上，但并不是很成功。其中并未出现名家、名

作。即便是布莱希特的《卡拉太太的枪》其观众也主要是德国流亡

者。路德维格·雷恩写了一出短剧，剧名是《我的骡子、我的老婆和

我的 山 羊》（１９３８年）。激 进 的 共 产 党 员 弗 里 德 里 希·沃 尔 夫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ｏｌｆ）写过三个有关西班牙的戏剧小品，后来合在一起，
称为《我们和你们在一起》。他以破坏工业设施为题材的戏《特洛伊

木马》（１９３６年）也 接 触 了 西 班 牙 的 斗 争。伊 利 奇·维 耐 特（Ｅｒｉｃｈ
Ｗｅｉｎｅｒｔ）的戏剧作品《黎明时分的对话》和《对于他们无神圣可言》
（１９３８年）或许也应该提一下。

布莱希特的《卡拉太太的枪》是为在法国的一个组织写的。与

布莱希特的大部分作品一样，这部戏也有它文学上的蓝本，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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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美灵顿·沁孤（ＪｏｈｎＭｉｌｌｉｎｇｔｏｎＳｙｎｇｅ）的悲剧《骑马下海的

人》。① 另 外 这 出 戏 还 有 一 个 特 殊 的 背 景，这 就 是 毕 尔 巴 鄂 市

（Ｂｉｌｂａｏ。西班牙北部一港口城市，比斯开省省会。———译者注）的

英国区。布莱希特原来为这部戏起的名字是《统治毕尔巴鄂的将军

们》，但在首演后不久就改了名字。他为此剧挑选的合作者是玛格

丽特·斯特芬（ＭａｒｇａｒｅｔｅＳｔｅｆｆｉｎ）。大概就是她推荐了沁孤的剧本

作蓝 本。布 莱 希 特 的 另 一 位 女 合 作 者 是 露 丝 · 贝 劳 （Ｒｕｔｈ
Ｂｅｒｌａｕ）。她是丹麦 共 产 党 员，曾 实 地 参 加 过 西 班 牙 的 战 斗。她 的

工作是为布莱希特搜集材料。舞台说明中指出的情节发生的时间

和地点是“１９３７年４月某夜，一位安达卢西亚渔民的家中。”妻子特

丽莎·卡拉正在烤面包。故事的线索十分单纯。卡拉因为丈夫被

杀，拒绝把为 即 将 到 来 的 战 斗 而 准 备 的 枪 藏 在 家 里。后 来 她 明 白

了，面对这样横暴的入侵者，保持中立是不可能的。此剧的关键字

眼（不仅概括了卡拉的两难处境，也概括了世界的两难处境）是“不

干涉”。卡拉竭力要让她的两个儿子脱离战斗以求得平安。但布莱

希特指明法西斯主义只能用武器来对付。这是在表达第一、第二次

国际作家会议的观点。只是并非通过抽象的词语来表达，而是通过

一位母亲为儿子做出的重大决定来表达的。虽然剧中多次提及“红

色阵线”，但卡拉太太绝非一个理想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女英

雄。事实上她的和平立场没有任何政治的、哲学的或宗教的依据。
她只不过是在失去了丈夫之后不想再失去孩子。另一种观点由帕

茨太太提出来。她代表了一户惨遭分裂的西班牙家庭。她的七个

孩子中有四个在 战 争 中 丧 生，最 后 还 失 去 了 参 加 共 和 派 部 队 的 女

儿。而她的另一个儿子却在佛朗哥那边打仗。这场战争把这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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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一分为二。然而这位老太太对于该做什么毫不犹豫，从未丧失抵

抗的意志。剧中的牧师表现了宗教的两难处境。这位牧师虽然同

情人民和共和派的事业，但因信仰的关系保持中立。然而他无法向

卡拉太太肯定，只要她和她的儿子们保持中立，安全就有保障。唯

一一位从一开始就走着正确道路的人物是工人彼得罗。他的“强权

必须以强权抗击”的信念毫不动摇，只是在迫切需要拿到卡拉太太

藏起的那批枪时他才离开前线。在戏的结尾处，卡拉太太带上新烤

的面包、武器和他一起离家参加战斗，为儿子报仇。她的儿子只是

因为 看 上 去 像 是 穷 人、像 是 危 险 分 子，就 被 希 特 勒 的 军 舰 杀 死 了。
《骑马下海的人》接受了悲惨的命运，而布莱希特则提出了用行动消

灭法西斯瘟疫的实际建议。
卡拉太太这样的人物在布莱希特的作品中是很常见的。有人

拿她和大胆妈妈及《母亲》中的女主角作比较是毫不奇怪的。与特

丽莎·卡拉一样，《大胆妈妈》中的安娜·费娥玲也竭力要和孩子们

躲过战争。但“三十年战争”与西班牙内战根本不是一回事。在前

一次战争中，大胆妈妈哪一派也不追随；而在西班牙内战中，正义与

非正义却泾渭分明，参加反法西斯阵营是唯一可能的选择。大胆妈

妈偶尔会认识到战争是错误的、无意义的，但又自相矛盾地希望通

过“与死神的交易”求得生存，甚至失去了三个孩子也未能使她进一

步觉醒。卡拉太 太 与 此 相 反，她 意 识 到 了 自 己 的 不 干 涉 策 略 的 后

果，从而做出了正确的决定：“母爱的自私应表现为准备在阶级斗争

中献出自己的儿子。”①《母亲》中的培拉吉娅·乌 拉 索 娃 也 同 样 认

识到了她行动的后果而转变为革命者。
在形式和结构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布莱希特在这部流亡剧作中

放弃了史诗剧的实验形式，转而更多地采用传统的亚里士多德式的

技巧，目的或许是为了能对那些缺少艺术素养的观众产生直接的宣

传效果。布莱希特从未解释过他为什么用亚里士多德模式来写《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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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太太的枪》，但他对“亚里士多德模式的直接效果”的论述有助于

我们了解他的意图所在：

如果某种社会条件已然十分成熟，这类戏剧就可能派上用

场。一部这样的剧作便是引爆火药桶的火花。①

亚里士多德模式的戏剧与非亚里士多德模式的戏剧的差异可

以通过比较《卡拉太太的枪》和《牲口围栏里的圣琼》、《四川好人》来

认识。琼·达克和沈特打算消除他们身边的苦难，然而社会改革家

们只是增加了苦难，加强了造成苦难的制度：“只有暴力才能抗拒暴

力。”②这是一部动人的戏。它 引 导 观 众 一 起 来 思 考 一 位 母 亲 遇 到

的难题；当她死 去 的 儿 子 被 带 上 台 时 又 引 导 观 众 与 她 一 起 经 受 痛

苦；当她决心要斗争时又能够心领神会。从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
人物（太太、神父、工人）之间映带和对比的关系十分明确；对话和讨

论都很浅显，没有潜隐的含义；没有晦涩不明。把焦点放在个人的

两难处境上可能造成对普遍性问题的忽视，但布莱希特在剧中安排

了一部纪录影片，这样就把更广泛的社会后果展示出来。在瑞典演

出时，布莱希特还为此剧加上了一个序幕和一个尾声，使其更加接

近史诗剧。序幕发生于建在法国的一个俘虏营里（许多西班牙自由

战士都在这种俘虏营里结束了生命）。卡拉太太、她的儿子、神父、
工人都被关在这里。有人问他们：既然他们已经失败了，还像捷克

人那样继续抵抗是否有意 义 呢？他 们 的 回 答 是：提 这 样 的 问 题 就

等于接受了失败。
此剧取得了成功。它于１９３７年在巴黎首演，之 后 又 在 哥 本 哈

根和布拉格上演。从各方面看，饰演主角的赫尔涅（Ｈｅｌｅｎｅ）和维格

尔（Ｗｅｉｇｅｌ）的表演都很出色。但此剧差不多仅在流亡者 的 圈 子 里

演出，观众范围不是很广泛。这是一部独幕剧，与布莱希特在流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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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创 作 的 那 些 寓 言 剧 代 表 作 相 比，分 量 并 不 很 重。马 丁·艾 斯 林

（ＭａｒｔｉｎＥｓｓｌｉｎ）对此剧持否定态度。他认为这是一出“效果很突出

的戏，但在政治方面过于简单化，显然属于粗制滥造的作品。”的确，
从各方面看这种看法都是有道理的。红旗指示着行动；国际纵队从

渔夫的小屋前面走过；德国的台尔曼纵队唱着“故乡在远方”走在队

伍的前头，后面跟着法国人、波兰人、意大利人、美国人和西班牙人，
他们都唱着各自国家的抗战歌曲。同时，此剧又有某种爱尔兰的传

统特色，其简单的语言和单纯的场景有一种更为广泛的感染力，并

非仅仅是论证了工人反抗压迫者的事业。
布莱希特的系列剧《主宰种族秘史》中也有两出戏是以西班牙

为题材。第一出戏的名字是《阿尔莫利亚遭轰炸的消息在兵营中传

开》。这出戏很短小，也很难懂。该剧的表面内容揭示了军队中潜

藏的反对干涉西班牙的情绪。第二出戏篇幅长一些，名字是《找工

作》。故事发生在１９３７年的斯班道，表现的是一个工人长期失业，
终于在一家飞机制造厂找到了一份工作。为了不丢掉饭碗，他自然

是什么活儿都愿意干。但是他发现了他是在为战争工作。他还进

一步发现，他因 此 还 要 对 当 飞 行 员 的 姐 夫 死 于 西 班 牙 负 有 间 接 责

任。他当然愿意另找一份工作，但德国境内的所有工作都是为战争

服务的。他和卡拉太太一样不愿意抵抗，只希望活下去。但通过他

妻子 的 遭 遇，他 也 和 卡 拉 太 太 一 样 发 现，积 极 抵 抗 是 唯 一 的 出 路。
布莱希特没有用精心构思的情节和复杂的人物性格吸引观众。那

种传统的亚里士多德式的情节只是通过不愿做出决定或采取某种

政治立场的人们的日常对话表现出来的。剧作单纯的观点通过最

后的台词表达出来：“那么就做点管用的事吧！”这些小型剧作的分

量都很轻。或许我们也可以指责布莱希特和他那些共产党同事一

样过于天真，过高估计了德国军队中存在的反战情绪，希望德国的

工人会一致行动起来，推翻希特勒政权。演出时，这两出短剧常常

被删掉不演。它们的重要意义仅仅在于布莱希特把西班牙的主题

也当成纳粹德国主题的一个方面。
专业剧作家中并非只有布莱希特在舞台上表现了西班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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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与他相比，其他同代剧作家的创作都显得无足轻重了。路德维

格·雷恩的《我的骡子、我 的 老 婆 和 我 的 山 羊》（１９３８年）只 能 算 是

速写。此剧献给“第４５支队的战地急救站；要在共和人民军的后面

为士兵和农民演出。”剧中那位憨厚的农民一心想回到他的骡子、他
的老婆和他的山羊身边去。但他后来明白了，与法西斯的战斗是万

万不能放弃的。舞台上满是红旗，所有人物一起唱人民阵线之歌。
尽管剧中有通俗的幽默，有对佛朗哥和他的狗的讽刺，但说教的意

图还是把这出戏变成了肤浅的宣传剧。弗里德里希·沃尔夫为苏

联业余剧团写的三出速写式短剧也纯粹是宣传品。第一出短剧《在

亚利坎特》表现的是一艘俄国给养船对共和派事业的支持；第二出

短剧《马德里城外》通过一个叛徒被抓获的故事赞扬了国际纵队的

作用；第三出短剧表现的是在前线敌方士兵被争取过来的故事，因

此其名字是《我们和你们在一起》，这出戏提出了一个把三出在其他

方面没有多大联系的短剧联系在一起的主题，这就是团结起来与法

西斯战斗。总起来看，远在俄国的作者对西班牙的情况并无切实的

了解，却满足于他那以宣传为目的的简单框架。他依循“宣传是一

种武器”的公式，在剧中不断插入革命歌曲、党的政治口号和用人民

阵线的词汇写成的台词，这一切把此剧变成了露骨的训谕性作品。
这是一出严格意义上的表现思想转变的戏。“富有新精神的政治诗

人”伊里奇·维耐特写的几出速写式短剧也属于这类作品。在第一

出短剧中，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蹲在同一个散兵坑里。他们在

战火中发现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战无不胜。在第二出短剧中，法西斯

分子制造的关于“红色暴政”的谎言被戳穿，事实得以澄清。这些剧

作只对宣传那些等于空想的党的争取敌人的政策和虚幻的统一战

线的构想感兴趣。只有布莱希特的独幕剧兴趣超过了当时的具体

事件。
到目前为止讨论到的表现西班牙内战的剧作有一个共同之处，

这就是大量引用反法西斯的歌曲。虽然这类歌曲在这类题材的创

作中是最成功的，但它们尚不能把西班牙内战带来的抒情诗的繁荣

充分体现出来。Ｊ·Ｒ·贝歇尔的史诗《特鲁尔之旅》是视野最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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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映西班 牙 内 战 的 作 品 之 一，发 表 在 他 的《诗 体 小 说》中（１９４６
年）。这部采用三行诗节押韵法写成的史诗仅其形式就表明了作者

对苏联文学的熟悉。苏联文学中有不少用这种混合型体裁写成的

作品。这部作品讲述的是一位来自白里斯克 泽尔、名叫齐里安的

农民的故事，表现了他成长为一个能对政治进行思考并采取行动的

人的过程。达豪的事实增强了他与西班牙的同志为更加美好的世

界并肩战斗的决心。在那里，他为正义的事业、为更美好的社会战

斗和献身。显然，这是一部宣传性的作品，但宣传的技巧委实很高

明；对诗体的运用十分纯熟。全诗被精确地分成两个相等的部分。
路易斯·福恩堡（ＬｏｕｉｓＦüｒｎｂｅｒｇ）的民谣体诗作《西班牙的婚礼》也
具有史诗性。作者把这部作品题献给１９３６年被佛朗哥分子杀害的

西班牙自由派歌手、“西班牙夜莺”加西亚·洛尔迦（ＧａｒｃｉａＬｏｒｃａ）。
作者于１９４４年１２月 动 笔，１９４５年４月 完 成 了 这 部 作 品。这 时 期

（照作品前言的说法）“苏联付出了鲜血和生命，为人类赢得了最后

的胜利。”作品所依据的材料是路透社的一则消息。消息中提到西

班牙的一次盛大的皇家婚礼，其豪华奢侈如童话一般。作者拿这条

消息与同一时期康斯坦丁·西蒙诺夫（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Ｓｉｍｏｎｏｖ）所述奥

斯威辛大屠杀集中营的恐怖状况相对照。这两个对比性事件是福

恩堡的出发点，其意图显然是表明，婚礼上的来宾与奥斯威辛的刽

子手们是同一种社会制度的产物，他们共同促成了法西斯主义在西

班牙的胜利。大屠杀集中营的恐怖和全世界无数人所遭受的压迫

都可归结为同一种原因。这部史诗中，只有前五首诗与发生在西班

牙的战斗和加西亚·洛尔迦的命运有关。在后面的诗中，福恩堡把

读者带离了马德里和西班牙，取道英国、波兰、法国和南斯拉夫来到

斯大林格勒，意在表现反法西斯力量的增强。最后一部分又回到了

西班牙的婚礼上。总体上看很难弄清楚为什么副标题把这部作品

说成是“民谣体”，因为那些长度不一的诗（最长的一首达１５９行）根

本与民谣形式不沾边。读者所能看到的只是一部清楚地体现了斯

大林立场的政治性诗作。
与并未到过西班牙的贝歇尔和福恩堡不一样，艾里希·维耐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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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写西班牙内战的最多产的诗人自１９３７年在马德里开完作家代

表大会后亲身参与了这场战争。他在担任文化部长的同时还源源

不断地创作出大量歌曲、诗篇，还翻译了许多西班牙语及其他各种

语言的作品。他的诗歌创作涉及的范围之广十分惊人，从他的《同

志们》一书可略见一斑。他的抒情诗中最著名的大约要算是《国际

纵队之歌》（１９３６年）。这 首 歌 曾 被 译 成 多 种 语 言，唱 遍 了 全 世 界。
其第一节如下：

我们生活在远方的土地，
怒火在胸中燃烧不息。
我们不曾失去家园，
今天我们的家就在马德里！

西班牙的同志们坚守住阵地，
农民和工人就是我们的兄弟。
前进吧，国际纵队！

高举起团结的大旗。①

维耐特在这里把抗击佛朗哥的战斗所体现的国际主义和爱国

主义结合起来，特别提到了失去祖国、因而战斗起来更加奋不顾身

的德 国 人。汉 斯·贝 姆 勒（ＨａｎｓＢｅｉｍｌｅｒ）———并 非 维 耐 特———曾

想出这样一句口号：“要返回德国只能取道马德里。”不幸的是，马德

里并未成为法西斯主义的坟墓。维耐特的这首诗很有宣传效果，充
满了抵抗和战斗的意志，但还不能把这首诗说成是伟大的作品。他

为第十一纵队、为 埃 德 加·安 德 雷 军 团 写 的 歌 曲、《台 尔 曼 之 歌》、
《红色西班牙之歌》等都不能算是伟大的作品。直到今天在德意志

民主共和国仍可听到这些歌曲，但在西班牙已难以听到，除非到那

些喜欢恩斯特·布希（ＥｒｎｓｔＢｕｓｃｈ）的声音的唱片收藏家那里才能

—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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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布希曾为前线的战士们唱过革命歌曲。革命歌曲中最著名

的一首是《台尔曼纵队》，由保罗·德骚（ＰａｕｌＤｅｓｓａｕ）作词并谱曲。
恩斯特·布希曾于１９３８年在巴塞罗那录制了一批最著名的歌曲。
搜集 起 来 的 歌 曲 被 编 成《国 际 纵 队 歌 曲 集》（Ｃａｎｃｉｏｎｅｓｄｅｌａｓ
Ｂｒｉｇａｄａ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ｃｉｏｎａｌｅｓ）出版 发 行。这 本 歌 曲 集 曾 被 多 次 合 法 或

非法地重印过。维耐特为这本歌曲集写过一篇祝贺文字。他的天

才并非只限于用在写这类战斗歌曲上，他还广泛采用其他各种诗歌

形式表现西班牙的斗争，当然这其中有大量作品的主题是表现苏联

在西班牙的这场斗争中的作用，或颂扬斯大林。维耐特对共产主义

的信仰坚定不移，然而战争的失利仍然逐渐蛀蚀了他那来自这种信

仰的乐观态度，他不得不直面失败的结局。维耐特是一位写作宣传

性歌曲的诗人，他的其他形式的诗作也带有宣传的意图，因而表现

形式较单纯，大多带有民歌风味。这些诗作印在纸上的效果显然不

如作者亲自朗诵它们的效果好。
鲁道夫·列 奥 纳 德（ＲｕｄｏｌｆＬｅｏｎｈａｒｄ）与 维 耐 特 不 一 样，他 本

人不曾投身于西班牙的战斗，但仍不顾自己病弱的身体，对西班牙

进行了一次短暂的访问。他用一卷诗和日记记录下这次访问的见

闻。列奥纳德和他当时的许多同志一样也抱有一个朴素的信念，认
为德国工人马上就会起义反抗纳粹压迫者。他的诗作所表现的热

情无疑是意在增强对西班牙人的事业必将获胜的信心。他在这些

诗作中呼吁世界各国改变冷漠旁观的态度，共同抵抗法西斯主义。
另一位诗人Ｊ·Ｒ·贝歇尔（Ｊ．Ｒ．Ｂｅｃｈｅｒ）和列 奥 纳 德 一 样，对 自 己

不能亲身参加西班牙的战斗非常懊恼。他的许多涉及西班牙的诗

作都以这种心情为主题。这些合在一起又构成了一组表现人对人

的残暴的诗，其中有揭露法西斯主义在西班牙的野蛮面目的极端例

证。他 用 充 满 仇 恨 的 语 言 所 记 录 的 恐 怖 行 为 的 确 接 近 本 逊

（Ｂｅｎｓｏｎ）所说的“暴力的秘戏图”（ｐｏｒ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ｖｉｏｌｅｎｃｅ）。艾里

希·阿伦德特（ＥｒｉｃｈＡｒｅｎｄｔ）与其他在西班牙的德国作家不一样。
他不属于国际纵队。从马约卡岛上的法西斯分子手中逃出来后，他
又回到了西班牙本土，来到巴塞罗那。他当时为各刊物、报纸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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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西班牙内战的诗作直到《山 风 歌 谣》（Ｂｅｒｇｗｉｎｄｂａｌｌａｄｅ。１９５２
年）问世才算收集到一起。这本诗集分为四个部分。每一部分用标

题标示出所表现的内容范围。这些标题是：“故乡在远方……”、“我

们背后有一位朋友”、“苦难的土地”、“抵抗之歌”。维耐特喜欢采用

纯朴的民歌体；而贝歇尔则采用较严格的十四行诗体，甚至还用过

“双十四行诗体”。不幸的是，阿伦德特这位自１９２６年就入党的共

产党员也感觉到了遵循党的路线、赞美苏联作用的压力，因而这本

诗集多处有美化斯大林和俄国的内容，而这些内容不能说完全符合

历史事实。他的以“抵抗”为主题的最后一部分诗作也对把西班牙

从法西斯统治 下 解 放 出 来 表 现 出 过 分 的 乐 观。诗 集 名 字 中 的“山

风”（象征身处佛朗哥统治的西班牙国内的抵抗战士）就表明了这一

点。阿伦德特的诗作并不广为人知，但在民主德国得到了承认。在

于１９５３年去世前不久，他获得了国家文学奖金。麦克斯·兹莫林

（ＭａｘＺｉｍｍｅｒｉｎｇ）是另一 位 把 自 己 的 全 部 写 诗 才 能 都 献 给 了 对 西

班牙共和国的支持上的流亡诗人。他用西班牙语写的诗结集出版

时用了一个与阿伦德特的书名出奇相似的名字《在凛冽的晨风里》
（ＩｍｈｅｒｂｅｎＭｏｒｇｅｎｗｉｎｄ，１９５３年）。有许多德国流亡作家受西班

牙战事的激发而投入抒情诗的创作，但大部分未写出足以凑成一本

诗集的作品。在 各 地 发 表 出 来 的 有 瓦 尔 特·乌 尔 布 利 希（Ｗａｌｔｅｒ
Ｕｌｂｒｉｃｈ）的《恰巴耶夫军团之歌》、卡 尔·恩 斯 特（ＫａｒｌＥｒｎｓｔ）歌 颂

台尔曼纵队的著名歌曲。斯特凡·希姆（ＳｔｅｆａｎＨｅｙｍ）写过一首回

忆汉斯·贝姆勒（ＨａｎｓＢｅｉｍｌｅｒ）的诗。另有一些不太出名的作者，
如路德维希·亚 当（ＬｕｄｗｉｇＡｄａｍ）、路 德 维 希·德 辛 尼（Ｌｕｄｗｉｇ
Ｄｅｔｓｉｎｙｉ）、雨果·休 伯 特（ＨｕｇｏＨｕｐｐｅｒｔ）等。较 有 名 气 的 诗 歌 作

者是瓦尔特·梅林（ＷａｌｔｅｒＭｅｈｒｉｎｇ），他 写 过 一 首《格 尔 尼 卡 的 征

服者颂》。写西班牙题材最著名的诗作无疑要首推布莱希特的《我

的兄弟是位飞行员》：

我兄弟是位飞行员，
一天他接到一张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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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就收拾好箱子，
去了南边。

我的兄弟是征服者，
我的民族缺少生存空间；
我们有一个古老的梦想，
搞一小块土地正合我愿。

我兄弟征服了一块土地，
这块地就在瓜达拉玛群山，
六长短，五深浅。①

布莱希特这首诗又一次拿德国空军在西班牙内战中的行动作

题材，却用单纯朴实的语言来表现，在征服的梦想和客死异国他乡

的现实之间造成强烈的对比。这首诗远比那些采用十四行体之类

精巧而保守的形式表现西班牙内战、图解党的路线的诗作更具震撼

效果。
以上对表现西班牙内战的抒情诗和戏剧的论述表明作家们在

这两个领域的创作成就并不很大。除了几首诗和布莱希特的小型

剧，大部分抒情诗和剧作都已被尘封于历史之中了。散文叙述体的

创作成就较为突出。不难设想，这些作者都曾积极投身于战斗，较

喜欢采用短小的形式，因为篇幅较长的长篇小说需要较长时间的思

索和准备。许多篇幅短小的叙事性作品发表在报纸和军队刊物上，
后被收入艾里希·维耐特编的《团结的旗帜》、《同志》、鲁道夫·列

奥纳德编 的《堂 吉 诃 德 之 死》、《红 色 堡 垒》以 及 汉 斯·马 夸 德 特

（ＨａｎｓＭａｒｑｕａｒｄｔ）编的《１９３６—１９３７年的西班牙解放战争》等选本

中。阿尔弗雷德·康托罗维兹编的《恰巴耶夫———由二十一个国家

组成的军团》也收入了几篇叙事性作品。一般来讲，作者写的都是

他们亲身体验过的战斗。博德·乌瑟于１９３６年秋天来到西班牙，

—３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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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了一支国际纵队，写出了《第一次战斗》。这篇作品被伪装成席

勒的《华伦斯坦》偷运进德国国内。这是一篇带有纪实风格的作品，
描写了来自众多国家的志愿兵在保卫马德里时所接受的初上战场

的洗礼。乌瑟的第二篇短篇小说《西班牙插曲》则有较多想象成分，
近似白日梦。爱德华·克劳迪乌斯（ＥｄｗａｒｄＣｌａｕｄｉｕｓ）的短篇小说

《牺牲》表现的也是马德里的战斗，作者本人作为埃德加·安德雷军

团的一员亲身参加过这场战斗。小说叙述了一位年轻战士为了民

主事业而献身的行动。《阿拉干达》是最早来到西班牙的志愿者之

一汉斯·马克维扎（ＨａｎｓＭａｒｃｈｗｉｔｚａ）写的短篇小说，内容也是表

现保卫马德里的激烈战斗。作品中也写了一位年轻的战士为了民

主事业献出了生命。不过作品的主旨是表现国际纵队的团结。他

的第二篇小说《特鲁尔城外》体现出同样的热情和乐观，也写了一般

战斗的艰苦和准备为正义事业献身的精神。康托罗维兹和彼德·
卡斯特（ＰｅｔｅｒＫａｓｔ）也写了几篇同样的小说，但文笔不甚讲究，文学

价值不高。艾里希·维耐特的叙事体文学创作也很丰富，性质上较

少文学虚构，较多对真实事件和个人体验的实录。从最初的一系列

战役、第十一纵队的解散到偷越火线、落入法国的集中营都有记述。
鲁道夫·列奥那德的短篇小说较少自传色彩、较多宣传色彩，因而

作品不断重复那些对标准主题的处理方式。曼弗雷德·格奥尔格

（ＭａｎｆｒｅｄＧｅｏｒｇ）也是一位转入小说创作的记者，但他的叙事性作

品只具有 历 史 价 值。他 显 然 不 及 被 称 为“疯 记 者”的 艾 贡·艾 尔

文·基希（ＥｇｏｎＥｒｗｉｎＫｉｓｃｈ）的 才 分 高。后 者 的 前 线 报 道 曾 被 结

集为《在西班牙的天空下》一书。他的《三头牛》曾被多次重印。这

篇小说讲述一位农民在提洛尔卖掉了三头牛，又来到巴黎；从巴黎

又到了西班牙。在这里他参加了国际纵队，投入到西班牙人民的事

业中。尽管小说旨在宣传，并把俄国美化成正义社会的样板，但那

生动的对话形式仍极富感染力。这部作品和基希写西班牙内战的

其他作品一样，都表明他是卢卡奇所说的“革命记者”的最佳代表，
因为他能把实录性的报道、对历史的回顾和现实环境中富有吸引力

的画面结合起来。报道在他的笔下变成一种具有艺术价值的文学

—４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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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
基希能够根据他对西班牙的亲身体验来写作，其他一些人却不

得不 身 在 远 方 写 他 们 的 感 受。阿 尔 弗 雷 德 · 库 雷 拉（Ａｌｆｒｅｄ
Ｋｕｒｅｌｌａ）就是这种情况。他于１９３７年在莫斯科出版了一本短篇小

说集，书名是《马德里在哪里》。他在书中试图表明，尽管与西班牙

远隔千山万水，他却觉得那样亲近，因为反法西斯的斗争并不只是

在西班牙才存在。身在捷克的弗兰兹·卡尔·维 斯 科 普 夫（Ｆｒａｎｚ
ＣａｒｌＷｅｉｓｋｏｐｆ）也对西班牙表达了同样的感受。他的部分小说和小

品于１９４５年结集为《不可征服的人》，由设在纽约的德国流亡者出

版机构奥罗拉出版社出版。安娜·西格斯也用叙述体作品表达了

她对西班牙的感情，尽管远隔千里。西格斯和这里讨论到的其他作

家一样，从不掩饰她的左倾立场。但有一些所谓的资产阶级作家也

写到了西班牙的命运。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弗兰兹·沃尔

费尔（ＦｒａｎｚＷｅｒｆｅｌ）的《断绞索传奇》。作品尽管带有明显的宗教情

感，但得出的结论与其他人的小说得出的结论并无二致，即必须与

法西斯主义战斗到底。作品再一次表明，在佛朗哥的军队和行刑队

面前，不干涉的态度提供不了安全保障。那些身在西班牙的作家们

写的新闻性文学作品绝大多数都采用了目击记和实录的手法。他

们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世界这里实际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也是那些

大部头的散文作品的首要特色。当然实录的手法最终还是让位给

了虚构，几部引人注目的长篇小说在这一时期完成了。弗兰兹·斯

皮尔哈根（ＦｒａｎｚＳｐｉｅｌｈａｇｅｎ）的《间谍和谋反者》是最早也是最重要

的报告文学作品之一。在书中作者试图揭露发动西班牙内战的预

谋。它使用了共和国警察在巴塞罗那搜缴的材料，暴露出那些操纵

西班牙的将军们发动叛乱的幕后人物的真实面目。希特勒和墨索

里尼不仅在这些人发动第一次叛乱反对保王党政权时就予以支援，
他们还是政治阴谋的主要策划者。从斯皮尔哈根揭露的情况看，希
特勒起的作用尤其大。他利用财政、商业、外交等途径对这个半岛

的生活施加影响由来已久。这本书没有什么文字的矫饰，它的创作

意图就是站在明白无误的左翼立场上来启迪德国大众。安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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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森（ＡｎｎａＳｉｅｍｓｅｎ）的《西班牙画册》也是这种情况。此书用插图

配合文字记录了作者在西班牙的旅行，毫不留情地揭露了法西斯分

子的可怕暴行，并指出这种状况也包含了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威胁。
鲁道夫·莱昂哈德的《西 班 牙 的 诗 和 日 记》也属于目击记一类的作

品。书中引用戈雅的话“这就是我所看到的”作为箴言就表明了这一

特点。“洛文斯坦王子”胡伯图斯（Ｈｕｂｅｒｔｕｓ，ＰｒｉｎｃｅｏｆＬｗｅｎｓｔｅｉｎ）
特别有意思。他的印象记录在一本题为《一位天主教徒在共和派的

西班牙》的书中。他在书中力图表明共和政府不反对教会，只是反

对基督教会 的 积 弊。这 些 积 弊 只 对 上 层 阶 级、贵 族 和 银 行 家 有 好

处。教会的真正敌人是法西斯主义。彼德·梅林（ＰｅｔｅｒＭｅｒｉｎｇ）的
《西班牙生死劫》因采用历史视角，所以资料很丰富，但还不能跟弗

兰兹·博克瑙（ＦｒａｎｚＢｏｒｋｅｎａｕ）的《西班牙战场》相比。后者是“西

班牙内战中的政治和社会冲突”的亲历记，是一位德国反共评论家

的经典之作（虽然是用英语写成的）。这些记录都有重要价值，因为

它们的作者都在 西 班 牙 共 和 国 旅 行 过，报 道 的 内 容 正 是 他 们 的 见

闻。而阿瑟·科 斯 特 勒（ＡｒｔｈｅｒＫｏｅｓｔｌｅｒ）更 进 了 一 步。就 在 西 班

牙的将军们采取行动的那几天里，党给科斯特勒布置了任务。他已

有丰富的新闻工作经验，其中还有为共产党从事秘密活动的经验，
游历也很广。他的新任务就是写一部反法西斯的宣传品。１９３６年

８月，他乘船来到里 斯 本，表 面 的 身 份 是 匈 牙 利 一 家 右 翼 报 纸 的 记

者和《新闻编年史》的通讯员，而实际使命是收集意大利和德国援助

民族主义者 的 证 据。他 通 过 采 访 民 族 派 的 官 员 完 成 了 这 一 任 务。
可惜的是他被一德国记者认出，只好设法逃走。这次冒险的成果是

一部首先以法语面世的书，书名是《西班牙喋血记———关于西班牙

的黑皮书》。德 语 版 的 书 名 是《前 所 未 有 的 牺 牲》（Ｍｅｎｓｃｈｅｎｏｐｆｅｒ
ｕｎｅｒｈｒｔ）。副标题“关于西班牙的黑皮书”表明此书在某种程度上

仿效了维利·孟森堡的《关于国会纵火案及希特勒恐怖的褐皮书》。
科斯特勒的书中充满恐怖，是对非人的残暴行径的控诉。其中记录

了佛朗哥军队屠杀妇女和儿童、攻击医院、射杀手无寸铁的囚犯等

事实。作为宣传品，科斯特勒的书是很有成就的，但作为新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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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不能算是优秀的，因为作者为了取得宣传效果，显然对某些恐怖

故事进行了添油加醋的描写。
大约在１９３７年年中，科斯特勒作为一名外国通讯社的 记 者 重

返西班牙。但当时共和派军队已从他所待的马拉加撤退，他是为了

亲眼看一看佛朗哥军队的所作所为才去了那里。马拉加沦陷后他

被逮捕。因写有 著 名 的《黑 皮 书》，他 未 经 侦 查 和 审 讯 就 被 判 处 死

刑。他在监狱里等了九十四天，只是由于世界各地都有人为他的事

发出抗议和呼吁才被免除死刑。法西斯分子打算搞一次交换，用二

十一名“叛徒”换一名民族派飞行员的妻子。科斯特勒很幸运，也被

划入那二十一名“叛徒”中。他根据自己的经历首先写了作品《新闻

编年史》，以连载的形式发表出来；接着又发表了《与死神的对话》；
后来又写出了《西班牙遗嘱》，其中包括《黑皮书》的一些片断。此书

的德文版（１９３８年即 出 版）使 用 了 同 样 的 书 名，但 只 包 括 从 马 拉 加

陷落到他被从监狱里释放出来这一段经历。科斯特勒这部实录型

作品的真正吸引人之处不在于它客观地细述了作者周围的囚犯被

折磨、被杀害的恐怖，而在于作者的主观视点深入到等待死亡的囚

犯的内心世界，记下了他自己在几星期、几个月———而不是几小时、
几天———的等待之中的情感变化。这本书因此抓 住 了 读 者。读 者

无法摆脱这类作品的吸引力，而且只能从这一角度去认识“西班牙

问题”。科斯特勒这部记录西班牙真实状况的作品比其他任何人的

作品都受英国人的欢迎。德国境内的读者群自然无缘一睹科斯特

勒的作品。１９４５年以后，一般德国人尚不知道，那时已成为共产党

叛徒的科斯特 勒 也 曾 是 在 西 班 牙 悲 剧 方 面 最 著 名 的 德 国 评 论 家。
这是很可悲的事实。因为他是一个不甘心永远当浅薄的政治鼓动

家的作家，是一个通过接触西班牙战争的双方显示出勇敢的参与精

神的作家，是一个经过所有反法西斯力量的齐心努力而获得释放的

作家，也是德国文学界在西班牙内战中涌现出来的唯一一位产生了

国际影响的作家。小说《正午的黑暗》（１９４０年）的问世更增强了这

种国际影响。此书虽涉及到俄国，但主要还是依据作者在西班牙的

经历。弗里德里希·鲁弗特在谈到科斯特勒时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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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二十年代柏林新闻界的早熟的天才 之 一。他 是 共 产

党员，但他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把自己从共产党的教条中解放出

来。他的感人的作品《正午的黑暗》对这一过程作了描述。怎

样才能鼓动我们的时代起来反对政治专制制度和压抑知识分

子造成的危害，也是他留给我们的一个悬而未决的课题。①

除了以上论述到的新闻实证纪录性作品外，还需提一提其他一

些由活跃在国际纵队中的德国作家创作的、内容同样广泛的纪实性

作品。这类作品的典型代表是Ｅ·墨尔（Ｅ．Ｍｏｈｒ）的《我们出生在

遥远的故 乡》，作 品 记 叙 了 台 尔 曼 纵 队 的 组 建 过 程。汉 斯·马 森

（ＨａｎｓＭａａｓｓｅｎ）的《恰 巴 耶 夫 的 儿 子 们》写 的 是 同 一 题 材，也 称 得

上是阿尔弗雷德·康托罗维兹的《恰巴耶夫———由二十一国人员组

成的军团》的姊妹篇。康托罗维兹的作品不仅在西班牙的出版史上

构成了有意思的一幕，后来在民主德国重印时也费了不少周折。威

利·布莱德尔的《相遇在埃布罗河上》也颇多磨难。书的护封上标

明这是一部小说，但扉页上又说这是“一个军事委员的笔记”。书的

手稿在一次空袭 之 后 被 埋 在 巴 塞 罗 那 的 废 墟 底 下，后 来 被 偶 然 发

现。马里克出版社已将书排好版待印，纳粹占领了波希米亚，印版

被毁。幸运的是 还 有 一 套 校 样 被 送 到 了 巴 黎。１９３９年，此 书 终 于

印出。民主德国也曾以《第一次西班牙战争》（第十一国际纵队史）
和《第二次西班牙战争》（相遇在埃布罗河上———写作档案）为题重

印过此书。最初的薄薄一本叙事作品被扩充成两大厚本。布莱德

尔的日记、有关西班牙的新闻述评、图片和档案材料都被塞了进去，
结果把这本书变得单调乏味、毫无生气。《西班牙战争》是比较有意

思的一本书。作者路德维希·雷恩所写有关一次大战的几本小说

闻名世界。１９３３年雷恩被盖世太保释放后，逃到了瑞士，又从瑞士

到了西班牙，担任共和派的教官和军事顾问，但并未发挥多少作用。

—８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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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担任过台尔曼营的营长、第十一国际纵队的参谋长，最后担任

的是共和国军事学院的教官。尤根·鲁勒（ＪüｒｇｅｎＲüｈｌｅ）在研究作

家和革命行动的关系时评论道：

雷恩在西班牙所遵循的荣誉原则和律令与帝国的德国军官

团毫无二致，都是毫无怨言的服务，毫无怀疑的服从，消除真实

的自我。唯一不同的是发布命令、接受服从的主体是共产党。①

雷恩始终遵循党的路线，造成了他的叙事平板、单调，缺乏色彩。虽然

他在军界身居高位，但这并未使他比别的参战者找到一个更加有利的

观察形势的角度。不过，尽管他的文章写得冷静严肃（或许是出于要

受到审查的缘故），但他献身共和事业的热情是无需怀疑的。
西奥多·巴尔克（ＴｈｅｏｄｏｒＢａｌｋ）的《第 十 四 国 际 纵 队 史》也 是

在前线构思写成的（这次是从一个军医的角度观察的）。后来他把

书扩充成《丢失的手稿》，于１９４３年在他的流亡地墨西哥出版。这

本书反映了战争的整个过程，包括失败造成的幻灭体验和国际纵队

越过边境、撤退到法国境内的历史。集中营里的监禁正在那里等着

他们。阿尔弗雷德·康托罗维兹在他的《西班牙战争日记》中对最

后的结局表现了更深的悲观，因为他对共和派内部的纷争、斯大林

主义者在俄国和西班牙搞的迫害活动以及对各种间谍和叛徒的恐

惧看得太清楚了。这就是他战后在民主德国无声无息的原因。但

他准确地看清了，那些曾在西班牙参加过实际战斗的人在民主德国

并不受欢迎，或许这是因为他们的所见所闻和所欲报道的东西不符

合党的路线。康托罗维兹发现，他的《西班牙日记》只有在被大量删

节之后才能出版。这样一来，后来在联邦德国出版的《西班牙战争

日记》在许多地方与民主德国出的同一本书有所不同也就不足为奇

了。那时康托罗 维 兹 住 在 联 邦 德 国，一 直 被 谴 责 为 真 正 信 仰 的 叛

—９０２—

① ＪｕｒｇｅｎＲüｈｌ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ｕｎｄ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ＤｉｅＳｃｈｒｉｆ～ｓｔｅｌｌｅｒｕｎｄｄｅｒ
Ｋｏｍｍｕｎｉｓｍｕｓ（Ｃｏｌｏｇｎｅ，１９６０）．



纳 粹 德 国 文 学 史

徒。他和其他许多老战士都受到党的排斥，像奥托·布鲁纳一样又

过起了流亡生活。康托罗维兹作品的主要价值在于它坚持维护那

些曾在西班牙战斗过的人。此书和康托罗维兹写的大部分作品一

样，饱含苦涩，充满争辩。同时，此书的文学价值也值得肯定。古斯

塔夫·雷格勒（ＧｕｓｔａｖＲｅｇｌｅｒ）和康托罗维兹一样，在西班牙战争突

然爆发时已丧失了共产主义信念。在莫斯科，他看到自己的朋友在

斯大林主义者搞的大清洗中遭逮捕、被判刑，经历了当时对间谍和

叛徒的恐慌。他为了摆脱这种无法抗拒的局面，来到了西班牙。他

在自传《彭诺瓦的猫头鹰》中描述了自己于１９３６年到达马德里时的

危险状况、他被任命为第二十纵队的政治委员、他在马德里附近的

战斗中所发挥的作用、他与海明威的友谊以及瓜达拉哈拉战役。他

在１９３７年的胡斯卡战斗中身负重伤，到医院里呆了数月，而后被派

到美国搞募捐活动。他的美国之行很成功；但与此同时战争也输掉

了，———１９３９年３月，共和派被打败。雷格勒到了泼匹格南，在自传

中记下了他如何帮助国际纵队的最后一批幸存者进入法国。他在法

国写出了长篇小说《伟大的行动》的一部分；１９４０年在西班牙定居下

来之后完成了全书。但即使是小说也未完全脱开新闻记者的实证眼

光。它所依据的素材是国际纵队在１９３６年到１９３７年打胜仗的六个

月间的生活。海明威在作品的序言中高度评价了此书的纪实风格：

最伟大的小 说 都 是 编 出 来 的，其 中 的 一 切 都 是 作 者 的 虚

构……。但有的事件是如此伟大，作者 若 是 参 与 其 中，他 便 宁

肯实实在在地把这些事件写下来，而不愿用合理的虚构来改变

这些事件。雷格勒的作品正是由这种重大事件造就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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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ｄｉｔｉｏｎ，Ｌｏｎｇｍａｎｓ Ｇｒｅｅｎ ａｎｄ Ｃｏ．，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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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ｘｔ，ｆｏｕｎｄａｍｏｎｇ Ｒｅｇｌｅｒｓｐａｐｅｒｓ．Ｓｅｅ Ｄａｓｇｒｏｓｓｅ Ｂｅｉｓｐｉｅｌ （ｓｕｈｒｋａｍ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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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行动》常被人拿来与马尔洛的《人类的希望》（ＬＥｓｐｏｉｒ）
和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相提并论。但尽管此书的叙事水平很

高，却没有那两部作品的影响大。小说的视野过于集中在战斗和战

斗者上，虽有自命不凡的思想和泛泛的议论也无济于事。正如一个

批评家所指出的那样：“书中说教的段落太多。对于文学作品来说，
这是缺点。有人猜测此书完全是靠海明威的影响才得以出版。”①

雷格勒的文学作品介于档案记录和小说之间，其他一些作家则

创作了以 西 班 牙 为 题 材 的 纯 小 说。最 早 从 事 这 种 创 作 的 是 艾 杜

华·克劳迪乌斯（ＥｄｕａｒｄＣｌａｕｄｉｕｓ）。我们前面已提到过他的短篇

小说《牺牲》。他 于１９１１年 生 于 布 尔／戈 尔 森 基 申；１９３３年 由 于 从

事反法西斯活 动 被 纳 粹 逮 捕。１９３４年 他 逃 到 瑞 士，又 从 瑞 士 到 了

西班牙。他曾多次负伤，因而非法返回瑞士，结果遭到拘留。他还

与战友们在意大利北部战斗过。战争结束后，他回到德国的苏联控

制区，因作品《我们这一边的人民》而被授予国家奖。他后来当过他

的国家驻叙利亚和越南的外交代表。他的以西班牙为题材的小说

《绿橄榄和荒凉的群山》于１９４４年在苏黎世出版。书中主要人物名

叫杰克·罗德，他是一位来自鲁尔的工人，也是一位忠诚的党员、阶
级斗争的战士，有着丰富的经验。在西班牙，他发现橄榄树和物产

丰富的土地都属于贵族，留给穷苦农民耕种的只有荒凉的山地和贫

瘠的石头地，所以这场战争不仅具有反法西斯的重要意义，也是一

场正义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战争。然而，作为善良的另一种德国

人代表的主人公，不得不忍受国际纵队最终失败的痛苦。他像作者

本人一样身负重伤，被救出战场，送到法国。但法国也陷落了。于

是他从无益的政治斗争中退回到幸福的家庭生活，与心爱的希娅相

伴。但希娅逐渐认识到，为创造更美好的世界而进行的斗争必须坚

持下去。克劳迪乌斯不像康托罗维兹、雷格勒和库斯特勒那样产生

了怀疑。他在西班牙的经验没有使他丧失对共产主义的信心，因此

—１１２—

① ‘ＥｓｇｅｈｔｕｍＳｐａｎｉｅｎｓＦｒｅｉｈｅｉｔ：ＧｅｒｍａｎＷｒｉｔｅｒｓａｎｄｔｈｅＳｐａｎｉｓｈ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ＴｈｅＤｕｒｈａｍ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７１，ｎｏ．２（Ｊｕｎｅ１９７９），ｐ．１６４．



纳 粹 德 国 文 学 史

他在东方仍然很受欢迎，被誉为工人诗人、党和无产阶级反抗压迫

的事业的忠诚战士。《绿橄榄》一书也被誉为以西班牙为题材的政

治文学中最重要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此书展现了革命的阶

级斗争中符 合 理 论 要 求 的 标 准 人 格。世 界 可 以 改 变，压 迫 可 以 推

翻，这就是这部作品的思想主旨。就风格而言，作品有时说教味道

太重，有时又过于感伤，党的思想有时表现得太露骨。但无论如何，
这部小说对于一个年轻工人来说仍是个了不起的成就。在对西班

牙荒凉景象的描写方面与这部小说很相似的是格里希的小说《为了

西班牙的自由》。根据这本小说改编的电影易名为《我渴了》。后面

这个题目与书的主题较贴切，因为书中写的就是西班牙的土地渴求

有利于人类 生 存 的 社 会 制 度。贵 族 控 制 了 水 源，而 水 就 意 味 着 生

命。小说主要写的是一位西班牙年轻人的故事。他眼看着自己土

地的土壤变成了粉末，便杀了看守水井的人，随即参加了革命。显

然这是一时冲动。小说也写了他思想上、政治上的进步。他负了重

伤后，便离开西班牙来到了俄国。在那里他不仅恢复了健康，而且

被培养成水利工程师。这本书也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样板，但乡

土气息更浓一些。作 者 遵 循 了 党 的 路 线：俄 国 是 榜 样。笔 调 带 有

宣传味儿。作品按照“教育小说”（Ｂｉｌｄｕｎｇｓｒｏｍａｎ）的传统套路表现

了积极的主人公沿着得到肯定的路线成长的过程。博多·乌瑟的

情况也一样。他写过小说《伯特拉姆中尉》（１９４４年）。在这部小说

中，那个德国空军军官变成共和派战士的过程似乎有些异想天开。
然而这部小说却是根据比较可靠的事实创作的，因为它反映的就是

作者自己 由 一 个 纳 粹 党 党 员 转 变 成 共 产 党 员 的 过 程。乌 瑟 早 在

１９３６年就到了西班 牙，因 此 他 有 条 件 凭 借 自 己 的 直 接 经 验 创 作 小

说。但他直到自己流亡到了墨西哥才有时间根据这期间的思想和

写出的草稿创作小说。作品被直截了当地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

分写的是德国为 进 行 战 争 所 做 的 准 备，集 中 表 现 了 伯 特 拉 姆 的 野

心。他认为空军是社会进步的工具。年轻人接受了关于新的主宰

种族的鼓噪，脑子里想的全都是通过战争获得荣誉。在小说的第二

部分，德国人和德国人在西班牙的土地上遭遇了。新德国把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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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成是为即将到来的伟大战争作准备的训练场，另一类德国人则把

西班牙看成是洗雪法西斯进攻之耻的途径。西班牙的现实、自己人

的残暴行径、牧师们、将军们和富人们的不义引起了伯特拉姆的变

化。格尔尼卡惨案加剧了他情感的冲突。当他被子弹击中时，冲突

达到了高潮，他感到自己“从云端跌到地面，从谎言跌到真理上。”小

说没有把这种转变表现为一种突如其来的、奇迹般的神启。伯特拉

姆中尉过了一段时间才完全明白他的转变的意义。脱离法西斯成

了这部小说的高潮。这使这部小说取得了极大成功，被翻译成多种

文字。
克劳迪乌斯、戈里希和乌瑟都是在来西班牙之前即已投身共产

党的事 业 中。他 们 的 写 作 风 格 有 相 通 之 处。与 他 们 不 同 的 是 卡

尔·奥滕（ＫａｒｌＯｔｔｅｎ）。他曾于１９３３年３月到１９３６年８月住在马

约卡岛。他的小说《托克马达的阴影》是在离开马约卡岛之后不久

写就的，那时他对战争爆发后头几个月在岛上获得的印象还记忆犹

新。１９３８年６月２０日，奥滕把小说手稿交给了哥特弗里德·保曼

费舍尔。此人已把费舍尔出版社转移到斯德哥尔摩。书是在荷兰

印刷的，正赶上德国侵入荷兰，出版实际上已无可能，绝大部分印本

不是丢失就是被毁。１９３８年到１９３９年间出现的几则评论表明，印

本还是流传出去了。要不是有这些劫后余生的印本，即使作者曾因

编选表现主义作家的作品而出名，此书在战后也要被遗忘。这本小

说与其他几本小 说 的 区 别 很 明 显，主 要 一 点 是 作 者 未 涉 及 国 际 纵

队，只写了法西斯分子在大陆上搞政变期间发生在马约卡岛上的几

件事。岛上纯朴的居民突然间要被迫决定自己该怎么办。就在他

们犹豫观望之时，岛上的法西斯分子和佛朗哥分子联合起来，夺取

了政权，并对民众制造恐怖。奥滕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相去甚远，
仍与他早年间那种幻觉表现主义风格较接近。他不想对佛朗哥的

追随者在最初七个月内屠杀岛上三千人的事实做档案式记录。他

是将报道、联想和抒情性描写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一种他称之为“构

造性”的小说新形式。奥滕也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在这本小说中，
他很不愿意承认了武装抵抗的必要性（他笔下的农民甚至于把佛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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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分子的武器扔到海里去）。但是希特勒、墨索里尼、佛朗哥已打破

了和平抵抗的幻想，这样一来甚至奥滕也不得不承认需要战斗。托

克马达在作品中也有很重要的作用，就是他以蓝衫队头目的身份回

到岛上，把几千受洗或未受洗的西班牙犹太人活活烧死。他的幽灵

在整部小说中浮现，正是他迫使人们做出武装抵抗的决定：必须与

这个幽灵 战 斗。正 如 奥 滕 笔 下 的 一 个 人 物 所 说：“我 们 都 是 犹 太

人！”奥滕的目光不仅看到了马约卡和西班牙，而且看到了未来欧洲

的命运。本逊在他的专著《戎马文人》中没有提到奥滕这本遗失的

小说，但他花了大量篇幅讨论著名的天主教作家伯纳诺（Ｂｅｒｎａｎｏｓ）
写的《月光下的公墓》（Ｌｅｓｇｒａｎｄｓｃｉｍｅｔｉèｒｅｓｓｏｕｓｌａｌｕｎｅ）。伯纳诺

与西班牙保持了长时间的联系。在奥滕描写的那个年代里，他住在

一个朋友———帕 尔 玛 的 一 个 家 道 殷 实 的 佛 朗 哥 分 子———的 家 里。
返回法国后，他记下了意大利人在岛上大搞清洗、无恶不作给他留

下的印象：“他的主旨就是告诉人们马约卡岛和内战的真相，告诉人

们他的被虚假的俊杰们和独裁者们玩弄于股掌之上的祖国即将大

难临头。”①他对死亡、断肢和 天 主 教 失 败 的 记 叙 很 难 让 人 接 受；他

也未能成功地唤醒法国意识到自己有被吞噬的危险。
此外还有一部从另一角度表现西班牙问题的小说《格尔尼卡的

孩子们》，作者是赫尔曼·克斯滕（ＨｅｒｍａｎｎＫｅｓｔｅｎ）。正如题目所

表明的那样，小说主要是写德国飞机摧毁这座巴斯克城市的事。毕

加索曾以此为题材创作了一幅名画。这次侵略行径给整个文明世

界带来惊惧，一场全面战争即将降临到欧洲城市中手无寸铁的平民

头上，格尔尼卡当时就被看成是先兆。作者在他流亡途中的一个落

脚点巴黎写下了故事的提纲。小说的叙述人是一位流亡者，他是从

一个十四岁的西班牙孩子那里听到这个故事的。这种叙述构思将

故事推远，使事件听起来像是天外奇谈。但作者并未完全克服这种

技巧造成的困难，因为他的文字能力常常表达不出一个十四岁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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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叙述风格。克斯滕在巴黎写作，并没有对西班牙的直接认识，于

是他聪明地把视野限制在家庭范围，这样就可以对这场战争的性质

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作者尽力让小说的内容集中在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上，避免直接进行政治评论。但这样也就减弱了这部小说的

影响。像西 班 牙 内 战 这 样 的 战 争 要 通 过 家 庭 问 题 来 反 映 是 不 容

易的。
所有这些与西班牙内战联系在一起的文学活动有一个最明显

的特点，即作家们的团结一致。无论是自由派作家，还是社会党或

共产党的作家，都理解抵御法西斯主义的必要性，都准备尽自己所

有力量达到这个目的。这就意味着作家不得不离开他的象牙塔，站
稳立场并清楚地表明立场。文学和文化正在遭受进攻，作家和知识

分子不得不使用自己的武器进行还击。许多作家表示自己要拿起

除笔以外的武器，参加国际纵队，投入战斗。显然，集会、公开宣言、
报刊、宣传活动都有重要作用。某些作家（如雷恩和雷格勒）还允许

别人利用他们的名望搞募捐旅行。规模最大的募捐旅行是由恩斯

特·托勒（ＥｒｎｓｔＴｏｌｌｅｒ）主持的。这次活动在募集钱款方面取得了

巨大成功。但反法西斯的事业失败了。托勒也用自杀的手段悲惨

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应当承认，战争中涌现的文学作品中未出现

伟大的经典之作。戏剧都是小型戏；诗歌的风格过于直白，宣传味

儿过重；叙述文学从总体上看偏于纪实，而且大都脱离不了社会主

义现实主义。无论是戏剧、诗歌，还是小说，都未出现新形式。作家

们一般都避免创新，结果造成向传统小心翼翼的靠拢。然而，正如

本逊通过对六位文学家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西班牙内战对文学家

的想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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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亡 文 学（上）

１９３３年之前，民族 主 义 作 家 曾 宣 称 他 们 自 己 才 是 真 正 德 国 的

代表，魏玛共和国堕落的、非日耳曼的文化布尔什维主义者错误地

把他们从应有 的 位 置 上 排 挤 出 去。１９３３年 之 后，这 些 人 成 了 权 要

显贵；而那些“非日耳曼分子”则纷纷去国，———他们只有这一条出

路。在这之前的各个世纪、各个国家，艺术家们、文学家们都有过流

亡的体验。但一般而言，这种体验只属于某一时代的某一个别文学

家，如李白或奥维德。① １９３３年之后，流亡不再是个别人的命运，而
是一种普遍体验。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的德国也遇到过麻烦，但从

未出现过科学界、学术界、职业界、艺术界名人成批外流的现象。德

国也从未有过两批文化人（国内一批，国外一批）各自宣称代表这个

国家的局面。当然，德国从来也不是单一的，艺术界、职业界、商业

界的各个领域，出版界、报界、电影制片业，更不用提医学界和科学

界，无不深受这次文化大出血的影响。做出精确的统计很困难。据

保守估计，１９３３年后，约有四十万人离开了德国，其中约有 两 千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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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文艺界某一方面的骨干。
即使是在１９３３年之前，也有某些文学界重要人物选择 在 德 国

及奥地利境外居住和工作。约瑟夫·罗斯（ＪｏｓｅｐｈＲｏｔｈ）住在巴黎

为德国报纸写稿。图邵尔斯基在最后定居巴黎之前也觉得巴黎比

柏林 对 他 更 适 宜。还 有 些 人，如 表 现 派 代 表 作 家 霍 华 斯·瓦 尔 登

（ＨｅｒｗａｒｔｈＷａｌｄｅｎ）出于 对 俄 国 和 革 命 的 迷 恋，去 国 来 到 了 苏 联。
现在人们都认为瓦尔登于１９４１年死于萨拉托夫。法国对德国作家

始终有一种吸引力。来自阿尔萨斯、用两种语言写作的雷诺·舒克

勒（ＲｅｎéＳｃｈｉｃｋｌｅ）于１９３２年移居到滨海桑纳（ＳａｎａｒｙｓｕｒＭｅｒ），这
个地方后来吸引来了更多的德国流亡作家。长期以来，瑞士也是德

国激进分子的传统避难所；捷克斯洛伐克也是许多人的避风港。希

特勒攫取政权后，并没有很多人马上追随这些人移居国外。某些面

临着直接的个人危险的人离开了，其中包括罗伯特·纽 曼（Ｒｏｂｅｒｔ
Ｎｅｕｍａｎｎ）、阿尔弗雷德·科尔（ＡｌｆｒｅｄＫｅｒｒ）、海因里希·曼和瓦尔

特·梅林。有些人是接受邀请去国外讲学；另一些人，如托马斯·
曼，已身在国外，一直未返回。托马斯·曼当然未打算离开德国，只
是在家人的劝说下才未回国。

前面已经提 到，许 多 人 对 纳 粹 威 胁 的 严 重 性 认 识 得 或 许 太 晚

了，但是到了三十年代后期，已有足够的作家和记者看清了希特勒

及其政党的目的所在。他们写了许多文章、著作和剧本来揭示希特

勒给德国带来的危险。除了这些个人受到威胁而去国的人之外，还
有许多人显然在犹豫不决，寄希望于德国人民会在最后一刻恢复理

智，而支持希 特 勒 的 保 守 力 量 会 对 他 有 所 约 束。无 论 出 于 什 么 原

因，希特勒被提 名 为 帝 国 元 首 的 事 实 并 未 让 这 些 作 家 离 开 这 个 国

家。国会纵火案及随之而来的大逮捕和暴行使大多数人相信，希特

勒的确是说到做到。有些共产党领导人受到短期监禁，另一些人消

失到纳粹的监狱 中 去 了，并 匆 匆 做 好 了 到 集 中 营 受 长 期 监 禁 的 准

备。记者基希首先在他的实录文学《在斯潘道地牢中》反映了这次

大逮捕。但即使没有这样的报告，文学界和政界知识分子也可以及

时得到有关消息。２月２８日，逃亡即已开始。到１９３３年秋季已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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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蔓延。国社党显然把大多数反对他们宣布的政策的文坛人物都

赶出了这个国家，剩下的只是一些分散的地下活动。有些作家凭有

效护照和一点贿赂溜出国境；另一些作家则凭纳粹颁发的新出境证

较为公开地离去。到１９３８年，留下来的作家已寥寥无几。表 现 主

义运动最著名的戏剧家格奥尔格·凯瑟（ＧｅｏｒｇＫａｉｓｅｒ）就一直呆到

这个时候。耐莉·萨契（ＮｅｌｌｙＳａｃｈｓ）一直到１９４０年才出国到了瑞

典。纳粹一俟把潜在的反对派作家赶出了国门，下一步骤便是剥夺

他们的公民权。他们用自己熟悉的官方程序办理此事，把要排除的

作家列出清单，一如把要烧掉的书籍列出清单。开始的时候，那些

被剥夺了公民权的德国作家为自己能跻身于这样的名单而感到自

豪，正像奥斯卡·马利亚·格拉夫（ＯｓｋａｒＭａｒｉａＧｒａｆ）曾要求他的

书应和其他光荣的德国人的书一起遭到焚毁一样。但是，纳粹心里

清楚他们的举措会产生什么效果。流亡中的作家们很快发现没有

护照和证明，他们差不多真像纳粹对他们的描述，成了“行尸走肉”。
对于德国之外的世界来说，这些“过境”的人只有持有这种盖上了适

当印戳和签证的纸片才能证明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存在。流亡作家

们宣称自己是真正德国的代表，却发现自己根本不存在。如果可以

把上了“被剥夺公民权和国籍的流亡者”的名单的作家看作是纳粹

眼中的敌人，那么作家们有理由骄傲，因为他们中间有相当一批人

被囊括进去。这表明，纳粹把他们看成是真正危险的根源，需要加

以压制。孚希特万格、阿尔弗雷德·科尔（文笔犀利的杰出记者）、
海因里 希·曼、恩 斯 特·托 勒 和 库 特·图 邵 尔 斯 基 等 人 都 进 了

１９３３年８月１３日出来的第一份名单。共产党领袖如约翰 纳 斯·

Ｒ·贝 歇 尔、鲁 道 夫·列 奥 那 多 和 西 奥 多·普 里 叶（Ｔｈｅｏｄｏｒ
Ｐｌｉｅｖｉｅｒ）则进了第 二 份 名 单。曾 用 漫 画 和 讽 刺 诗 招 惹 了 纳 粹 的 约

翰·哈特费尔 德（ＪｏｈｎＨｅａｒｔｆｉｅｌｄ）和 维 兰·赫 兹 费 尔 德（Ｗｉｅｌａｎｄ
Ｈｅｒｚｆｅｌｄｅ）进了第三份名单。布莱希特进了第四份名单。

到１９３３年９月２２日《关于建立帝国文化部的法令》通过时，已
没有一位有国际影响的作家留在德国，除非是被关进了监狱，或投

靠了纳粹（如本）。新德国政府的目标就是摧毁一切反对力量，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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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那些其作品符合新德国文学政策的作家。戈培尔提倡的“钢铁浪

漫主义”可以自由地繁荣，对堕落的魏玛文化则要加以镇压，或将其

逐出国门，任其凋谢、消亡。新德国和新文学有时间得到巩固，而逮

捕和放逐、恐怖 和 钳 制 将 使 得 反 对 派 无 论 在 国 内 或 国 外 都 无 立 足

之地。
但事实上这种情况并未出现。到１９３３年秋天。文学家的组织

工 作 已 取 得 了 显 著 成 就。在 阿 姆 斯 特 丹，一 位 基 彭 霍 尔

（Ｋｉｅｐｅｎｈｅｕｅｒ）出 版 社 的 前 任 社 长 弗 里 兹 · 兰 德 豪 夫 （Ｆｒｉｔｚ
Ｌａｎｄｓｈｏｆｆ）与奎利多出版社签了一份协议，提供了第一份德国流亡

作家及其作品的清单。也是在阿姆斯特丹，ＡｌｌｅｒｔｄｅＬａｎｇｅ出版社

忙于建立德语分部。① 除了荷兰以外，德国国内写就的作品又在瑞

士找到了一块出版的地方。这要感谢由社会民主党人艾木尔·奥

坡里希 特（ＥｍｉｌＯｐｒｅｃｈｔ）控 制 的 几 家 出 版 机 构。保 曼 费 舍 尔

（ＢｅｒｍａｎｎＦｉｓｃｈｅｒ）于１９３６年 从 德 国 出 来 后，先 在 维 也 纳 从 事 写

作，后来在斯德哥尔摩找到了合适的工作环境。苏联是另一个对反

纳粹作家表示友善的国家，但党的方针路线难以捉摸，其极端表现

即《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使得许多自以为找到避难所的共产党员

却在公审和斯大林派的清洗中结束了生命。这一时期不仅有许多

出版社在各个国家建立起来，也是乐观主义占上风的阶段。用笔的

力量抵抗国家社会主义、向世界揭露新德国的真面目、敲响战争危

险的警钟在这一阶段尚能取得较显著的效果。民族主义作家们将

魏玛时代当作非日耳曼的新闻艺术时代加以否定。卡尔·克劳斯

（ＫａｒｌＫｒａｕｓ）等人针对这种责难提出了抗辩。他们指出，二十、三

十年代富于激情的德国报界总比纳粹制造的沙漠强。可庆幸的是，
一些新闻界人士出力在国外迅速恢复出版了遭查禁的最好的魏玛

报刊。《工人图片新闻》（ＡＩＺ）成功地转移到了布拉格；魏玛共和国

最出色的 两 种 周 刊 也 获 得 了 重 生。由 列 奥 波 德·舒 瓦 兹 舍 尔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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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ｅｏｐｏｌｄＳｃｈｗａｒｚｓｃｈｉｌｄ）编 辑 的 新《日 记》（Ｔａｇｅｂｕｃｈ）第 一 期 于

１９３３年７月１日在巴黎出版。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新的《世界舞台》
（Ｗｅｌｔｂüｈｎｅ）也在布拉格出版。１９３３年９月，最早的两本流亡文学

月刊《文汇》（Ｓａｍｍｌｕｎｇ）和《新 德 意 志》（Ｎｅｕ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ｅ）分别在阿

姆斯特丹 和 布 拉 格 出 版。除 了 这 些 报 纸、周 刊 和 月 刊，在“转 向”
（Ｇｌｅｉｃｈｓｃｈａｌｔｕｎｇ）中被纳粹捣毁的专业作家组织也在流亡地重新建立

起来。德国作家联合会（Ｓｃｈｕｔｚｖｅｒｂａｎｄ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Ｓｃｈｒｉｆｔｓｔｅｌｌｅｒ）于

１９３３年 在 布 拉 格 重 建。该 组 织 的 口 号 之 一 就 是“面 向 德 国”
（Ｇｅｓｉｃｈｔｎａｃｈ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其成员的主要工作就是坚持对德国的

最新发展态势进行探讨，他们组织公开的演讲活动，海因里希·曼

的演讲《未来德国》就是其中之一；他们支援德国国内的朋友和“非

法”的 同 行；他 们 出 版 了 自 己 的 期 刊《德 国 作 家》（Ｄｅ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Ｓｃｈｒｉｆｔｓｔｅｌｌｅｒ），所 用 的 版 式 跟 这 本 刊 物 的 前 身 《同 心 协 力》
（ｇｌｅｉｃｈｇｅｓｃｈａｌｔｅｔ）的完全一样。有数百本送给了德国国内的同行。
一年后，一本厚厚的、题为《真正的德国人》（ＧｅｒｍａｎｆｏｒＧｅｒｍａｎｓ）
的书也被偷运进国内。① 而下一期由 这 一 渠 道 进 入 德 国 的 刊 物 已

改在西班牙出版。联合会的会长阿尔弗雷德·康托罗维兹提出了

“德国属于我们的阵营”的口号，并以此作为他的讲演、杂文集的题

目。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德国作家联合会的基本信念。在纪念焚

书一周年时，藏书一万三千册的“德国自由图书馆”在巴黎开馆，把

这一时期的 文 学 活 动 推 向 高 潮。但 是，尽 管 取 得 了 这 些 明 显 的 成

功，这些活动所激发的乐观精神仍带有自欺的意味。这些报刊都很

短命，尽管他们在这短暂的生存中所做的工作是值得赞叹的。许多

专业作家组织也毁于两败俱伤的争斗中。跟其他许多此类反法西

斯组织一样，甚至自由图书馆也被共产党接管。“流亡者”或“逃亡

者”对于国家 社 会 主 义 仍 有 许 多 不 切 实 际 的 认 识。特 别 是 他 们 认

为，他们被放逐国外的时间不会很长；他们相信自己只是在度假，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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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离开”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以使德国人恢复理智。没有人想到纳

粹一旦掌权，就不会轻易让权力溜走，他们将取得节节成功。新德

国不会维持太久的想法是无论哪个政党、哪个政治派别都有的。大

家认为，这一政权自身的无能或其新领导人的无能将导致这一政权

的垮台。民主派的压力足以摧毁纳粹；德国国内的工人将发动人们

期待已久的革命。后一个希望长期以来代表了共产党的路线，虽然

工人即将发动起义的迹象始终未出现过。共产党组织和社会党组

织之间根深蒂固的敌意使他们在任何事情上都无法采取联合行动。
大多数流亡者都未走远，而是逗留在德国周围的国家中。这种情况

证明了他们相信新德国的寿命长不了。正如布莱希特在他的诗作

《使命在身的流亡者》中所说：

我们不停地移居，
尽量靠近边界，
期待返回的日子到来。
边界那边最微小的变动，
我们都暗记心怀。①

德国作家联合会的口号“面向德国”也表明他们的写作或言论

也是意在向祖国发出信号；他们相信自己能对德国国内形势的发展

施加某种影响。他们仍然用德语为德国国内的德国人写作，为打垮

纳粹出力，因此他们暂时逗留在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和荷兰。通行

德语的国家如奥地利、瑞士特别受青睐。但他们不知道奥地利很快

就要被这个更强大的新德国兼并，而瑞士这个德国政治难民的传统

流亡地也将表明自己在纳粹德国的淫威面前是多么软弱无力，并执

行起“船已满员”的政策，将许多流亡者拒之门外。意大利也是一个

法西斯国家，因此不受流亡者垂青，但仍有斯特凡·安德雷（Ｓｔｅｆ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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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ｒｅｓ）和阿明·Ｔ·维格纳（ＡｒｍｉｎＴ．Ｗｅｇｎｅｒ）等作家在此避难。
像匈牙利和波兰这类法西斯国家一般都不被考虑。在这一时期，表
现主义时代的作家保罗·泽奇（ＰａｕｌＺｅｃｈ）是唯一一位远涉重洋的

流亡作家。他来到南美洲，在此地克服了巨大困难，写出了几部重

要作品，其中包括一部最近才得以出版的小说。卡尔·沃尔夫斯科

尔（ＫａｒｌＷｏｌｆｓｋｅｈｌ，乔治社交圈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先逃难到了瑞

士，又转赴意大利，最后为了尽可能远离新德国，他于１９３８年来到

新西兰，在此地住了十年，于１９４８年去世。
克劳斯·曼在他的自传《转折点》中回顾那一时期的形势时概

括了当时大多数流亡者都看到的文 学 活 动 内 容：他 们 警 告 世 界 注

意第三帝国的威胁；揭露这一政权的真实性质；同时他们还要辨明，
另外还有一个好的德国存在；他们还要利用非法的地下活动与纳粹

统治下的德国保持接触。抵抗运动是存在的，作为作家有责任为德

国国内的抵抗提供精神武器。需要记住，“另一个德国”的根基扎在

德国精神和德国语言的伟大传统中，而这一传统在新德国是没有位

置的。德国国境之外那个好的德国的代表有责任保持对这种伟大

传统的记忆，并以这种伟大传统为基础建立起那个好的德国。《文

汇》（Ｓａｍｍｌｕｎｇ）的政策宣言依循的是同一条路线。德国是一个“误
入歧途”的国家，已 成 为 她 那 人 道 主 义 伟 大 传 统 身 上 的 一 个 污 点。
《文汇》的使命就在于将那些反对野蛮、残暴、无道的新德国的人团

结在一起。与此同时，《新德国杂志》也在试图理解法西斯主义对德

国意味着什么。它是无政府主义吗？是一段插曲吗？是野蛮的中

世纪的回归吗？德国人的精神患病了吗？这是否是德国实际历史

发展进程的异化？国社党是否是一帮用阴谋手段突然窃取国家的

盗贼。新闻媒体对这一系列问题的回答十分明确，德国法西斯主义

是“病入膏肓”的资本主义的有机产物。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必须与

国家社会主义战斗。作家们卷入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不难理

解，从那时起，有一种把所有流亡者都描述成反法西斯主义者的倾

向。但这种看法站不住脚。只要认识到１９３３年 到１９４５年 间 德 国

的境外文学创作的巨大差异就可以否定这种看法。即便如此，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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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作家自身对国家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性质的思考仍十分重要。
的确，这场讨论并非附带进行的，也并非自发形成的。相反，文学在

法西斯时代的作用问题已成为当时最关键的问题之一。
前面已经指出，从表面上看，德国的专业作家可以轻易将他们

的刊物转移到德国境外，可以继续从事他们以前的活动。他们继续

写诗，继续出版小说。正常的文学流程似乎只受到了一点小小的打

扰。荷兰作家门诺·特·布拉克（ＭｅｎｎｏｔｅｒＢｒａａｋ）首先注意到，流
亡中的文学创作与希特勒执政前的文学创作并无根本的不同，只是

创作地 点 和 出 版 者 稍 有 变 化。门 诺·特·布 拉 克 心 里 十 分 清 楚：
应该有所不 同。流 亡 中 的 德 国 文 学 不 应 该 只 是 以 前 文 学 的 延 续。
许多文 坛 人 物，如 汉 斯·萨 尔（ＨａｎｓＳａｈｌ）、路 德 维 希·马 库 斯

（ＬｕｄｗｉｇＭａｒｃｕｓｅ）都参加了随后的讨论。特·布拉克的话是正确

的。许多重要作品，如穆塞尔（Ｍｕｓｉｌ）的《没有德行的人》，其作者在

离开纳粹德国之前就已开始动笔。当然，这并不等于说这样的创作

活动非得被打断不可，或是即便能够继续下去，也不可能不受当时

事件的影响。此外，还有人为有意识地继承魏玛共和国进步文学传

统辩护。如果不能把德国分成好的德国和坏的德国，那么德国文学

同样也不能 如 此 划 分，无 论 是 在 希 特 勒 上 台 之 前 还 是 之 后。１９３３
年并不标志着与以往的彻底断裂，也并不需要一个全新的开始。同

时，德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纳粹这样恐怖的统治。每一位作家和知

识分子都被迫联系此种状况表明自己的立场。所有的流亡者和“移

民”，无论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是政治诗人还是非政治诗人，都

遭到了与故土分离的命运，但这丝毫未使他们之间变得相像。首要

一点是，所有的流亡者和“逃亡者”都很容易感到他们是坐在同一条

船上，但逐 渐 变 化 的 环 境 也 使 他 们 强 烈 意 识 到 他 们 之 间 的 差 异。
特·布拉克在《新日记》上引发的这场讨论推动了这种辨析的进程。

在前面引到 的 那 首 诗 中，布 莱 希 特 对 贴 在 他 那 一 类 人 身 上 的

“移民”标签提出了疑问。布莱希特说，这是一种虚伪的称呼，其含

义是指那种自由决定到另一个国家的人。而他这一类人并非为了

在某个地方永远待下去而直接来到那里。他们是逃出来的，是被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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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出来的，是被放逐出来的。布莱希特的诗是这样结束的：

我们穿过拥挤的人群，
脚上的鞋子破烂不堪，
证明祖国受着怎样的磨难。
但我们不会在此停留，
最后的话还没说出口。①

流亡者们唯一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是德国人。在那些因种族出

身而遭迫害的人和那些主要出于政治原因而去国的人之间存在着

差异，虽然要严格区分这两类人经常是不可能的。被赶出德国的犹

太人是不可能重返故土的（尤其是在迫害犹太人的犯罪程度广为人

知以后）。他们也不大考虑希特勒之后德国的未来以及自己在未来

的国家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对他们来说，流亡是永久性的，他们企

盼着找到一个能给他们提供有希望的未来的国家，他们可以在这里

扎下新的根基。即使他们代表了另一个好的德国，他们也找不到这

样一个德国了。同化已经失败，社会主义未能遏制纳粹的威胁，犹

太复国主义（Ｚｉｏｎｉｓｍ）只是含有犹太人新生的可能。非犹太族的文

学和政治流亡者更倾向于像布莱希特那样思考。德国仍是他们的

兴趣中心和活动中心。虽然在１９３３年，犹太移民的数量仍然相对

较少，但早期的流亡派文学作品仍常常表现出那种被同化的犹太人

的性格。这类犹太人数世纪以来已经是德国人了。他们在第一次

世界大战中曾英勇地战斗过，在商业及各专业领域成就显赫；他们

观点保守，亲近民族主义思想；他们没有离开德国的要求。国社党

连续采取的措施逼迫他们睁开了眼睛，他们认清了反闪族是纳粹党

的政策核心，并非只是为拉选票打出的幌子。起初，国社党的政策

也是把犹太人从这个国家赶出去；用实施大屠杀的集中营来解决犹

—４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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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人问题是后来的事情。随着犹太难民大量出走，许多接受难民的

国家都出现了德国犹太人数量膨胀、影响扩大的问题。被赶出德国

的犹太人并非全部来自职业阶层，但文化人、读书人的确在其中占

了相当大的比例。这些人形成了随后数年间流亡文学的一个重要

的读者群。但随着他们被其他语言同化、随着他们对日耳曼的东西

日渐厌恶，以 及 对 好 的 德 国 逐 渐 失 去 信 心，这 一 读 者 群 也 渐 渐 消

失了：
没有了这一 读 者 群，流 亡 出 版 社 的 出 版 物 便 不 可 能 迅 速 流 传

开；没有了这一读者群，流亡作家们的作品由于得不到必要的共鸣

而影响日渐衰微。①
流亡作家们的政治观点存在着很大差异。他们的政治面目五

花八门，其中既有无政府主义者、共产党员、社会民主党员，也有中

产阶级自由派及右翼保守派。有些人无法将其归入哪一政治派别，
他们要保持个人的独立性。有的人在流亡中重新考虑了自己的立

场，倒向了国家社会主义。这方面最臭名昭著的例子便是恩斯特·
格莱塞（ＥｒｎｓｔＧｌａｅｓｅｒ）。他在魏玛 共 和 国 时 期 是 一 位 很 有 名 的 人

物，也是无 产 阶 级 革 命 作 家 联 盟 的 领 导 成 员；早 年 曾 因 长 篇 小 说

《１９０２年的 阶 级》（１９２８年）、《１９１９年 的 和 平》（１９３０年）而 声 誉 鹊

起。１９３３年，他的作品 被 加 上 了“堕 落”、“道 德 败 坏”的 罪 名，遭 到

查禁和焚毁。他流亡到了瑞士。在那儿，他写下了长篇小说《最后

的公民》（１９３６年），记录了纳粹在一个小镇上的兴起。作品在揭示

这一新运动何以在德国的某些地区格外具有吸引力方面特别成功。
从表面看，这部小说很快引起了轰动，被翻译成二十四种语言。然

而，值得注意的是，纳粹并未查禁此书以及格莱塞在流亡中写的其

他作品。因为从作品的字里行间，读者能辨析出：作者通过把纳粹

与作为纳粹对立面的听天由命的宿命论加以比较，对纳粹的魄力表

示了欣赏之意。在流亡中，格莱塞提出了一种“心灵突变”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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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承认离开德国后，他有一种无依无靠的失落感，觉得自己是“一具

躺在通向成功的大理石台阶上的尸体。”他于１９３９年回国，后在驻

意大利的德军报界任职。战后，他仍是联邦德国文坛中的一位显赫

人物。例如在１９４５年，他在海德堡发表演讲，谈“德国的遗产和义

务”；１９６０年他又出了一部长篇小说《德国人的光荣与悲哀》。与保

罗·德·拉伽德（ＰａｕｌｄｅＬａｇａｒｄｅ）、朗本（Ｌａｎｇｂｅｈｎ）以及其他许多

人一样，他也十分关心“日耳曼性格”的问题。他的《最后的公民》等

小说都是探讨这一问题的。这些作品特别注重揭示日耳曼性格中

对希特勒和法西斯主义有着命定的向心力的地方。
像格莱塞这样的变节者并不多见，只能算是一种例外。在流亡

作家中，纳粹新德国的同情者极少；即使是极端保守派和保皇派也

没有几个，虽然他们当中最著名的约瑟夫·罗斯还继续宣扬他们的

观点。像格莱塞这样的由极端左翼转变到较保守的政治立场的作

家在刚成立不久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却比左翼作家更吃香，这或许

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实。与此形成对比的是那些杰出的左翼流

亡作家回国却未引起多大反响。在流亡中，产生凝聚力的不是哪一

种明确的反法西斯或反纳粹的立场，而是那种代表“另一个好的德

国”的意识。正是靠这种意识，加之左翼团体及维利·蒙森堡（Ｗｉｌｌｉ
Ｍüｎｚｅｎｂｅｒｇ）等组织天 才 的 努 力，流 亡 者 们 才 逐 渐 克 服 了 社 会 党、
共产党及其他政治派别间传统的敌意。魏玛时期的文学形成了一

种关注社会、暴露广大民众中存在的缺陷和矛盾的传统。早期的流

亡文学继承了这种传统，并且加以发扬、推进。文学的政治性质越

来越公开。流亡作家都或强或弱地感受到了托马斯·曼所说的“政

治驱动力”。这 又 是 一 种 对 这 一 时 期 文 学 作 品 产 生 不 利 影 响 的 因

素，它使一般德国人认为文学应当远离“纯粹”的政治（甚至干脆不

涉及政治）。１９４５年以后的一代人经历了太多的意识形态冲突，这

自然使他们轻视这类作品，却转而赏识那些能引导读者离开可怕的

现实世界、转向更超脱、更纯粹的观念、理想和美的领地的作品。因

此，卡夫卡没有 时 间 特 征 的 世 界 被 看 作 是 三 十 年 代 德 国 的 真 实 写

照。人们也读托马斯·曼，但只是读他的《魔山》，而不是读他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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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论文和“对德广播”。剧团也上演布莱希特的戏剧，但演出较多的

是他的带有童话色彩的寓言剧，如《高加索灰阑记》（去掉了带政治

色彩的开场白），而政治目的较为明显的反纳粹剧则较少上演。
在这方面，把各类文学体裁及其被流亡作家们采用的程度检验

一番是很有意思的。比如，我们不难设想，长篇小说应是最合适也

是成果最丰硕的形式；剧作家们则因找不到真正的剧场、找不到观

众而陷入困境；抒情诗在这个布莱希特所说的“于诗不利的时代”里

大概是受苦最深的。人们必须考虑到，谁继承了魏玛共和国的文学

传统，谁就把握住了在希特勒倒台后的德国生存下去的最佳机会。
乍看起来，散文体的叙述形式似乎是流亡作家们的第一选择。他们

在从德国逃出来的时候，都随身携带着短篇或长篇小说的手稿。从

经济上着眼，这类作品也有市场，一本销路好的成功的小说可卖出

数千册。这类作品翻译起来也比较容易。这种体裁还有一些模式

可供人模仿。像格莱塞、孚希特万格、雷马克·曼等作家都扬名世

界，成为国际明星。三十年代，作家们已经意识到了像电影版权一

类的事情，认识到小说可以适应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文化环境。一

部小说不必非写德国不可。这种形式可以选择各种有趣味的背景，
也可跨越不同的时代，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时空坐标的作用。这并

不是说小说不可以有深层的、较为严肃的旨意，例如贯穿某种政治

信条；但小说在叙述故事、传达信条的同时还可保留大众化的面目。
可以想象，在流亡中匆匆建立起来的出版社自然要有一套基本的设

备才能运作，其出版商在考虑潜在的顾客时，首先想到的是小说的

读者，而非剧本的读者或诗歌的读者。魏玛共和国的情形则有所不

同，许多著名的、引起争议的剧本都卖出了几千册；诗歌也总是有自

己的读者群；即使最难懂、最隐晦的诗作也有读者。表现主义一代

作家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以那一时代纷纷出世的众多小刊物为媒

介把洪水般的诗作倾泻到市场上。即使在表现主义之后的时代，新
客观派的较为功利化的诗仍有市场。眼下这种情形显然已不复存

在，流亡中的某一单独诗人的诗作不再有固定的读者群。舞台文学

也是如此。一部未上演的新剧是卖不出去的。而要上演一部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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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就存在着难题，如难以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集合起一批观众，
更遑论集合演员、配齐舞台设备了，———这些都要 花 钱。还 是 有 一

些剧院上演德国戏剧，主要集中在瑞士；有一段时间集中在奥地利

以及捷克斯洛伐克、俄国的伏尔加德侨社区等地方。但是这种情况

并不多见。一般来讲，剧作家们要准备做出无可奈何的让步：演出

需要安排翻译，要适应非日耳曼国家不同的戏剧传统。布莱希特的

流亡生涯便是由一连串这样的交涉组成。然而，尽管有这么多困难

摆在面前，这时期创作的重要剧本的数量仍很可观。而且是不仅写

了出来，还在最不 寻 常 的 地 方 上 演 了。同 样，尽 管 许 多 人 预 言：在

这个时代，写诗即便不是不可能，也是困难重重，还是有许多重要的

诗作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问世。这必定要经受考验。很显然，在流

亡中靠写剧本或诗歌不可能维持生活。
但不管怎样，首先需要研究的还是流亡中出现的反对纳粹新德

国的散文作品。第一种创作动因是暴露集中营的恐怖和德国国内

犹太人遭受的迫害。这可以说明出版社的书目中为什么会有前面

提到过的《在达豪集中营》和《奥兰恩堡》等作品。比这类实录性作

品获得更大 成 功 的 是 出 版 这 类 作 品 的 出 版 机 构“家 乐 福 编 辑 室”
（ＥｄｉｔｉｏｎｓｄｕＣａｒｒｅｆｏｕｒ）。这家出版社就是由宣传天才维利·蒙森

堡（ＷｉｌｌｉＭüｎｚｅｎｂｅｒｇ）在巴黎建立的。蒙森堡曾是德国共产党宣传

机构最成功的组织者。实际生活中的蒙森堡地位不断上升。他参

加过德国国内斯巴达派的起义，最终成为青年共产国际的领袖。此

后不 久，他 创 办 了 “国 际 工 人 救 济 会”（ＩＡ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ｈｉｌｆｅ）。“该组织开办了出版社、数种日报、期刊、插图周刊、
图书和电影俱乐部，还有无产者戏剧小组。这一切组成了他的宣传

帝国。”①和所有人一样，蒙森堡也为工人阶级抵抗希特勒的斗争遭

到失败所震惊。但他也明白，一个得到了六百万张选票的政党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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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无声无息地消失。在巴黎，他决定发挥自己的组织才能，不仅为

了唤起反对国家社会主义的世界舆论，而且为了与他相信确实存在

的德国国内的另一种德国人遥相呼应。因此他召集了许多委员会、
代表会，不仅揭露纳粹新德国，而且始终关注那些在德国国内为反

对现政权而受难的人们，激发了国际社会对集中营里成千上万德国

人所受虐待的抗议。在巴黎，从一开始他就遵循民众阵线的政策，
因此他在德国法西斯受害者救援委员会能融合各方面的意见。从

１９３３年到１９３６年，蒙森堡的“家乐福编辑室”出版了近百种图书和

小册子，其中包括科斯特勒引起轰动的《关于西班牙的黑皮书》等作

品。“家乐福编辑室”还控制了一批报纸，其中最成功的一种是《工

人图片新闻》（ＡＩＺ）。毫无疑问，蒙森堡的出版物中最为成功的、反

响最强烈的一本是《关于国会纵火案和希特勒恐怖的褐皮书》。在

１９３５年，此书用２５种文字发行了六十万册，其中有一万五 千 册 被

伪装成“雷克兰经典丛书”的样子偷运进德国。他的天才的另一个

表现是他能 照 应 着 某 一 事 件 来 出 书。这 一 模 式 被 他 频 繁 地 使 用。
例如《褐皮书》的出版就呼应了德国国内国会纵火案审判前伦敦的

反审判，这就使得各国律师有可能重新审查所有的证据，使他们因

此而不 再 相 信 纳 粹 的 公 开 审 判，迫 使 德 国 法 庭 对 季 米 特 洛 夫

（Ｄｉｍｉｔｒｏｖ）、波波夫（Ｐｏｐｏｖ）、塔涅夫（Ｔａｎｅｖ）和托尔格勒（Ｔｏｒｇｌｅｒ）
作出无罪判决。蒙森堡的反审判清楚地表明，戈林和戈培尔才是隐

藏在国会纵火案幕后的真正罪犯，因为他们需要这样一个事件来巩

固他们的权力，需要找个借口来向共产党人、社会党人、行业工会、
犹太人以及所有这一类目标发起进攻。第一本褐皮书出版之后，蒙
森堡跟着 又 出 了 第 二 本《季 米 特 洛 夫 对 戈 林》（Ｄｉｍｉｔｒｏｖｃｏｎｔｒａ
Ｇｏｅｒｉｎｇ），此书有三万册被偷运进德国。还有一本《白皮书》记叙了

１９３４年６月３０日“巴 托 洛 缪 之 日”发 生 的 枪 击 事 件。在 这 次 事 件

中，希特勒密谋暗杀了施莱策尔将军、恩斯特·罗姆市长和其他几

位冲锋队的领袖。《褐色的网》则揭露了希特勒在德国境外的宣传

和间谍网。虽然蒙森堡自己也写东西出版，但他的能力主要体现在

组织和管理方面。在争取知名人士、学界泰斗和政治领导人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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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他的成就 特 别 突 出。１９３５年 由 他 在 巴 黎 召 集 的 保 卫 文 化 代

表大会是规模最大的反法西斯集会之一。另一场运动是为被纳粹

监禁的恩斯特·台尔曼发起的，目的不仅在于呼吁释放他，还要提

醒人们，路德维希·雷恩、卡尔·冯·奥塞斯基和其他成千上万的

反纳粹的德国人正在希特勒的监狱和集中营里受折磨。在反对希

特勒德国的斗争中，蒙森堡成功地争取到了社会党人和中产阶级知

识分子的支持。１９３６年７月西班牙内战爆发时，他也是这样做的。
所有反法西斯主义者都要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战斗中团结起来。然

而到头来，他的工作失去了共产国际的支持，党把他远远地抛在了

一边。１９３７年夏天，他加入了德国自由党，该党倡导建立与法西斯

主义战斗的民众统一战线，并且拟定了重建德国的计划。在蒙森堡

看来，这方面最重要的事情还是通过援助抵抗纳粹的力量来影响国

内的形势。这个政党有一种寄给“德国的民主力量”（他们相信这种

人确实存在）的“自由信函”，经过千百人之手被偷送进国内。这一

时期，蒙森堡离共产党的藩篱越来越远了。他在西班牙攻击斯大林

的政策，他还痛斥了希特勒和斯大林签订的条约。到了１９３９年，这
位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当年忠实的、颇有成就的仆人 却 谴 责 共 产 党

在德国人民最困难的时候背叛 了 他 们，认 为 应 当 把 共 产 党 和 希 特

勒一起消灭。他预言，在一个民 主 的 德 国，没 有 独 裁 者 的 位 置，无

论他们有 什 么 样 的 信 仰。他 仍 像 以 前 那 样 关 注 着 德 国 的 命 运。
希特勒的德国不是真正的德国，但 希 特 勒 垮 台 后 的 共 产 党 专 制 统

治也同样不 是 真 正 的 德 国。到１９４０年 战 争 爆 发 时，蒙 森 堡 发 现

自己再也不是前几年那样的有 实 力 的 经 纪 人 了，他 发 现 自 己 已 是

孤立无援。在德国进攻前混 乱 的 撤 退 中，他 失 踪 了。他 的 尸 体 最

后在法国西北部加莱的树林 中 被 发 现。他 是 被 人 勒 死 的，凶 手 始

终未能查清。
蒙森堡主要是一位组织者、一位经纪人，而不是一位作家，但他

对德国的关心是同样真诚的。他曾目睹了自己的政党遭纳粹打击

而失败；他始终未放弃寻找造成这种失败的原因，也未放弃对他确

信存在的德国国内抵抗纳粹的力量的帮助，未放弃做年轻一代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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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未放弃对德国未来的憧憬。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他在这方面

并不孤独。１９３３年以后，一 大 批 冠 以《德 国 的 悲 剧》、《魏 玛 共 和 国

史》、《第三帝国的诞生》、《征服者希特勒》、《兴登堡或普鲁士军魂》
一类名字的书问世。然而，对德国的性质及其命运的关注并非只在

新闻报道和历史著作中得到体现。魏玛共和国成就最为突出的文

学形式是长篇小说，这些小说一般都有吸引人的故事情节，同时融

合了对时代和国家的社会政治问题的思考。没有一本这样的小说

在纳粹德国国内完成，因为国社党声称社会问题或政治问题再也不

存在了；在一个统一的民族大家庭中，和睦已取代了一切。既然社

会小说的文学传统不可能在纳粹德国国内延续，它就只能在国外延

续。国 外 仍 有 人 偏 爱 这 种 所 谓 的 “德 式 小 说”（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ｎｏｖｅｌ）。① 虽然“德式小说”并非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唯一一种样式

（有一些样式是探讨流亡中的问题；还有一些样式涉及较多的是国

际问题，而非国内问题；历史小说也需要加以研究），但它仍可当之

无愧地侧身于流亡文学中成果最为丰硕的小说样式之列。从１９３３
年到１９４５年，这种样式始终都有人在写。

要想对“德式小说”的含义有所认识，必须看一看利昂·孚希特

万格的《奥帕曼 斯 一 家》（１９３３年）。此 书 是 流 亡 文 学 中 的 第 一 部、
也是成就最高的“德式小说”。它 为 后 继 者 树 立 了 样 板。② 这 本 小

说是一部三部曲中的一部。该三部曲的第一部《成功》于１９３０年在

柏林面世，《流亡》于１９３９年出版。三部书合在一起的总标题是《候

车室》。这个 书 名 概 括 了 流 亡 者 的 基 本 体 验。早 在 魏 玛 共 和 国 时

—１３２—

①

②

ＩｈａｖｅｔａｋｅｎｏｖｅｒｆｒｏｍＪａｎＨａｎｓｔｈｅｉｄｅａｏｆｔｈ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ｒｏｍ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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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孚希特万格就 以 十 分 畅 销 的 历 史 小 说《犹 太 人 苏 斯》而 扬 名 世

界。他未曾想到纳粹后来会利用这个题目大做文章。① 《成功》（某

州三年的历史）是一部讽刺性作品，内容是写巴伐利亚纳粹党的早

期历史，揭露社会的不公，———这是魏玛共和国的 典 型 主 题。一 位

艺术史学家在与法律部门打交道时陷入困境。通过他的故事，孚希

特万格把文化、艺术、商业和政治等各个方面组织到一起。第二卷

写奥帕曼斯一家人的生活，表现了希特勒上台前后德国的状况，揭

示出这一事件对一个中上层的犹太人家庭意味着什么。三部曲的

最后一部正如书名表示的那样，是以流亡生活为题材。在《成功》这

部书中，孚希特万格是在写他自己，写与他关系一直很密切的布莱

希特，写他所热爱的巴伐利亚。１９３２到１９３３年间，他到美国旅行，
出国期间，他的作品被第三帝国查禁、焚毁，他再也没有回到德国。
他和其他许多人一样住在法国南部的滨海桑纳。后来维希政府逮

捕了他，但他设法逃出了盖世太保的魔掌，来到美国。他无人可比

的销售收入 保 证 了 他 可 以 在 加 利 福 尼 亚 的“太 平 洋 栅 栏”（Ｐａｃｉｆｉｃ
Ｐｌｉｓａｄｅｓ，美国加州的 度 假 胜 地）过 奢 华 的 生 活。１９５８年 他 在 这 个

地方去世。《奥帕曼斯一家》的成功在他一系列作品的成功中很有

代表性。五个月内，此书售出二十五万七千册，其中德语版只有两

万册。有资料表明，此书滥觞于孚希特万格为他在伦敦遇到的拉姆

齐·麦克唐纳（Ｒａｍｓａｙ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１８６６—１９３７，英国工党创始人，
曾三次出任英国首相。———译者注）写的一个电影脚本。这位首相

派电影剧作家锡德尼·吉列（ＳｉｄｎｅｙＧｉｌｌｉａｔ）到滨海桑纳，帮助孚希

特万格写这个剧本。然而英国政府的反纳粹政策发生了变化，转向

较温和的规劝，这样作者便迅速把剧本改写成小说。此书与三部曲

中的其他两部有着明显的不同。在第一部和第三部中，发生在二十

—２３２—

① 不要把法伊特·哈 兰 拍 的 纳 粹 电 影《犹 太 人 苏 斯》和 由 流 亡 者 洛 塔

尔·门德斯拍的英 语 版 同 名 电 影 相 混 淆，后 者 由 康 拉 德·法 伊 特 主 演。Ｓｅ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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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和三十年代的事件是由一位虚构的来自２０００年的叙述者讲述

的。孚希特万格运用这种叙述技巧，以求与现实保持一段较远的距

离。《奥帕曼斯一家》则直接描写了１９３３年后的德国。也就是说，
孚希特万格力图在这里认清纳粹德国的真面目，揭示其危险性。为

了实现这一目的，他用真实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作骨架。旧的秩序已

被打碎，“候车室”成为人类对建立新的、美好的秩序的期待的象征。
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三部曲的意图就是向后代活生生地展现

那段充满等待和辗转的艰难岁月，那一德国自三十年战争后经历的

最黑暗的年代。”他刚刚完成了《流亡》一书，大战就爆发了。一切都

发生了变化。但孚希特万格仍未丧失他那根深蒂固的乐观主义和

他的信念，这就 是“理 性 终 将 战 胜 愚 昧”。正 因 为 心 里 有 这 样 的 信

念，他把最后一部定名为《归来》。但他一直没有写出来，他也一直

没有归来。
《奥帕曼斯一家》描写了一个犹太大家庭。描写的重点是主角

之一古斯塔夫。涉及的时间是从１９３２年１１月到１９３３年夏天。这

部小说不以情节取胜，而是描绘了一幅在这个国家历史上的一个关

键时刻的社会生活（或其中一部分）画面。书中的人物是犹太人，但
他们对政治的轻视又表明他们是地地道道的德国人。小说确实揭

示了德国知识分子阶层和自由中产阶级的致命弱点。他们未能认

清国家社会主义的兴起给德国和他们自己的世界带来的威胁。书

中指出，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抵抗是能够实现的。然而，即使那些看

清危险的人也未能在政治斗争中发挥任何作用。犹太复国主义能

零散地起一些作用，挽救商业的行动也能起一些作用，但所有抵抗

的机会都丧失了。不过小说还指出，由共产党组织的地下政治活动

是拯救德国的唯一机会。总起来看，小说未能阐明纳粹为何能够成

功地吸引如此众多的追随者。仅用愚昧来解释不能令人满意。小

说的成功之处在于它始终把眼光放在德国犹太人家庭上。或许正

如某些批评家所指出的那样，这部作品并未提供一幅全景画面，或

对纳粹德国进行全面描写；或许作者低估了群众的作用；或许作者

对新德国各社会阶层中的某一微小部分作了过高的估价，因此而未

—３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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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揭示在国家 社 会 主 义 兴 起 的 背 后 经 济 力 量 所 起 的 决 定 性 作 用。
但孚希特万格把描写的重点放在德国犹太人的困境上仍然做得很

对。尽管当时许多人，其中包括布莱希特，都认为向犹太人进攻正

是纳粹政治计 划 的 核 心 因 素 之 一，但 在 这 期 间（１９３２—１９３３年）反

犹太人的整个行动还仅限于依靠一些特别的法令、使用制裁等手段

进行。然而孚希特万格在对这一行动的开端进行反映时就已表明

它将以种族灭绝结束。古斯塔夫返回德国，为与抵抗力量接触进行

了微弱的努力，之后身陷集中营，被释放后不久就死了。家庭的其

他成员星散到欧洲的各个城市，开始了新的生活：

他们的祖国、他们的德国已经证 明 自 己 是 骗 子……，在 这

样的情况下，他 们 渐 渐 看 清 了 结 论：他 们 很 可 能 再 也 回 不 去

了。纳粹的统治除了带来战争、流血和骇人的变动，还 能 有 什

么？但他们的内心深处都在悄悄反对他们的共同认识，他们希

望一切都会变得不一样。

这也正是这部小说成功的缘由，———它真切地透视了犹太知识分子

和商人们的内心世界，真切地刻画了德国犹太人的形象，既揭示了

他们的弱点和缺陷，又揭示了他们对德国和德国一切事物的热爱。
他们是真正的德国人，是善良的德国人，是德国文化和传统的继承

者；纳粹是另一种德国人，是抢劫犯和破坏者。“纳粹独裁统治的真

实面目”是双重的。表面上这一统治给人以有秩序、有组织、高效率

的印象，然而这种印象只是起一种对无法无天、凶恶残暴加以掩盖

的作用。书中非常明确地传达出这种看法，也非常明确地传达了孚

希特万格的信念，这就是三分之二的德国人都是反希特勒，德国国

内存在着真正的抵抗。这种抵抗与他在小说最后一部分称之为“国

内流亡者”的那种浪漫的抵抗不是一回事。他在三部曲的第二部中

试图回答这样两个问题：第 一，这 场 灾 难 是 怎 样 首 先 吞 噬 了 德 国？

第二，新德国的一般情形是什么样的？对第一个问题的解答显然是

在责怪未能启发中产阶级采取政治行动。古斯塔夫忙于写他的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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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传记，但事实证明，歌德时代的文化及其人道主义（Ｈｕｍａｎｉｔｔ）理

想并未挡住小资产阶级的仇恨情绪泛滥成灾。对于德国的性质，孚
希特万格的回答是：

这个民族是一个好民族。它有英雄气概，创造了最了不起

的成就。它精 力 充 沛、勤 劳 刻 苦。但 这 个 民 族 的 文 明 太 年 轻

了！要利用它那永不衰竭、却缺乏批判态度的理想主 义，煽 惑

它那返祖性的冲动和充满原始性的欲望并不困难，因此他们便

鲁莽行事：这便是事情的缘由。

这就是孚希特万格对国家社会主义的看法，善良的人们被野蛮

的领袖和疯子引诱坏了：他们深陷泥 潭。使 用“原 始 欲 望”一 语 不

能不说带有性的意味。此语既表示出法西斯主义的吸引力，又指出

其淫猥性。孚希特万格基本上相信“牛排纳粹”的数量多于纳粹思

想的真正信仰者。这就导致他（和其他许多人一样）产生了错误的

信念，以为 在 这 一 时 期 纳 粹 政 权 不 是 越 来 越 强 大，而 是 越 来 越 不

稳定。
《候车室》三部曲覆盖了国社党从初创时的一个由粗野的暴乱

者组成的反革命小组发展到实际执掌大权、通过立法打击犹太人的

过程。《奥帕曼斯一家》仅仅表现了恐怖的开始；随后出现的集中营

的情况，小说只是稍有提及。
三十年代人们对孚希特万格的态度极端含混不清，虽然在一般

人的眼中，他的成功无可置疑。像图邵尔斯基那样的知识分子倾向

于赞扬他的政治态度和善良意图，同时又贬抑他的文学才能。海森

克利夫（Ｈａｓｅｎｃｌｅｖｅｒ）发现他对“英国人实在是太好了”！！这之后，
德国的批评家和文学史家普遍忽略了孚希特万格，但普通读者对他

仍维持着稳 定 的 兴 味。他 在 魏 玛 共 和 国 时 期 扬 名 全 国；在 战 争 年

代，他又成为德国以外国际知名的畅销书作家。战后他在民主德国

备受推崇，而在联邦德国则被普遍忽略。最近几年可以看到一些变

化，他的作品在联邦德国又出了平装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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孚希特万格的《奥帕曼斯一家》从开篇处起就充满了对真正的、
更美好的德国的信念，但他也把关注的焦点放在犹太人的命运上。
在这方面，孚希特万格与时代的中心话题取得了完全的一致。在三

十年代，国家社会主义的问题得到了广泛的探讨，涉及的问题包括

是否可以 将 这 一 思 潮 基 本 归 结 为“反 闪 族”。早 在１９３３年，由 利

昂·孚希特万格和阿诺德·茨威格编辑的《犹太人的责任》一书即

已面世。多布林发表过一篇题为《论犹太人的革新》的论文。鲁道

夫·奥尔登编辑了一本探讨犹太人在德国的地位的黑皮书。结果

很快有人意识到，把注意力过分集中在犹太人身上，可能产生不利

于其 他 受 迫 害 的 德 国 人 的 危 险。海 因 里 希·曼 有 鉴 于 此，发 表 了

《这次流亡的意义》一文。早在１９３６年，库特·图邵尔斯基和阿诺

德·茨威格就以《犹太人和日耳曼人》为题开始发表通讯，这也推动

了德国国内外就此问题展开的讨论。后来的形势发展表明，反闪族

思想的确是纳粹政治纲领的基本成分。孚希特万格和其他一些人

同样关注这一问题是正确的。他并不了解关于纳粹兴起的经济根

源的讨论，但他仍揭露了资本家、银行家、地主和极端保守派在希特

勒背后所起的牵 线 人 的 作 用，反 映 了 小 资 产 阶 级 对 于 占 据 高 位 的

中、上层犹太人的攻击；但他也认识到，这些并不足以完全说明那种

对犹太人恨之入骨的纳粹暴行。
孚希特万格对“德 式 小 说”的 影 响 清 楚 地 表 现 在《诱 惑》（１９３７

年）一 书 中。其 作 者 弗 兰 兹·卡 尔·维 斯 科 普 夫（ＦｒａｎｚＣａｒｌ
Ｗｅｉｓｋｏｐｆ）于１９００年 生 于 布 拉 格，１９５５年 卒 于 东 柏 林。他 早 年 在

捷克斯洛伐 克 从 事 政 治 活 动，后 到 德 国，在 蒙 森 堡 的《柏 林 晨 报》
（ＢｅｒｌｉｎａｍＭｏｒｇｅｎ）编辑部工作。他是无产阶级革命 作 家 联 盟 的

成员，与德国作家防卫协会（ＳＤＳ）也有联系，后来担任《工人图片新

闻》（ＡＩＺ）的主编。他参加过西班牙内战。１９３８年他来到法国，后

到美国，参与创办了奥洛拉出版社。１９４５年后，他出任捷克政府驻

华盛顿、斯德哥 尔 摩、北 京 的 大 使，１９５３年 在 民 主 德 国 定 居。他 的

作品很多，其中长篇小说《新 的 一 天 开 始 前》（１９４１年）反 映 的 是 斯

洛伐克人在实 际 抵 抗 纳 粹 侵 占 之 前 的 活 动。《在 异 国 的 天 空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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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８年）是他第一部记录流亡生活的文学作品。维斯科普夫的长

篇小说《诱惑》后来还以女主角———一位活泼可爱的柏 林 姑 娘———
莉茜的名字作为书名出版。小说描写了这个女孩子工作、婚姻、失

业的情况，还描写了国家社会主义对她丈夫那一类人的诱惑，也表

现了她对纳粹党迷惑人的诡计和腐败行为的揭露，一直写到她准备

帮助非法的抵抗活动。和孚希特万格一样，维斯科普夫只写了纳粹

掌权前后有限的一段时间。他也把小说分成了三部分，每一部分都

有一个合适的标题。孚希特万格是通过自由中产阶级的命运反映

德国的状况，维斯科普夫则徜徉于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生活空

间中；人物的命运受到当时实际发生的事件———如希特勒就任帝国

总理、国会纵火案等———的影响。维斯科普夫显然是从共产党的观

点出发写他的作品，因此给小说造成了一系列相应的缺陷。例如，
书中提出纳粹获 胜 的 主 要 原 因 是 工 人 阶 级 政 党 之 间 缺 乏 团 结，因

此，社会党，而不是共产党，应受到指责。书中提出的另一条原因是

纳粹的宣传和煽动成功地把没有政治头脑的无产者和白领工人拉

下了水。物质利益被用来贿赂那些没有主见的人。格莱塞也曾强

调过：白领工人易受纳粹的蛊惑。除此之外，小说还特别对纳粹与

有影响的保守派核心人物之间达成的协定 作 了 强 调。这种观点正

与流亡者们把希特勒看成是“反动的工具”的认识相一致，尽管纳粹党

声称其目标就是粉碎“反动”。总起来看，维斯科普夫的小说和孚希特

万格的小说《奥帕曼斯一家》一样，都给人一种在早期阶段就有相当一

部分德国人在与希特勒对抗的印象。这些人的主体是共产党员；社会

党也有所抵制；某些受到蒙蔽的国社党党员开始醒悟。维斯科普夫的

小说呼吁人们团结起来抵抗纳粹，好像做到这一点还不算太晚。
另一位作家奥斯卡·马利亚·格拉夫（ＯｓｋａｒＭａｒｉａＧｒａｆ）分析

了中下社会阶层与法西斯精神之 间 的 关 系。① 格 拉 夫 把 自 己 看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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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逆。他自己的生活经历为这种自我诊断提供了依据。他出生在

巴伐利亚，先是当面包师的学徒，后在慕尼黑等地浪荡。从１９１５年

到１９１７年的战争时期，他出于良知拒绝当兵参战，因而被关进疯人

院。后来他参加了慕尼黑的十一月革命。由于他早年当过农民，纳
粹曾试图争取他加入他们的事业。但是当他听说他的大部分作品

都受到纳粹的推荐时，他公开表示抗议，要求把自己烧死，为此他受

到世人的赞赏。他写给《维也纳工人报》的抗议书被世界各地的刊

物全部或摘要转摘：

第三帝国几乎毁弃了全部有意义的德国文学，否定了所有

真正的德国文学作品。它把我们大部分最优秀的作家驱赶上

流亡之路，使 得 他 们 无 法 在 德 国 国 内 发 表 作 品。几 个 狂 妄 自

大、投机钻营的文痞的无知，加上现在台上的独裁者们毫无顾

忌的破坏，正企图毁灭我们所有的有世界水平的文学、艺术成

果，企图用心胸狭隘的民族主义取代‘德国’这个概念。①

几天后，他的作品遭禁，他的公民权被剥夺。１９３３年他来到维

也纳，开始了流亡；后 移 居 布 拉 格，在 此 地 担 任《新 德 国 杂 志》的 编

辑。１９３８年 他 又 来 到 美 国，定 居 在 纽 约。１９６７年 在 此 地 去 世。

Ｏ·Ｍ·格拉夫能被人们记住，主要因为他在《博尔维瑟》（１９２９年）
和《安东·赛廷格》（１９３７年）两部作品中创造的文体。《博尔维瑟》
前几年曾被改编成一部很成功的电影。这部作品主要以二十年代

相对稳定的社会生活为背景，反映了一位火车站站长的私人生活。
博尔维瑟是一个典型的小资产阶级人物，对性和社会的看法都与他

那个阶级的思想一致。格拉夫在刻画邮电局长安东·赛廷格时，对
于这类远离政治的人物迷恋阿道夫·希特勒的现象作了更加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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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揭示。赛廷格也是博尔维瑟那一类人。但 从１９１８年 到１９３３年

间发生的历史事件对这个人物的态度和反应产生了冲击。无论怎

样讲，赛廷格都不能算是国社党或希特勒恐怖的帮凶。事实上，对

于这种破坏他所热爱的安逸舒适的生活的人，他显然没有好感。但

与此同时，他也不赞成民主。格拉夫的意图是以赛廷格作为代表，
说明这类人会给国家带来怎样的危害。“赛廷格们是那种摇摆不定

的庸碌之辈。有两千万人构成了德国的这一阶层。元首和他的政

府的出现应当归功于他们。”①在他的长篇小说《深渊》（１９３６年）中，
格拉夫试图超越对个别社会典型的狭窄透视，展现出更加宽广的视

野。也就是说，要全面反映国社党的兴起。他在博尔维瑟和赛廷格

身上观察到的精神状态已在社会党的公务员身上得到验证。这些

人文雅、勤奋、可敬，但基本上只是一些认识不到自己的无产阶级根

基、为了小有产者的舒适生活而苟且偷安的劳工；他们信赖党的核

心组织的力量和改革者的计划，却不思迎战国家社会主义带来的威

胁。小说的第一部分起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标题“那就是德国”。这

一部分表现了社会党一步一步地退让，拱手把共和国交给人毁掉。
结果，数百万社会党的选民丧失了对党的领导人的信任。这些领导

人只是玩弄策略的专家，却没有行动的能力。具有象征意义的是那

位老卫士般的社会党公务员垮掉后，他的儿子接近了德国共产党，
为统一战线奋斗，参加了维也纳二月工人起义。起义失败后继续在

捷克斯洛伐克从事地下斗争。
安娜·西格斯的《奖赏》和亚当·沙雷（ＡｄａｍＳｃｈａｒｒｅｒ）的《鼹

鼠丘》是“德式小说”的两个变种。后面还要谈到西格斯的优秀流亡

小说《辗转》（１９４８年）和 她 从 集 中 营 偷 带 出 来 的、闻 名 世 界 的 小 说

《第七个十字架》。但即使在这一阶段，她也很让人感兴趣，因为《奖

赏》正如其副标题表明的那样，是“一本１９３２年晚夏在德国一个村

庄里写出的小说。”与此相应，它也是以乡村生活为题材，而乡村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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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纳粹取得最大成就的地域。《奖赏》的 情 节 非 常 简 单：一 位 年 轻

的共产党员，在莱比锡的一次示威活动中把一位警察打成重伤，后

在亲戚们的掩护下躲藏在一个偏远的村庄里。这个基本的构架使

作者可以展示这个村庄里的各种政治和社会纠纷，尤其利于揭露纳

粹对农村社区的承诺的虚伪性质。不过西格斯仍清楚地意识到，民
主派提供的东西太少了，纳粹差不多是注定要获胜。沙雷在遵循党

的方针方面更为脱离实际。书名就指明，将会有某些鼹鼠似的人怀

着某种希望从事非法的地下活动。沙雷是一位资历颇深的共产党

员，１９３３年流亡到捷克斯洛伐克，后 移 居 苏 联。从１９３５年 到１９４５
年一直住在这个国家。《鼹鼠丘》的副标题把此书说成是“一部德国

农民小说”。这也是他后来一系列作品的题材，———似乎作 者 意 在

显示纳粹并不具有对德国农民和农村的垄断权。另一位试图写出

同类小说的作家几乎经历了这一时代的各种危险。恩斯特·奥特

瓦尔德（ＥｒｎｓｔＯｔｔｗａｌｄ）也是德共党员和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联盟成

员。早在１９３２年，他就试图写出国家社会主义的历史，所用书名很

有讽刺意味———《德国，觉醒吧！》。在小说方面，他写 了《贝 林 根 镇

的觉醒和转折》。其中的部分章节于１９３３年发表在《新德国杂志》
上。他的创作意图和西格斯·沙雷（或和格拉夫的《平和的人被喧

嚣包围》）的意图是一致的，即揭露纳粹在乡镇地区的宣传。奥托瓦

尔德先是取道 丹 麦 流 亡 到 捷 克 斯 洛 伐 克，后 到 莫 斯 科。１９３６年 他

在这里被当作 间 谍 逮 捕。１９４３年，他 在 俄 国 北 部 的 一 座 劳 改 营 里

去世。他的妻子已在斯大林和希特勒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之后被

遣送回盖世太保手中。她活了下来。现在奥托瓦尔德已被恢复了

名誉。
关心德国局势的不只是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海因兹·李普

曼（ＨｅｉｎｚＬｉｅｐｍａｎｎ）创作经历即可说明这一点。起初他在法兰克

福和汉堡的戏剧界很有名气，后来他离开德国来到阿姆斯特丹。他

的名字出现在 首 批 被 剥 夺 公 民 权 的 德 国 人 名 单 中。他 的 小 说《祖

国》（１９３３年）所 表 现 的 正 是 一 个 国 家 发 生 剧 变 的 情 形。李 普 曼 用

来表现这一主题的故事情节十分简单。一艘拖网渔船在离开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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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后回到港口。在这期间船上什么消息也得不到。返家的水

手（以及读者）发 现 祖 国 在 这 期 间 已 发 生 了 变 化。博 尔（Ｂｌｌ）在 此

书最近一版的序言中指出：

李普曼描写了散布到生活各个方面的恐怖：学校里、电车

上、邻居间、工作中、报刊上。他特别用一种尖 刻 的、令 人 觉 得

羞辱的手法写了作家协会里的恐怖。①

“库尔姆”在海上待了八个星期。在这期间，德国已变成了异邦，变

成了一片陌生的荒漠，统治这里的是丧失理性的暴力。小说把重点

放在反映盖世太保和冲锋队怎样用恐怖手段无情镇压一切抵抗行

动上。这方面李普曼成功地描绘了祖国所处的状况，具有极为感人

的力量。国社党曾在十八个国家对作者提起诉讼，企图阻止这部作

品出版发行，这说明国社党意识到了它在国外产生的影响。另外，
有位盖世太保的代理人还出面在国外报刊上发表了数篇评论文章，
对这本书的真 实 性 提 出 了 疑 问。而 李 普 曼 本 人 则 用 副 标 题 把《祖

国》一书说成是“一部依据事实写于德国的小说”。他声明书中每一

句人物语言都是他亲耳听到的，书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是他熟悉的，
书中的每一件事都是他本人或他所信赖的朋友亲眼见过的。人们

相信李普曼，尤其是在那位纳粹代理人的身份暴露之后。小说也得

到了高度评价，只有那些忠诚的共产党员考虑到作品对犹太人的描

写而对其重要性有所怀疑，并且对他认为在共产党之外仍有“另一

个德国”在进行实际的抵抗表示异议。李普曼因为脱离政治而吃了

一些苦头。由于纳粹施加压力，他在荷兰遭逮捕，被加上了“侮辱荷

兰的友好国家的政府首脑”的罪名，被判处监禁一个月。这一罪名

指的是他揭露了东普鲁士存在的腐败行为，其中涉及到一宗被转移

—１４２—

① Ｈｅｉｎｚ Ｌｉｅｐｍａｎｎ， Ｄａｓ Ｖａｔｅｒｌａｎｄ． Ｅｉｎ Ｔａｔｓａｃｈｅｎｒｏｍａｎ ａｕｓ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Ｆｏｒｅｗｏｒｄｂｙ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Ｂｌｌ，ＢｉｂｌｉｏｔｈｅｋｄｅｒｖｅｒｂｒａｎｎｔｅｎＢüｃｈｅｒ，
ｅｄ．ＨｅｉｎｚＫｏｈｎｕｎｄＷｅｒｎｅｒＳｃｈａｒｔｅｌ（Ｈａｍｂｕｒｇ，１９７９），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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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兴登堡名下的房地产。布莱希特也曾以此为题材写了《阿图罗·
于》。不 过 李 普 曼 终 究 没 有 服 刑，而 是 作 为 “不 受 欢 迎 的 人”
（ｐｅｒｓｏｎａｎｏｎｇｒａｔａ）被驱逐到比利时。荷兰政府用这种做法避开了

德国引渡的要求。他的《死刑》（１９３５年）可以说是他第一部小说的

续集。其中写到了同一位从事地下活动的共产党英雄。这部小说

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承认社会党和共产党一样在抵抗，也在于它有明

确的旨意，即警告民主国家：希 特 勒 有 好 战 的 倾 向；同 时 向 世 界 表

明，德国人民并未站在希特勒一边。李普曼在《发生于德国的谋杀》
（１９３４年）和《空中死神》（１９３８年）中也体现了同样的创作意图。他

在战后出版的评论集《一个德国犹太人对德国的思考》表明他仍一

如既往地关心德国的命运。李普曼的流亡岁月是在法国、英国和美

国度过 的。从１９４３年 到１９４７年 间，他 担 任《时 代》杂 志 的 编 辑。

１９４５年，他重返德国，继续为德国和美国的报刊工作。１９６６年６月

６日，李普曼在瑞士去世。
流亡作家们已经察觉到抵抗实际上已失败，国家社会主义已获

胜。对他们来说，指出抵抗希特勒的“另一个德国”的存在明显是一

种策略。因而反映德国状况的小说采用各式各样的手法以求在某

一方面说明这种抵抗为什么存在。有人把国社党的德国总结为一

块充满不信任感和背叛行为的国土。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形

象是斯皮泽尔（Ｓｐｉｔｚｅｌ）。这个人物渗透到反对派内部，并且向盖世

太保告密。斯皮泽尔成为当时的文学创作中的一个很关键的形象。
例如布莱德尔有一部短篇小说集、布莱希特有一篇速写都以他的名

字命名。同样是出于深入认识纳粹德国的意图，许多小说不是从抵

抗力量的角度写的，而是从冲锋队的角度写的，这样小说家们就有

可能探究组成冲锋队的社会各个阶层的成员。他们特别把焦点对

准了那些被引入歧途的工人。这些工人为了各种（明显）错误的理

由加入了冲锋队，而后又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流亡作家们在这里

再一次误入歧途，他们脑中的“牛排纳粹”的分布面比实际分布面要

广，结果冲锋队本身也有变成一只抵抗现政权力量的可能。显然他

们必须解释这样的事实，共和国民主力量的垮台不能只责怪白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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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数不少的工人阶级成员也未能看清楚法西斯主义才是他们的

死敌。国社党不仅把自己说成是民族主义的政党，也说成是以革命

为目标的工人的政党；它把打碎资本奴役、剥夺连锁商店的财产、劳
动神圣等内容也列入了政纲。身在德国国外的人希望，当那些曾相

信这些口号并加入纳粹党的人发现这个党的政纲的大部分条款已

被置诸脑后时，各个阶层都会出现强烈的骚动和不满。瓦尔特·施

恩斯特德（ＷａｌｔｅｒＳｃｈｎｓｔｅｄｔ）的《枪手企 图 逃 跑》是 以 此 类 问 题 为

主题的小说的 一 个 很 好 的 样 板。作 者 把 这 部 小 说 称 为“冲 锋 队 小

说”。施恩斯特德１９０９年出生于柏林，早年即参加共产党。该作品

是他唯一一本重要作品。战后他在联邦德国帮助创办《呼声》（Ｄｅｒ
Ｒｕｆ）时发挥了 巨 大 作 用。他 是“第 四 十 七 小 队”（Ｇｒｕｐｐｅ４７）的 先

驱。在１９５１到１９５２年间他曾神秘地消失过一段 时 间。汉 斯·马

克维扎（ＨａｎｓＭａｒｃｈｗｉｔｚａ）的《制 服》（１９３９年）表 现 的 也 是 同 样 的

主题。这位作家是 传 统 类 型 的 共 产 党 员，１９３４年 开 始 写 一 部 家 庭

史诗《库米亚克一家》（涵盖了鲁尔区的历史），写了一代又一代，到

１９４５年后仍接连 出 了 几 卷。以 现 在 的 眼 光 回 头 看，很 容 易 发 现 德

国境外的作家在对冲锋队的认识上犯了根本性的错误。冲锋队的

急剧膨胀并未导致德国工人把它向左拉去，并造成公开暴动、推翻

现政权的形势；有些工人没有加入冲锋队只是由于失业或经济方面

有压力。纳粹的宣传卓有成效。民族主义思想和反闪族的思想对

某些人来说比经济利益和阶级斗争更有吸引力。幻灭感和不满情

绪并未在冲锋队及其拥护者中间蔓延；希特勒通过运用残暴手段剪

除异己解决了这一棘手问题。这并未危及政权的稳固，反而巩固了

政权。即使真有“好纳粹”那也早给消灭了。不过，尽管认识有这些

不同，尽管共产党的方面完全错了，“冲锋队小说”的意图仍有其价

值，它可以使德 国 境 外 的 读 者 真 正 感 到 自 己 深 入 到 了 新 德 国 的 核

心，而不是被请来通过社会党、共产党或犹太人的眼光来看新德国。
流亡作家们 尽 管 试 图 把 握 新 德 国 的 本 质，揭 示 德 国 悲 剧 的 根

源，却仍然不免陷于许多幻想。此时，新德国的影响已经开始跨越

国界。安娜·西格斯的《二月之路》和奥斯卡·马利亚·格拉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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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渊》续集记叙了维也纳工人反对多尔夫斯政权的二月起义。不

过，这些书作为小说往往由于胶柱鼓瑟、将一些政治史实硬塞进去

而变得累赘不堪。在１９３５年１月公民投票中达到高潮的争取萨尔

地区自治的斗争也有几种作品记叙，如古斯塔夫·雷格勒的《火十

字架》（１９３４年）和西奥多·巴尔克（ＴｈｅｏｄｏｒＢａｌｋ）的《这是萨尔人

在发言》（１９３４年）。这 两 部 作 品 都 是 纪 实 性 小 说。公 民 投 票 的 结

果是９０％的人支持与新德国结盟。这种结果动摇了流亡者们的观

点：他们对形势的估计完全 错 误。萨 尔 区 的 被 吞 并 也 切 断 了 将 反

纳粹文学输入帝国的最后一条通道，流亡的第一阶段至此结束。作

家们不再一心“面向德国”写作，不再死抱住使人得到慰藉的强盗政

权垮台在即的信心不放，不再相信在国内占多数的善良的德国人大

多还在 沉 默，抗 议 的 怒 吼 将 在 他 们 中 间 爆 发。而 对 德 国 国 内 的

人———无论是不是“牛排纳粹”———来说，希特勒显然成就不凡。尤

其让他们佩服的是他能用和平手段持续不断地扩张帝国，继萨尔区

之后，又把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并入大德国的版图。
对流亡者来说，从１９３５年到１９３９年战 争 爆 发，是 一 个 悲 观 情

绪逐渐增长、幻想逐渐打破的时期。德国政府对收留了流亡者的邻

国施加了强大的压力。公民权被剥夺、护照等法律证件被注销不断

给流亡者增加困难。虽然人们非常体谅那些离开了德国的犹太人，
但其他人则很容 易 被 怀 疑，这 不 仅 因 为 有 许 多 国 家 极 为 同 情 希 特

勒，也因为他要求把新德国建成反对共产主义的堡垒。汹涌而来的

难民对大多数国家都是个难题。世界经济总体上处于衰退之中，这
就意味着许多流亡者不能继续从事他们的职业，与驻在国已经承受

着沉重压力的公民们竞争。德意志帝国与大多数欧洲国家存在着

重要的经济联系，这就使它有可能广泛施加压力，破坏流亡者在国

外安居的努力。许多政府和企业都不想为了那些不受欢迎的流亡

者而牺牲自己的经济或政治利益。Ｈ·Ａ·瓦尔特（Ｈ．Ａ．Ｗａｌｔｅｒｓ）
曾广泛搜集了各方面材料来证明流亡作家们要与什么样的艰苦处

境作斗争。除了孚希特万格用隐喻流亡的“候车室”一词概括了这

时期总的状况以外，布莱希特的《流亡者谈话集》在谈到护照时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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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

护照在一个人的构成中是最高贵的部分，但制造一本护照

却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制造一个人。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随随

便便地被制造出来，用不着合适的理由。一本护照却不能这么

容易被造出来。这就是一本护照只要正常就可以被接受，而一

个人即使正常得无可挑剔也不能被接受的原因。

在流亡时期的最初几年里，乐观情绪占上风。许多刊物办了起来，
各种小册子问世。随后几年的情况却正相反。《文汇》和《新德国杂

志》于１９３５年被迫停刊。流亡者们开始分散开，他们不再集中于德

国周围的国家中，而是越来越往地球上最偏远的角落散布。因此他

们要继续组织活动、保持接触和联系也就更加困难。大家仍未放弃

努力，仍积极联络反法西斯力量。国际作家代表大会召开了；一个

民众阵线被宣布建立起来，但并未看到实际效果。共产党的方针也

自然出现了戏剧性变化，这时谈论的是“伟大的同盟”和“人道主义

的共同传统”；无产阶级作家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作家都发誓要联

合起来奋斗；海因里希·曼成了核心人物；《对德国人民的呼吁书》
发表了，但 实 际 效 果 微 乎 其 微。社 会 党 对 共 产 党 仍 然 心 存 疑 虑。

１９３６年，莫斯科开始了公开审判，大批人的坦白交待和失踪更加深

了这种疑虑。只是西班牙内战的爆发、德国继续吞并他国领土以及

人们期待已久的与第三帝国开战才维持了反法西斯阵线的团结，否
则他们之间的联系是岌岌可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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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每个欧洲人都感到，历史正处在转折的关头，震撼世

界的事件以惊人的高速接踵而至；此前默默无闻的人物，如墨索里

尼、希特勒突然冒出头来，在政治舞台上领尽风骚。多少君王垮台，
多少国家崩溃。所以无需奇怪，这时期的文学中，有这么多的作品

探讨历史和历史的价值。自十九世纪以来，历史剧和历史小说就很

受大众欢迎。在１９３３年后的德国它们仍然受到欢迎，无论是民族

主义作家美化新政权的作品，还是国内流亡派作家的作品。流亡到

国外的德国作家也继续从事历史小说的创作，有些作品在其作者离

开德国之前就动笔了。然而直到１９３５年之后，历史小说在反法西

斯文学斗争中的性质和作用问题 才 得 到 广 泛 的 讨 论。① 许 多 流 亡

作家意识到，再去写他们已不能亲眼看到和体验到的德国是多么困

难。某些作家只得依靠他们读到和听到的有关新德国的材料写作。
这时期最优秀的“德 式 小 说”正 是 依 靠 这 类 题 材 来 源 写 成 的，如 安

娜·西格斯的《第 七 个 十 字 架》和 阿 诺 德·茨 威 格 的《万 德 贝 克 之

斧》。安娜·西格斯在谈到她写作那本书的情况时是这样说的：“那

段时期，我拼命搜集那些能或多或少展示德国局势的材料，其中不

—６４２—

① Ｂ．Ｍ．Ｂｒｏｅｒｍａｎｎ，‘ＴｈｅＧｅｒｍ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ＮｏｖｅｌｉｎＥｘｉｌｅａｆｔｅｒ
１９３３’，ｕ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ＰｈＤｔｈｅｓｉｓ．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ｅｗ ＹｏｒｋａｔＡｌｂａｎｙ，
１９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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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人在一个有限的空间中扮演 着 各 自 的 角 色。”①作 品 的 主 要 情

节是七个从集中营逃出的囚犯的经历。集中营当局已竖起七个十

字架。抓回一个逃犯就绞死一个。有一个人逃出了德国，因此有一

个十字架一直空着，这标志着对纳粹机器的反抗取得了一个小小的

胜利。而这个人能成功地逃走，并非由于他个人的努力或勇敢，而

是因为他找到了朋友和同志们。此书并未对政治信条加以过分的

强调，其影响不在于它又是一本对集中营生活进行观察的作品，或

又讲了一次冒险逃亡的故事。而在于“这本小说全面描绘了这一阶

段德国的图景，反 映 了 普 遍 存 在 于 德 国 人 民 中 间 的 力 量 和 情 感”。
这里的场面是开阔的，因为每个囚犯都接触到大量不同类型的人；
他们对逃亡 者 的 反 应 各 不 相 同，从 而 体 现 出 他 们 的 性 格 特 征。但

是，天良未泯的德国人依然存在。特别是那些“小人物”，他们不仅

准备战胜自己的恐惧，而且准备不顾困窘、不顾政府的威胁去帮助

别人。真正的抵抗也存在，虽然只能维持较低的水平。安娜·西格

斯这部作品的命运差不多和她成功地塑造出的主人公海勒斯一样

有一番历险。１９３７年她在法国开始写作此书，１９３８年 完 成。这 时

在巴黎已经能听到德国人的枪声。此书先是以连载的形式发表在

莫斯科的《国际文学》上，后来随着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连载

被腰斩。这本小说的德语版是在墨西哥由艾尔·里布罗·利布里

出版社出版，当时作者正客居墨西哥。各种译本也很快出现。在美

国此书特别受欢迎，被列为出版当月的畅销书。作品被好莱坞改编

成电影，由斯宾塞·特莱西（ＳｐｅｎｃｅｒＴｒａｃｙ）领衔主演。虽然由于在

片中出现的德国人行善过于主动而招致了一些非议，但它还是获得

—７４２—

① ＱｕｏｔｅｄｉｎＢｅｒｇｌｕｎｄ，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ｇｅｇｅｎ Ｈｉｔｌｅｒ，ｐ．２００；
ｍｏｒｅ ｒｅｃｅｎｔｌｙ Ｌｕｔｚ Ｗｉｎｃｋｌｅｒ， ‘Ｂｅｉ ｄｅｒ Ｚｅｒｓｔｒｕｎｇ ｄｅｓ Ｆａｓｃｈｉｓｍｕｓ
ｍｉｔｓｃｈｒｅｉｂｅｎ．ＡｎｎａＳｅｇｈｅｒｓＲｏｍａｎｅＤａｓｓｉｅｂｔｅＫｒｅｕｚｕｎｄＤｉｅＴｏｔｅｎｂｌｅｉｂｅｎ
ｊｕｎｇ’ｉｎＡｎｔｉｆａｓｃｈ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ｖｏｌ．３，ｐｐ．１７２ ２０１．ＳｅｅａｌｓｏＷｅｒｎｅｒ
Ｒｏｇｇａｕｓｃｈ，ＤａｓＥｘｉｌｗｅｒｋｖｏｎＡｎｎａＳｅｇｈｅｒｓ，１９３３ １９３９（Ｍｕｎｉｃｈ，１９７９），
ａｎｄＬｏｗｅｌｌＡ．Ｂａｎｇｅｒｔｅｒ，Ｔｈｅ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ａｎ．ＡＳｔｕｄｙｏｆ Ａｎｎａ
Ｓｅｇｈｅｒｓ（Ｂｏｎｎ，１９８０），ｐ．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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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成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求作品有一个“积极”的主人公，这
也适合共产党国家之外的读者大众的趣味。

阿诺德·茨威格（ＡｒｎｏｌｄＺｗｅｉｇ）是 魏 玛 共 和 国 文 坛 上 的 一 位

显赫人物，特别是在写出了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格里沙》之后更

加出名。① 作为一名 犹 太 人 和 一 位 和 平 主 义 者，他 在１９３３年 后 的

德国显然属于“不受欢迎的人”。他是最早定居于巴勒斯坦的德国

文坛名人之一。这期间他原来的立场逐渐产生了变化，由一名个人

自由主义者转变成虔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和社会党人。在生命将

终时，他成了一名共产党员。他在流亡期间坚持区别对待德国人民

和德国统治者。１９４５年 后，他 回 到 民 主 德 国。在 这 里 他 获 得 了 国

家奖金，担任东柏林艺术学院的院长，成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一代

文学家。阿诺德·茨威格早在１９３７年就在一份布拉格出版的报纸

上找到了小说《万德贝克之斧》的题材。在１９４０年到１９４３年间完

成了这部作品。② 作品的情节和他以前的《格里沙》极为相似，其中

也写到了军队和一桩案件。纳粹在审讯完四名共产党员之后，想迅

速把事情全部了结，却找不到一个行刑人。一名来自万德贝克的善

良、健壮的公民，以汉堡屠夫的身份出现。他来执行死刑，以换取两

千马克来 挽 救 他 那 濒 临 破 产 的 买 卖。这 部 内 容 丰 富 的 汉 堡 小 说

（Ｈａｍｂｕｒｇｎｏｖｅｌ）有各种插曲，但茨威格的成就在于描绘了汉堡这

种都市的各个社会阶层的图画。从无产阶级到受过教育的中产阶

级，从职业阶层到其他面对纳粹无法无天的淫威、暴行变得顺从、服
帖的人，无不包容其中。屠夫是一位善良的德国人，不自觉地被拖

—８４２—

①

②

Ｄ．Ｒ．Ｍｉｄｇｌｅｙ，ＡｍｏｌｄＺｗｅｉｇ．ＺｕＷｅｒｋｕｎｄＷａｎｄｌｕｎｇ （Ｋｏｅｎｉｇｓｔｅｉｎ／
ＴＳ，１９８０）．

Ｊｏｓｔ Ｈｅｒｍａｎｄ， ‘ＷａｓｆüｒＳｃｈｉｃｋｓａｌｅ ｕｎｓ ｂü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ｅ Ｍｅｎｓｃｈｅｎ
üｂｅｒｆａｌｌｅｎ． Ａｒｎｏｌｄ Ｚｗｅｉｇｓ Ｄａｓ Ｂｅｉｌ ｖｏｎ Ｗａｎｄｓｂｅｋ’ ｉｎ Ｗｉｎｃｋｌｅｒ，
Ｆａｓｃｈｉｓｍｕｓｉｋｒｉｔｉｋｕｎｄ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ｂｉｌｄ，ｐｐ．１３１ １５１．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Ｗｅｓｔ
Ｇｅｒｍａｎｅ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ｉｓｎｏｖｅｌｕｎｔｉｌ１９７９．ＩｔｗａｓｆｉｌｍｅｄｉｎｔｈｅＧＤＲｉｎ１９５１ａｎｄ
ｈａｓｒｅｃｅｎｔｌｙｂｅｅｎｆｉｌｍｅｄｉｎｔｈｅＦｅｄｅｒａｌ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ＳｅｅＳｐｉｅｇｅｌ，ｖｏｌ．３６．ｎｏ．３３
（１６Ａｕｇ．１９８２），ｐｐ．１４２ １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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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事件当中。他杀了人，享受了短暂的富裕生活，但最终也未能避

免毁灭临头。这正像德国允许自己被拖入战争，在各地获胜，而后

又不可避免地垮台一样。在实际事件发生前很早，茨威格就想象出

了军界某些人暗杀希特勒的尝试。在他这部小说中，茨威格从未谴

责过作为一个整体的德国人民，甚至像屠夫第戎这样的人也未加责

备。茨威格只是让读者感受国家社会主义统治下的生活是什么样

子，从中获取认识材料，理解为什么这么多人先是允许反常的事情

发生，继而当反常变成正常时又与之相安共处。
这也是伊姆嘉·克恩（ＩｒｍｇａｒｄＫｅｕｎ）在流亡中创作的小说的

长处。这位女演员在舞台上已有些名气，后来图邵尔斯基发现了她

写讽 刺 文 学 的 天 才。① 她 大 概 属 于 那 种“不 会 惹 乱 子 的 人”（ｔｏ
ｗｈｏｍｎｏｔｈｉｎｇｗｏｕｌｄｈａｖｅｈａｐｐｅｎｅｄ），但她拒绝进入帝国文学部。

１９３５年，她流亡到荷兰，和约瑟夫·罗斯一起生活了一段 时 间，后

秘密返回德国，从１９４０年到１９４５年一直秘密地留在德国国内。由

于直到１９３５年才离开德国，因此她有可能为写小说体验纳粹德国

的生活。正如路德维希·马库斯指出的那样，她没有把德国人分成

纳粹 分 子 和 非 纳 粹 分 子 两 种，而 是 去 表 现 芸 芸 众 生，表 现 普 通 人：
他们对政治不感兴趣，只想活下去。克劳斯·曼写了一篇题为《德

国的现实》的文章评论 克 恩 的《午 夜 之 后》（１９３７年）。他 注 意 到 其

中有流亡者们所缺乏的东西：“与德国的形势、与目前笼罩德国的气

氛的直接接触……，小说随着一个天才女人的行踪，告诉了我们在

那块我们尚不能踏足的土地上发 生 了 什 么 事 情。”②小 说 把 视 野 限

制在一位年轻姑娘的眼中。这位姑娘与德国生活中的一切方面都

格格不入。然而，简洁有力的对话、超拔的机智和叙述文体的成就

—９４２—

①

②

Ａｌｌ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ｈｅｒｅｔｏ Ｉ． Ｋｅｕｎ ａｒｅｆｒｏｍ Ｂｅｒｇｌｕｎｄ，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ｇｅｇｅｎＨｉｔｌｅｒ，ｐｐ．２１５ ２２１．

ＫｌａｕｓＭａｎ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Ｗｉｒｋｌｉｃｈｋｅｉｔ’，ＮｅｕｅＷｅｌｔｂüｈｎｅ，ｎｏ．１７（１９３７），
ｐｐ．５２６ ５２８；ｍｏｒｅｒｅｃｅｎｔｌｙＧｅｒｔＳａｕｔｅｒｍｅｉｓｔｅｒ．‘ＩｒｍｇａｒｄＫｅｕｎｓＥｘｉｌｒｏｍａｎ
Ｎｏｃｈ Ｍｉｔｔｅｒｎａｃｈｔ’ｉｎ Ｗｉｎｃｋｌｅｒ，Ｆａｓｃｈｉｓｍｕｓｉｋｒｉｔｉｋｕｎｄ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ｂｉｌｄ，
ｐｐ．１５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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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弥补了这一限制。这里没有沉闷的反法西斯主义。伊姆嘉·
克恩在返回纳粹德国之前还出版了几部小说，但她也和其他人一样

感到德国的影子越来越远，终于完全隐没。在这一过程结束时，她

回到了德国。
一般来讲，“德式小说”往往与作者获得亲身体验的那段时间联

系在一起。所以到此为止所论及的所有小说都只写了从国社党崛

起到三十年代末其政权得到巩固这一时期的生活。至于这类小说

与作者自身的体验及家庭历史的联系究竟有多紧密，可拿这类小说

中最著名的一部———克劳斯·曼的《靡非斯特》来说明。克劳斯·
曼是他那位著名父亲的长子，１９０６年出生在慕尼黑，１９４９年在戛纳

（法国东南部一海港城市———译者注）自杀。① 流亡中他成为“另一

个德国”的重要代言人。他曾在纽约出版了一本书（１９４０年），专门

论述“另一个德国”的问题。他为此书写的题辞是与哈洛尔德·尼

科尔森（ＨａｒｏｌｄＮｉｃｏｌｓｏｎ）一起商量的，从中可以看出他在研究这一

课题时的随意性：“德国人的性格是人类天性的一种最美好、也是最

曲折的发展。”前面已经提到过克劳斯·曼致格特弗里德·本的公

开信，以及由此信引起的有关知识分子和德国新局势的争论。他从

１９３３年到１９３５年编辑《文汇》，从１９４１年到１９４２年在纽约编辑《决
定》。克劳斯·曼还很年轻，因此能够变换语言。他的大量作品都

是用英语出 版 的。他 的 主 要 小 说 作 品 都 是 写 流 亡 中 的 种 种 问 题。
但《靡非斯特》显 然 取 材 于 他 早 年 的 生 活，并 且 涉 及 到 演 员 古 斯 塔

夫·格伦根（ＧｕｓｔａｖＧｒüｎｄｇｅｎｓ）。这 部 小 说 的 经 历 在 所 有 写 于 流

亡中的德国小说中也是最引人注目的。《靡非斯特》１９３６年在阿姆

斯特丹由吉利多 出 版 社 首 次 出 版，当 时 获 得 的 成 功 是 在 情 理 之 中

的。战后，民主德国和瑞士又重版了此书。但在联邦德国，此书却

—０５２—

① ＳｅｅＷｉｌｆｒｉｅｄＤｅｓｃｈａｕｅｒ，ＫｌｎｕｓＭｎｒｔｎｕｎｄｄａｓＥｘｉｌ（Ｗｏｒｍｓ，１９７３）；
ＰｅｔｅｒＴ．Ｈｏｆｆｅｒ，Ｋｌａｕｓ Ｍａｎｎ （ＴＷＡＳ４３５，Ｂｏｓｔｏｎ，１９７８）；ＩｌｓｅｄｏｒｅＢ．
Ｊｏｎａｓ，‘Ｋｌａｕｓ ＭａｎｎｉｍａｍｅｒｉｋａｎｉｓｃｈｅｎＥｘｉｌ’，ＷｅｉｍａｒｅｒＢｅｉｔｒｇｅ （１９８２），
ｐｐ．３５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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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到查禁。查禁是由一桩讼案引起的。当时格伦根已故，其养子控

告打算出版 此 书 的 出 版 商 污 损 人 格。法 庭 支 持 这 种 说 法。１９７９
年，阿 利 安·姆 诺 希 金（ＡｒｉａｎｅＭｎｏｕｃｈｋｈｉｎｅ）在 读 了 此 书 法 文 版

后，将小说改编成戏剧，供 巴 黎 的 文 森 尼 斯 市（Ｖｉｎｃｅｎｅｓ）索 雷 尔 剧

院上演。此剧无论在何 地 上 演，都能引起巨大反响，其中也包括德

国。平装本的《靡非斯特》最终还是在联邦德国出版，并成为畅销书。
继小说和剧作获得成功后，米洛兹·扎博（ＭｉｌｏｓｚＳｚａｂｏ）又将其改编

成电影，也在国际上产生了影响。这本书的经历再一次证明：Ｈａｂｅｎｔ
ｓｕａｆａｔａｌｉｂｅｌｌｉ！（拉 丁 语，意 为“书 籍 都 有 自 己 的 命 运”。———译 者

注）。此书是一部“虚构性真人小说”（ｒｏｍａｎｃｌéｆ，另译“钥匙小说”或
“索隐小说”。参见施康强《第二壶茶》中的《钥匙小说》一文———译者

注）。它以这种形式暴露了格伦根与当时的名人如戈林、戈培尔、格特

弗里德·本、汉斯·约斯特等人的交往，因此半带攻击性质，这或许是

这部写一个人“在第三帝国发迹过程的小说”原先产生吸引力的原因。
但这不是它今天吸引人的原因，因为大多数戏剧观众和电影观众对格

伦根其人一无所知，也不了解克劳斯·曼与格伦根的私人关系，不知

道这位阴阳人演员曾与克劳斯的妹妹艾莉卡结过婚。对这部作品目

前所获得的成功，还是克劳斯·曼原先说过的一段话较为中肯：

我感到有一种沉重的压力迫使我宣布：当我在写我的作品

《靡非斯特，关于一个人发迹经历的小说》时，我的兴趣并不在讲

述一个特殊人物的生平上。我写此书的首要兴趣在于提供一种

典型，同时提供各种环境（我的小说在任何意义上都绝不局限于

只写那种褐色环境）以及一些特定的社会和精神条件。这些环

境和条件为这种以权利为目标的攀登奠定了基础。①

—１５２—

① １９３６年６月，小说首先在《巴 黎 人 日 报》刊 出，被 称 为 是 一 部“钥 匙 小

说”。克劳斯·曼写下这些话以示抗议。整个背 景 可 以 从Ｒｏｒｏｒｏ平 装 本 丛 书

第４８２１册中找到，这本书自１９８１年以来在联邦德国就是畅销书。———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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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这部作品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虚构性真人小说”，而是又一

部“德式小说”，它描绘了从１９２５年左右到１９３６年间德国社会的广

阔画面。实际上，《靡非斯特》是最早广泛反映第三帝国状况的流亡

小说之一。挑选一位既是演员又是导演的人来作主角委实是神来

之笔，的确比挑选一般人更能说明问题，因为克劳斯·曼在他的靡

非斯特（浮士德的魔鬼搭档，代表“心中有两个灵魂”的德国人）身上

发现了一种重要的象征，即“完全戏剧化、完全虚构、完全非真实的

政权”的象征。
《靡非斯特》是作家依赖对德国情状切身体验而写作的一个样

板。许多作家清醒地意识到记忆模糊了、环境变了，所以他们所写

的东西再也不能与留在他们身后的德国现实沟通了。这也是历史

小说多起来的原因，虽然前面提到过，某些作者（如孚希特万格）并

未在写自己时代的小说和写往昔时代的小说之间加以分别。某些

人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写的历史小说即已获得成功，于是就继续使用

这种已经用过且效果不错的体裁。此外，历史小说具有浓郁的地方

色彩。这种异域情调、昔日风光与那些受限制较多、直接以德国当

代生活为题材的作品相比，对外国读者更具吸引力。某些作家，如

托马斯·曼，甚至在１９３３年后还能在德国国内继续发表历史小说，
令他们的同行痛心疾首。而曼则认为，必须尽可能地与读者大众保

持联系。① 因此，《雅可布的故事》１９３３年后由柏林的Ｓ·费舍尔出

版社出版，当年即重印二十五次；第二部小说《小约瑟夫》于１９３４年

仍由费舍尔出版社出版，同样大受欢迎。甚至他的杂文集《大师们

的苦难与辉煌》（其中有一篇引起慕尼黑市一官员责难的纪念瓦格

纳的文章），尽管引起了官方的明显不满，仍然销路很好。《约瑟夫》
系列作品的第三部是由伯尔曼·费舍尔出版社在维也纳出版。这

家出版社后来转移到了斯德哥尔摩，它一直保留着托马斯·曼的作

—２５２—

① ＡｎｎｉＣａｒｌｓｓｏｎ，Ｄｉ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Ｂｕｃｈｋｒｉｔｉｋｖｏｎｄｅｒ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ｂｉｓｚｕｒ
Ｇｅｇｅｎｗａｒｔ（ＢｅｒｎｅａｎｄＭｕｎｉｃｈ，１９６９），ｐｐ．３１６ ３４１：‘Ｄｉ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ｕｎｄｄａｓ
ＤｒｉｔｔｅＲｅｉｃ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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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直到１９４５年予以出版。这些作品 中 包 括１９３３年 到１９４５年 所

写的杂文，如《德国和德国人》等，但德国人直到战后才读到这些杂

文。像《约瑟夫》系列这类以历史为题材的作品似乎远离时代的课

题，但当代的事件并不是对这些作品或它们的作者毫无影响。流亡

者创作的历史小说与国内流亡派的历史小说及纳粹作家的历史小

说毫无共同之处。许多作家阐述了流亡的经验对历史小说产生的

影响，乃至为历史小说辩护，反驳那些认为历史小说回避现实、回避

当代社会问题、回避作者已没有能力再写的“德式小说”的说法。早

在１９３６年，阿尔弗雷德·多布林（ＡｌｆｒｅｄＤｂｌｉｎ）在《历史小说和我

们（指流亡作家）》中就指出，那些失去祖国的作家们在写作前很自

然要与历史进行比较，要反映从历史到现实发展的链条；很自然要

在历史中寻找慰藉，甚至寻找使一个表面上战无不胜的征服者在巨

大灾难中垮台的相似条件。① 德国的 国 内 形 势 可 以 从 某 个 方 面 说

明为什么大多数历史小说都偏爱用否定性主人公。虽然多布林在

他的文章中并未论及这一点，这一点却是流亡刊物和流亡者会议上

的议题。库特·希勒（ＫｕｒｔＨｉｌｌｅｒ）对历史小说的抨击 是 最 直 言 不

讳的。他开出了一张历史小说中实有的和虚构的历史人物的名单，
长得令人难以置信，以讥讽这些历史小说所表现的对现实的逃避。
但利昂·孚希特万格作为历史小说和当代生活小说两方面的代表，
却令人信服地指出，这两种小说都能够处理迫在眉睫的现实课题。
马库斯在他的文章《对逃避的谴责》中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卢卡

契也写了一篇思 路 开 阔 的 研 究 历 史 小 说 的 论 文（文 中 特 别 强 调 人

民、革命领袖和理想的作用）。他的出面有力支持了流亡作家们的

历史小说。他认 为 历 史 小 说 并 非 回 避 现 实 的 方 式，而 是 既 有 艺 术

性、又有战斗性的反法西斯的作品。历史小说在艰难的时代是启蒙

和指路的手段；它能够拨开为纳粹津津乐道的历史上的迷雾，用理

—３５２—

① Ｊ．Ｄ．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Ｅｘｉｌｅ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ｏｆ
ＦｒａｎｚＷｅｒｆｅｌ，ＡｌｆｒｅｄＤｂｌｉｎａｎｄＨｅｒｍａｎｎＢｒｏｃｈ’，ｕ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ＰｈＤｔｈｅｓｉｓ，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９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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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解 释 神 话。历 史 并 非 必 然 是 一 种 人 类 无 法 控 制 的 宿 命 的 力

量，———英雄、伟人（ｃｈａｒｉｓｍａｔｉｃｓｔｒｏｎｇｍｅｎ）可 能 对 某 些 事 情 产 生

影响，但历史只能受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制约，———人民和知 识 分 子

都在历史中发挥着作用。从历史中得出的重要教训是，需要拿出有

意识的行动，不能退缩。这种看法与布莱希特对历史的看法不谋而

合，也正接近布莱希特在《朱利尤斯·恺撒的业务往来》中的尝试。
这是作家在１９３９年前后写的一部重要小说，但直到１９５７年作者死

后才得以出版。布莱希特的经济收入一直不佳。他大概是想效仿

他那位成功的小说家朋友孚希特万格，用历史材料来表现政治性主

题。① 他曾写过一 部 恺 撒 的 戏，皮 斯 卡 多（Ｐｉｓｃａｔｏｒ）曾 想 在 巴 黎 把

它搬上舞台。演出计划失败后，布莱希特便有了把它改编成历史小

说的打算。恺撒和希特勒之间作为军事领袖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
除此之外，布莱希特还尝试颠倒正常的过程，揭示出伟人不是在制

造历史，而是在制造交易。以历史小说为手段抨击纳粹独裁统治的

想法对布莱希特有极大的吸引力。不幸的是历史小说的传记性与

讽刺性动机之间存在着矛盾，这一设想和他的其他许多此类设想一

样半途而废。不过，有些流亡作家在历史题材的创作方面取得了好

于布莱希特的成就。他们用一种意念构筑了历史小说。无人能够

指责布鲁诺·弗 兰 克（ＢｒｕｎｏＦｒａｎｋ）、利 昂·孚 希 特 万 格、海 因 里

希·曼 和 古 斯 塔 夫·雷 格 勒 的 作 品 仅 仅 是 为 了 逃 避 而 玩 的 花 招。
对历史人物的选择（通常是独裁者和暴君）和主题的集中（对犹太人

的迫害、审判巫师、宗教狂热的浪潮）表明，这类历史性作品意在警

告世界看清楚在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有时，情形

正如备受称道的历史全景画———海因里希·曼的《亨利四世》一样，
作者的意图并不在于吸引读者在历史和现实之间进行比较（伴随着

予人慰藉的想法：无论怎样的黑暗时 代 都 会 过 去），而 是 为 了 提 供

—４５２—

① ＨｅｒｂｅｒｔＣｌａａｓ，‘Ｓａｔｉｒｉｓｃｈｅ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ｓｒｏｍａｎｅ ｍｉｔ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ｅｍ
ＳｔｏｆｆｂｅｉＬｉｏｎＦｅｕｃｈｔｗａｎｇｅｒｕｎｄＢｅｒｔｏｌｔＢｒｅｃｈｔ’ｉｎＷｉｎｃｋｌｅｒ，Ａｎｔｉｆａｓｃｈｉｓｔｉｓｃ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ｖｏｌ．３，ｐｐ．２０２ ２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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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与希特勒的人格、信仰以及“他的”德国相对立的样板。① 亨利

四世（１５１５—１６１０）是 纳 伐 利 的 国 王，加 尔 文 教 教 徒，新 教 教 徒

（Ｈｕｇｕｅｎｏｔｓ）的领 袖。他 已 成 为 传 说 中 的“好 国 王”。他 回 忆 起 圣

巴塞洛缪节的大屠杀（ＳａｉｎｔＢａｒｔｈｏｌｏｍｅｗｓＤａｙＭａｓｓａｃｒｅ，发 生 于

１５７２年８月２４日，是法国天主教徒和法国军队对法国新教徒的大

屠杀，被害新教徒超过十万人。———译者注），回忆起他带领新教徒

与天主教同盟及其盟友西班牙、教皇进行的战斗；回忆起他改信天

主教，以求他的人民避免更深地陷入战争和血海之中；回忆起他颁

布《南特诏书》，给予法国新教徒以良心自由、礼拜自由、法律保障的

地位，等等。他的所作所为毫无为和平、为社会改革和重建铺路的

意思。十分清楚，海因里希·曼选择这一时期的法国，描写其中的

大屠杀、战争和背叛，就是为了与他那一时代的德国相对照。而他

的亨利也是一个与希特勒对立的人物，与希特勒所代表的一切都水

火不容。亨利是一个真正的人，心中充满的不是恨，而是爱。他性

格丰富、复杂，有人情味儿，有真正的创造性和进步性；他的宗教是

人道主义，但他也懂得为了这一信仰有时必须战斗：“思索者必须行

动。”海因里希·曼并不认为一本小说能改变世界，即使是有这种意

图的小说。他在题献给祖国的杂文集《憎恨———纳粹生活图景》中，
揭露希特勒德国根本上是反人道的，因为它的动力是恨，而不是爱。
在《亨利四世》中，他力图刻画一位“理想的化身———他具有理性、人
道主义和正义的力量”。

一般来讲，必须把这类作品看作是针对德国境外读者、而非国

内读者的。的确，德国流亡作家创作的大部分文学作品能否到达德

国国内志同道合的人们手中，或者是否能在某个方面影响事件的进

程或公众舆论，都是个未知数。流亡作家们意识到了这一点。在这

一时期，他们不再首先致力于澄清德国的事情究竟是怎样发生的。

—５５２—

① ＤａｖｉｄＧｒｏｓｓ，ＴｈｅＷｒｉｔｅｒ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ＭａｎｎａｎｄＬｉｒｅｒａｒ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ｉｎＧｅｒｍａｎｙ，１８９０ １９４０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Ｈｉｇｈｌａｎｄｓ，ＮＪ，１９８０）；Ｗｏｌｆ
Ｊｏｅｃｋｅｌ，ＨｅｎｒｉＱｕａｔｒｅａｌｓＧｅｇｅｎｂｉｌｄｚｕｍＮ．Ｓ．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Ｗｏｒｍｓ，１９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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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时期出现的小说大多已不再把重点放在描述希特勒掌权后

第三帝国的状况上，而是放在那些为新德国的出现铺平道路的事件

上。这说明人们要求挖掘潜藏在魏玛共和国中、乃至更早时代中的

纳粹根源。只有认清历史上一切对共和国失败和希特勒、国家社会

主义成功起作用的因素，才能理解现实。前面已提到过几个这类作

品的作 者，如 奥 斯 卡·马 利 亚·格 拉 夫、利 昂·孚 希 特 万 格、阿 诺

德·茨威格。这里要提到的是这类作者中最伟大的一位，即“现代

小说的创造者”阿尔弗雷德·多布林（ＡｌｆｒｅｄＤｂｌｉｎ），因 为 他 长 期

以来一直充任这类作者的代表。他的先锋派小说《柏林的亚历山大

广场》（Ｂｅｒｌｉｎ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ｐｌａｔｚ）自１９２９年出版后，已在国际上引起

反响。多布林是一个社会党人，也是一个犹太人。他对自己与纳粹

势不两立的立 场 直 言 不 讳。１９３６年 他 离 开 德 国，成 为 一 名 法 国 公

民。德国军队侵入法国后，他又离开法国。战后，他虽返回了德国，
却不甚得意，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 回 来 了，却 旧 梦 难 寻”（Ａｎｄ
ｗｈｅｎＩｃａｍｅｂａｃｋ—ｉｔｗａｓｎｏｃｏｍｅｂａｃｋ）。他的旧作已被忘却，新

作又无人肯出版。他改信天主教，显然背叛了他的犹太人根系。他

还是一个有法国人身份的德国人。他在失望中去世。此后，众所周

知，格拉斯称他为师，批评家们也终于想起来布莱希特曾说他的小

说《１９１８年１１月》“无 论 在 政 治 方 面 还 是 在 美 学 方 面 都 独 树 一 帜，
是每个尝试写作的人都应一读的范本”①。布莱希特所赞赏的是此

书对其表现对象———１９１８年革命———的积极思考。多布林越过了

魏玛共和国时代，因 为 作 为 一 次 被 社 会 党 领 袖 破 坏 的 社 会 主 义 革

命，德国的１９１８年革命才是这个国家的历史转折点。多布林的小

说所描绘的画面并不这样简单，———虽然他的把社会主义与宗教联

系起来的要求确实使他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对重大政治问题的洞

察力，但他的题材———魏玛共和国问题重重的起步———的重要意义

仍然无可置疑。从１９３７年到１９４３年，多布林在流亡法国和美国期

—６５２—

① ＨｅｉｎｚＤ．Ｏｓｔｅｒｌｅ，‘ＡｌｆｒｅｄＤｂｌｉｎｓ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ｒｏｍａｎ’，ｐｏｓｔｓｃｒｉｐｔｔｏ
ｔｈｅｅ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４ｖｏｌｓ．（ｄｔｖｌ３８９，Ｍüｎｃｈｅｎ，１９７８），ｐ．６７２．



第十章　流 亡 文 学（下）

间，有时间对革命的失败及由此累及的德国社会改革的失败进行了

全面的思考。他把自己看作医生，让探索的触角深入到历史中去，
查找那种后来蔓 延 到 德 国 全 身 的 疾 病 的 病 因。《１９１８年１１月》是

一部两千页的煌煌巨制，由四卷组成：第 一 卷《公 民 与 士 兵》，第 二

卷《被叛卖的 民 族》，第 三 卷《前 线 部 队 的 归 来》，第 四 卷《卡 尔 和 罗

莎》（指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此书的出版过程比其

他流亡作家的此类作品更为曲折。由于这些曲折，此书未能得到它

应有的知名度。不过，此书现在已经出版了平装本，也获得了学术

界的有力支持，得到了它应该得到的重视。① 简·汉斯（ＪａｎＨａｎｓ）
曾试图总结像多布 林 的《１９１８年１１月》这 类 视 野 开 阔 的 作 品 的 意

义。正像他所认识的那样，这些作品所描绘的画面一般都是批判性

的。这些作品并不注重追忆，或支持咆哮的二十年代的神话；也并

没有去表现完好的民主制度如何受到威胁，最终被右派和左派的激

进团体的进攻毁掉。它们所描绘的画面是德国不情愿地、半心半意

地承认了共和派的地位，同时保留传统的权力结构，让原政权的代

表继续在法律和管理部门掌权。这类作品想要指出的是，所谓夺权

“实际不过是权力移交，是谋划已久的一笔交易的最后一步”②。
到这里为止所论及的小说中，有许多都是根据作家“面向德国”

的出发点进行构思的。但要记住，也是这些作家，从一开始就明白

他们的德国流亡者的身份；他们也把流亡生活当作作品的主要题材

之一。③ 孚希特万格的三部曲《候车室》的最后一部即 以“流 亡”为

—７５２—

①

②
③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Ｗ．Ｒｉｌｅｙ，‘Ｔｈｅ Ａｆｔｅｒｍａｔｈ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ｓｔ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ａｎｄ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ＡｌｆｒｅｄＤｂｌｉｎｓ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１９１８’ｉｎＣｈａｒｌｅｓＮ．
ＧｅｎｎｏａｎｄＨｅｉｎｚＷｅｔｚｅｌ（ｅｄｓ．），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ＷｏｒｌｄＷａｒｉｎＧｅｒｍａｎ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ｓｅ（Ｔｏｒｏｎｔｏ，１９８０），ｐｐ．９３ １１７．

Ｈａｎｓ，‘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ｉｍＥｘｉｌ’，ｐ．４５３．
ＴｈｏｍａｓＡｎｔｈｏｎｙＫａｍｌａ，‘ＴｈｅＴｈｅｍｅｏｆＥｘｉｌｅｉｎｔｈｅＮｏｖｅｌｏｆｔｈｅ

Ｇｅｒｍａｎ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ｕ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ＰｈＤｔｈｅｓｉ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１９７３．
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ｎａｓａｂｏｏｋ，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Ｅｘｉｌ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ＧｅｒｍａｎＮｏｖｅｌ
（Ｂｅｒｎｅ，１９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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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名。克 劳 斯·曼 写 的《逃 往 北 方》（１９３４年）、康 拉 德·麦 兹

（ＫｏｎｒａｄＭｅｒｚ）的《被 抛 出 德 国 的 人》（１９３６年）、伊 姆 嘉·克 恩 的

《万国之子》（１９３８年）和弗里兹·艾本贝克（ＦｒｉｔｚＥｒｐｅｎｂｅｃｋ）的《逃

亡者》（１９３７年）都 是 写 流 亡 的 作 品。对 流 亡 的 体 验 并 不 能 简 单 地

归结为离开德国，来到另一个国家。流亡意味着可能被看作是纳粹

间谍或第五纵队，可能被怀疑为共产党派来制造麻烦的人；而在法、
德停战条约签署后，他们又有可能落入诱捕的圈套，还有被移交给

盖世太保或被关进集中营的危险。流亡意味着要用超凡的毅力生

活在一个极度混乱的世界中。在这个世界里，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

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变化。这个世界里的东西没有一样是稳定的、
安全的。毫不奇怪，那些销路好的文学作品，如恐怖故事、间谍小说

和地下斗争的冒险故事，大多都利用了对这种状态的各种感受。这

类小说仅仅把流亡生活当作怪诞情节的源头。它们利用异国情调

和有趣的人物形象制造动人的力量、催人泪下的效果和惊险曲折的

故事情节（ｈｉｇｈｄｒａｍａ），却不管被迫离开德国的人们遇到的实际问

题。伊里奇·马利亚·雷马克（ＥｒｉｃｈＭａｒｉａＲｅｍａｒｑｕｅ）和汉斯·哈

贝（ＨａｎｓＨａｂｅ）证明自己是生产这种亚 文 学 劣 等 货 的 专 家。这 类

作品可以很容易地改编成叫座的好莱坞影片，如《这样来结束我们

的夜晚》、《凯旋门》、《洛林的十字架》。但同样的体验也可以为更深

刻的主题服务，安娜·西格斯就证明了这一点。她根据自己在被占

领的法国的逃亡经历，写成了小说《辗转》（１９４４年），记下了种种恐

怖。这样的恐怖也 记 录 在 孚 希 特 万 格 的 作 品《不 友 好 的 法 兰 西》
（１９４２年）里。伯尔（Ｂｌｌ）称《辗 转》是 西 格 斯 最 好 的 小 说。也 有 人

拿它和卡夫卡的作品相比，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作者不满足于表述个

人的体验，而是将个人体验转化成一种受惊吓的欧洲人不顾一切要

从毁掉他的那种看不见的危险中逃出的寓言。马赛在１９４０年还是

未被占领的法国领土，因此德国人在那里根本不能露面。小说中的

人物从一个怪诞的世界走过，暴露在一台抽象的、靠过境护照、公章

和船票供养的官僚机器面前。
在流亡期间，局势不断变化，———不是向好的方面变，而是向坏

—８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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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面变。１９３８年３月１４日，希特勒宣布德、奥合并，奥地利成为

第三帝国的一部分。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１日，德国军队攻入捷克斯洛伐

克。波兰陷落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希特勒连连得手，相继拿

下卢森堡、荷兰、比利时和法国。丹麦和挪威也随之被占领。西班

牙内战以法西斯力量的胜利而告终。苏联与德国签署互不侵犯条

约。这些事件每一件都伴随着一次难民大潮。难民们企图摆脱那

即将落到头上的德国魔掌，只是可逃去的国家越来越少。英国调整

了它的移民限额，数月内即接受了七万名难民，其中大约有四百名

作家和戏剧界人士。苏联对移民有限制，只允许那些有合适政治背

景的人进入；而瑞典、瑞士等国都援引法律条文限制移民。远方的

国家中，难民 数 量 最 多 的 国 家 是 美 国。英 国 虽 然 有 一 段 时 间 成 为

简·汉斯所说的“流亡者的欧洲中心”，①却不能算是促进德国文化

发展的中心。美国尽管有较长的德国移民史，对于用德语写德国问

题的德国作家来说也不是一块沃土，部分原因是美国的“熔炉”理论

希望立即发生同化作用。美国人希望移民们尽可能迅速、尽可能彻

底地变成美国人。巴勒斯坦这块犹太人的发祥地也指望不上，那里

的人不希望犹太人有返回的想法。苏联有所不同，这里的作家们享

有较完善的出版条件，但希特勒和斯大林签署的条约、党的方针的

反复无常、公开审判、抓间谍的狂潮、大规模的处决和流放使许多人

感到这个国家似乎出了毛病。大卫·皮克（ＤａｖｉｄＰｉｋｅ）在他最近所

写关于流亡到苏联的德国作家的研 究 论 文 中 进 行 了 一 番 统 计：被

合理地安排到文化部门工作的德国人约有１３０名，其中接近７０％在

大清洗中被捕。② 有些人，如布雷德尔、维耐特、沃尔夫、皮斯卡多、
恩斯特·布希等人侥幸在１９３６年到１９３９年间不在苏联，否则这个

—９５２—

①

②

Ｓｅｅ Ｇｅｒｈａｒｄ Ｈｉｒｓｃｈｆｅｌｄ （ｅｄ．）， Ｅｘｉｌｉｎ Ｇｒｏｓｓｂｒｉｔａｎｎｉｅｎ． Ｄｉｅ
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ｕｓｄｅｍ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ｎｎｄ１９３３ １９４５ （１９８２），
ｎｏｔｙｅｔｓｅｅｎ．

ＤａｖｉｄＰｉｋｅ，ＧｅｒｍａｎＷｒｉｔｅｒｓｉｎＳｏｖｉｅｔＥｘｉｌｅ （ＣｈａｐｅｌＨｉｌｌ，Ｎｏｒｔｈ
Ｃａｒｏｌｉｎａ，１９８２），ｐ．３５７．Ｆｏｒ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ｉｎｏｔｈｅｒ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ｓｅｅ Ｈ．Ａ．
Ｗａｌｔｈｅｒｓｖｏｌｕｍ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ｓｅｖｅｎｖｏｌｕｍｅＧＤＲｓｅｒｉｅｓｏｎｅｘｉ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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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数还要高。许多流亡者没想到墨西哥后来会成为他们的避难

所，特别是那些因有共产党员身份而无资格进入美国的人都来到了

墨西哥。其他南美国家的政府不像墨西哥的卡迪纳政府那样好客，
不过巴西、阿根廷和智利都曾让某些名人来避难。在智利圣地亚哥

出版的刊物《德意志杂志》（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Ｂｌｔｔｅｒ）有一条刊头语“支持欧

洲的德国，反对德国的欧洲”。但这一时期出版的最重要的新刊物

是纽约的《建设》（Ａｕｆｂａｕ）。
流亡者的文学活动更加分散，这种情况加重了所有德国流亡作

家面前的困难。通讯联络也比以前更加不便；德国境外的德语读者

也更加分散，甚 至 也 更 加 依 附 于 当 地 的 文 化（ａｃｃｕｌｔｕｒａｔｅｄ）。既 然

许多读者已经放弃使用德语，作家也同样感到了压力，只好让他们

的作品用其他语言出版。那种迫使他们接受同化、放弃对德国的怀

念和在纳粹垮台后返归德国的想法的压力很强大。但许多人仍然

想着德国。他们对德国问题的思索无法避开政治方面，因为德国已

无法恢复她在纳粹上台前的模样。所以这时期的小说比以前更倾

向于暴露纳粹统治的脆弱，指示那些足以表明旧时代将要结束、新

时代将要开始的例证。例如阿尔弗雷德·纽曼（ＡｌｆｒｅｄＮｅｕｍａｎｎ）
的《他们六人》（１９４４年）即根据《时代》杂志１９４３年６月１４日登载

的一篇介绍慕尼黑学生界的“白玫瑰”抵抗组织与汉斯·斯古尔及

索菲·斯古尔联合的故事创作的。他有意识地采用了那些足以显

示德国国内确实有人在准备进行一场并非势均力敌的斗争以抵抗

暴君和暴 行 的 事 实。① 海 因 里 希·曼 描 述 了 利 迪 斯 大 屠 杀。利

昂·孚希特万格写了一本表现法国抵抗运动的小说，布莱希特将其

改编成剧本《西蒙·马查德的幻觉》。布莱希特的《帅克》以希特勒

迷失在莫斯科郊外的雪野上结束。早在１９４１年，约翰纳斯·Ｒ·贝

歇尔就开始写他的史诗剧《冬天的战斗》，这是最早以戏剧形式表现

—０６２—

① Ｊ．Ｐ．Ｓｔｅｒｎ，‘ＴｈｅＷｈｉｔｅＲｏｓｅ’，ＧｅｒｍａｎＬｉｆｅａｎｄＬｅｔｔｅｒｓ，ｎ．ｓ．，
ｖｏｌ．１１（１９５７ １９５８），ｐｐ．８１ １０１．ＦｏｒａｒｅｃｅｎｔｅｄｉｔｉｏｎｓｅｅＡｌｆｒｅｄＮｅｕｍａｎｎ，
Ｅｓｗａｒｅｎｉｈｒｅｒｓｅｃｈｓ（Ｂｅｒｌｉｎ，１９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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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作品之一，其内容是反映希特勒征战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进攻莫斯科的失败（与拿破仑一样）。西奥多·普利维叶（Ｔｈｅｏｄｏｒ
Ｐｌｉｅｖｉｅｒ），这 位 在 苏 联 度 过 了 将 近 十 一 年 的 流 亡 生 涯 的 作 家，从

１９４２年１１月到１９４４年９月，就在战争实际进行的过程当中，逐日

写出了他的小说《斯大林格勒》，又定期逐段发表出来，———一项令

人难以置信的创举。① 对德国状况的 最 后 阶 段 进 行 反 映 的 标 志 是

一些重要作家写出了大量对这一时代进行总结的作品。有时这类

作品采用自传的形式，例如海因里希·曼的《拜访一个时代》（１９４６
年）和路德维希·雷恩 的《衰 落 中 的 尊 严》（１９４４年）。斯 特 凡·茨

威格的《昨天 的 世 界》（１９４４年）正 好 在 作 者 六 十 岁 生 日 的 前 夕 写

完。他用此书为奥地利也做了一个总结，不是表现个人的经历，而

是表现心灵世界；最后形成的是一幅从１８８０年到１９３９年间欧洲历

史的画卷和他所认识的欧洲伟人的画像，揭示了这个天翻地覆时代

的走向：

我能为古老的奥地利做的主要事情是描绘一幅画卷，表现

她的形象以及她对于欧洲文明的意义。②

不过有些作者仍愿意采用小说的形式。这种“德式寓言”最令

人称奇的例子是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把这部鸿篇巨制说

成是寓言或许并 不 恰 当，因 为 托 马 斯·曼 并 不 是 要 用“追 根 溯 源”
（Ａｈｎｅｎｓｕｃｈｅ）或“查祖谱”的办法把从路德到俾斯麦甚或更远的人

物都当作预示性 人 物 揪 出 来 谴 责 一 番，以 找 出 国 家 社 会 主 义 的 源

头。托马斯·曼关心的显然是德国的性质，是德国在哪里出了错，

—１６２—

①

②

Ｍａｒｃ Ｓｃｈｗｅｙｅｒ， ‘Ｔｈｅｏｄｏｒ Ｐｌｉｅｖｉｅｒ ｉｍ Ｅｘｉｌ’， Ｒｅｃｈｅｒｃｈｅｓ
Ｇｅｒｍａｎｉｑｕｅｓ，ｎｏ．２（１９７２），ｐｐ．１６７ ２０３．

ＱｕｏｔｅｄｂｙＤｏｎａｌｄＰｒａｔｅｒｉｎ‘ＳｔｅｆａｎＺｗｅｉｇ’ｉｎＪｏｈｎＳｐａｌｅｋａｎｄＲｏｂｅｒｔ
Ｆ．Ｂｅｌｌ（ｅｄｓ．），Ｅｘｉｌｅ：ｔｈｅＷｒｉｔｅｒｓ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ＣｈａｐｅｌＨｉｌｌ，ＮｏｒｔｈＣａｒｏｌｉｎａ，
１９８２），ｐ．３２６．Ｓｅｅａｌｓｏ Ｄｏｎａｌｄ Ｐｒａｔｅｒ，Ａ Ｅｕｒｏｐｅｏｎｏｆ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Ａ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ＳｔｅｆａｎＺｗｅｉｇ （Ｏｘｆｏｒｄ，１９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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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并未把读者拖入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群众集会、集中营、毒气

室等问题中。小说复杂的总体格局中包含了纳粹德国的生活现实，
但这并不是作者关心的主要领域。小说的主要意念，即一位艺术家

的邪恶财产，完全不具有政治性。这一意念可追溯到１９０１年。后

来因为添加了音乐和尼采的内容，才算给小说加入了政治性成分。
四十年代后期，当他决定写作此书时，那位哲学家的名字已经和瓦

格纳的名字一样被国社党歪曲地利用过了。大量德国文化成果，包
括歌德的《浮士德》都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在１９４３年５月与阿尔弗

雷德·纽曼的一次谈话中，托马斯·曼明确提出了他最后的构思：

从文化危机的种种难题跳跃到与魔鬼签订的协议，一个受

到空虚威胁的骄傲灵魂渴望从所有的束缚下彻底解脱出来，无
论花怎样的代价；进而指出在崩溃达到高潮的毁灭性安息与法

西斯的迷醉之间存在的相似之处。①

托马斯·曼不再写他钟情的艺术家和资产阶级的题材；他现在是在

艺术天才和可怖的政治现实之间进行隐喻性比较。
托马斯·曼所运用的技巧是蒙太奇。他读到或经历到的各种

事情，无论是现实中的，还是历史中的，无论是个人方面的，还是文

学方面的，都被组织到一起，加以精心的安排。第三帝国是一个出

发点，但重叠起来的各段历史又把自宗教改革前夕以来的德国历史

勾画出来。因此，现实的影子始终在全书中浮现，主要是通过一个

叙述人随时插进来的评论导入。这位叙述人居住在巴伐利亚的一

个小镇上，远离政治活动的中心。德国的城市遭受着空袭、火箭落

到伦敦、盟军进入法国、德军撤出俄国、德国最后面临着无条件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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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盟军的占领，———这一连串的事件书中都有涉及，但没有 一 件 得

到完整的叙述。托马斯·曼对这些事件并无亲身体验，只能依赖报

纸的报道和战事局的战况公报。虽然小说成功地给读者造成一种

充实和全面的印象，仍有大量内容被省略。例如，第三帝国的整个

时期几乎都被排除在小说之外，因为叙述者泽特布洛姆关心的是讲

述一位名叫列弗库恩的音乐天才的生平。这位音乐天才在１９３０年

精神失常。泽特布洛姆直到１９４３年才开始讲他的故事。因 此，纳

粹的许多显要人物书中都没有直接的评论。在犹太人问题上，泽特

布洛姆并不完全赞成希特勒及其同伙的行为，但他也未提及反闪族

思想和“最后解决”的惨无人道。泽特布洛姆的儿子同情纳粹，按理

说泽特布洛姆一定担心被家人出卖，但在福瑞星这个小镇上几乎见

不到盖世太保的活动踪迹。第２５章的标题是“盖世太保地下室的

景象”，但这只是在非常曲折的意义上才是真实的。书中提到慕尼

黑学生的抵抗，即１０月２０日刺杀希特勒的行动。但托马斯·曼所

关注的终究不是展示德国人的这种性格侧面，他也未打算论述德国

人理性的、民主的力量及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政治活动的力量。托

马斯·曼在德国和国家社会主义之间进行比较也不是要生硬地展

示大财团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的潜在联系。小说在一处世外桃源里

启动，转而涉入心理学、神话学和鬼神学（ｄｅｍｏｎｏｌｏｇｙ）的领域。与

魔鬼达成的协议不是１８４８年后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之间达成的那

种协议，也不 是 保 守 势 力 和 资 本 主 义 势 力 达 成 的 那 种 协 议。托 马

斯·曼是在较高的文化层次上进行操纵，在早期德国传说中的浮士

德、歌德笔下的浮士德、音乐及其他艺术、政治、对其他浮士德式的

人物如丢勒、贝多芬、尼采等的回顾、自传材料、宗教、神学之间自由

穿梭。小说没有过多地思考“德国人的灾难”，而是把注意力更多地

放在文学技巧、象征、材料和结构等方面。对这种情况勿需感到奇

怪。作为一件艺术品，这部小说是体现了托马斯·曼创作特色的一

部杰作，极端的保守和极端的新潮在这里融为一体。如果把这部作

品看作对所发生的一切的解释、对为什么善良的德国人会屈服于其

天性中的黑暗面的解释，或看作作者对文化问题思考的结果，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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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远不能令人满意。但是，这部小说以及与这部小说非常相似的

黑塞的《玻璃珠游戏》在战后才出现，因此，它对驳杂材料的容纳正

是战后 文 坛 景 观 的 一 部 分。严 格 来 讲，它 并 不 能 算 纳 粹 时 代 的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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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作家的戏剧创作

对于德国流亡文学，一般人都把注意力主要放在小说方面。在

戏剧领域，布莱希特最受重视，但通常大家也不去探讨他的作品是

在哪儿写成的，它们在首演时使用的是哪一种语言。三十年代另外

还有几位剧作家有点名气。伍尔夫（Ｗｏｌｆ）的《马姆洛克教授》曾在

世界各地的舞 台 上 和 银 幕 上 上 演。但 后 来 这 些 作 品 都 因“事 过 境

迁”而被遗忘或忽视。布莱希特的童话剧和寓言剧流传下来，而含

有直接的反纳粹倾向的剧作则被弃置一旁。尽管在流亡中创作剧

本存在着众所周知的困难，但魏玛共和国时期戏剧界拥有的活力并

未在１９３３年突然消失。多种戏剧形式都获得了发展，证明活力在

流亡中仍得到了传承。最近的研究表明，有不下四百二十名流亡剧

作家分布在四十一个国家。东柏林艺术院保存的资料也证明，他们

创作了７２４部舞台剧、１０８部广播剧和３９８部电影剧本。① 显然，想
要阻止戏剧家 们 写 戏 是 根 本 不 可 能 的。最 近 出 版 的《德 国 流 亡 戏

剧———１９３３—１９５０》（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Ｅｘｉｌｄｒａｍａｔｉｋ —１９３３ １９５０）一书

提供了这方面的某些材料（至少是一些经过缩编的材料）。这是一

本有特殊价值的书，因为它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到已被布莱希特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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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子掩盖过久而又颇值一提的戏剧家身上。① 这些研究已证明，剧

作家们不仅克服了创作条件的困难，写下了大量剧作，而且流亡的

处境对他们创作的戏剧也产生了影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剧作家

们避免去写那种前卫的、较为直露的实验性政治史诗剧，而普遍转

向写传统的亚里士多德式剧作。布莱希特和皮斯卡托的那种耗资

甚巨、结构复杂、带有音乐性、纪实性和政治性的剧作对魏玛共和国

的戏剧产生了重要影响，但这种耽溺于自我的戏剧再也不可能上演

了，需要尝 试 某 种 更 有 节 制 的 戏 剧 形 式。费 迪 南 德·布 鲁 克 纳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Ｂｒｕｃｋｎｅｒ）的剧作《种族》（１９３３年）是皮斯卡托 布莱希

特式史诗剧中给人印象最深的一部。布鲁克纳曾是魏玛共和国时

期最受欢迎的剧作家之一，特别是他的《罪犯》（１９２７年）和《英国的

伊丽 莎 白》（１９２９—１９３０年）等 剧 为 他 赢 得 了 国 际 声 誉。但 他 在

１９３３年２月离开德国后，再也没有名声大振过。他在决定 离 开 德

国之后，立即动手写作《种族》。该剧在再现德国当时的气氛方面取

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剧名已经表明，种族问题是此剧的核心。但

该剧情节并不复 杂，其 内 容 的 实 质 是 国 家 社 会 主 义 对 青 年 人 的 冲

击。剧中五个主要人物除犹太姑娘海伦外全是德国一所未提名的

大学的医学专业的学生。情节发生的时间是１９３３年３、４月间。罗

斯洛是一位总是留级的学生，所有考试无一例外地失败。但随着国

社党的兴起，作为一名老资格的纳粹分子，他也掌握了学校的大权，
而犹太教职员和学生则被开除出学校。犹太学生西格尔曼遭到打

骂，被迫离开了这个国家。卡兰纳的女朋友海伦是一位与国社党关

系密切的犹太肥皂制造商的女儿。这种安排使作家有可能挖掘父

女两代人之间的冲突。犹太富翁拒绝承认国家社会主义于他的民

族不利，这就增加了剧情的复杂性。在日耳曼族小伙子卡兰纳被纳

粹运动的迷魂汤灌得晕头转向时，犹太姑娘海伦和他做了几次涉及

范围很广的谈话。布鲁克纳意在揭示年轻的理想主义者怎样变成

—６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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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凶暴的纳粹 恶 棍。卡 兰 纳 参 与 了 纳 粹 针 对 西 格 尔 曼 采 取 的“行

动”。但当罗斯洛逼迫他放弃海伦时，他杀死了罗斯洛，自己则被前

来抓他的纳粹军队带走。与这种通俗剧式的情节相比，更重要的地

方在于布鲁克纳结合一次大战的后果、凡尔赛和平条约的影响、通

货膨胀和大萧条的冲击，深入揭示了国家社会主义对日耳曼“失落

的一代”的吸引力。“德国”是振奋他们精神的关键字眼，这是音乐、
学术和哲学构筑的德国，是一个用精神和同胞之情凝聚起来的民族

的德国。与此相对照，一个犹太人，用那位啤酒店里的律师带有煽

动性的话说就是“等于民主、唯物主义、自由主义、共和主义、和平主

义”。元首的 神 话 也 编 造 出 来 了，———希 特 勒 这 位 画 家、这 位 伦 勃

朗、这位纯朴的战士正在为德国的崛起而受难。施莱格特也被抬了

出来，被誉为“新国家的第一位英雄”，“是日耳曼青年旷古未有的榜

样”。在国家检察官大放了一通呓语后，所有人跟着罗斯洛一起唱

起来：

我们与元首心心相印，
我们与元首喜忧相通。
熬过奴役与死亡的漫漫长夜，
日耳曼民族已经觉醒。

这并不是剧中唯一一次幻觉大爆发，实际上布鲁克纳在剧中自由运

用现实主义风格、表现主义风格和古典风格的语言以表现敏感的青

年迅速变化的情绪。这种手法可以取得极佳的效果，但也可能支持

这样一种解释：如果卡兰纳这样的青年能迅速由民主派变成纳粹，
然后再变回来，那么他们对元首的信仰就毫无坚定性可言，元首的

追随者们会同样迅速地离开他。该剧贯穿始终的重要内容是对德

国的讨论，这一 讨 论 的 高 潮 是 剧 终 卡 兰 纳 被 带 走 时 说 的 最 后 一 段

话：“千秋 万 代，德 国 永 存。这 也 是 我 的 德 国：千 秋 万 代，永 难 改

变！”他否定了纳粹对祖国的专有权。
在“咆哮的二十年代”，德国戏剧界最有特色的剧种是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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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这种 剧 作 成 就 最 高 的 代 表 作 家 是 弗 里 德 里 希 · 沃 尔 夫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ｏｌｆ）他学 过 医，曾 在 一 家 药 店 当 过 坐 堂 医 生。第 一 次

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凭自己的良心表示反对，因而被关进精神病院。
他的第一部剧与当时迷狂的表现主义潮流很合拍，但他又在二十年

代柏林新客观派 的 影 响 下 发 展 了 一 种 更 为 全 面、更 为 现 实 化 的 风

格。１９２７年他遇到了皮斯卡托。皮斯卡托肯定了他这种攻击性的

文风。他的第二部剧作《赞卡利》（氰化钾）反映堕胎法引起的争议。
该剧曾造成轰动。随后的几部剧作均以革命为主题。１９３１年他直

接卷入当时的 政 治 风 潮。他 建 立 的 剧 团 只 演 出 万 根 海 姆 的《捕 鼠

器》之类的宣 传 剧。１９３３年 沃 尔 夫 流 亡 到 俄 国。在 这 里 他 继 续 从

事写作直到战争结束。他戏剧创作的口号是“艺术是武器”。他的

两部剧作———表现流产的维也纳工人起义的《弗洛里斯道夫》和反

映共产党渗透到纳粹组织当中从事破坏活动的《特洛伊木马》———
便是实践这种主张的产物。战后，他回到民主德国。和其他反法西

斯作家一样，他在这个国家的公职部门也得到了一个大使的职位。
他的作品现在已很少在联邦德国上演。《马姆洛克教授的出路———
西方民主的悲剧》（１９３３年）是 沃 尔 夫 对 国 会 纵 火 案 做 出 的 直 接 反

应。他 这 个 剧 本 本 来 是 为 万 根 海 姆 的“１９３１演 出 团”（Ｔｒｕｐｐｅ
１９３１）写的。但这个革命团体已解散，上演有诸多困难。所以此剧

是在华沙用意第绪语第一次搬上舞台，后来又在苏黎世、特拉维夫、
莫斯科上演。随后此剧风靡世界各地，成为流亡剧作中上演次数最

多的一部。该剧的时间跨度是从１９３２年５月到１９３３年４月，纳粹

掌权和国会纵火案都在这期间发生。马姆洛克教授是一所医院的

院长，是参加过一次大战的老兵，为他的祖国负过重伤，具有普鲁士

人的责任感，思想观点保守。他完全不问政治，相信法庭，接受官方

的观点。他与自己的儿子、年轻一代的代表罗尔夫有很大不同。罗

尔夫是一名共产党员，与一个抵抗组织有联系；他的女儿是纳粹分

子，但由于是犹太人而在学校受到辱骂。马姆洛克教授自己在医院

中也遭人陷害，被孤立起来，最后开枪自杀。这是他的“出路”。但

他最后的台词指出罗尔夫的道路才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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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把《马姆洛克教授》当成一部宣传剧来写。这既给这部

剧带来了力量，也造成了它的缺陷。情节的编造痕迹过重，人物性

格简单化，未能充分、圆满地表现国家社会主义的兴起。所有纳粹

分子都是机会主义者、野心家或盲目的理想主义者；而年轻的共产

党员又太容易作出正确的回答。尽管有这些缺陷，这部剧的动人之

处也很明显。马姆洛克教授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人物，仅仅因为是犹

太人就被降 职、受 人 诬 陷。作 品 不 是 通 过 政 界 或 外 交 场 上 的 大 人

物，而是通过新德国的种种变化对家庭生活的影响，对时代的冲突

作出了集中的反映。这就造成该剧的戏剧结构既能打动人，又带有

通俗戏剧的编造痕迹；既能引人同情，又能产生符合当时需要的效

果。《种族》和《马姆洛克教授》两部剧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们是

魏玛共和国戏剧界的两位一流剧作家对德国局势变化的直接反应，
而且因 为 它 们 都 曾 在 欧 洲 一 流 剧 院 之 一 的 苏 黎 世 剧 院（Ｚｕｒｉｃｈ
Ｓｃｈａｕｓｐｉｅｌｈａｕｓ）上演过，演员 阵 容 十 分 强 大，给 观 众 留 下 了 深 刻 印

象。① 布鲁克纳那部表现犹太人在德国命运的剧作效果十分强烈，
把瑞士观众彻底征服了。据一位演员回忆，演出时顶层观众席间突

然爆发出一声恳求：“西格尔曼，西格尔曼，想办法救救你自己！”一

年 后，沃 尔 夫 的 剧 作 也 被 列 入 演 出 剧 目，由 该 剧 院 导 演 雷 瑟

（Ｒｉｅｓｅｒ）推出。首 演 时 标 明 这 是“一 部 表 现 当 代 德 国 的 戏”。共 产

党员沃尔夫冈·朗霍夫（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Ｌａｎｇｈｏｆｆ）饰演剧中年轻的共产

党员。他本人就曾在纳粹的集中营里关了十三个月。其他演员的

实力也不同凡响。该剧演出后获得巨大成功，演员不得不带上行李

一晚接一晚地到各地巡回演出。瑞士的反动组织企图破坏演出，警
察不得不出面提供保护。那些在德国行得通的捣乱方式在瑞士遭

到了惨败。《马姆洛克教授》继续在世界各地高奏凯歌。苏黎世剧

院在此后的流亡戏剧史上也发挥了巨大作用。该院不仅上演了凯

塞写于流亡中的剧作《塔那卡战士》，还首次把布莱希特的《大胆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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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ＷｅｒｎｅｒＭｉｔｔｅｎｚｗｅｉ，ＤａｓＺüｒｃｈｅｒＳｃｈａｕｓｐｉｅｌｈａｕｓ１９３３ １９４５ｏｄｅｒ
ｄｉｅｌｅｔｚｔｅＣｈａｎｃ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ｓＴｈｅａｔｅｒｉｍＥｘｉｌ（Ｂｅｒｌｉｎ，１９７９），ｐｐ．７３ ８８．



纳 粹 德 国 文 学 史

妈》、《四川好人》和《伽利略传》搬上舞台。其中《伽利略传》的早期

版本把这位伟大的大科学家表现成一名抵抗战士，他在一生中的关

键时刻未能坚持维护理性，反抗黑暗势力。
古斯塔夫·冯·万根海姆（ＧｕｓｔａｖｖｏｎＷａｎｇｅｎｈｅｉｍ）是著名演

员爱杜华·冯·万 根 海 姆（ＥｄｕａｒｄｖｏｎＷａｎｇｅｎｈｅｉｍ）之 子。他 和

父亲一样与麦克斯·莱因哈德（ＭａｘＲｅｉｎｈａｒｄｔ）合 作，后 又 与 皮 斯

卡托合作。后来他建立 起 一 个 非 职 业 演 员 的 社 团“１９３１演 出 队”，
这一组织在１９３３年被禁。流亡苏俄期间，他多次参加戏剧演出和

电影拍摄工作，并躲过了斯大林的清洗，最后返回民主德国，成了新

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头面人物。他那种宣传剧体式很适合表现纳

粹统治下的恐 怖。这 方 面 的 代 表 作 之 一 是 独 幕 剧《地 窖 中 的 英 雄

们》（１９３５年）。该剧的场景是一间冲锋队的卫兵室，纳粹们警惕地

等待着，随时准备冲出去和共产党的抵抗力量较量一番。时间是在

纳粹掌权后不久，抵抗力量尚未被完全摧垮，反对纳粹的起义仍有

成功的希望。剧名中的“地窖”即是犯人们被关押、受折磨的地方，
这样舞台下面传来的嘶喊可以对舞台上面的行动产生冲击作用。

约翰纳斯·乌斯滕（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Ｗüｓｔｅｎ）也是一位写宣传剧的剧

作家，同时又是一位画家。他的作品直到现在才被发掘出来。他曾

和奥托·摩德索恩（ＯｔｔｏＭｏｄｅｒｓｏｈｎ）一起在沃普斯维德学习绘画，
后来才转入文学和新闻界。他于１９３２年加入共产党。他领导的一

个抵抗组织在高利兹一直活动到１９３４年。该组织的十二名成员有

七名被处决。乌斯滕后来转移到捷克斯洛伐克，又去了法国。他最

终在法国落入盖世太保手中，被判处十四年苦役，此时他已罹患肺

结核。他去世于勃兰登堡的狱中。乌斯滕的大部分戏剧创作在他

生前都未发表过，但目前民主德国正准备出版他的作品集。他的独

幕剧《贝茜·伯希》（１９３６年）首 次 揭 载 于《发 言》上 时 曾 轰 动 一 时。
剧中贝茜的丈夫是一位抵抗运动的战士，被判处死刑（实际上已经

被处死了）。剧 作 要 回 答 的 问 题 是 她 将 如 何 对 待 这 条 消 息。剧 终

时，她用握紧的拳头致礼，表明她已下决心不忘死者，继续战斗。彼

德·马丁·兰坡（ＰｅｔｅｒＭａｒｔｉｎＬａｍｐｅｌ）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就以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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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剧著称。他曾是一名自由军团的成员。这使他有机会从内部

观察国社党早期的发展过程。他在共和国时期创作的《教养院里的

暴动》使他声誉鹊起。这是一部十分感人的剧作，曾引发了一场全

国性的关于如 何 对 待 少 年 犯 的 大 讨 论。他 的《毒 气 弥 漫 在 柏 林 上

空》反映了德国国防军（Ｒｅｉｃｈｓｗｅｈｒ）秘密重整军备的 活 动，遭 到 查

禁，罪名是危及国家的安全和秩序。１９３３年后他仍留在德国，但最

终还是被迫加入了流亡的行列。他取道巴厘和澳大利亚来到美国。

１９４５年后，他 未 能 在 战 后 的 新 德 国 重 新 引 起 注 意。他 的《纳 粹 末

日》是一部很有意思的剧作。这首先是因为作品的背景是帝国首相

府；其次是因为它的人物是党卫军的元首贴身保镖；第三是因为情

节发生的时间是在元首的地下大本营即将崩溃的时刻。剧中极富

启发意义的地方是党卫军成员最后讨论到纳粹领袖们对德国的背

叛。所有德国 式（Ｄｅｕｔｓｃｈｔｕｍ）的 梦 想 都 已 破 碎，罪 孽 已 经 暴 露 无

遗；所有长着眼睛的人都看到了祖国的屈辱，即使这些与希特勒最

接近的人也不例外。
托勒在为筹集“西班牙救援基金”而奔忙的同时，还写下了《海

尔牧师》。这是沃尔夫的《马姆洛克教授》之后唯一一部较重要的宣

传剧。该剧酝酿、创 作 于 作 者 在 纽 约、巴 塞 罗 那 和 开 绥（Ｃａｓｓｉｓ）辗

转、漂泊期间，这种情形在作品中留下了印记。作品首先是以斯蒂

芬·斯本德（ＳｔｅｐｈｅｎＳｐｅｎｄｅｒ）和休·亨特（ＨｕｇｈＨｕｎｔ）的英语译

本发表于１９３３年，等德语版发表时又不得不对结尾进行修改。托

勒此剧的主题是国家社会主义与宗教的冲突，此外还有战胜恐惧的

问题。海尔揭露纳粹本质的行动很像“另一个德国”的一员马丁·
涅莫勒（ＭａｒｔｉｎＮｉｅｍｌｌｅｒ）。后者于１９３８年被捕，经过一次激动人

心的审判后被作为希特勒的钦定罪犯送入萨克斯豪森集中营，后转

送达豪。海尔牧师也是直言不讳地反对纳粹政权，但该剧把场景几

乎完全限制在个人生活和家庭生活范围内，因而其力量受到削弱。
海尔被关进集中营后又逃脱出来，最后回到讲坛再一次发表反对当

局的布道。这部 戏 显 然 与 托 勒 早 期 的 表 现 主 义 创 作，尤 其 是 他 的

《变形记》有某种内在联系，但是其风格及其对主题的处理方式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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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实主义。托勒这时面对的是英美观众。他放弃了令人费解的

先锋派戏剧构思，返归传统的亚里士多德式的故事剧。剧中有吸引

人的情节，人物性格也可以理解。有关集中营的素材（照托勒自己

的说法）受到伊 里 奇·穆 塞（ＥｒｉｃｈＭüｈｓａｍ）在 奥 兰 恩 堡 被 杀 害 的

消息的影响。他还接受了１９３４年在列宁格勒遇见的布莱德尔的建

议，在集中营一幕戏中唱起了朗霍夫的《沼泽战士之歌》。该剧的意图

显而易见是激励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抵抗。然而，通俗剧、家庭剧、情节

剧的那些众所周知的缺陷也损害了该剧的价值，其结尾尤 其 孱 弱。

１９４０年，该 剧 在 英 国 被 搬 上 银 幕，导 演 是 罗 伊·鲍 尔 庭（Ｒｏｙ
Ｂｏｕｌｔｉｎｇ）。舍伍 德·安 德 森（ＳｈｅｒｗｏｏｄＡｎｄｅｒｓｏｎ）为 照 顾 美 国 观

众，特意为此剧写了一篇序，由伊莲诺·罗斯福（ＥｌｅａｎｏｒＲｏｏｓｅｖｅｌｔ）朗
读。尽管有这些措施，无论是电影还是原剧，都未产生沃尔夫那部

剧作的影响。海尔和马姆洛克之间有一些相似之处：①两人都是保

守派，都不问政治，都只是在国家社会主义的恐怖破坏了他们的家

庭生活时才觉悟过来。主要的差异在于沃尔夫的动机和目的都是

政治性的，他涉及的是犹太人问题，又用共产党的答案作出回答；而
海尔从他那基督教讲坛上发出的最后呼吁太含混、太空泛、太个人

化了。倘若海尔如前面所说代表了“另一个德国”，那么要把全世界

的注意力吸引到已变成一座集中营的德国上来，这篇呼吁显然不够

有力。托勒的那种和平主义用来对付纳粹的恐怖不合适。当时所

需要的是一种比海尔以及他的朋友、从军医团退伍的将军所能采取

的抵抗更为积极主动的抵抗。
并不是创作于流亡中的所有剧作都有直接的政治意图。在一

个对政治及政治的后果见识得太多的时代，“躲避”政治实际上是一

种正常的反应。另外，政治形势的变化如此迅速，以至于一部政治

性剧作尚未完成就被实际发生的事件抛在了后面。在这个时期，无
论是在德国国内还是在国外，都可看到传统的古典形式在叙事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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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抒情作品的创作中延伸，戏剧也同样更接近普通人、更趋规范化。
一直等到１９３８年方才离开德国的格奥尔格·凯瑟放弃了他的表现

主义风格，却 仍 在 避 免 像《拿 破 仑 在 新 奥 尔 良》（１９３７—１９４１年）、
《梅杜萨之筏》（１９４０—１９４３年）等反法西斯剧作所体现的粗糙的现

实主义。甚至他的 反 战 作 品《皮 脑 袋》（１９２８年）也 是 高 度 风 格 化

的。鲁道夫·莱昂哈德和弗里茨·霍克瓦尔德（ＦｒｉｔｚＨｏｃｈｗｌｄｅｒ）
也采用了这样的策略。郝瓦斯（Ｈｏｒｖｔｈ）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从未回

避过当代的课题，在流亡期间也更趋向一般性的主题。郝瓦斯在喜

剧创作方面也颇有成就。这种形式在三四十年代曾显得很有发展

前途，但只有布莱希特的《潘提拉》在实践和理论两方面都表现出了

独创性。布莱希特发展了社会主义喜剧的观念；而和他一起流亡的

同行们则力避任何困难和风险，继续创作那种能给窘迫的时代带来

娱乐的“消闲喜剧”（Ｄｏｕｌｅｖａｒｄｃｏｍｅｄｙ）。为了增加演出机会，就要

深入了解不同文化的喜剧传统。因此德国剧作家们经常与他们立

足其中的国家的专家合作。哈森克利夫、托勒、冯·万根海姆在喜

剧创作方面的成就都不突出，真正取得成功的作品却出自一位谁都

没想到的作家 之 手。这 就 是 弗 朗 兹·沃 尔 费 尔（ＦｒａｎｚＷｅｒｆｅｌ）的

《雅克布斯 基 和 上 校》。作 者 称 这 部 作 品 为“悲 喜 剧”（ｃｏｍｅｄｙｏｆａ
ｔｒａｇｅｄｙ）。弗朗兹·沃 尔 费 尔 的 创 作 很 有 成 就。早 在 表 现 主 义 时

代，他就以诗作名世。他的倡扬和平的《特洛伊妇女》曾在第一次世

界大战中的德国引起很大轰动。在整个魏玛共和国时期，他的历史

故事、传记和戏剧创作取得了骄人的业绩。他曾在劳埃德发誓，倘

能逃出纳粹之手，他一定要写伯娜德特（Ｂｅｒｎａｄｅｔｔｅ）。他说到做到，
长篇小说《伯娜德特之歌》及同名电影风靡世界各地。后来他又转

向短篇小说（ｎｏｖｅｌｌａ）这种德国传统文学体裁的创作。《皇家比赛》
等短篇表明他身手不凡，甚至写这种体裁的大师沃纳·伯根格伦也

有所不及。此后他这颗明星便黯淡下来，他的短篇小说被看作是哗

众取宠 之 作。而 且 战 后 英 美 传 统 的 短 篇 小 说（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ｈｏｒｔｓｔｏｒｙ）取代了德国传统的短篇小说（ｎｏｖｅｌｌａ）。然而单凭这部

喜剧沃尔费尔就不会被人遗忘。它的成功有许多原因。在战争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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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的时期，这部戏给观众带来了希望和乐观精神；剧中充满了讽

刺、机智和幽默；同时，此剧还反映了许多被迫凄凄惶惶奔走于欧洲

各地的流亡者的命运；它和西格尔的《辗转》一样如实表达了对处在

纳粹威胁之下的法国的印象；此剧还涉及到犹太人的命运。这部富

有特色的剧作之所以能获得成功，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或许就是它是

围绕着两个意味深长的人物结撰的。这两个人物一是那个强横的

波兰反闪族主义贵族兼骑兵军官（电影中由裘德·尤根饰演），一是

那位机灵的犹太商人（由丹尼·凯耶饰演）。该剧便是依靠这两个

人物在实行明星制的商业戏剧圈打响。事实上，该剧在百老汇的演

出受到公众和批评家的共同喝彩，这或许是因为这部本已无甚锋芒

的喜剧经过美国幽默专家Ｓ·Ｎ·伯尔曼（Ｓ．Ｎ．Ｂｅｈｒｍａｎ）的加工变

得更加敦厚。
沃尔费尔的这部 剧 作 是 以 对 比 为 基 础：波 兰 骑 兵 军 官 和 商 人

的对比、天主教徒和犹太人的对比、诗与散文的对比。除了这些内

容，沃尔费尔还提供了一个间谍故事和一个爱情故事（两个男人争

夺同样拥护法兰西的玛丽安娜）。穿越法国的旅行是靠一部奇妙的

汽车实现的；雅克布斯基和犹太人表演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从一开

始，作者就反反复复地要观众放心，这是一部“没有深意、不觉沉闷、
不难理解”的剧作，其中“并无任何象征意义”。这并不完全符合实

际。他的创作旨在战胜阶级、种族和宗教的偏见，表达一种容忍和

接受他人的信条，这一主题是十分明显的。在剧中，沃尔费尔满不

在乎地利用视听效果、隐喻性形象和民族化的戏剧程式打破作品的

现实主义表象。他有意识地以游戏的态度来写戏，从不允许剧作的

调子过于深沉。因此有人指责他把悲剧性境遇庸俗化，拿千百万人

的命运开玩笑。实际上该剧的背景中自始至终都存在着真正的悲

剧。沃尔费尔本人就亲身经历过许多悲剧；他作为一名犹太人的自

身经历就足以反驳任何对“浅薄”的指责。雅克布斯基先是由波兰

逃往德国，又由德国逃往奥地利，再由奥地利逃往捷克斯洛伐克，又
逃到法国。如果他能活下来，最后他会逃往英国。该剧的故事情节

发生于１９４０年，当时大屠杀的恐怖阴影尚未笼罩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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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法国变成 大 批 流 亡 者 的 陷 阱、沃 尔 费 尔 只 好 冒 险 逃 离 此 地

时，俄国似乎可以提供理想的避难所，至少对那些接受了流行的意

识形态的人来说是这样。然而，尽管朱利尤斯·海（ＪｕｌｉｕｓＨａｙ）和

古斯塔夫·冯·万根海姆等人在此地并无什么不适应，那种要求向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看齐的压力还是表现出对真正的独创性的妨碍。
在苏联写出的剧作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虽然像海的《财产》一类传统

型剧作并不像布莱希特说的那样糟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未能促

进流亡戏剧的发展，继承魏玛共和国富有成就的历史剧传统的种种

努力也同样归于失败。当时这类戏剧的创作仅仅以其数量庞大而

具有一定的意义。十分奇怪的是，那些逃出纳粹魔爪的故事尽管非

常适合写戏，以 流 亡 为 题 材 的 戏 剧 创 作 却 未 产 生 出 杰 作。只 有 彼

德·马丁·兰坡的《没有护照的人》（１９３６年）较有意思。这首先是

因为该剧反映了流亡者在瑞士的状况；其次是因为剧中有个纳粹人

物想让国外的人们相信“好德国”是存在的。弗里德里希·沃尔夫

也写了一部名为《最后的排练》的戏，表现的是瑞士为取悦纳粹，对

那些从第三帝国逃出来的人实施严格限制的情况。该剧的情节批

评了苏黎世剧院对德裔演员和艺术家的剥削，但这家剧院仍发展成

为首屈一指的反法西斯剧院，专门上演反法西斯戏剧；布莱希特伟

大 的 寓 言 剧 都 在 这 家 剧 院 首 演，很 令 人 称 道。门 涅 梅 尔

（Ｍｅｎｎｅｍｅｉｅｒ）和特拉 泼（Ｔｒａｐｐ）在 给 他 们 对１９３３年 到１９５０年 间

德国流亡戏剧的 研 究 作 结 语 时 特 别 提 到 郝 瓦 斯 的 喜 剧《费 加 罗 离

婚》。该剧无论是其主旨还是对费加罗这一动机的处理都与反法西

斯或反纳粹没有特别的联系，然而这一时代所有有代表性的话题仍

在剧中得到了表现。该剧的 高 潮 是 表 达 了 这 样 一 种 认 识：流 亡 意

味着流亡者不仅要面对一个用恐怖来对付他们的“祖国”，还要面对

以相差无几的面孔对待他们的异邦。
布莱希特之所以名扬四海，固然是因为他早年创作了像《巴尔》

这样的表现主义剧作，以及与库特·威尔（ＫｕｒｔＷｅｉｌｌ）合写的《三分

钱歌剧》，同 时 也 因 为 他 创 作 的 教 诲 剧（ｄｉｄａｃｔｉｃｐｌａｙｓ）。但 最 主 要

的原因还是 他 在１９３３年 到１９４７年 流 亡 国 外 期 间 创 作 的 伟 大 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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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伟大的寓言剧。这些作品是史诗戏剧和间 离 效 果 的 典 范。
《伽利略传》、《大胆妈妈》、《四川好人》、《本提拉》、《高加索灰阑记》
等剧作，或在时间上退回到三十年战争，或把背景放到意大利的文

艺复兴时期、中国、芬兰、高加索，———都与 今 日 德 国 不 沾 边。在 所

有这些剧作中，布莱希特都以马克思主义者的面目出现；他从马克

思主义的观点出发处理重大问题，但他并非去图解。这样就造成了

革命的思想往往被人忽略，而剧作本身则变得有趣而无锋芒。由于

各种原因，布莱希特的其他剧作未引起重视。这些所谓的反法西斯

剧作包括《圆脑袋和尖脑袋》、《阿图罗·于》、《主宰种族秘史》、《西

蒙娜·玛卡德》和《帅克》，它们并非不应被人忘却的经典之作，却也

是布莱希特流亡期间的创作的重要样本，因为这些作品或直接明了

或隐晦曲折地表现出了与希特勒及新德国的关系。这些剧作中《圆

脑袋》一剧大概是最不成功的一部。① 此剧是 莎 士 比 亚《一 报 还 一

报》的改写。从布莱希特本人对待国家社会主义的态度来看，此剧

对希特勒的处理颇有意思。和布莱希特的其他许多剧作一样，此剧

也有不同的版本。在第一个版本中，希特勒式的人物是一个被欺骗

的狂徒，真诚地相信他所企求的东西。而在后来的版本中，布莱希

特则把这个信徒变成仅仅是现存权力机构的一个工具。也就是说，
布莱希特自己也拿不准该怎样去塑造希特勒式的人物。他不愿过

分地把他刻画成一个狂热的信徒，但把希特勒这种大权在握的人仅

仅刻画成统治阶级或其他任何人控制的木偶显然也说不过去。事

实上，布莱希特陷入了当时共产党的政治混乱中，他是在追随党的

路线，———或是国社党迅速垮台，或是传统、保守的右翼势力重掌政

权。他没有认识到纳粹将会逐渐壮大，而且这个专制政府一旦巩固

下来就会粉碎一切右翼或左翼的反对势力。布莱希特在对反闪族

主义的理解上也犯了致命的错误，他只是把这种思想看成是纳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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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工人从反对资本主义压迫的斗争中分离出来而实施的一个诡计。
他无法想象一个纳粹富翁会去告发一个犹太阔佬，所以他用一句双

关语“ＲｅｉｃｈｚｕＲｅｉｃｈｇｅｓｅｌｌｔｓｉｃｈｇｅｒｎ”（既 可 理 解 为“有 钱 人 是 一

家”，也可理解为“有钱人和帝国合得来”。）。更有甚者，此剧中的暴

君被统治阶层赋予全权。对于希特勒这种人，没有必要去追问他是

怎样掌权的，怎样才能制止他掌权，或对它的抵抗是否存在。在《西

蒙娜·玛卡德》一剧中，布莱希特又把剧情转移到法国。剧名中的

西蒙娜实际上是 一 位 圣 女 贞 德 式 的 人 物，带 有 一 种 民 族 主 义 的 味

道。帅克，另一部反纳粹戏剧中名字与剧名相同的人物，他也绝非

英雄，———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幸存下来，在第二次世界 大 战 中

还是尽力要活下来，虽然完成这项任务此时已困难百倍。《帅克》以

一场“在高层”的序幕开始。希特勒、戈林、戈培尔和希姆莱正围着

一架地球仪安排新的征服计划。军乐在演奏。所有人物形象都漫

画化了，与生活实际比都被放大了，只有戈培尔与生活实际比被缩

小了。沉思中的希特勒不由自主地出了声。他大声念叨着欧洲及

德国的普通人对他有什么看法。希姆莱向他保证，普通人满怀着热

情。但追随希特勒的普通人真的满怀热情吗？在《帅克》一剧中我

们看到了这样一个普通人，———“一个天才的傻瓜”，他能腐蚀掉任

何国家。他不是抵抗战士，他不与纳粹作对，———实 际 上 他 总 是 同

意纳粹的观点，但这样一来，他又在某种程度上暴露了这个政权的

荒诞性。这并不能阻止希特勒掌权，但这是一种瓦解斗志的方式，
可以有效地打击所有与希特勒及纳粹合作的人。

但最主要的问题是希特勒怎样掌握了政权，他是否能在某一时

刻被某个人、某种方式阻止。这些都是《阿图罗·于可以抵抗的崛

起》所提出 的 问 题。① 当 然 剧 名 也 指 明 了 此 剧 并 未 直 接 刻 画 希 特

勒。与以往一样，布莱希特采用了曲笔，———他既未 直 接 去 写 希 特

勒，也未明明白白地揭示怎样才能阻止他。从目前所知的《于》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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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情况看，作者原来的创作意图就是要写一部针对希特勒的讽刺

剧。但当作者第一次产生这一意念时，背景并不是在美国，风格也

有所不同。最初布莱希特想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体风格表

现一个意大利恶棍。他在１９３４年９月（即布莱希特流亡的最初阶

段）开始构思这个剧本时正是顺着这一方向展开的。用散文写成的

梗概被保存下来，甚至“于”（Ｕｉ）这个意大利名字在初期已经出现，
正符合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体风格写作的构想。布莱希特

心里大概是想写一部明白无误的讽刺剧，把希特勒刻画成西萨里·
博尔吉亚（ＣｅｓａｒｅＢｏｒｇｉａ，１４７６—１５０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红衣

主教和政治 家，罗 曼 涅 亚 城 邦 君 主，马 基 雅 维 利 式 的 统 治 者 的 典

型。———译者注）式的人物。在“于”和“退”（Ｔｕｉ）两个名字之间也

有某些联系，因为布莱希特在这一时期曾与瓦尔特·本杰明讨论过

这两个名字。布莱希特在１９３５年到纽约旅行，亲眼看到了黑帮之

间的战斗。这座城市因为要分配被禁售的烈酒而被分割开来。一

般研究者都认为，１９３５年 对 纽 约 的 这 次 访 问 在 布 莱 希 特 的 心 中 留

下了深刻印象，他 根 据 这 种 印 象 为 他 的 剧 作 勾 画 出 了 他 自 己 的 美

国。事实上他的确在那里，并亲眼看到了所发生的事情。回到家中

后，布莱希特用三个星期写完了这个剧本。和他一样对黑帮感兴趣

的儿子斯特凡给他提供了帮助。布莱希特又花了些时间对作品加

以润色，但总起来看此剧写成的速度是够快的。这完全不象布莱希

特。他喜欢反复重写和修改，写作速度之慢是出了名的。而这次他

似乎是迅速写成了整部戏，然后把手稿送到美国，希望在这里被译

成英文出版后能很快被搬上舞台。由于《阿图罗·于》写得太快了，
所以长期以来大家都未把这部戏看作是布莱希特流亡期间的经典

之作，只觉得作者在这上面花的精力不多而忽略并撇开了这部戏。
大家还认为，此剧是未完成的作品。因为据了解，布莱希特曾打算

扩展剧情，一直写到大战爆发。这意味着此剧的内容还包括西班牙

内战、慕尼黑条约及随之而来的“占领”、侵入波兰和法国沦陷，而不

是像现在这样，只反映了从国社党上台到德奥合并这一段时间。布

莱希特自己也承认这一切不可能被搬上舞台或被这样一部剧作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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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实际上当时此剧的哪一部分也没被搬上舞台。作者是把它当

成反击希特勒的武器来写的，是用怪诞的手法揭露希特勒，但直到

希特勒快如流星的发迹在灾难中结束后，此剧才得见天日。此时人

们又觉得这部戏恍若隔世了。也有人认为布莱希特的反法西斯倾

向将他引入歧途，使他抛开了他在流亡中已经写出或将要写出的杰

作所采用的寓言 手 法，却 转 向 了 为 配 合 当 下 现 实 而 进 行 的 粗 浅 尝

试。除了此剧写得太快之外，另一个于此剧不利的因素也是显而易

见的，这就是此剧从未为演出进行过修订。作者死后此剧才发表出

来，并被搬上舞台（看演出的效果与阅读的效果有所区别），直到这

时，这部剧作才显示出它在舞台上不同寻常的力量和生命。批评家

们错了。此剧绝不是布莱希特最孱弱无力的作品，相反，它已在舞

台上证明它是作者最成功的作品之一。特别是于这一角色，是一个

能带出伟大演员的角色。这是一出诗剧。它显然是利用历史材料，
再发挥成一种文学的戏拟。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第七幕。在这

一幕中，布莱希 特 对 莎 士 比 亚 剧 作 的 潜 在 内 容 作 了 淋 漓 尽 致 的 发

挥，如马克·安东尼的演讲就是模仿布鲁图斯刺杀恺撒时的演讲。
布鲁图斯诉诸群众的理智，而安东尼则诉诸群众的感情。这段演讲

放在这里效果十分突出。它不仅是一个修辞的范本，而且也实实在

在地说明于（希特勒）已学会了做交易的技巧，———他不仅学会了怎

样讲话，也学会了怎样利用文化的虚饰。从这段著名的台词中他学

会了怎样做到词、意分离，怎样使一个词表达出与其原意相反的意

义。于和希特勒一样成了歪曲文字意义的大师。同时，观众又在布

莱希特的推动下 认 清 了 这 种 伎 俩，听 出 了 利 用 语 言 技 巧 制 造 的 谎

言。在另一幕中，布莱希特又利用序幕中的材料来表现于和莎士比

亚笔下的恶魔杀手理查三世之间的相似之处。其他一些地方还有

歌德的《浮士德》的影子。探讨一下布莱希特为什么要用诗体写他

的这部剧作、为什么要把希特勒变成美国的黑帮分子、为什么要利

用他人剧作来包裹一切是很有意思的。这些问题会得到不同的回

答。其中有一点是：他不仅仅要求能动地利用传统，同时他的目的

也是要通过加上一层层低级、庸俗的情调暴露那种过时的、保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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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命不凡的古典文化。另外还有一个原因，———纳粹在利用古典作

品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方面 是 世 人 皆 知 的：他 们 垄 断 了 文 化。戈 林

娶了一位女演员，结果变成了德国戏剧界的太上皇。他喜欢为自己

的残忍罩上一层文化的虚饰，不管这层虚饰是从莎士比亚、歌德那

里来的，还是从席勒那里来的。戈林在洗劫欧洲的美术馆、敛聚其

藏品方面也是出了名的。布莱希特的这种戏拟手法不只是拿古典

作品开玩笑，也是要提醒观众，高层次的文化常常被利用来掩盖事

实。至于为什么所借用的材料主要来自戏剧领域，这里的回答是：
纳粹德国已经把自己戏剧化了，它本身就具有戏剧性，它所欣赏的

就是那种高雅的、恺撒式的新古典主义文风。布莱希特突出国家社

会主义的戏剧性正是要戳穿神话。剧中所表现的于是一个好装模

作样的人，他已经学会了怎样行、立、坐、说话。他发表演讲得预先

排练；他的演讲不是真诚的，不是发自内心的；他能够像演员一样由

咆哮、嘶喊迅 速 转 成 讨 好、辩 解 和 规 劝，———一 切 都 是 为 了 影 响 人

民，使他们臣服于他的意志。希特勒是煽动家（Ｔｒｏｍｍｌｅｒ），他善于

发挥语言的效力。布莱希特所要表现的就是这样一个希特勒。但

剧中的希特勒并不仅仅是这样一个角色，在他劝说道格勃罗接受贿

赂时，他的行为也像个屠夫。他是在演戏，那热泪盈眶的样子是装

出来的。甚至道格黛茜出场 时 也 在 背 诵 她 用 心 学 会 的 话：她 也 在

演戏。世 界 被 表 现 为 一 家 戏 院，一 家 演 出 战 争———一 场 全 面 战

争———的戏院。这是布莱希特式戏剧的一个要素，即永远也不要让

观众忘记他们是在看演员表演。通过运用戏剧对比、对古典原著的

戏拟、对表演的意识，幻觉被打破了，间离效果产生了。但剧中并不

仅仅使用戏剧化意象，多次重复的词语也可帮助观众进一步追寻布

莱希特的意图所在。譬如，元首不断地要求信任，但他本人却显然

一个人也不信任。他还要求牺牲和信仰。针对这种盲目的信念，布
莱希特请出了 理 智 的 怀 疑 精 神。于 的 黑 帮 必 须 提 供 的 东 西 是“保

护”，但自相矛盾的是，他们先是制造混乱，而后又呼吁法律和秩序。
结尾时，“于”保护起了每一个人，不管他们是否需要保护。任何于

此有碍的人都要在脸上抹上白粉，再处死。于击败了德高望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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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清白的政治家道格勃罗，击败了财力雄厚的大商人，俘虏了小

商人，最后他的权力控制了每一个人，提供了强有力的领导、法律、
秩序及钢铁般的保护。他怎么做到这一点？是靠环境吗？是靠世

界局势吗？是靠经济萧条和通货膨胀吗？金钱当然是很可爱的，但
即使这样，商人们起初也没有利用他的想法。他们试图通过腐蚀道

格勃罗来达到目的，———正是这种政治界的腐败为于提供 了 机 会。
他随即制造了混乱局面，借机扩充了实力。癌细胞扩散开来。怎样

才能制止于？如果托拉斯没有首先使用违法手段会怎样？如果社

会中的懦夫少一些会怎样？如果有人不吃他那一套而奋起反抗会

怎样？如果每 个 人 都 不 袖 手 旁 观、指 望 别 人 会 怎 样？ 如 果 职 业 阶

层、法官、警察、医生、记者不曾那么早就让步会怎样？有人曾问过，
工人阶级在哪里呢？那表现得和于（希特勒）真正对立的马克思主

义的无产阶级在哪里呢？有反对希特勒的工人阶级，但也有向希特

勒欢呼的工人阶级。倘若去表现工人们与武装的黑帮战斗那将是

很幼稚的。剧中所表现的是于（希特勒）专门向小商人，即小资 产 阶

级要求支持。剧中没有 明 确 表 现 出 来 的 是 究 竟 应 该 怎 样 做 才 能

抵抗于。此剧被称作戏拟剧，但 这 并 不 是 说 该 剧 是 一 种 有 明 确 意

义的戏拟。正相反，它与作者在 此 后 的 流 亡 过 程 中 创 作 的 那 些 更

伟大的戏剧作品的那 种 结 局 开 放 的 结 构 更 为 接 近。于 应 该 被 遏

制，但究竟 怎 样 才 能 做 到 这 一 点，观 众 不 得 不 自 己 去 作 出 结 论。
这同样适用于该剧的主角于 本 身。布 莱 希 特 明 白，塑 造 于 这 种 人

物形象需要冒风险，因为观众 到 头 来 可 能 会 欣 赏 于 这 种 人。观 众

对《小凯撒》这 种 表 现 黑 帮 的 影 片 就 是 持 这 种 态 度，尽 管（或 许 正

因为）片中的恶棍冷酷无情，观众还是对他很欣赏。布莱希特的于

是一个很滑稽的小人物：他多虑、消极、做事缺乏耐性、会突然干出

一些疯狂的举动。他似乎被别人操纵着，似乎仅仅是一个被线拴着

的木偶，但他又摇身一变，成了主宰者。他说他有计划，但这些计划

似乎又是拾人牙慧。布莱希特没有点明他脑子里都想些什么，也没

有点明他除了相信自己外还相信什么？要想根据此剧勾画出纳粹

世界观（Ｗｅｌｔａｎｓｃｈａｕｕｎｇ）的画像无疑是不容易的。当然，有人会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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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异议，认为布莱希特的意图就是要表明没有哲学，只有空虚，希特

勒的力量源泉就在这里；他不相信任何东西，这样他就能做到说变

就变，———这就是他的过人之处。可以把于演成查理·卓别林式的

人物，一个滑稽人物，但最终他是丝毫也不滑稽的。于给人造成印

象靠的是表情、神态。他能在很短时间内给人留下印象，但他仍然

是一个让人难以捉摸的人物。尽管这样，这一角色仍然被证明是现

代戏剧中最有魅力的角色之一，并未因时间的流逝而失去其现实针

对性。因为，正如布莱希特在后来补加的一篇序言中所说，法西斯

主义的危险 依 然 存 在：“它 从 其 中 爬 出 来 的 那 个 子 宫 依 然 有 生 育

能力。”
《阿图罗·于可以抵抗的崛起》开始是作为讽刺剧酝酿，逐步发

展成一种类似于《高加索灰阑记》那样的非现实主义戏拟剧。《主宰

种族的私人生活》也有一个清楚的讽刺意向，但与其他反法西斯戏

剧不同，它明显表现出一种单纯的、明快的写实风格，因而此剧在当

时展开的现实主义大讨论中立刻派上了用场。这次讨论从总体上

讲是与卢卡契分不开的。但在这场重大而又琐细的讨论中，他只是

一位高高在上的 大 人 物，在 三 十 年 代 后 期 的 莫 斯 科 使 用 一 些 最 枯

燥、最有理论色彩的词语研究解决问题。这场讨论的缘起或许可以

追溯到希特勒德国尚未出现时的柏林。当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

无产阶级 文 学 在 共 产 党 的 圈 子 里 已 经 在 理 论 上 得 到 了 探 讨。乔

治·卢卡契曾在马克思 恩格斯学院学习过，他特别专心研究过无

产阶级文学以 及 这 种 文 学 与 十 九 世 纪 现 实 主 义 文 学 传 统 的 关 系。
在流亡莫斯科期间，他依靠他所习惯的、卓越的抽象才能发展了他

的观点，并且占了上风，这同样也得力于他与当权者无人堪比的政

治关系。当时身在墨西哥的安娜·西格斯和身在捷克斯洛伐克的

恩斯特·布罗克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但布莱希特宁愿避免公开

参加讨论，其实就是想避免流亡者意见的分裂。同时还因为他有自

己从现实中和经验中得出的看法；他看不出卢卡契的观点对一个具

有独创性的作家的创作有何助益。恩斯特·布罗克、安娜·西格斯

和布莱希特都看清了过于狭窄的、以十九世纪中产阶级文学创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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圭臬的现实主义定义的危险。尽管统一的政策或许对文学界的反

法西斯阵营有用处，但他们还是愿意走自己的路。西格斯将自己限

制在与卢卡契进行私人通讯的范围内。布莱希特保留自己的意见，
但他完全不同意卢卡契的观点已是众所周知的事。除了公开审判

和他朋友的失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路线的限制或许是他宁可住在

苏联之外的主要原因。当时另一次吸引了许多显赫人物注意力的

文学讨论也有同样的情况。这次讨论集中在表现主义问题上；在涉

及到反法西斯主义的文学创作应具有什么样的基本性质时也联系

到了现实主义问题。当时住在莫斯科绝大部分作家都被卷了进去，
他们不得不与卢卡契定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路线保持一致，虽然

他们当中的许 多 人 在 希 特 勒 掌 权 前 的 德 国 都 属 于 表 现 主 义 流 派。
莫斯科的这群作家中。转向最彻底的例子要数Ｊ·Ｒ·贝歇尔。此

人从一位最自由浪漫的抒情表现主义者转变成最循规蹈矩的党的

诗人。此时卢卡契对表现主义的最高判决迫使那一代住在莫斯科

的所有作家都断绝了与过去的联系，对于现状或忍受或适应。这次

讨论基本上也是政治性的而非文学性的。其缘起是克劳斯·曼的

一篇探讨格特弗里德·本对纳粹掌权表示欢迎的背叛行为的文章。
卢卡契并未打算对表现主义文学作品进行广泛的横向研究，他只是

根据范围狭窄且无代表性的例子作出他的政治性结论。讨论的基

本问题是是否能证明表现主义即原始法西斯主义，答案是肯定的。
并非所有人都同意卢卡契的阐释。恩斯特·布洛克就几乎完全不

同意卢卡契的观点。但卢卡奇势力强大且能言善辩。这次讨论影

响所及，不仅对表现主义提出了严肃的怀疑，而且在此后的一个很

长时期里也殃及到其他前卫及实验性文学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占据了最高统治 地 位，但 它 给 共 产 党 文 学 带 来 的 并 不 总 是 最 好 的

结果。
布莱希特的《主宰种族的私人生活》正是在这些讨论当中出现

的。由于这部作品看上去似乎符合那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发展起

来的理论，它很快就被捧为现实主义的样板，它跟那种与布莱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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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史诗剧试验的差异受到特别的关注。① 《卡拉太

太的枪》已经走上了“通向现实主义的道路”。当布莱希特的《第三

帝国场景录》新系列中“密探”（Ｓｐｉｔｚｅｌ）一 折 于１９３８年３月 刊 登 在

出版于莫斯科的 刊 物《发 言》上 时，卢 卡 契 宣 称 流 亡 者 已 汇 入 到 真

实、深刻、有意 义 的 现 实 主 义 潮 流 中 来。他 提 到 了 多 布 林、海 因 里

希·曼和托马斯·曼，但他特别推崇布莱希特：

他描绘了德国法西斯统治的恐怖画面，揭示了目前法西斯

怎样破坏社会生活的一切基础，破坏丈夫、妻子和孩子之间的

一切信任；揭示了法西斯的非人道行为怎样从最深的根基上摧

毁了它声称要保护的家庭。

布莱希特理解 卢 卡 契 的 评 论。他 在 日 记 中 写 道：“卢 卡 契 已 对‘密

探’一折表示欢迎，好像我是一个回到救世军怀抱中的罪人。”很显

然，他从未打算写卢卡契要求的那种现实主义作品。首先，他那一

系列场景的基本结构要素之一就是蒙太奇，这种现代的、形式主义

的手法长期以来就令共产党的评论家大皱眉头；其次，布莱希特认

为，他的情景剧只是“接近自然主义”，背景是真实的地点、真实的城

市，事件就是当前，不存在打破幻觉的问题；剧中的每一首歌或诗都

是在感情激发到一定的程度时才出现的；所使用的语言是不事雕琢

的散文语言，甚至用上了方言；对于人物都赋予其和实际生活中的

人一样的心理动机。然而，尽管表面上这一切都符合现实主义，作

者所要达到的效果却有所不同。剧中运用其他各种技巧所带来的

厚实的内容及抽象性是简单的现实主义不可能取得的。
让人怀疑布莱希特情景剧的散文现实主义性质的因素之一就

是其中的某些动机早在１９３４、１９３５年间就以诗体形式出 现 过。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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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情景剧 本 身 则 是 后 来 布 莱 希 特 开 始 为 斯 拉 坦·杜 铎（Ｓｌａｔａｎ
Ｄｕｄｏｗ）的政治 性“卡 巴 莱”（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ｃａｂａｒｅｔ）写 作 时 才 拿 出 来 的。
实际上，这些情景剧正是卡巴莱这种戏剧传统的产物。在后来的岁

月里，从布莱希特最终完成的二十四出情景剧中挑出几出以供卡巴

莱式的演出已成为很常见的事情。上演全部情景剧要用的时间太

长，几乎无人尝试。当全套作品最后定型时，剧名、形式和意图都发

生了变化。开始的剧名是《恐惧》、《纳粹统治下德国人民精神的提

高》，后改为《小型和极小型速写系列》，再后来又改为具有讽刺意味

的《德国，一个恐怖故事》。最后定下的剧名《第三帝国的恐惧与苦

难》，似乎借鉴了巴尔扎克的《交际花盛衰记》和维尼的《卑微而又崇

高的军人》（指在所有格的修辞手法上有所借鉴。见 下。———译 者

注）。《主宰种族的私人生活》不是对德语的直译，也没有指明布莱

希特在他最后定下的剧名中所细心安排的各种意蕴。首先强调的

是恐惧，———新德国并不是幸福的所在；其次，那个德语的所有格也

具有双重含义，它既指纳粹统治下的恐惧和悲惨，也指纳粹对他们

所统治的人民的恐惧。布莱希特的剧名永远值得细心琢磨。
和许多流亡 者 的 作 品 一 样，这 部 系 列 剧 的 出 版 史 也 很 曲 折 复

杂。《发言》发表了几出；斯拉坦·杜铎于１９３８年５月在巴黎上演

了他手头的十七个情景剧中的八个；另有几个情景剧在其他几个国

家上演。魏兰德·赫兹费 尔 德（ＷｉｅｌａｎｄＨｅｒｚｆｅｌｄｅ）曾 安 排 由 布 拉

格的马立克 出 版 社 出 版 全 套 剧 作，但 剧 本 落 入 德 国 人 之 手。直 到

１９４５年他才得以把剧本交给纽约的奥洛拉出版社付梓印出。此外

还有其他一些变故和周折。
《主宰种族的私人生活》的源头显然是魏玛共和国的时事讽刺

剧。共产党的业余演出通常规模都很大，其中还有大群人的合唱和

游行。但适合工人剧团演出的规模较小的讽刺剧也得到了发展，其
中最有名 的 作 品 是 皮 斯 卡 托 的“红 色 聒 噪 时 事 讽 刺 剧”（Ｒｅｖｕｅ
ＲｏｔｅｒＲｕｍｍｅｌ）。用自然主义处理具体事件的手法也形成了，如伊

利奇·斯特芬的《纳 粹 在 他 们 自 己 中 间》，还 有 冯·万 根 海 姆 创 作

的、他称之为“辩证蒙太奇”的一些作品。作者们已意识到要避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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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或性格的模式化，如一个肥胖的资本家说一些可以预料的话。总

起来看，这类戏剧已经由业余演员在舞台上粗浅地呼喊党的政治口

号发展到出现一些适合专业演员演出的、较为成熟的作品。剧作家

皮斯卡托、万根海姆、穆塞、沃尔夫和布莱希特提供了必要的演出剧

目。布莱希特提供的就是《主宰种族的私人生活》这种可以由业余

演员和专业演员合演的系列情景剧。其中的某些场景（如《犹太妻

子》）中的角色还为海伦·韦格尔（ＨｅｌｅｎｅＷｅｉｇｅｌ）这样杰出的女演

员提供了大显身手的机会；而另外一些极短的情景剧（简明扼要地

表达一种意念，动 作 在 这 里 和 台 词 一 样 重 要）则 更 适 合 业 余 演 员。
整套剧通常都是这样由业余演员和专业演员合作演出的。

既然布莱希特的二十四个情景剧不可能同时全部上演，那么它

也就不能算是舞台剧，而只能算是案头剧。因此，大家常拿这套剧

与“案头剧”的经典之作、卡尔·克劳斯（ＫａｒｌＫｒａｕｓ）的《人类末日》
相比较。除了与 魏 玛 共 和 国 的 工 人 戏 剧、时 事 讽 刺 剧 和“卡 巴 莱”
的关系以外，布莱希特似乎还要挖掘这种文学形式的潜力。当然差

异是明显存在的，———布莱希特有意要对新德国的各个阶层和各种

人作一全面反映，但尽管有这种打算，他还是明显比克劳斯有节制。
克劳斯那由一百幕组成的庞然大物根本没有上演的可能。不过他

们两人都热衷于实录性的创作基调。克劳斯尝试只用敌人自己的

话来打击敌人，而布莱希特则宣称他的情景剧是以自述所见的报告

和剪报为基础。区别或许可 以 由 这 样 一 个 事 实 看 出：克 劳 斯 依 靠

语言的讽刺，他的主要成分是报纸，是头条文章；布莱希特尚不失为

一个剧作家，他每一出情景剧都展示出独裁统治下某种有特色的生

活姿态。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灰阑记》。在这出戏的结尾，冲锋队

队员拍拍工人的后背，———这通常是一种友好的表示，却变 成 了 背

叛新德国的标志。同样，第一出情景剧虽很简短，却暴露了纳粹所

声称的要创造一个统一的民族共同 体 的 虚 伪 性：两 名 大 胆 的 党 卫

军军官在工人聚居区迷了路，便朝西面八方开枪，同时又恐惧地大

声求救。这种“姿态”的确为整套剧定下了一个“恐惧”的基调，这种

讽刺手法暴露了纳粹意识形态之经济基础的真实状况，揭示出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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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和阶级对抗仍在继续，尽管纳粹的说法正相反。
当然，《主宰种族的私人生活》的时间跨度并未覆盖从希特勒上

台到千年帝国崩溃整个十二年的纳粹统治时期。按日期排列，这些

情景剧实际是从１９３３年１月３０日到１９３８年３月１２日。柏林是主

要地点，但也有一些情景剧的地点是在其他城市。这种时间和地点

的明确性究竟有什么意义颇令人怀疑，因为它们都是在１９４５年版

中加上 去 的。至 于 各 情 景 剧 的 排 列 顺 序 则 绝 非 随 意 编 排 的。君

特·哈同（ＧüｎｔｅｒＨａｒｔｕｎｇ）提 出 了 如 下 的 编 排 构 思：第 一 至 第 五

情景剧，表现党卫军和冲锋队欺压工人；第六至第十出表现知识分

子和白领工人；第十一至第十五出表现工人思考自己的处境；第十

六至第二十一出，表现中下层人民的苦难；第二十二至第二十四出，
表现工人们露出反抗的端倪。这种划分表明，此剧并不是要横向表

现生活 在 恐 惧 与 苦 难 中 的 平 民 百 姓。序 幕 和 连 场 诗（ｌｉｎｋｉｎｇ
ｖｅｒｓｅｓ）将全剧连成整体。这些非散文因素给全剧带来了某种史诗

的性质。尤其是在一辆坦克载着十几名士兵出现在舞台上时，这种

性质更加突出。那些士兵面色苍白，表明他们已体验到第三帝国的

恐怖，也正是他们要把恐怖带到世界其他地方。“也是巧合，在《第

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帅克》一剧中，同样的德国装甲部队、同样的面色

苍白的匪徒（炮灰）从帅克那带着揶揄味道的眼睛前面通过，当时的

帅克正向斯大林格勒迂回跋涉。”正如贝歇尔的剧作《冬天的战斗》
所表现的那样，是莫斯科周围的大雪遏止了纳粹的节节胜利。① 这

里视觉因素和语言、动作一起发挥作用，提醒“死神之舞”的观众回

想起作为另一源泉的早期现实主义把语言和画面结合起来表现一

系列不同社会职业和社会阶层。
布莱希特把他的系列情景剧用一个框架组织起来或许是有意

—７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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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他追问，经过五年的纳粹统治，德国人变成什么样了？元首

准备发动战争，他们也在准备吗？他要揭露的是，不存在什么民族

共同体，只有恐惧和背叛；工人们不愿和这个政权同流合污，但他们

被迫隐藏起他们的真实思想；甚至在纳粹掌权后，他们仍陷在内部

纷争中，未能团结一致对付共同的敌人，直到他们都被关进同一座

集中营里才如梦方醒。法官、医生、大学的物理学家都表明他们太

容易在纳粹的压力下屈服了。《密探》表现那位教师只敢在自己的

四堵墙中表示对现政权的怀疑，甚至在这种时候还要担心自己那加

入了希特勒青年党的儿子会出卖他。事实上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
戈培尔的宣传机器大肆宣传工人多么幸福，宣传每个人的生活比魏

玛共和国时期有多大改善；那敢于讲出自己工资袋真实情况的人被

装进锌皮棺材里抬回了家；那保存着食品价格单以便造家庭预算的

年轻妻子也被冲锋队带走了。即使是农民和那些一开始就投了希

特勒票的人也不能高枕无忧。
整个社会结构都是建立在恐惧之上的，所以不存在真正与希特

勒对立的势力。但布莱希特仍然暗示，工人只要团结起来就是一股

强大的力量；士兵并非真的想打仗；有一些工人在抵抗，虽然他们所

能做到的只不过是写一幅只有一个“不”字的传单。这正是整套剧

的最后一句台词，是他们对欢呼希特勒进入维也纳的胜利喧嚣的反

应。一个民族，一 个 帝 国，一 个 元 首。然 而 他 们 真 的 是 一 家 人 吗？

抑或他们是被收买了才这样表现的？布莱希特暗示，新帝国是建立

在恐怖和苦难之上的，每个人的状况都在变化；经济为战争而开动。
这一切或许都是真实的。但他未能认清，任何人都可能真诚地相信

希特勒，因此（如《阿图罗·于》所反映的那样）他也就不想去探究新

德国的意识形态究竟是什么货色。布莱希特心里明白希特勒得到

了支持。在《老战士》一剧前面的诗中，他谈到希特勒获得了百分之

百的选票。老战士听到任何人说出违背“理想”的言论都会火冒三

丈，但他又说不明白这“理想”是什么样的。有些地方透露出布莱希

特对德国人的看法。那个犹太妻子是这样总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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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创立了量子理论，培养了特伦德

伦 堡 （Ｔｒｅｎｄｅｌｅｎｂｕｒｇ。十 九 世 纪 德 国 哲 学 家、教 育 家、作

家。———译者注），又听到一些半野蛮人告诉你，你应该去征服

世界，却不允许你保有你想要的妻子。你发明了人工呼吸的方

法，又能一颗子弹消灭一个俄国人！你既是恶魔，也是 恶 魔 的

马屁精。

１９４０年至１９４１年间，布 莱 希 特 在 芬 兰 写 下 了 他 的《流 亡 谈 话

录》。他从未打算把这里面的的内容搬上舞台。然而自从这些谈话

结集出版以来，它们越来越经常地被用戏剧方式表现出来。这些谈

话主要是在流亡于芬兰的物理学家泽费尔和共产党员、工人卡勒之

间进行的。布莱希特在这些谈话中评论了他逃难前后德国政局的

发展变化，揭露了国家社会主义政体的各种重要观念。他在书中还

发展了他以前提出的一些看法，如在《人是人》中，他认为，宣传、威

胁、洗脑等手段能把任何人变成不怕死的战斗机器。布莱希特在这

里和在其他地方一样，尽情地嘲笑英雄主义，赞赏伽利略、帅克、阿

兹达克等人的机智。他们从不明白无误地说“是”或“不”，他们总能

设法活下去。至于他是否会把这当作一种权宜之计或一条生存途

径劝告德国人民 在 纳 粹 的 全 面 独 裁 统 治 下 接 收 过 来，则 是 另 一 回

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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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作家的诗歌创作

长期以来，戏剧（ｔｈｅａｔｒｅ）在 德 国 就 不 单 单 是 指 正 规 的 舞 台 剧

（ｄｒａｍａ）。作家们自上世纪末、本 世 纪 初 已 开 始 与 作 曲 家 合 作 了。
表现主义时代 过 后，作 家 们 对 文 学 性 的“卡 巴 莱”也 产 生 了 兴 趣。
较为轻松的诗作剧增，然而这并 没 有 排 除 利 用 戏 剧 为 政 治 目 的 服

务。万根海姆就 曾 为 第 三 十 一 演 出 队 写 了 像《捕 鼠 器》、《埋 狗 的

地方》这样的纪 实 性、速 写 式 的 讽 刺 剧；尤 其 是 后 者，拿 纳 粹 的 口

号“鲜花与泥 土”开 玩 笑。弗 里 德 里 希·沃 尔 夫 也 写 过 时 事 讽 刺

剧，布莱希特在他创作生涯的早 期 就 与 卡 尔·瓦 伦 丁 等 幽 默 家 合

作过，并且 习 惯 于 把 自 己 看 作 是 流 行 歌 曲 的 作 者。除 布 莱 希 特

外，格奥尔格·凯瑟也与库特·维 尔 合 作 过，他 们 的《银 湖———一

个冬天的童话》在１９３３年 初 曾 引 起 戏 剧 界 的 一 场 轰 动。当 时 纳

粹正对《恺撒歌 谣》恼 火，此 作 品 有 些 像 对 希 特 勒 的 警 告，纳 粹 阻

止了它的演出：

别让谁蠢到这等程度，
竟认定自己比别人更好；
恺撒想用剑维持统治，
一把小刀就把他捅倒。

纳粹掌权后，那 些 曾 开 过 希 特 勒 及 其 政 党 玩 笑 的 歌 曲 作 者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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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巴莱”艺术家都属于首先遭难或离开 祖 国 的 人。① 艾 利 希·穆

塞、弗 里 兹 · 格 伦 堡 （ＦｒｉｔｚＧｒüｎｂａｕｍ）、保 罗 · 摩 根 （Ｐａｕｌ
Ｍｏｒｇａｎ）、库特·格隆（ＫｕｒｔＧｅｒｒｏｎ）等人未能熬过集中营的折磨。
写作“卡巴莱”歌曲的大师 瓦 尔 特·墨 林（ＷａｌｔｅｒＭｅｈｒｉｎｇ）迅 即 出

国。在国会纵火案发生前夕，德奥合并的日子里，他发表了《巨蟹传

奇》，其中记下了这么一条：“神奇螃蟹故事中的德国和希特勒完全

是倒行逆施。”即使不牵扯他参与建立政治性“卡巴莱”的事，单凭这

一缘由，他尽快离开德国也是十分明智的。流亡中，他继续写作讽刺

诗、文；另外还写了一本《缪勒———一个日耳曼家庭从塔西提时代到

希特勒时代的编年史》（１９３５年）。《柏林日报》（ＢｅｒｌｉｎｅｒＴａｇｅｂｌａｔｔ）
的著名评论家阿尔弗雷德·科尔（ＡｌｆｒｅｄＫｅｒｒ）的讽刺诗也很有名，
因此为纳粹分 子 忌 恨。他 也 加 入 了 流 亡 的 行 列，１９３６年 后 即 生 活

在伦敦。他的《家庭脚夫的独裁》于１９３８年问世。此后他继续发表

诗歌和“歌谣”（ｍｅｌｏｄｉｅｓ）。杰出的歌曲作者图邵尔斯基于１９３４年

献出了生命。当时他同另一位杰出的歌曲作者兼“卡巴莱”艺术家

艾里希·科斯特纳一起留在德国“作见证人”。他在格言诗《对不必

要的问题的必要回答》中，阐明了他留下来的理由：

我是来自萨克森州德累斯登的德国人，
我的故土决不肯让我去远方。
我是一株树，生长在德国的土地上，
也无法不在德国枯萎和死亡。②

在纳粹德国仍然有某种生存的可能，卡斯特纳就活了下来；卡

—１９２—

①

②

ＧｅｒａｌｄＡｌａｎＦｅｔｚ，‘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ＣｈａｎｓｏｎｉｎＧｅｒｍａｎ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ｆｒｏｍ
ＷｅｄｅｋｉｎｄｔｏＢｒｅｃｈｔ’，ｕ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ＰｈＤｔｈｅｓｉ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Ｏｒｅｇｏｎ，１９７３．

Ｑｕｏｔｅｄｆｒｏｍ Ｈｅｉｎｚ Ｇｒｅｕｌ，Ｂｒｅｔｔｅｒ，ｄｉｅｄｉｅＺｅｉｔｂｅｄｅｕｔｅｎ．Ｄｉｅ
Ｋｕｌｔｕｒ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ｓＫａｂａｒｅｔｔｓ （ｄｔｖ７４３ ７４４，Ｍｕｎｉｃｈ，１９７１），ｖｏｌ．２，
ｐ．２８９．ＳｅｅＫｓｔｎｅｒ，Ｇｅｓａｍｍｅｌｔｅ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１，ｐ．３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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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瓦伦丁（ＫａｒｌＶａｌｅｎｔｉｎ）也 一 直 没 有 屈 服；戈 培 尔 的 眼 中 钉 沃

纳·芬克（ＷｅｒｎｅｒＦｉｎｃｋ）一直到１９３９年才被迫沉默下来。戈培尔

在１９３９年的《种族观察家报》上特别提到了这一事件，他对芬克提

出的在纳粹 德 国 是 否 能 有 幽 默 感 的 问 题 做 出 了 基 本 上 是 否 定 的

回答。①
和魏玛共和国所有最好的戏剧传统一样，文艺和政治的“卡巴

莱”也 不 得 不 踏 上 流 亡 之 路。玛 莱 娜 · 迪 特 里 希 （Ｍａｒｌｅｎｅ
Ｄｉｅｔｒｉｃｈ）成为往返于英国、法国之间的“德国流亡 者 的 美 好 天 使”；
曾用一句“你曾 经 爱 过 我 吗？”的 话 开 希 特 勒 玩 笑 的 迈 克 斯·汉 森

（ＭａｘＨａｎｓｅｎ）接管了哥本哈根提沃利庄园的一家剧院；艾丽卡·
曼（ＥｒｉｋａＭａｎｎ）把 她 的“胡 椒 磨 坊 卡 巴 莱”从 慕 尼 黑 糖 果 盒 剧 院

（ＭｕｎｉｃｈＢｏｎｂｏｎｎｉèｒｅ）搬 到 苏 黎 世。尽 管 德 国 大 使 提 出 了 抱 怨 和

抗议，“胡椒磨坊”仍然 在 七 个 国 家 演 出 了１０３４场，其 成 员 包 括 德

国最优秀的“卡巴莱”歌手、舞蹈演员和歌曲作者。有一份报道称，
没有一家报纸或头条文章把纳粹统治下生活的变化作如此淋漓尽

致的揭露。但是讽刺性作品需要不断创新，因此需要不断得到讽刺

对象的最新情况。作者离开祖国越来越远，讽刺性作品也最终隐退

而消失。艾丽卡·曼的“胡椒磨坊”在美国———一个当时尚未有政

治性和文艺性“卡巴莱”传统的国家———便遭遇了这种命运。游戏

诗文（ｐａｒｏｄｙ）也是流亡中的诗人们较多采用的一种形式，这不仅因

为此种形式可以令流亡者们直接面对“真正的德国人是什么样的？”
这一根本性问题，也因为纳粹把这么多德国文学遗产（从荷尔德林

到歌德等）据为己有，只有游戏诗文尚未被玷污。布莱希特在这方

面也像在其他方面一样写出了优秀的代表性作品，他的《希特勒圣

歌》尤为突出。纳粹曾宣称路德是希特勒的先驱，布莱希特运用传

统的圣歌形式剥去了希特勒这个窃贼的神圣外衣：

—２９２—

① ＦｏｒＤｒＣｏｅｂｂｅｌｓｏｎｔｈｅ ‘Ｆｉｎｃｋ Ｃａｓｅ’ｉｎ ＶｌｋｉｓｃｈｅｒＢｅｏｂａｃｈｔｅｒ
（４Ｆｅｂ．１９３９）ｓｅｅＧｒｅｕｌ，Ｂｒｅｔｔｅｒ，ｄｉｅｄｉｅＺｅｉｔｂｅｄｅｕｔｅｎ，ｖｏｌ．２，ｐ．２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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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起向上帝表示感谢，
感谢他给我们送来了希特勒。

招致纳粹当局不满的不只是政治色彩浓厚的诗人。倘若认为

叙述性散文和受束缚较重的社会戏剧具有更明显的反纳粹倾向，那
也是合乎情理的。诗歌可以较为纯粹，可以不食人间烟火，可以免

受书报检 查 及 政 府 的 控 制。这 是 托 马 斯·曼 在 他 著 名 的 致 爱 德

华·科洛蒂（ＥｄｕａｒｄＫｏｒｒｏｄｉ）的信中提出的观点：

你说并非所有的文学、而主要是小说流亡了，这并不奇怪。
纯诗，———那种高高在上、脱离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纯粹感觉，抒

情诗从来都是这样的———遵从的是一种与叙述 性 散 文 不 同 的

规律……，前者可以平静地、不受干扰地生长、开 花，甜 蜜 地 沉

浸在对世界的遗忘中。①

托马斯·曼在此犯了一个大错。没有人能够躲得开。纳 粹 对

于纯诗和政治诗并不加区别；他们的出发点并非美学的考虑，而是

与种 族 的 关 系 及 在 统 治 者 眼 中 是 否 可 靠。亚 德 丽 娜 · 阿 什

（ＡｄｒｉｅｎｎｅＡｓｈ）曾对德国流亡者的抒情诗作过广泛的 研 究。她 将

流亡诗人分为互不相关的三代人。② 较 老 的 第 一 代 出 生 在 上 个 世

纪末叶，多与表现主义有联系。在这部分人当中，她举出了这些人

作为已有名气 的 诗 人 的 代 表：约 翰 纳·Ｒ·贝 歇 尔（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Ｒ．
Ｂｅｃｈｅｒ）、艾尔瑟·拉斯克 舒勒（ＥｌｓｅＬａｓｋｅｒＳｃｈüｌｅｒ）、鲁道夫·列

—３９２—

①

②

ＴｈｏｍａｓＭａｎｎｔｏＥｄｕａｒｄＫｏｒｒｏｄｉ，３Ｆｅｂ．１９３８ｉｎＥｒｉｋａＭａｎｎ（ｅｄ．），
ＴｈｏｍａｓＭａｎｎＢｒｉｅｆｅ：１８８９ １９３６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１９６１），ｐｐ．４１１ ４１２．

ＡｄｒｉｅｎｎｅＡｓｈ，‘ＧｅｒｍａｎＰｏｅｔｒｙｉｎＥｘｉｌｅ：１９３３ １９４５’，ｕ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ＰｈＤｔｈｅｓｉ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ｘａｓａｔＡｕｓｔｉｎ，１９７１．Ｖｅｒｙｓｈｏｒｔｖｅｒｓｉｏｎ，‘Ｌｙｒｉｃ
ＰｏｅｔｒｙｉｎＥｘｉｌｅ’ｉｎＥｘｉｌｅ：ｔｈｅＷｒｉｔｅｒｓ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ｐｐ．１ ２３．ＳｅｅａｌｓｏＷｉｌｌｉａｍ
Ｋ．Ｐｆｅｉｌｅｒ，Ｇｅｒｍａｎ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Ｅｘｉｌｅ．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ｒｎｏｆｔｈｅＰｏｅｔｓ （Ｌｉｎｃｏｌｎ，
Ｎｅｂｒａｓｋａ，１９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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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纳多（ＲｕｄｏｌｆＬｅｏｎｈａｒｄ）、弗 兰 兹·威 尔 菲 尔（ＦｒａｎｚＷｅｒｆｅｌ）、保

罗·泽西（ＰａｕｌＺｅｃｈ）。第二代人指那些在二十年代表现主义潮流

过后发表作品的诗人，被迫流亡时他们大都三十多岁或四十多岁。
除了表现主义及战后的政治性文学，斯特凡·乔治（ＳｔｅｆａｎＧｅｏｒｇｅ）
和里尔克（Ｒｉｌｋｅ）对 他 们 的 影 响 最 大。在 这 一 代 人 中，她 举 出 了 奥

斯卡·马利亚·格拉夫、西奥多·克拉默（ＴｈｅｏｄｏｒＫｒａｍｅｒ）和恩斯

特·瓦尔丁（ＥｒｎｓｔＷａｌｄｉｎｇｅｒ，这位诗人写过一首关于他怎样写十

四行诗的十四 行 诗）作 代 表。这 组 作 者 的 诗 歌 并 未 产 生 真 正 的 突

破。最年轻的第三代在所有流亡者中是处境最艰难的，他们大多默

默无闻，无 作 品 发 表；其 中 的 某 些 人，如 奥 斯 卡·绥 德 林（Ｏｓｋａｒ
Ｓｅｉｄｌｉｎ）、海因茨·鲍利泽（ＨｅｉｎｚＰｏｌｉｔｚｅｒ）只是作为学者有点名气；
而艾里希·弗里德（ＥｒｉｃｈＦｒｉｅｄ）直到战后仍是翻译家，后来才渐渐

以诗闻名。
现在人们都承认，当时的诗人发表作品有一些特殊的困难。太

难懂的诗和先锋派的诗缺少读者。其他方面的压力也迫使他们回

归强 大 的 德 国 传 统，使 他 们 的 诗 即 使 算 不 上 沉 闷，也 显 得 太 保 守。
十四行诗在流亡者中和在德国国内一样受到宠爱。只有俄国尚有

出版实力帮助它所赏识的德国诗人，这也是一种迫使诗人们避开先

锋派诗歌的压力，因为那类诗对于无产阶级读者大众来说“太难懂

了”。除了出版问题外，在文学形式方面诗歌也承受了越来越大的

痛苦。它无法接触活的语言。流亡本身就是一种隔离的形式，流亡

者们痛感失去了可爱的德语。一种外国语也可以带来生气。布莱

希特就是这样一位作家和诗人，他充分意识到英语词汇和句法令他

疏远了他的德语，但他也可以利用这种影响来创作。倾向于传统和

保守的诗人明显不活跃了。有些人退隐到对失去的德国风景的回

忆中，或是抱怨他们的流亡命运；他们已难以写出能让人记住的作

品了。有些人则接受了流亡的挑战和身处其中的异邦文化、乃至古

怪环境的挑战，他们能有丰饶的收获。
约翰纳斯·Ｒ·贝歇尔年轻时曾醉心于表现主义，到了１９１９年

却成了一名共产党员。二十年代后期他参与创建了无产阶级革命

—４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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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联盟及该组织的刊物《向左转》（Ｌｉｎｋｓｋｕｒｅ）。纳粹掌权时他三

十二岁。他逃往俄国，在那里一直待到１９４５年。他不仅是 流 亡 者

中的文坛领袖，而且有相当大的政治影响。他是中央委员会委员。
返回民主德国后，他创建了德国民主复兴文化同盟并担任主席。他

捞到许多高级职务，其中包括文化部部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把他

看作经典作家，而在联邦德国几乎无人注意他。从某种意义上讲，
冷战的文化后 果 给 他 的 声 誉 带 来 了 不 利 的 影 响。１９４５年 以 后，另

一位从表现主义时代过来的伟大的幸存者格特弗里德·本令人兴

奋地将现代主义、唯美主义、唯我主义、虚无主义混合塞进他的神秘

诗歌和眩目的论文中。而在东柏林，与此相反，约翰纳斯·Ｒ·贝

歇尔正对文学的现实主义和抒情诗的传统主义的教条功能给予沉

闷和详细的阐释。“人道主义遗产”的完整概念在整个流亡时期曾

是大多数反法西斯作家的主要思想之一，它在共产主义地区的文化

纲领中仍作为一项特别重要的条款被保留下来。然而这却使贝歇

尔的诗作委实显得沉闷；他有意把借鉴的重点放在圣歌、谣曲、民歌

等体裁上，放在海涅、荷尔德林这样能代表“伟大的德国诗歌传统”
的诗人身上。如此一来，赫尔姆林（Ｈｅｒｍｌｉｎ）用“新古典主义的流畅

和合乎传统的诗歌写作”来描述他的诗作看来也不无道理。贝歇尔

自己私下里 似 乎 也 同 意 他 朋 友 的 看 法。这 从 他 的 日 记 即 可 看 出。
他在当文化部长时的一系列公开讲话中，从未有偏离对现实主义及

传统的坚定信仰的地方。虽然有人怀疑他的诗作的质量，但没有人

怀疑他始终关心着德国和德国人民。有人把他的诗歌准确地描述

为“德意志 诗 歌”（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ｐｏｅｔｒｙ）；他 本 人 也 曾 用 这 个 词 语 为

他的一本集子命名。这一主题贯穿了他在四十年代的创作。早在

１９３７年，他就以格里 菲 斯 那 首 表 现 德 国 人 民 在“三 十 年 战 争”中 所

受苦难的著名诗作为蓝本写了一首双十四行诗，表达了自己的关爱

之心。下面即是贝歇尔这首题为《祖国的眼泪》的诗的开头几行：

德国人啊！说吧，
你已把德国变成了什么模样？

—５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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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强大而自由的德国吗？

是一个高踞荣誉之巅的德国吗？

是一个人民财富倍增、
人人关心他人幸福的德国吗？①

鲁道夫·莱昂哈德（ＲｕｄｏｌｆＬｅｏｎｈａｒ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即已涉足诗坛，也是一位和平主义者。他站在斯巴达派一边参加了

１９１８年至１９１９年的革命，后来又与皮斯卡托一起在柏林的“人 民

舞台”（Ｖｏｌｋｓｂüｈｎｅ）工 作。１９２７年，汉 森 克 利 夫 邀 请 他 定 居 巴 黎。
莱昂哈德在巴黎写了几个剧本，其中包括１９３６年发表的喜剧《希特

勒公司》。在巴黎，他担任德国作家的专业性组织“新德国作家守卫

协会”（ＳＤＳ）的主席，为处在 困 境 中 的 德 国 作 家 做 了 大 量 工 作。他

的诗作选集在假封面的掩护下被偷运进国内。莱昂哈德还能用法

语写作，并曾和法国抵抗力量一起工作过。１９４４年他的诗集《德国

必须生存》在马赛秘密出版。这本集子中的《祖国》一诗表明，他的

关注对象及传统化倾向与贝歇尔如出一辙：

德国，我的祖国，满身污血，
血波没体，泪涛浴身，
你已把血泪泼向整个世界。②

莱昂哈德重返德国时，身体状况已经很差。他于１９５３年去世，此时

已被人遗忘。他在表现主义时代是个多产作家，后来则把大量精力

—６９２—

①

②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ＧｅｄｉｃｈｔｅＶｏｍｖｏｒｍｒｚｂｉｓｚｕｒ
Ｇｅｇｅｎｗａｒｔ，ｅｄｉｔｅｄａｎｄ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ｂｙ ＨｅｌｍｕｔＬａｍｐｒｅｃｈｔ （Ｂｒｅｍｅｎ，１９６９），
ｐ．４１９．ＦｏｒＢｅｃｈｅｒｓｕｓｅｏｆｔｈｅｓｏｎｎｅｔｆｏｒｍ，ｓｅｅＷ．Ｅ．Ｙａｔｅｓ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
ＧｅｒｍｎｎＳｏｎｎｅｔ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１９８１），ｐ．２７．Ｙａｔｅｓｓｅｅｓ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ｉ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ｓｍ’ｏｆｔｈｅ ＭａｒｘｉｓｔＢｅｃｈｅｒａｎｄ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 Ｎａｚｉ
Ｗｅｉｎｈｅｂｅｒ．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Ｇｅｄｉｃｈｔｅ，ｐ．１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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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到流亡者的事务和西班牙内战中；他的作品几乎都未能躲过时

间的淘汰。弗兰茨·沃尔费尔（ＦｒａｎｚＷｅｒｆｅｌ）则在有生之年尝到了

成功的滋味，但他的作品显然也已过时了。他的诗作《世界的朋友》
在表现主义时代曾引起过轰动。流亡中，他主要以小说和剧本为人

熟知，但他也从未停止过写诗。１９３８年，他的《卅年诗草》在瑞典出

版。１９４６年，他的诗集《１９０５—１９４５年的诗作》在洛杉矶问世，其中

即包括他在流亡中写下的诗作。一般来讲，韵的密集使用、规整的

结构、十四行诗体都暗示了一种防守的态度，这基本上是传统性的

和“非现代性的”。沃尔费尔用对失去的世界、失去的青春的回顾代

替了对未来的瞻望。这本集子出版后不久他就去世了。艾尔瑟·
拉斯克 舒勒是表现主义时代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其原因既在于她

自己的作品，也在于她和格特弗里德·本的关系以及她与贺瓦斯·
瓦尔滕（Ｈｅｒｗａｒｔｈ Ｗａｌｄｅｎ）的 婚 姻。她 的 第 一 部 剧 作《乌 帕 河》
（１９０８年）十分适宜舞台 演 出，至 今 仍 不 时 重 演。她 后 来 的 两 部 剧

作则影响不大。《亚瑟·阿洛尼穆斯和他的父亲》的主题是基督教

与犹太人的和解。此剧作于１９１２年，后被柏林的席勒剧院列为上

演剧目，但在着装彩排之前即被纳粹查禁而取消演出。她的第三部

剧作、也是最后一部剧作《我和我》作于１９４４年，剧中猛烈抨击了国

家社会主义。此 剧 当 时 未 发 表，因 此 也 未 上 演。１９３３年 后 的 流 亡

似乎使这位犹太女政治诗人迷惘了。虽然她是第一批在巴勒斯坦

定居的人，但她从未感到这是在自己的家园。这一点与也在那里度

过六年流亡生涯的路易丝·富恩堡（ＬｏｕｉｓＦüｒｎｂｅｒｇ）类似。但她在

流亡中仍坚持写诗。诗集《我的蓝色钢琴》题献给“德国各城市中我

难忘的朋友和那些像我一样流亡而星散在世界各地的朋友”。此书

于１９４３年在耶路撒冷问世。本在１９５３年做的一次关于她 的 演 讲

中称她为德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女诗人。他说：“她的主题丰富多

变，但都离不开犹太人；她的想象是东方化的，但她的语言是德语，
一种既丰赡华丽、又纤巧细腻的德语。”他还进一步称“她的一切就

是将犹太气质和日耳曼气质集于一体的抒情性化身。”保尔·泽奇

（ＰａｕｌＺｅｃｈ）是最后一位在流亡期间仍写表现主义诗歌的诗人。他

—７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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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脚 于 阿 根 廷。除 自 己 写 诗 外，他 还 用 德 语 翻 译 法 朗 西 斯·维 隆

（ＦｒａｎｏｉｓＶｉｌｌｏｎ）和路易斯·拉比（ＬｏｕｉｓｅＬａｂé）的作品，成就也很

可观。他还继续写剧本，其中包括《德国的褐色和红色》、《只有一位

犹太妻子》。后者与布莱希特的《犹太妻子》类似，讲一个女人的丈

夫因职业的缘故不得不与她离婚。他在１９３３年踏上流亡之路时，
行囊中还有长篇小说《德国，你的舞伴死了》的第一章。此书的开头

于１９３３年２、３月间在德国写就。在这部典型的“德式小说”中，他

反映了魏玛共和国的末日和纳粹上台掌权的情况；作品通过刻画柏

林社会各阶层的生活表现主题。此书一直不为人知，直到１９８０年

人们才在他的材料堆中发现了它并予以出版。泽奇在阿根廷出版

了三部诗集：《里 约 德 拉 普 拉 塔 旁 边 的 树》（１９３７年）、《新 世 界》
（１９３９年）、《流亡十四行诗》（１９４８年）。泽奇诗歌的表现内容很大

一部分来自他对一个完全异样的世界的体验。在老一辈作家当中，
最重要、也 是 旅 行 最 远 的 作 家 是 卡 尔 · 沃 尔 夫 斯 科 尔 （Ｋａｒｌ
Ｗｏｌｆｓｋｅｈｌ）。这位博学的诗人与斯特凡·乔治关系密切，所受背井

离乡之苦比大多数人更深，最后在几乎完全失明的情况下死于新西

兰。他把流亡中写下的第一批诗题献给德国人。他的视野最广阔

的诗作是《流亡中的歌》。这一组诗由三部分组成，具有史诗气魄。
弗兰茨·西奥多·索科尔（ＦｒａｎｚＴｈｅｏｄｏｒＣｓｏｋｏｒ）、麦克斯·赫尔

曼 耐瑟（ＭａｘＨｅｒｍａｎｎＮｅｉｓｓｅ，西 利 西 亚 诗 人）、贝 瑟 尔 德·维 特

尔（ＢｅｒｔｈｏｌｄＶｉｅｒｔｅｌ）及其他众多诗人出国后继续写诗，但与他们在

国内时的创作相比没有多大变化，未取得重要发展或突破。
第二代诗人无一人在抒情诗方面取得重要成就。奥斯卡·马

利亚· 格 拉 夫 的 小 说 创 作 更 为 成 功；而 卡 尔 · 竺 克 梅 （Ｃａｒｌ
Ｚｕｃｋｍａｙｅｒ）则在１９４５年后重振他早年作为一个戏剧家的声誉。他

的剧作《魔鬼的将军》成功地引起了轰动。此剧的特殊意味在于那

个袭击作为主要形象的德国好战分子的人不是真正的抵抗运动成

员，而是雄姿英发的空军中尉。此剧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它描绘了

纳粹德国的生活场景，也在于它意识到了那些不得不希望德国战败

的善良德国人所面临的难题。正如奥德布鲁奇（Ｏｄｅｒｂｒｕｃｈ）指出的

—８９２—



第十二章　流亡作家的诗歌创作

那样：“如果德国赢得了这场战争，———那我们就失去了德国……。”
与戏剧创作的这 种 动 人 力 量 相 比，竺 克 梅 的 诗 歌 似 乎 只 是 应 景 之

作。① 在这一代的其他诗人 中，只 有 维 耐 特 虽 然 效 忠 斯 大 林，但 其

应景诗仍能对泛滥的政治激情加以提炼。至于其他人，从一首写于

１９４２年的题为《不会失去德国》的诗作即可看出其幼稚令人痛心：

多少追问，痛摧肝肠，
德国要变成什么模样？

它发动了战争，
但它绝不会获胜。②

该诗劝说它的演讲对象士兵们掉转枪口，把德国人民从希特勒和资

本家剥削者的奴役下解放出来。然而无论是军队还是平民，都没有

转向反对希特勒，德国不得不靠同盟国军队来解放。
第三代诗人 太 年 轻。纳 粹 掌 权 时，他 们 还 没 有 时 间 或 机 会 出

名。伊利奇·弗雷德（ＥｒｉｃｈＦｒｉｅｄ）最初、也主要是作为一名翻译家

而闻名于世，直到最近几年才以一个激进诗人的面目出现，发出有

自己特色的声音。但这一点 被 忘 记 了：他 是 二 十 三 岁 在 英 国 以 一

卷“与德国有关的、富有青春气息、感伤的、常常是浪漫的诗歌”而走

上文坛。诗集 的 名 字 是《德 国》。这 本 诗 集 出 版 两 年 后，也 就 是

１９４６年，他又出了一本《奥 地 利》，“忧 郁、悲 哀 地 向 祖 国 致 敬”。流

亡为弗雷德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他有可能通过接触一种新的、不同

的文化环境磨砺他的诗人才能。十分奇怪的现象是，弗雷德只是在

流亡到英国时才能自由地浸淫于在德国已被禁止的德国文化，尤其

是有了接近表现派的自由。
流亡为许多人提供了祖国已不能提供的发现和发展传统的可

能性，对于犹太诗人尤其如此。以前他们认为自己是第一流的德国

—９９２—

①
②

ＳｉｅｇｆｒｉｅｄＭｅｗｓ．ＣａｒｌＺｕｃｋｍａｙｅｒ（ＴＷＡＳ６１０，Ｂｏｓｔｏｎ，１９８１）．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Ｇｅｄｉｃｈｔｅ，ｐ．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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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现在他们在窘迫中意识到他们真正的根扎在哪里。艾尔瑟·
拉斯科 舒勒和卡尔·沃尔夫斯科尔“被他们的犹太遗产深深吸引

住了”。格特露德·科尔玛（ＧｅｒｔｒｕｄＫｏｌｍａｒ）出身于一个感觉自身

已日耳曼化的家庭，这个家庭深深植根于德国的历史和传统中。她

的父亲是远离政治的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的出色代表，这一阶级很

为自己第一流的教育而骄傲。但希特勒德国的反犹太立法拆散了

全家。她父亲被驱逐到特里斯坦；她本人在工厂做了几年半奴隶式

的苦工之后大概又被关进了奥斯威辛集中营。在犹太人遭受迫害

的苦难岁月里，她一直坚持写诗；写好后便寄给她住在瑞士的妹妹。
“随着对犹太人迫害的加剧，她感到自己无法逃避做一个犹太人所

受苦难的证人的责任，并且要承受由此带来的全部恐怖。”①和她一

样，耐莉·萨琪（ＮｅｌｌｙＳａｃｈｓ）本来也是在第三帝国中生活和写作，
但在对新德国有了七年切身体验之后，她和她母亲在萨尔玛·拉格

洛芙（ＳｅｌｍａＬａｇｅｒｌｆ）的帮助下逃到了瑞典。她的其他家人全部死

在集中营。流亡中，她写了两部诗集：《在 死 神 的 住 处》和《群 星 黯

淡》。艾森堡（Ｅｎｚｅｎｓｂｅｒｇｅｒ）对第一本诗集有这样的评论：“此书仅

靠其诗化的证词和对那些令人吃惊的恐怖的忠实记录即足以维持

其价值。”他指的是那些对集中营情况和德国国内杀害犹太人情况

的记录。耐莉·萨琪是依靠她对自己民族的遭遇的充分理解写作

的，表现出高度的宗教热情和诗的感染力。这本诗集的第一首诗即

可说明她为何会因诗歌创作获得诺贝尔奖：

死神的府第精巧别致，
座座烟囱矗立其上。
以色列的尸体随烟飘荡。
飘过天空，

—００３—

① ＥｒｉｋａＬａｎｇｍａｎｎ，‘ＴｈｅＰｏｅｔｒｙｏｆＧｅｒｔｒｕｄＫｏｌｍａｒ’，Ｓｅｍｉｎａｒ，ｖｏｌ
１４，ｎｏ．２（１９７８），ｐ．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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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星出来迎候。
一座烟囱哀哀哭泣。
那黯淡下来的是一颗星

还是一缕阳光？

烟囱们啊，
自由之路为耶利米和约伯的骨灰敞开。
谁设计了你？

把石头摞在石头上。
谁设计了烟中逃难的路？

死神的府第诱人入内，
它的主人当年也是客人。
你的手指搁在门槛上，
像一把刀放在生死之间。

你的烟囱啊！

你的手指啊！

青烟裹着以色列的尸体，
飘过天空！①

除了耐莉·萨琪之外，布莱希特是当时唯一用德语写诗而获得

世界声誉的人。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有很多原因。布莱希特本人在

他的一首诗中 承 认，这 是 一 个“对 诗 不 利 的 时 代”。他 还 进 一 步 认

为，太多的诗人退缩到德国传统的内心世界去了。他们囿于对诗歌

及诗歌语言的传统看法，耽溺于韵律和形式，却不愿对流亡诗人被

迫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作出结论。阿德利纳·阿什（ＡｄｒｉｅｎｎｅＡｓｈ）
总结了布莱希特能在别人失败的领域获得成功的原因：

—１０３—

① ＮｅｌｌｙＳａｃｈｓ．Ｉｎｄｅｎ ＷｏｈｎｕｎｇｅｎｄｅｓＴｏｄｅｓ （Ｂｅｒｌｉｎ，１９４７），Ｏｔｈｅ
Ｃｈｉｍｎｅｙｓ：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Ｐｏｅｍｓ，ｔｒａｎｓ．ＭｉｃｈａｅｌＨａｍｂｕｒｇｅｒｅｔａｌ．（Ｎｅｗ Ｙｏｒｋ，
１９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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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希特抒情诗的感染力来自其不证自明的独特性，这就

是将流亡生活、现代主义和政治意识形态融合到一起的戏剧现

实主义。这种现状与诗歌倾向性的恰当结合在其他流亡诗人

的作品中是看不到的。①

布莱希特的《斯文堡组诗》是他这一时期创作的最为成功的一

组诗。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布莱希特，还是他的同代人，以流亡生

活为主题的创作成果都不够丰硕。能激发布莱希特创作灵感的主

题永远是“德国”，他一遍又一遍地吟咏这一主题：

德国啊，母亲，你脸色苍白，
坐在各民族中间，满身污泥；
你带着满身污泥站立起来。②

舒马赫（Ｓｃｈｕｈｍａｃｈｅｒ）称 这 首 诗 是 真 正 的“德 意 志 诗 歌”。他 认 为

这首诗把前 期 的 反 希 特 勒 诗 歌 与 后 期 较 简 洁 含 蓄 的 抒 情 诗 划 分

开来。③

所有的流亡 诗 歌 都 关 联 着 家 园，———那 已 然 失 去 的“真 正”德

国，以及文学、艺术、宗教和哲学中的伟大传统。但是向后看太容易

—２０３—

①

②

③

Ａｄｒｉｅｎｎｅ Ａｓｈ，‘Ｌｙｒｉｃ Ｐｏｅｔｒｙｉｎ Ｅｘｉｌｅ’ｉｎ Ｅｘｉｌｅ：ｔｈｅ Ｗｒｉｔｅｒ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ｐ．１４．Ｓｅｅａｌｓｏ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ｅＢａｈｎｅｒｔ，ＢｒｅｃｈｔｓＬｙｒｉｋｉｍ Ｋｏｎｔｅｘｔ．
ＺｙｋｌｅｎｕｎｄＥｘｉｌ（Ｋｏｅｎｉｇｓｔèｉｎ／Ｔｓ，１９８２）．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ＧｅｓａｍｍｅｌｔｅＷｅｒｋｅ９．Ｇｅｄｉｃｈｔｅ２，‘ＳｅｔｂｙＥｉｓｌｅｒ
（１９３４）ｆｏｒｃｈｏｒｕｓａｎｄｏｒｃｈｅｓｔｒａａｓＰｒａｅｌｕｄｉｕｍｏｆｈｉｓ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Ｓｙｍｐｈｏｎｉｅ（ｉｎ
Ｌｋ，３，ｎｏ．１）ａｎｄｌａｔｅｒｂｙＤｅｓｓａｕａｓｐａｒｔｏｆｈｉｓｃａｎｔａｔａ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ｓＭｉｓｅｒｅｒｅｔｏ
ｔｅｘｔｓｂｙＢｒｅｃｈｔ’．ＢｒｅｃｈｔＰｏｅｍｓ１９１３ １９５６ （Ｌｏｎｄｏｎ，１９７６）．ＳｅｅａｌｓｏＨａｎｓ
Ｂｅｎｄｅ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１９３３）’ｉｎＷａｌｔｅｒＨｉｎｃｋ（ｅｄ．），ＡｕｓｇｅｗｈｌｔｅＧｅｄｉｃｈｔｅ
Ｂｒｅｃｈｔｓｍｉｔ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ｅｎ（ｅｄｉｔｉｏｎｓｕｈｒｋａｍｐ９２７，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１９７８），
ｐｐ．４１ ４７．

ＥｒｎｓｔＳｃｈｕｈｍａｎｎ，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ｅｎｚｕｒＬｙｒｉｋ Ｂｒｅｃｈｔｓ．Ｔｈｅｍｅｎ，
Ｆｏｒｍｅｎ，Ｗｅｉｔｅｒｕｎｇｅｎ（Ｂｅｒｌｉｎ／Ｗｅｉｍａｒ，１９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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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成伤感，布莱希特即是一个证明。布莱希特无疑是一个爱国主

义者，他深深眷恋着德国。但他的爱充满了对德国的遭遇的感伤，
并且与“需要变动”的观点联系在一起。布莱希特在国外似乎从未

承受过孤独感和被抛弃感的煎熬；流亡生活只是使他深切认识到，
阿道夫·希特勒的虚假德国即将消失，自己即将重返家园。他认为

他的诗可以促使这一天早日到来：

在我的时代，
大街通向沼泽。
语言背叛了我，
投入刽子手的怀抱。
我无事可做，
但没有我，
统治者的宝座会更加牢靠。
我希望如此———，
时间这样走过，
我站在大地上，
向它问好。
精疲力竭，
通向目标的路仍很迢遥。
也许已能把它看清，
我却难以达到。
时间就这样走过，
我站在大地上，
向它问好。①

—３０３—

① ‘ＡｎｄｉｅＮａｃｈｇｅｂｏｒｅｎｅｎ Ⅱ’，ＳｖｅｎｄｂｏｒｇｅｒＧｅｄｉｃｈｔｅｉｎＧｅｓａｍｍｅｌｔｅ
Ｗｅｒｋｅ９ ，Ｇｅｄｉｃｈｔｅ２ ，ｐ．７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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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一九四五年之后



第十三章

流 亡 归 来

早在流亡的初期，作家和知识分子们就不仅想到他们留在身后

的德国，也想到了有朝一日纳粹政权垮台后，他们将返回的德国是

什么模样。① 德国国内也有许多人在考虑类似的问题，起码与１９４４
年７月２０日刺杀希特勒有牵连的人有这种考虑。当然这样的讨论

只能在小范围互相信任的朋友和心心相印的人们中间进行。在德

国境外，这类讨论是公开的，既有文章在报上发表，也有书出版，还

有以“自由德国”、“民主德国”一类名称命名的团体出现。这类团体

中，有的只是提出了一些拙劣的构想，但也有一些的确是由严肃认

真的提倡某种 主 张 的 人 们 组 成。“自 由 德 国 联 盟”的 主 席 阿 尔 伯

特·葛兹 辛 斯 基（ＡｌｂｅｒｔＧｒｚｅｓｉｎｓｋｉ）曾 提 名 托 马 斯·曼、海 因 里

希·布伦宁（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Ｂｒüｎｉｎｇ）和奥托·布劳恩担任战后第一届德

国政府的领导职务。如果帝国（Ｒｅｉｃｈ）仍然 保 留，托 马 斯 认 为 他 的

弟弟海因里希更适合担任帝国总统。另一部分人则推荐了阿登纳。
但实际上这些讨论和计划没有多少政治基础。准备在纳粹垮台后

统治全国的流亡政府并不存在。流亡的政治派别在地域分布上过

—７０３—

① Ｉｎｔｈｉｓ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ｅｅ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Ｓｔｅｐｈａｎ，Ｄｉ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Ｅｘｉｌ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１９３３ １９４５ （Ｍｕｎｉｃｈ，１９７７），ｗｈｏｄｅｖｏｔｅｓｔｈｅｆｉｎａｌ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ｈｉｓ
ｂｏｏｋｔｏ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ｆｔｈｉｓｋｉｎｄ．Ｓｅｅａｌｓｏ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ｕｔｈｏｒｓ‘Ｐｌｎｅｆüｒｅｉｎｎｅｕｅｓ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Ｂａｓｉｓ，ｖｏｌ．７（１９７７），ｐｐ．５４ ７４，ａｎｄ‘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
ＦａｓｃｉｓｍｉｎＧＤＲ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ＧＤＲＭｏｎｉｔｏｒ（１９８０），ｐｐ．３，５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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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分 散，意 识 形 态 五 花 八 门，这 使 他 们 无 法 采 取 团 结 一 致 的 行 动。
共产党员的 组 织 当 然 不 一 样。许 多 德 国 作 家 在１９３３年 后 定 居 俄

国。莫斯科（他 们 倾 向 于 在 此 集 中）可 以 制 定 出 统 一 的 对 德 政 策。
此外，一些作家如布雷德尔、贝歇尔、库雷拉和卢卡契还控制了一部

分资金以备机会来临时将他们的具体计划付诸实施。这样，在德国

崩溃的迹象越来越明显的时候，从１９４３年年中起，俄国制定了一系

列经济、政治和文化政策，并在战俘营中的成千上万名德国人中间

进行了某种程度的试验。１９４３年７月１３日在位于莫斯科附近的克

拉斯诺戈耳斯战俘营中成立了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从那时起到

战争结束，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当时还有一个被

普遍接受的政策 把 党 员 和 流 亡 中 的 同 路 人 团 结 起 来，这 个 政 策 就

是：要建立起一个强大的、民 主 的 德 国，彻 底 摧 毁 法 西 斯 主 义 和 军

国主义。既然这本身只是一项基本政策，难以想象会有人反对；即

便是那些不肯受莫斯科摆布的派别也不会反对。但有一个问题却

导致了流亡政治团体的根本分裂，这个问题就是：希特勒是否真正

统一了德国？换言之就是纳粹德国和另一个较好的德国之间有什

么区别？万斯塔特（Ｖａｎｓｉｔｔａｒｔ）就曾在《黑色记录》中及一些场合里

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不可能把德国人分成好的和坏的两部分；这样

的划分是错误的。他因此而在英国变得声名狼藉。照他的看法，德
国人都是一路货色。万斯塔特主义（曾有过这种提法）这种简单化

的观点虽然走得太远，但也得到了某些人的拥护。拥护者为其辩护

说，这一观点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反映了与国

家社会主义战斗的非德国人的两难处境，也反映了德国人自己的两

难处境：

有关万斯塔特主义的辩论有助于澄清对许多人来 讲 都 很

重要的几个问题……，它涉及到战后将要出现的诸如 占 领、赔

款、审判、惩罚和重新教育之类的问题。甚至还关涉到 一 些 更

为基本的问题，如德国人在自己国家的重建中是否能像第一次

世界大战结束后那样起作用？他们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获得胜

—８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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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者的信任，———有关战争过程中大规模暴行的报道使得这些

问题更为紧迫。①

万斯塔特虽然理解德国流亡者的艰难，却并不同情他们。在他

看来，无论怎样他们也是德国人；即使在流亡中，他们也动辄为德国

的未来提出要求，而这种未来只会再次给世界带来麻烦。就这一观

点，万斯塔特引述了托马斯·曼的话，说明这位流亡文坛领袖也同

意他的主要观点。托马斯·曼远居美国，难以澄清自己对于德国的

看法，但他仍然不得不时时通过在英国广播公司对德广播中的演讲

来辩白。结果，当他欢迎“自由德国”运动在莫斯科形成，并在桑塔

莫尼卡参与讨论一份美国人起草的“自由德国”宣言时，他显然为这

一运动起自俄国而大伤脑筋。这份美国版的宣言中有这样一些话：

我们也认为有必要在希特勒政权以及与之相关联 的 社 会

集团和德国人民之间作出严格的区分。②

当开会通过这一文件时，托马斯·曼也在场。但第二天他就给孚希

特万格打电话，撤回了签名。当时也出席了会议的布莱希特非常恼

火。在德国国内，戈培尔宣称希特勒和德国是一体；在德国境外，万
斯塔特的说法如出一辙；———现在托马斯·曼似乎也不愿在纳粹和

德国人民之间作出区分。即使没有这一事件，布莱希特和托马斯·
曼之间也长期感情不睦。就布莱希特而言，这一事件导致了两人关

系的最后破裂。德国文坛两大领袖的分歧公开化，这种局面让人十

分痛心。两派都对误解负有责任。从根本上讲，他们之间并不存在

—９０３—

①

②

ＡａｒｏｎＣｏｌｄｍａｎ，‘ＧｅｒｍａｎｓａｎｄＮａｚｉ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ｎｔｅｎｔｐｏｒ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ｖｏｌ．１４（１９７９），ｐｐ．１５５ １８７．

ＨｅｒｂｅｒｔＬｅｈｎｅｒｔ，‘ＢｅｒｔＢｒｅｃｈｔｕｎｄＴｈｏｍａｓ Ｍａｎｎｉｍ Ｓｔｒｅｉｔüｂｅｒ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ｉｎＪ．ＳｐａｌｅｋａｎｄＪ．Ｓｔｒｅｌｋａ（ｅｄｓ．），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Ｅｘｉｌ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ｓｅｉｔ
１９３３，ＩＫ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ｅｎ（Ｂｅｒｎｅ，１９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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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差异，他们都热爱德国，只不过方式不同。但德国流亡文坛两

位领袖之间的互相猜疑也体现了那时候整个流亡界对当时的德国

含混不清的反应。这个德国，尽管已显现出种种垮台指日可待的信

号，却仍无迹象表明会有一个反希特勒统治的大变动出现；这个德

国对平民的控制仍同其军事力量一样坚固。而这个德国的军事力

量尽管已势单力薄，尽管遭到了巨大的打击，却仍能拒盟军于德国

土地之外。全世界的德国流 亡 者 都 在 追 问 自 己：这 股 力 量 如 果 不

是来自有广泛基 础 的 对 国 家 社 会 主 义 和 元 首 的 接 纳，那 又 来 自 何

处？难道仅仅来自恐惧？这一政权的滔天罪行大白于世之时，其垮

台之日也就到了。随之而来的是谁该受到谴责的问题？把德国人

分成好的、坏的两部分难度更大了。考虑到罪孽深重的程度，普通

德国人对事情有多少了解的问题就显得次要了。
战争终于结束了。纳粹头子已死。等待流亡者返回的 德 国 究

竟是什么样子？德国当年给别的国家造成的破坏在１９４５年落到自

己头上了：主要城市已被狂轰滥炸摧毁；德国被盟国的军事力量控

制，国土被分成四块各自独立的盟国军事区。老百姓忍饥挨饿；黑

市取代了正常的交易。难民大批出现。这意味着那些本已很窘迫

的地区还要承受成千上万它们已无力给予帮助的人。德国一片混

乱。１９４５年后有四年时间，德国基本上不存在，只有军政府控制的

四个互不相属的地区。精神文化界的情形和经济界、政治界的情形

同样混乱。德国已有十二年多的时间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脱离了

文学艺术的现代发展潮流，因此也就不熟悉出现在文化界的新人物

的名字。需要补课的东西太多。在法、英、苏、美四国军方文化部门

的推动下，德国掀起了一个翻译这些国家的作品的热潮。除了这个

原因，德国人自己也迫切需要他们长时期以来被剥夺的各种文化滋

养。随着纳粹专制政权的垮台，以前被查禁的外国书籍突然可以随

便供应了；被查禁的德语作家又被发掘出来。表现主义那一代知识

分子对卡夫卡是耳熟能详的，但作为一位犹太作家，卡夫卡的作品

在德语国家中消失了，却通过法语、英语和意大利语译本在国际上

引起了轰动。这时，德国国内的人也能读到卡夫卡的德语原版作品

—０１３—



第十三章　流 亡 归 来

了。托马 斯·曼 重 新 被 提 起；其 他 作 家 的 作 品 也 重 新 出 现 在 书 架

上，———但（后面就会看出来）反应是有区别的。当然，绝不 是 所 有

因政治或民族的原因被迫流亡国外的人都返回了德国。即使是回

来的人，也不是 都 能 被 记 起 来，受 到 理 解 和 欢 迎。此 外，到 了１９４９
年，流亡作家们还要作出究竟返回德国哪一部分的重大决定。他们

在魏玛共和国时代熟悉的那个德国曾生生分成亲法西斯阵营和反

法西斯阵营两部分；现在它又被人从地理上和意识形态上分成了民

主德国和联邦德国。战争结束后不过几年，流亡者们对民主、统一

的德国的梦想、希望和计划便付诸东流。选择任何一方都意味着可

能遭到另一方的排斥。①
在思考那些返回的流亡作家的命运之前，或许思考一下在整个

纳粹统治期间一直留在德国和奥地利的作家的作品（前面已经探讨

过）遇到了什么样的命运也会有很大的价值。不难想象，那些正统

的（ｐｕｒｓａｎｇ）国社党的书在１９４５年后肯定要消匿无踪；德国人热切

地发现了对他们开放的外部世界，这也是确凿无疑的。这段时期没

有对“血与土”文 学 进 行 过 多 的 评 论，也 没 有 出 现 这 方 面 的 明 显 要

求。此外，出版界受到军方控制，盟军正在制定广泛的拨乱反正和

重新教育的计划，组织对战争罪犯的审判，这些措施当然都压制了

纳粹文学。但表面现象是骗人的。苏联占领区制定了详尽的文化

政策，任何种类的“法西斯主义”文学作品都不会在这里发表。但四

十年代后期在其他地区，一些曾经很出名的作家在文坛所受控制放

松之后又开始出版作品。前面已经提到，格雷姆继续主持里坡尔斯

堡（Ｌｉｐｐｏｌｄｓｂｅｒｇ）的文学界集会。坎特伯雷大主教在１９４５年１１月

给德国人民写了一封总共四页的信；格雷姆在１９５０年用了一本两

百页的书作答。１９５３年，一位英国评论家针对这种为“真正的国家

社会主义”所作的辩解指出：“这不过是由特雷斯克（Ｔｒｅｉｔｓｃｈｋｅ）提

出，由戈培尔完成的陈腐的反英宣传的翻版，现在不过更加精致、更

—１１３—

① Ｇｒｉｍｍｓｐｏｓｔｗａｒ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ｃａｒｅｅｒｉｓ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ｂｒｉｅｆｌｙｉｎ Ｃｏｒｉｎｏ，
ＩｎｔｅｌｌｅｋｔｕｅｌｌｅｉｍＢａｎｎｄｅ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ｍｕｓ，ｐｐ．１３０ １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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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时髦。”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某些德国文学教授有一段时间曾试

图证明格雷姆是一位伟大的作家；有时这位作家还可以指望来自古

老的“秘密德国”的支持。但他的声誉仍每况愈下，至今已很少被提

及。他死于１９５９年。科尔本耶在五十年代也拥有大量读 者，受 到

赞誉；甚至还有人组织起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协会来宣传他的作

品。但他也逐渐被人忘却。布隆恩引人注目的一生（结束于民主德

国）前面已有所评论。另外一位表现主义时代的作家汉斯·约斯特

在战后仍活了很长时间（死于１９７８年），但始终未重返文坛。戈特

弗里德·本的归来（ｃｏｍｅｂａｃｋ，他自己使用的词）最 引 人 注 目。和

格雷姆一样，他从未想过为自己的行为辩解或改变观点。他为自己

的“双重生活”所 作 的 记 录 远 未 完 成，那 其 实 是 一 种 十 分 特 殊 的 辩

白。尽管他曾狂热地欢迎国家社会主义，但在联邦德国他仍被推崇

为战后诗坛的泰斗；他的诗作和小品文还使他被许多人誉为才华横

溢的文体家。恩斯特·荣格作为一个文体家也同样才华横溢，直到

今天他仍在创作，仍能令文坛轰动。他在联邦德国获得过多种重要

的文学奖（最近一次也是争议最大的一次是在１９８２年）。本、约斯

特和荣格都是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幸存者。他们的长寿与大批

反法西斯主义者的英年早逝、被杀、自杀或失踪形成强烈对比。实

际上这三位作家的情况并非特例，他们在纳粹时期的许多同党，如

毕林格（Ｂｉｌｌｉｎｇｅｒ）、穆 勒（Ｍｌｌｅｒ）、朗 恩 贝 克（Ｌａｎｇｅｎｂｅｃｋ）和 里 堡

（Ｒｅｈｂｅｒｇ），在１９４５年以后都是既健康且长寿地生活在联邦德国，
并且继续写作。汉斯·鲍曼这位著名的《腐朽的老家伙在发抖》（Ｅｓ
ｚｉｔｔｅｒｎｄｉｅｍｏｒｓｃｈｅｎｋｎｏｃｈｅｎ）的作者还以一部剧本赢得了１９５９年

的格哈 特·豪 普 特 曼 奖。其 他 作 家 也 同 样 识 时 善 变。《奎 科 斯》
（Ｑｕｅｘ）的作者施恩辛格（Ｓｃｈｅｎｚｉｎｇｅｒ）的纪实小说获得了成功。德

温格（Ｄｗｉｎｇｅｒ）继 续 写 他 的 战 争 小 说，格 里 斯（Ｇｒｉｅｓｅ）、巴 尔 杜·
冯·施拉克（ＢａｌｄｕｒｖｏｎＳｃｈｉｒａｃｈ）和 沃 纳（Ｗｅｈｎｅｒ）都 活 到 了 七 十

年代。
前面已经提 到，那 些 被 归 入 国 内 流 亡 派 的 作 家１９４５年 后 在

苏联占领区之外的地区享有 巨 大 的 声 誉。他 们 一 般 思 想 保 守，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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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观 点，因 而 在 整 个 阿 登 纳 时 期 受 到 官 方 和 政 界 的 热 情 赞

扬。此后他们的创作也是江河 日 下，虽 然 他 们 的 许 多 诗 作 仍 能 在

标准诗选及学 校 课 本 中 拥 有 一 席 之 地。伯 根 格 伦 的《三 只 猎 鹰》
一类所谓“技 巧 纯 熟”的 小 说 或《大 暴 君 与 法 律》之 类 的 历 史 小 说

亦未曾引起多少批评 家 的 注 意。恩 斯 特·维 舍 特 在 战 后 似 乎 成

了抵抗国家社会主义的喉舌，但 他 的 反 映 集 中 营 的 报 告 文 学 含 有

猎奇的成分。他 对 犹 太 人 问 题 的 态 度 遭 到 了 抨 击；他 用 古 怪、陈

旧的语言对年轻一代所作的 演 讲 也 没 有 听 众。后 来 他 移 居 瑞 士，

１９５０年死在这里。
另一代作者目前正日益引起注意，这一代作者在纳粹德国国内

开始其文学 生 涯，但 与 国 内 流 亡 派 和 抵 抗 运 动 都 没 有 联 系，直 到

１９４５年之后才崭露头角。① 其中有些人并非流亡，而是有意识地长

期生活在国外。当局并不完全赞成这种留在国外的做法，这种做法

意味着这些作者有意要避免因继续在非国社党刊物和文学书店中

发表或出版作品而造成的公开冲突或给自己带来的危险。与表面

现象相反，德国并非完全与世隔绝，少数有识之士仍努力与外部世

界 保 持 接 触。生 活 在 法 西 斯 国 家 意 大 利 的 斯 特 凡·安 德 里 斯

（ＳｔｅｆａｎＡｎｄｒｅｓ）就表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做到这一点。但其他欧

洲国家，如法国和荷兰，比德国和奥地利更适合这类作家。在整个

纳粹时期因此而在作品出版方面一 直 较 顺 利 的 作 家 有：玛 丽·路

易 丝 · 卡 斯 妮 茨 （ＭａｒｉｅＬｕｉｓｅＫａｓｃｈｎｉｔｚ）、沃 尔 夫 冈 · 科 本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Ｋｏｅｐｐｅｎ）、尤 金·戈 特 劳 波·温 克 尔（ＥｕｇｅｎＧｏｔｔｌｏｂ
Ｗｉｎｋｌｅｒ）、费 里 克 斯·哈 特 劳 波（ＦｅｌｉｘＨａｒｔｌａｕｂ）、古 斯 塔 夫·雷

纳·豪克（ＧｕｓｔａｖＲｅｎéＨｏｃｋｅ）。甚至还有一些比他们更著名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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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ｖｅｒｙ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ｓｅｗｒｉｔｅｒｓｗｉｔｈ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ｅｓｉｎＤｉｅｔｅｒＬａｔｔｍａｎｎ（ｅｄ．），Ｋｉｎｄｌｅｒｓ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Ｇｅｇｅｎｗａｒｔ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１９８０），ｖｏｌ．１，ｐｐ．４ ２５．ＤｉｅｔｅｒＬａｔｔｍａｎｎ，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ｏｆ
ｔｈｉｓｐａｒｔ，ｓｕｂｄｉｖｉｄｅｓｈｉｓ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ｎｔｏ‘ＴｈｅＨｏｕｒＮｏｕｇｈｔｗｈｉｃｈｎｅｖｅｒｗａｓ’，
‘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ｔｈｅＲｅｉｃｈｓｓｃｈｒｉｆｔｔｕｍｓｋａｍｍ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ｎｏｔ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ｅｍｐｔｙ
ｄｒａｗｅ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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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如 卡 尔·克 洛 洛（ＫａｒｌＫｒｏｌｏｗ）、约 翰 纳 斯 · 鲍 勃 洛 斯 基

（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Ｂｏｂｒｏｗｓｋｉ）、彼德·胡克尔（ＰｅｔｅｒＨｕｃｈｅｌ）、君特·伊奇

（ＧüｎｔｈｅｒＥｉｃｈ），虽然战后都 成 了 名 作 家（鲍 勃 洛 斯 基 和 胡 克 尔 住

在民主德国，克 洛 洛 和 伊 奇 住 在 联 邦 德 国），但 当 年 在 纳 粹 德 国 国

内，他们也能在相当程度上开展文学活动。瑞士戏剧家麦克斯·弗

里奇（ＭａｘＦｒｉｓｃｈ）也可归入这类作家。他的两卷散文《尤格·莱因

哈特》（１９３４年）和《寂静中的回答》（１９３７年）得到了德国国内批评

家的盛赞。这样一大批作家的存在显然表示出一种脱离政治的文

人生活，这种生活得到了纳粹的保护。这种情况表明，１９４５年并不

是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一条分界线。君特·伊奇喜欢把自己说成

是战后一个全新的天才，其实他最著名的诗集中有三分之一的作品

作于１９４５年 以 前。此 外 他 还 写 有 大 量 广 播 剧。和 其 他 许 多 人 一

样，他 对 这 一 段 的 经 历 讳 莫 如 深，宁 肯 忘 掉 这 段 令 人 生 疑 的 岁 月。
战后，人们期待地下创作能得见天日，那些在纳粹时期写完后又被

藏起来的作品能得到出版。事实确实如此，只是面世的大部分作品

并非属于真正的抵抗运动或反法西斯性质的作品。斯特凡·安德

里斯、奥 托·弗 莱 克（ＯｔｔｏＦｒａｎｋ）、赫 尔 曼·卡 萨 克（Ｈｅｒｍａｎｎ
Ｋａｓａｃｋ）、恩斯特·克 鲁 德（ＥｒｎｓｔＫｒｅｕｄｅｒ）、汉 斯·伊 利 奇·诺 萨

克（ＨａｎｓＥｒｉｃｈＮｏｓｓａｃｋ）、恩斯特·本佐尔特（ＥｒｎｓｔＰｅｎｚｏｌｄｔ）、沃

尔夫冈·维洛克（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Ｗｅｙｒａｕｃｈ），这些人在黑暗岁月中都积

极从事写作，战后作为德国文学新浪潮的重要代表（某些人还成了

文坛泰斗）而崛起，这中间无论是风格还是内容都没有显著的变化。
战后德国文学，尤其是西部地区的文学，体现了一种强大的贯穿三

十年 代 和 四 十 年 代 的 因 素。某 些 作 家，如 阿 尔 弗 雷 德·安 德 斯 克

（ＡｌｆｒｅｄＡｎｄｅｒｓｃｈ）、汉斯·沃纳·利希特（ＨａｎｓＷｅｒｎｅｒＲｉｃｈｔｅｒ），
从前线或战俘营归来，确实开始了某种新生活，但他们并不是回到

真空中。许多捷足先登的作家已牢牢把持了出版界。等到流亡者

归来时，给他们留下的地盘已没有多大了。
即便１９４５年５月８日 并 不 是“无 效 点”（ｎｕｌｌｐｏｉｎｔ）、“零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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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ｏｕｒｎｏｕｇｈｔ）的标志，这类通俗的隐喻仍可体现某种精神态度。①

把１９４５年看成是“无效点”的想法，表明了一种与国家社会主义一

刀两断、开始新的生活的普遍意愿。这种意图固然可喜，但它也含

有一种排斥讨论国家社会主义或其垮台的残余影响的意思。总起

来看，文学界也不愿直接触及纳粹问题。政治与文化的发展局势使

得这种情况更加复杂。德国 人 自 身 分 成 了 两 部 分：一 部 分 人 在 纳

粹时代生活过，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纳粹灌输的思想的影响；另一部

分人是年轻的一代，经验使得他们以怀疑的态度对待意识形态和信

仰。德国本身也被分成两个阵营，即反资本主义的民主德国和资本

主义的联邦德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于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７日成立；联
邦共和国诞生于１９４９年５月２３日。此后不久，关于德国文学是一

种还是两种的讨论再一次出现。到了八十年代，民主德国已把“民

主德国的社会主义民族文学”当成惯用语来使用了。没有一个对等

的词语来概括在联邦德国发展起来的文学。它就是德国文学而已。
尽管语言和传统基本相同，但两个国家和两个国家的文学还是

朝着不同方向发展了。现在需要考虑的是，在１９４５年，这种分歧已

表现到什么程度？由苏联占领区演变而来的共和国，其国名中含有

“民主”一词。民主德国、联邦德国两方面无疑都含有民主的理想，
只是他们对“民主”一词的解释不同。困难在于希特勒掌权后把德

国的民主传统摧 残 殆 尽，大 批 最 优 秀 的 民 主 战 士 在 纳 粹 德 国 牺 牲

了，还有许多人被迫流亡，或自杀于异国他乡。问题是回到祖国的

幸存者中有多少人想为建立一个新的、民主的德国尽力。实际上回

到民主德 国 的 人 多 于 回 到 联 邦 德 国 的 人。沃 尔 夫 冈·艾 米 利 奇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Ｅｍｍｅｒｉｃｈ）曾把激进的、民主的或社会党的作家的典型

经历概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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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在魏玛共 和 国 时 期 为 保 卫 共 和 国 和 民 主 权 利 发 挥 了

巨大作用，最早站出来反对极权主义，坚决反对国内的法西斯

主义倾向；
（２）在法西斯统治期间流亡异域；
（３）返回德国东部，支持建立反法西斯的民主新秩序。①

这种经历模式特别适合于那些无产阶级革命作家。他们从当

工人起步，在魏玛共和国的政治斗争中积极活动，参加共产党或无

产阶级革命作 家 联 盟 之 类 的 组 织。１９３３年 以 后，他 们 的 作 品 遭 查

禁、被焚烧，许多人被捕，被送进集中营。获释后他们开始流亡，到

西班牙打仗，来到某个友好国家，如苏联或墨西哥；在这些国家，他

们继续从事反法西斯的战斗。回到德国后，他们各据要津，时刻准

备为消灭法西斯残余、建立民主贡献力量。若把从苏联、墨西哥、美
国、巴勒斯坦等地回来的作家全部开列出来，那将是一份很长的名

单。由于他们的数量如此之多，也由于他们有相同的政治信仰和政

治背景，因此他们能够决定四十年代后期德国东部的文学面貌。艾

米利奇把这种面貌概括为“政治与美学罕见的相融无间”。同时东

部的文化政策制定者也不可小觑。他们组建的文学队伍绝非清一

色由共产党员组成。前面已可看出，这支队伍的基础是反法西斯主

义、反军国主义，而整个流亡时期的政策是支持建立大众阵线，承认

以十九世纪现实主义为圭臬的自由民主派和人道主义的价值。这

一政策战后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继续得到贯彻。因此，海因里希·
曼在民主德国受到推崇，他的作品在那里也能够出版。然而就在他

打算离开美国定居民主德国时却不幸谢世。里昂·孚希特万格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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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Ｅｍｍｅｒｉｃｈ， Ｋｌｅｉｎ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ｄｅｒ ＤＤＲ
（ＳａｍｍｌｕｎｇＬｕｃｈｔｅｒｈａｎｄ３２６，ＤａｒｍｓｔａｄｔａｎｄＮｅｕｗｉｅｄ，１９８１），ｐ．４２．Ｈ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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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从来就不是共产党员，也被作为一位用小说与法西斯主义斗争的

作家特别提出来褒扬，———１９５３年授予他国家文学奖，整个民主德

国都在出售他的作品。直到最近，他的作品在联邦德国尚未出过平

装本，销路也不是很好；他在这个国家并不是很受欢迎。但在民主

德国，他却和托马斯·曼、奥斯卡·马利亚·格拉夫一同被看作是

经典作家。但没有人称这些作家是马克思主义者或社会主义现实

主义者。在联邦德国力图赶上在纳粹时代被禁止的现代主义思潮

（乔伊斯、普鲁斯特、卡夫卡、贝克特、萨特、加缪）的时候。民主德国

则在大读特读海因里希·曼和托马斯·曼的作品。这究竟是坏事

还是好事可以讨论。无论如何，民主德国的文化领导人剥夺读者阅

读那些在纳粹时代亦遭查禁的现代派作品终究是一件让人感到遗

憾的事情。另一方面，相反的情况也委实存 在，———德 国 文 学 史 的

相当一部分内容未能引起联邦德国人的注意。在联邦德国，那些返

归民主德国并在那里出版作品的作家和那些在民主德国受到赞扬

的作家，如海因里希·曼等人，统统都被看成是共产党，受到冷落和

轻视。最重要的是，联邦德国的广大读者长期以来不知道曾有一个

抵抗希特勒统治的文学阵线存在过。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像伯根格

伦和维舍特这类作家已经大胆得令人望尘莫及了；而像简·彼德森

（他从流亡地伦敦直接回到民主德国）这样的真正的抵抗作家在联

邦德国却差不多完全湮没无闻。不仅抵抗运动的文学，而且有相当

数量的流亡文学都因与共产党政权有牵连而受到使人遗憾的贬损，
被降低为一种党派文学。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西班牙内战时期

的德国文学。同样令人遗憾的是许多作家从流亡地返回民主德国

定居后，其创作高峰一般都已过去，在这个新面目的祖国难以写出

全新的、激动人心的作品（即使是返回民主德国的最著名的流亡作

家布莱希特也未能避免这种情况）。这一代作家因此而被看成是半

新半旧的人物；但他们的荣耀也因此而来。这些作家参加了反抗法

西斯的实际斗争，在斗争中历尽磨难，但他们也几乎没给未来留下

多少经典之作。尽管如此，返归民主德国的流亡作家确实受到友好

的接待，在 文 化 界、戏 剧 界、大 学、出 版 界、电 台 和 外 交 界 被 委 以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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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他们地位 显 赫，报 酬 丰 厚。他 们 是 这 个 国 家 的 文 化 英 雄。当

然，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限制过于严格，他们中的某些人最终还是

被迫出走。其实 就 本 质 而 言，共 产 党 还 是 向 前 看，而 非 向 后 看 的。
他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为建立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上，而不是放

在发掘昔日的遗骸上。
在后来 演 变 成 联 邦 德 国 的 三 个 占 领 区，情 况 的 发 展 完 全 不

同。① 联邦德国的政治领袖（只有少数例外，如布利·布兰德）一般

都不是流 亡 的 抵 抗 战 士 或 反 法 西 斯 战 士 出 身，而 布 利·布 兰 德

（ＷｉｌｌｙＢｒａｎｄｔ）在选举中甚至因流亡而被公众指责为抛弃国家。总

起来看，联邦德国政府中有过坐监或流亡经历的人较少，而接近过

纳粹的人则相对多一些。这里的抵抗活动是由主教和高级官员组

织的，与工人和社会党人没有关系。国内流亡派得到高度评价，荣

格、本、伯根格伦和高斯（Ｇｏｅｓ）等作家较受重视。与德国东部的接

触也属犯禁之事。甚至托马斯·曼于１９４９年歌德年（歌德出生于

１７４９年）执意访问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并接受了联邦德国的歌德

文学奖，也受到怀疑。联邦德国的许多人甚至认为他的《浮士德博

士》虽然立意高远，其中的政治性内容可不必计较，可还是一次对令

德国人自豪的文化遗产的打击。同样令人深思的是，托马斯·曼那

时是一位美国公民，并以此为傲。经过一番踌躇，他最后决定两个

德国都不回去，而在瑞士定居。其他几位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文坛知

名人物在联邦德国也未受到诚心诚意的欢迎。多布林于１９４５年回

国，在法国军政府的一个文化部门工作。从１９４６年 到１９５１年，他

在巴登 巴登编辑刊物《金门》（ＤａｓＧｏｌｄｅｎＴｏｒ），并 参 与 创 建 了 美

因兹的科学 和 文 学 学 院。但 他 一 直 不 被 人 们 接 受，作 品 得 不 到 出

版。面对阿登纳实行的政策，他感到时乖运蹇，于是再次离开德国

来到巴黎，在此一直住到１９５６年。艾里奇·马利亚·雷马克尽管

获得了多种奖励和显赫的表彰，如１９６７年的“联邦特级十字勋章”

—８１３—

① ＪｏｓｔＨｅｒｍａｎｄ，‘ＭａｎｍｕｓｓｄａｓＵｎｒｅｃｈｔａｕｃｈｍｉｔｓｃｈｗａｃｈｅｎＭｉｔｔｅｌ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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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ｏｓｓｅｓＢｕｎｄｅｓｖｅｒｄｉｅｎｓｔｋｒｅｕｚ），但他也和托马斯·曼一样成了美

国公民，也同样在瑞士定居。这位二十世纪德国名声最响、拥有的

读者群最为广泛的作家之一，也宁肯在联邦德国境外生活。竺克梅

和多布林一样于１９４５年返回德国，只是他不是为法国，而是为美国

的文化管理部门工作。他的剧作，如《魔鬼的将军》等，取得了巨大

成功。他曾得到多种最高荣誉，其中也包括“联邦特级十字勋章”，
但他也移居瑞士，并在那里去世。

如果有人问，为什么这么多流亡作家回到联邦德国后会觉得格

格不入，答案中不能缺少政治因素。前面已可看出来，“无效点”并

不存在，实际上新的共和国并未与国社党的德国一刀两断。政府中

有许多人有和纳粹交往的历史。同样，在文学界，１９４５年之后也不

是只有国内流亡派作家和非政治化的一代作家才能继续写作，并获

得某种成功。甚至那些老牌民族主义者和铁杆纳粹的文学生涯也

能持续到战后。当然，有许多人提到过新纳粹主义的危险。不时有

一些稀奇古怪的右翼政党和领袖冒出来；宣传军国主义的荒唐报刊

也能找到狂热的读者。当局一般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左翼恐怖分子

身上，但某些右翼的暴力行为也会把注意力拉过去。当然，到目前

为止，新纳粹主义尚未成气候。尽管回国的流亡者们怀有疑惧，联

邦德国还是站稳了脚跟，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都有很强的实力。社会

党的领袖们活跃起来。在经过了初期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回避后，
一种现实性较强的文学也出现了。人们已敢于在舞台上、小说里、
诗 歌 中 正 视 纳 粹 问 题 了。当 “把 握 往 日”（Ｂｅｗｌｔｉｇｕｎｇｄｅｒ
Ｖｅｒｇａｎｇｅｎｈｅｉｔ）到来时，联邦德国已在某些方面表明它比民主德国

更有能力容纳历史。战后的第一次浪潮是存在主义文学和荒诞派

戏剧；随之而来的是纪实性现实主义，这一流派的创作实绩不亚于

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民主德国无一人的创作堪与霍

切胡斯（Ｈｏｃｈｈｕｔｈ）、维 斯（Ｗｅｉｓｓ）的 剧 作 和 君 特·格 拉 斯（Ｇüｎｔｅｒ
Ｇｒａｓｓ）的长篇小说匹敌。

从前面的论述已可看出，１９３３年到１９４５年间的文学通常被忽

视和回避有政治方面的原因。除政治原因外，许多文学因素或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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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了作用。例如，有人提出，从１９３３年到１９４５年这 狂 热 的 十 二 三

年间，文学风 格 和 技 巧 没 有 任 何 新 的 或 有 重 要 价 值 的 发 展。１９４５
年后，作家们寻找一种风格以求清楚地表达他们与被纳粹玷污的岁

月一刀两断的决心。这时，他们要么选择一种外国风格（如海明威

的简洁风格），要么回归上一次最激动人心的德国文学时代，即表现

主义和魏玛共和国时代。在那个时代，小说、戏剧和抒情诗中现代

因素一切可能的结合和排列都得到了丰富的体现。表现主义从特

殊意义上讲并不是一场小规模的前卫运动，而是从柏林到布拉格、
布达佩斯的整个德语地区所有艺术领域的主要思潮。纳粹否定了

表现主义，把它看作是反战者、都市的犹太人和文化布尔什维主义

者堕落的呓语。表现主义的作家或是英年早逝、或被处决、或被迫

流亡。此外，德国表现主义无疑属于一个更为广泛的运动，是发源

于新艺术（ａｒｔｎｏｕｖｅａｕ）和象征主义的欧洲现代派的一个有机组成

部分。当然，其渊源亦可追溯到哥特、巴洛克、狂飙突进、浪漫主义

等艺术思潮上。外国影响包括马利耐蒂的未来派口号，里姆鲍德、
斯特林堡的创作，还有非洲的和原始的艺术。由此来看，纳粹垮台

后人们感到表现主义有重新挖掘的必要、表现派的作品和研究表现

派的论著大量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① 这种情况自然可喜可贺，但

眼光过分集中于二十年代自然导致对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忽视。
还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对表现主义文学的研究和批评很红火，但这

一运动的众多内容还是被忽略了。先锋派的文体创新得到了强调；
而 表 现 主 义 的 现 实 性、政 治 性 则 受 到 轻 视。甚 至 像 汉 伯

（Ｈａｍｂｕｒｇｅｒ）和米德尔敦（Ｍｉｄｄｌｅｔｏｎ）这样一些有见识的外国批评

家也看出了表现主义的力量主要来自特拉克尔（Ｔｒａｋｌ）、斯 达 德 勒

（Ｓｔａｄｌｅｒ）和施特拉姆（Ｓｔｒａｍｍ）这样一些早期诗人。他们认为，“表

现主义第二期不断增强的对政治性的抑制是表现主义后期发展未

—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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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实现其早期诺言的主要原因。”这种发展趋势无情地淘汰了像希

勒、汉森克利夫、托勒和凯塞这样一些“政治活动家”，其中有一些人

曾为表现主义带来最巨大的成功，尤其是在戏剧方面。实际上人们

之所以对表现主义的政治性讳莫如深，不仅因为纳粹曾在这方面插

足，也不仅因为像约斯特和本这样的著名表现派作家彻底转变成极

右派，也因为影响甚大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卢卡契将这一运动视为

非现实的、只重形式的空想主义而否定了这一运动。纳粹垮台后数

年间的表现主义复兴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讲成就斐然，但在某些方面

也的确是作茧自缚。一般只有外国批评家、特别是法国批评家指出

了这一运动的政 治 意 义，指 出 了 这 种 政 治 性 贯 穿 了 纳 粹 时 代 的 始

终，并在某种程度上延续到１９４５年以后。只有把卡夫卡、本、布莱

希特放到表现主义的背景下才能准确地理解他们，他们正是在这一

背景下崭露头角的。对博舍特这样的后来出现的戏剧家也应这样

认识，他吸收了早期表现主义的风格，并使之恢复了活力。表现主

义可以用来显示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德国文学的发展脉络。表

现主义一般不再被看作昔日激动人心的遗物了。
除了表现主义和狂热的现代艺术运动，魏玛文化也可被用来掩

盖紧随其后出现的文化。无 数 种 研 究 魏 玛 文 化 的 著 作 出 现：那 是

柏林的文化黄金时代，“一个充满暴力的时期，一个匪徒和美学家、
萨佛纳罗拉们、柴利尼们和博尔吉亚们的文艺复兴时代。”①这是政

治性“卡巴莱”和电影的黄金时代，布莱希特、皮斯卡托等人都在进

行叙事剧的实验，伟大的小说家、现代派诗人大批涌现。在这种怀

念黄金时代的热潮中，人们一般都未意识到，这种情况只体现了魏

玛文化形象的一个侧面，只代表了一种符合当时需要的偏见。这种

偏见掩盖了魏玛文化中影响力很强的极端保守的一面。经常被提

及和赞美的魏玛文化是政治失败者的文化：所有这些左翼倾向、所

有社会党的庞大文化组织都被民族主义压倒。对魏玛文化产生兴

—１２３—

① Ｊ．Ｍ．Ｒｉｔｃｈｉｅ，‘ＧｅｒｍａｎＴｈｅａｔｒ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ＷａｒｓａｎｄｔｈｅＧｅｎｔｅ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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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是一种注定要灭亡的社会的华丽的文化。
尽管有这些情况，战后德国人（至少在联邦德国）对“现代主义”

的向往还是很明显的。这种需要一般是通过发掘文学的表现主义、
魏玛文化以及像托马斯·曼、穆塞尔、本、布洛克、布莱希特、卡耐蒂

一类大作家来满足。上述作家都是在纳粹的灾难降临前开始写作，
都或多或少地不把自己庞大的文学事业当一回事儿。许多表现派

作家的创作都持续到三十年代及三十年代之后；许多在魏玛共和国

时期动笔的里程碑式的作品也都是到了纳粹时期、流亡时期乃至更

晚的年代才完成。与里尔克、特拉克尔、托马斯·曼、穆塞尔、布莱

希特和皮斯卡托那种大胆的实验相比，许多流亡作家的创作在战后

读来显得拘谨、保守和乏味。许多剧作处理的是时代问题，或许因

此而显得陈旧、过时；长篇小说多取材于历史，模式保守；诗歌拘泥

于形式，也倾向于保守。此外，流亡作家长期与活的语言隔绝，因而

被指责用 僵 化 的 德 语 写 作。孚 希 特 万 格 等 作 家 就 不 断 被 人 这 样

指责。
要解释对流亡文学的相对忽视，或许还可以进一步考虑纳粹所

犯滔天罪行、尤 其 是 对 犹 太 人 的 犯 罪 所 造 成 的 影 响。前 面 已 经 指

出，战争结束后，无论是民主德国还是联邦德国作家，都不惮于直面

这一事实，不惮于涉及罪孽问题和道德受到践踏的问题。值得注意

的是，相 当 数 量 的 犹 太 重 要 作 家，其 中 包 括 保 罗·瑟 兰（Ｐａｕｌ
Ｃｅｌａｎ）、沃尔夫冈·希 尔 德 什 美（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Ｈｉｌｄｅｓｈｅｉｍｅｒ）、艾 里 亚

斯·卡耐蒂（ＥｌｉａｓＣａｎｅｔｔｉ）、马涅斯·斯坡伯（ＭａｎｅｓＳｐｅｒｂｅｒ）、雅

可夫·林 德（ＪａｋｏｖＬｉｎｄ）、彼 德·维 斯（ＰｅｔｅｒＷｅｉｓｓ）、弗 里 德 里

希·托尔堡（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Ｔｏｒｂｅｒｇ）、朱利克·贝克尔（ＪｕｒｅｋＢｅｃｋｅｒ）、
格奥尔格·克莱 斯 勒（ＧｅｒｏｇＫｒｅｉｓｌｅｒ）、耐 莉·萨 契（ＮｅｌｌｙＳａｃｈｅ）
等，战后仍继续用德语写 作。① 他 们 了 解 大 屠 杀，并 用 德 语 写 作 关

—２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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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大屠杀的作品。然而流亡中的日耳曼作家却处在完全不同的位

置上。他们写作以犹太问题为主题的作品；他们描述三十年代的德

国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依据自身体验反映集中营的情形。他们所

写的事情发生在纳粹统治的早期；他们写下了早期阶段对犹太人的

抵制、迫害以及犹太人的逃亡、流亡，也写下了纳粹对德国社会党员

和德国共产党员实行的刑讯。流亡文学并非大屠杀文学，因为大屠

杀当时尚未出现。① 与“最后解决”的恐怖相比，有关早期集中营的

报告文学真可谓小巫见大巫。当然这并未损害这类文学作品的真

实感和动人的力量。这就是１９３３年到１９４５年的德国。

—３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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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ｗｅｉｇ，Ｓｔｅｆａｎ Ｓｃｈａｃｈｎｏｖｅｌｌｅ （Ｐｉｇｍａｌｉｏｎ，Ｂｕｅｎｏｓ Ａｉｒｅｓ，

１９４２）；Ｄｉｅ Ｗｅｌｔｖｏｎ Ｇｅｓｔｅｒｎ．Ｅｒｉｎｎｅｒｕｎｇｅｎｅｉｎｅｓ Ｅｕｒｏｐｅｒｓ
（ＢｅｒｍａｎｎＦｉｓｃｈｅｒ，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ｍ，１９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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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８９年４月２０日 阿道夫·希 特 勒 出 生 于 奥 地 利 的 布 劳

瑙镇的一家小客栈里。

１８９０年 朗本的《教育家伦勃朗》问世。

１９１０年 隆斯的《自卫的狼》问世。

１９１２年 伯特的《维尔特费伯———永生的日耳曼

人》问世。

１９２０年 荣格的《钢铁风暴》问世。

１９２０年３月１３—１６日 卡普暴乱。

１９２０年８月８日 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创建。

１９２２年 丁特的《对血统犯下的罪孽》问世。

１９２３年 莫勒·范登布鲁克的《第三帝国》问世。

１９２５年７月１８日 希特勒的《我的奋斗》（第一卷）问世。

１９２６年１２月１０日 希特勒的《我的奋斗》（第二卷）问世。

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２５日 华尔街股市崩盘。

１９３０年 罗森堡的《二十世纪的神话》。

１９３３年１月３０日 兴登堡提名希特勒担任帝国首相。

１９３３年２月２７日 国会纵火案发生。

１９３３年３月２４日 《授权法》生效。

１９３３年４月１日 对犹太人的商店和公司进行制裁。

１９３３年４月２０日 约斯特的《施莱格特》首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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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３年５月１０日 焚书运动开始。

１９３３年５月１４日 戈培尔的剧作《流浪者》被搬上舞台。

１９３３年５月２４日 本对克劳斯·曼的公开信作了答复。

１９３３年７月１２日 戈培尔致电斯特凡·乔治。

１９３３年７月 恩斯特·维 歇 特 在 慕 尼 黑 大 学 向 学 生

发表演讲。

１９３３年７月 无产阶级 革 命 作 家 联 盟 出 版 地 下 刊 物

《闪避与出击》第一期。

１９３３年９月２２日 帝国文化部法案通过。

１９３３年１０月 曼的《约 瑟 夫》四 部 曲 的 第 一 部 在 德 国

问世。

１９３３年１２月４日 斯特凡·乔治死于罗卡诺。

１９３４年６月３０日 党卫军和盖世太保剪除政治对手。

１９３４年７月２日 罗姆及其追随者被消灭。

１９３４年７月１０日 埃里希·穆塞在奥兰恩堡被杀。

１９３４年７月２５日 奥地利总理多尔富斯被暗杀。

１９３４年８月２日 兴登堡 死。希 特 勒 成 为 元 首 和 帝 国 总

理。军队向他宣誓效忠。

１９３５年１月１３日 萨 尔 区 举 行 公 民 投 票———萨 尔 区 回 归

德国。

１９３５年４月１日 本“移居”到军队。

１９３５年９月１５日 纽伦堡法案宣布。

１９３６年７月１７日 西班牙内战爆发。

１９３６年８月１日 柏林奥运会开幕。
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奥塞斯基。

１９３６年８月２６日 戈培尔发布命令，禁止通常意义的文艺

批评。

１９３７年８月５日 保罗·恩斯特协会成立。

１９３７年６月３０日 消灭“堕落艺术”的战役打响。

—３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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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１５日 庆祝格哈特·豪普特曼７０寿辰。

１９３８年３月１１日 德奥合并。

１９３８年５月４日 卡尔·冯·奥塞斯基逝世。

１９３８年５月６日 盖世太保逮捕维歇特。

１９３８年８月３０日 维歇特从布痕瓦尔德被释放。

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９日 “碎玻璃之夜”。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３０日 希特勒授 予 科 尔 本 耶 日 耳 曼 帝 国 鹰 徽

勋章。

１９３９年３月 西班牙内战结束。

１９３９年８月２２日 德国和苏 联 签 订 互 不 侵 犯 条 约 和 秘 密

协定。

１９３９年９月１日 德国进攻波兰。
荣格的《在大理石峭壁上》问世。

１９４０年４月９日 德国侵入丹麦和挪威。

１９４０年５月１０日 德国向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发起

进攻。

１９４０年７月１７日 电影《罗斯恰尔德一家》首映。

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２４日 电影《犹太人苏斯》首映。

１９４１年２月２０日 德国侵略南斯拉夫和希腊。

１９４１年６月７日 希特勒要求查禁席勒的《威廉·退尔》。

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２日 德国进攻苏联。

１９４２年４月８日 鲁道夫·佩切尔被捕。

１９４２年４月８日 舒 尔 泽 博 伊 森 和 哈 纳 克 小 组 成 员

被捕。

１９４２年１１月７日 盟军在北非登陆。

１９４２年１２月１１日 乔呈·克勒坡自杀。

１９４３年１月３１日 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

１９４３年２月２２日 斯古尔夫妇被处决。

１９４３年２月２７日 格特鲁德·科尔玛被关进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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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３年４月５日 迪特里希·伯恩霍夫被捕。

１９４３年４月２６日 约翰纳斯·乌斯滕死于狱中。

１９４３年６月７日 赫尔德林协会成立。

１９４３年８月５日 亚当·库克霍夫被判处死刑。

１９４３年８月１０日 《法兰克 福 报》因 登 载 埃 克 哈 特 的 文 章

被查禁。

１９４４年６月６日 盟军进攻法国。

１９４４年７月２０日 希特勒遇刺。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２７日 《新评论》被查禁。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２７日 阿尔 布 莱 希 特·豪 斯 霍 费 尔 第 二 次

被捕。

１９４５年２月１７日 利克—马勒克泽文死于达豪集中营。

１９４５年３月１６日 波利斯·冯·蒙 希 豪 森 在 盟 军 进 攻 时

自杀。

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３日 豪斯霍费尔被处决。

１９４５年４月３０日 希特勒在帝国大厦自杀。

１９４５年５月９日 迪特里希·彭霍费尔在弗罗森堡被杀。

１９４５年５月９日 德国无条件投降。欧洲的战争结束。

１９４９年５月２３日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７日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

—５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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