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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三十年代经济危机与

德国法西斯的兴起

吴 友 法

研究德国法西斯兴起的原因
,

是史学界最近几年 比较注重研究的课题
。

德国法西斯兴起

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

笔者从不同角度写作发表了一系列论文
。

在诸多原因中
,

2
、

30 年代爆发

的经济危机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原因
。

经济危机的爆发
,

使得德国在政治思想领域发生 了一系

列有利于法西斯的变化
,

为法西斯活动创造 了重要的前提条件
。

德国魏玛共和国遭受了 1 9 2 0年到 1 9 2 3年
、

1 9 2 9年到 1 9 3 3年两次经济危机
。

希特勒就是利

用这两次经济危机建立 了纳粹党
,

并使纳粹运动得到发展以致最后夺取全国政权
。

这两次经

济危机
,

也正是纳粹运动的两次高潮
。

第一次高潮中
,

纳粹党员人数有3万人
,

纳粹运动迅速

兴起
。

第二次高潮中
,

纳粹运动迅速发展
,

党员人数超过 1 00 万
,

在 1 9 3 2年 7月议会选举中
,

纳粹党赢得 1 3 7 0万张选票
,

获 2 30 个议席
,

成为议会中第一大党
。

在这两 次高潮之间的 1 9 2 4年

至 1 9 2 8年
,

正是德国在道威斯计划的扶助下
,

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

并且出现短暂繁荣的时

期
。

纳粹党在这个时期曾多次被取缔
,

影响很小
,

而且党内分崩离析
,

是其发展过程中的低

潮时期
。

不难看出
,

法西斯的产生与发展是与当时德国经济危机密切相关的
。

纳粹运动是在

经济危机引起的魏玛共和国百孔千疮的肌体上滋生和繁殖起来的一颗恶性肿瘤
。

2
、

3 0年代经 济危机之所 以促使了德国法西斯产生和迅速兴起
,

以致最后夺取政权
,

这是

因为
:

、

2
、

3 0年代经济危机为纳粹党提供了鼓吹民族社会主义反动理论
、

欺骗群众和煽动群众的良机
。

任何一种政治运动的产生并得以发展
,

需要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
,

需要有鲜明的政治观

点去吸引和争取群众
。

因此
,

任何一种政治运动总是与当时本国经济政治状况和人民群众思

想意识有着密切的关系
。

一战后的德国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
。

1 9 2 1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战后第一次经济危机给德

国造成一定影响
,

加之在战争中消耗大量财力和物力
,

国库告罄
。

同时
,

战败的德国要承担

发动战争的罪责
,

又背上了凡尔赛和约的枷锁
,

要付给战胜国巨额战争赔款
。

1 9 2 3年
,

因拖

付赔款
,

法
、

比出兵占领了德国鲁尔重工业 区
,

使德国经济遭受毁灭性打击
,

加剧了经济危

机
,

生产大幅度下降
,

95 % 企业不能正常开工
,

工业生产只有 1 9 1 3年的 20 %
,

70 %的工人部

分或全部失业
。

经济危机引起政局动荡
,

党派斗争激烈
,

政治上四分五裂
。

十一月革命由于不彻底
,

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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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的基础没有彻底摧毁
,
新建立的魏玛政权极不稳固

,

存在许多不安定因素
。

由于接受了

凡尔赛和约
,

加剧了经济危机
,

各种势力对德国现实普遍不满
。

极端的民族主义者
、

军国主

义者
、

大工业家和大地主等所有支持旧帝国的人都攻击魏玛共和国
。

人民群众尤其是小资产

阶级普遍认为魏玛政权不仅没有给他们在经济上带来好处
,

而且在政治上使他们感到没有安

定感
,

相反 留恋旧帝国对他们在经济上实行的保护主义政策
。

这样
,

在战后德国存在着一股

反对魏玛共和国势力
,

存在着一股对共和国不满意情绪
。

经济危机激发了德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
。

德国是一个有着民族主义传统的国家
,

从近

代以来一直进行着为民族的统一而斗争
。

尤其是在战败接受凡尔赛和约
,

遭受战胜 国的凌辱

和宰割
,

民族感情受到巨大创伤之后
,

这种民族主义精神表现更加强烈
。

人们普遍认为德国

经济危机是战胜国压迫的结果
,

是凡尔赛和约引起的
。

经济危机越激烈
,

民族主义情绪愈强

烈
。

因此
,

战后德国人 民中存在着反对和仇视战胜国心理
,

各种民族主义性质的组织纷纷成

立
。

极右民族主义组织德意志协会的《德意志报 》在和约签字的 6月 28 日这一天头版写道
: “

复

仇 ! 德意志民族! 今天
,

在凡尔赛宫镜厅签订 了耻辱的和约
。

不要忘记这件事!
”

① 民族主义

精神激荡着整个德国
。

在当时历史条件下
,

谁能迎合德国的民族心理
,

谁能煽起德国的民族

精神
,
谁就能赢得群众

。

同时
,

德国十一月革命的潮流也冲击着德国
,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日

益深入人心
,

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

因此
,

当时德国存在着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潮流
。

希特勒纳粹党就是适应这两股潮流而成立的
。

纳粹党成立后就打出了民族主义和社会 主

义两面旗帜
,

大肆鼓吹民族社会主义
。

何谓 民族社会主义 ? 希特勒解释说
“

民族社会主义运动

的基本界想
,

是含有民族主义的意义的
”

②
,

是要
“

建立一种新的有生气的民族国家
”

③
,

把其

宣扬的
“

社会主义
”

解释为
“

民族
”

和
“

社会
”

的合而为一
,

也就是一种集合体
。

他认为只有
“

准

备以全副精力为民族谋利益
” , “

以民族利益为最高理想
”

的人
,

才能成为民族社会主义者④
。

这样
,

希特勒就以民族利益 的保卫者的面目出现在德国人民的面前
。 “

法西斯运动在整个德国

主要是具有一种民族主义性质
。 ”

⑤

打出民族社会主义旗帜
,

也是为了利用战后危机反对魏玛共和国
。

希特勒极力散布魏玛

共和国出卖了民族利益
,

是德意志民族耻辱的象征
。

要使德意志民族振兴
,

就要推翻魏玛共

和国
。

希特勒反对魏玛共和 国主要抓住两点
:

一是认为德国在一战中的失败是根源于
“

十一月

革命
” ,

是背后中了卖国贼的暗箭
,

是那些参加
“

十一月革命
”

的马克思主义犹太 人 造 成 的
,

也就是说是魏玛共和国政府的那一帮人出卖的结果
,
二是魏玛共和国政府接受 了

“

凡尔 赛 和

约
” ,

招致民族的耻辱
。

希特勒抓住 了魏玛共和国这些
“

弱点
” ,

进行反政府的民族主义宣传
,

是容易引起人们接受的
。

他给自己的说教涂上浓重的民族主义色彩
,

其源盖出于此
。

所谓
“

民族社会主义
” ,

也是为了迎合德国人民在经济危机中对社会主义向往的心情
,

公

开打出反对资本主义的旗帜
,

为争取民心采取的反革命策略
。

德国是马克思主义故乡
,

自从

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
, “

社会主义
”

一词在德国 日益深入人心
,

各个阶层都从自身利益出发
,

设想出了不 同的社会主义模式
,

从而出现 了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
。

由于战争和经济危机
,

造

成了德国革命蓬勃发展的形势
,

在苏联十月革命和德国十一月革命影响下
,

无产阶级的社会

主义越来越为更多的人所接受
。

在这种情况下
,

希特勒把社会主义一词拿来
,

打出民族社会

主义的旗帜
,

可以起到鱼 目混珠的作用
。

由于他把
“

民族社会主义
”

解释为
“

民族
”

和
“

社会
”

的

集合体
,

而魏玛政府是不要 民族的
,

这个政府是由
“

十一月罪人
”

组成的
,

这些人大部分是信

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犹太人
。

这样
,

他就把马克思主义
、 “

十一月革命
”

和魏玛共和 国划等号
,

给人们形成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实际上与魏玛共和国相等同的印象
,

极力泯灭人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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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向往和追求
,

从而证明
,
只有纳粹党宣扬的民族社会主义才是真

正符合德国人民的利益
,

达到欺骗群众的目的
。

资本主义进入相对稳定时期以后
,

通过道威斯计划的实施
,

依靠美国的贷款
,

使濒于崩

债的德国经济得以复苏
,

成为
“

整个世界经济史中最壮观的一次经济复兴
” ⑥ ,

人民生活也比

较安定
,

所以纳粹运动在此期间影响不大
。

然而
,

德国经济繁荣是短暂的
。

早在1 9 2 8年施特

雷泽曼就预言
: “

我们是靠贷款过日子的
。

如果一旦发生经济危机
,

美国要求偿还其短期贷款
,

那我们就要面临破产的危险
。 ”

⑦ 1 9 2 9年经济危机从美国爆发
,

迅速影响德国
,

使德国遭受的

打击最严重
,

工业生产迅速下降
,

退回到 19 世纪末的水平
。

数十万中小企业破产
,

失业人数

高达八百万
。

德国曾一度有过的繁荣景象
,

转眼间烟飞灰灭
。

德国劳动人民生活又重新恶化
,

同统治阶级之间矛盾又不断加深
。

这次经济危机为纳粹运动的迅速崛起和法西斯最后夺取政权提供了良机
。

希特勒利用经

济危机造成的困境
,

开展了强大的宣传攻势
,

笼络和争取德国人民
。

他针对德国人民
“

社会地

位出现下降
” 、 “

生计窘迫
”

而
“

在他们的头脑中始终存在着一种希望能生活得更好 一 些的 意

识
” ,

利用
“

他们总喜欢把自己失去生活上的保障归咎于民族的不幸
” ,

希望
“

能把他们从悲惨

境地中拯救出来的唯一出路就是使帝国在
`

国际大家庭
”

中享有公认的地位
”

的思想⑧
,

有意识

的进行宣传
。

首先
,

希特勒集中火力大肆攻击魏玛共和国
,

极力散布这场危机是由于魏玛共和 国
“

政府

无能
” ,

是他们接受凡尔赛和约的战争赔款以及奉行
“

社会主义
”

政策的结果⑨
,

魏玛共和国是

德国人民贫困和灾难的根源
, “

共和制和历届政府毁灭了德国的一切
” , “

我们不能听命于一个

编人的国家
,

我们需要独裁
”

L
。

其次
,

又大肆进行民族社会主义欺编宣传
。

希特勒
“

是一个具

有真正魔鬼般天才的群众心理专家
” ⑧

。

他根据各阶层人民群众的心理和要求
, “

向所有人许

诺
:
向失业者许诺提供面包

,

向农民许诺低廉的租金
,

允诺要抵御共产主义来保护有产者
,

答应给满怀民族自豪感的人一个新的强大的德国
,

向国防军答应要重整军备
,

向工业界答应

高倾利润和俯首听命的工会
”
@

。

企图使德国人民相信
,

只有他才能把德国从多灾多难的困境

中拯救出来
。

纳粹党宣传机关也大肆吹捧希特勒
。

1 9 3 2年 3月 1日纳粹党全国指导处散发的竞

选号召书中宜称希特勒
“

为了德国人民的利益奋斗了 12 年
,

今天又代表人民对现行制度提出了

挑战
” , “

希特勒对于千百万 人民来说是拯救的同义语
” ,

从
“

这个名字中看到新的生活和新的

成功道路
”
L

。

纳粹党还到处散发传单
、

小册子
,

张贴印有
“

德国猛省
” 、 “

希特勒就是独立
、

工作和面包
”

等字样的招贴画
。

这些宣传攻势不能不打动处在绝望之中的德国人民心理
。

不少

中产阶级感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岌岌可危
,

对于下降为无产阶级的前景不寒而栗
,

不少职员和

自由职业者从保守党纷纷转向纳粹党
。 “

经营工商业的广大中产阶层
、

农 民
、

特别是
`

渴望英

雄主义
,

的青年感到自己被共和国排斥
,

对希特勒的宣传愈来愈感到有吸引力
”

O
。

纳粹党吹

捧希特勒是
“

德国青年的强烈意志的体现
” , “

是所有追求德国美好未来的人们的一团烈火
”
0

。

不少青年和大学生是听了希特勒演讲后被吸引到纳粹党的行列
,

如后来成为希特勒的亲信
、

得力干将的阿尔贝特
,

施佩尔就是如此
。

在听了希特勒演讲后
,

他说
: “

我丝毫也不了解他的

纲领
,

在我不及弄清真相之前
,

他已经把我掌握住了
”

L
。

正如德共机关报《红旗报》指出的
: “

经济危机给城乡小资产阶级广大群众带来了灾难性的

后果
,

使得他们感到绝望
,

因而成了法西斯分子所进行的表面上颇为激进的
`

反对资本主义
’

蛊

惑煽动的牺牲品
。 ”

0
“
D e r H i t l e r ,

de
r S o r g t f 住 r u n s r ”

(希特勒关心我们 r )
“

这是集合 在

他旗帜下头脑简单的群众所普遍具有的感情
。 ”

0 在纳粹党通向夺取德国政权的道路上
、

被欺

. 3 8 .





理
。

可见
,

总统是凌驾于议会之上的
,

有权取代议会
,

取代立法机构
。 “

国家元首获得的实权

比过去皇帝还要大
”
L

。

根据魏玛宪法第 48 条颁布的
“

紧急条例
” ,

1 9 3 0年5次
,

1 9 3 1年 4 4次
,

1 0 3 2年 6 6次 , 议会颁豁的法令 1。 3。年 9 8次
,

1 9 3 1年 3 4次
,

1。3 2年只有3次 , 议会开会 的 次数

1 9 3 0年 94 次
, 1 9 31 年 41 次

, 19 3 2年 13 次
,

议会政体的削弱
,

为专制政体抬头开了绿灯
,

为取

消人民的民主权利
,

进行独裁统治提供了法律依据
。 “

总统内阁
”

的确立
,

实际上敲响了魏玛

共和国的丧钟
。

随着经济危机的加深
,

议会中反对共和国的势力越来越大
,

所占席位越来越多
。

反对共

和国的有几股势力
,

主要是纳粹党和共产党
。

在 19 3 0年 9月议会选举中
,

纳粹党议席从 12 个增

加到 1 07 个
,

共产党议席从 54 个增加到 77 个 ; 在 1 9 3 2年 7月选举中
,

纳粹党议席从 1 07 个增加到

23 0个
,

成为议会中第一大党
,

共产党议席从 77 个增加到 89 个 , 在 1 9 3 2年 n 月选举中
,

纳粹党

虽然丧失 34 个席位
,
但仍有 196 席

,

仍是议会中第一大党
,

共产党增加 n 个席位
,

占有100 席
。

这两个政党的
“

联合行动能够废除
”

政府
“

所颁布的一切法令
” , “

也可 以使任 何 法 律 无法 通

过
”
@

。

这些反对党议员常常使用程序手段阻碍议会正常开展工作
。

因而
,

议会与政府是处于

一种对立状态
。

议会不是作为监督
、

支持政府的一个机构
,

而是成为反政府势力的一块阵地
。

根据魏玛宪法
,

议会虽然仍按期开会
,

对政府政策进行表态
,

然而
,

议会如果对政府提出不

信任案
,

总统就解散议会
。

这就是为什么在缪勒政府垮台后
,

德国议会选举频繁举行
,

政府

内阁象走马灯一样更迭的原因之所在
。

魏玛议会民主制危机的发生
,

也是由于党派斗争的结果
,

这种斗争在经济危机中更加激

烈
。

当时德国党派林立
,

有德国民主党
、

中央党
、

德国人 民党
、

德国民族人民党
、

纳粹党
,

工人阶级政党有社会民主党
、

独立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
。

这些党派政治主张不尽一致
,

代表

着不同阶级或同一阶级中不同集团
、

派别的利益
。

正因为如此
,

魏玛历届政府里没有一个稳

固的多政党联合体制
,

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党能驾驶其他党派
,

控制政府
,

争取议会

中多数
。

相反
,

党派之间斗争频繁
,

反政府党派占多数
。

频繁的党派斗争
,

搞得社会不安宁
,

人民群众对政党从心底感到厌倦
。

对大多数德国人来说
,

政党一直是
“

一件令人厌恶的事
” ,

他们要求
“

结束这种议会党团的混乱局面
” 。 《德意志汇报 》当时断言

: “

人民深深渴望着领导和

权威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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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经济危机无法缓解
,

人民群众的愤怒与反抗也无法平息
。

在议会内部
,

政府无法争

取多数议员的支持
,

无法维持统治
。

在经过几届政府更迭后
,

兴登堡请独立于任何党派之外

的军队将军施莱歇尔组阁
,

从而出现了在德国近半个世纪 以来军队将军担任总理的奇怪现象
。

然而
,

施莱歇尔没有争取到议会中的多数
,

不得不 自动辞职
,

成为最短命的一届政府
。 “

议会

制度与民主制度日趋衰落
,

各政党都对此回天乏术
,

而且无法进行改革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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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登堡在多种因

素的促使下
,

不得不任命在议会中占比较多席位的纳粹党头目希特勒为 总理
。

随后
,

纳粹党

不择手段地控制了议会
,

实行一党专制
。

纳粹党终于利用议会 民主制不健全的缺陷和困境
,

达到夺取政权以致坛后推翻议会民主制的 目的
。

用希特勒的话来说
,

纳粹党
“

参加议会机构
” ,

只是为了从事捣毁它的活动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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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培尔的话更是淋漓尽致地暴露了纳粹党这一反动策略
。

他

说
: “

我们进入国家议会
,

是为了在这个民主武库中用它 自己的武器来武装我们
。

我们作为议

会议员
,

是为了在魏玛民主本身的支持下去瘫痪它
” , “

我们到那里去
,

就象是狼 闯 入 了羊

群
” 。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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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30 年代经济危机促使 了垄断资产阶级决心起用希特勒建立法西斯政权
,

通过对内镇压无产阶级革命
,

对外谋求发动俊略战争来摆脱危机
、

寻求出路
。

纳粹党的崛起是由于广大中 I’M阶层的追随
。

然而
,

希特勒的上台
,

则是依靠统治阶级的

上层人士
,

与大资产阶级结合在一起实现的
。

这一变化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
。

因为德国垄断

资产阶级对希特勒纳粹运动有一个认识过程
,

促使垄断资产阶级支持纳粹党
、

最后把希特勒

扶上 台是 30 年代经济危机
。

纳粹党成立初期
,

虽然其党纲中有垄断资产阶级需要的条文
,

由于是打着反对资本主义

的
“

社会主义
”

旗帜
,

其纲领中也有工人
、

小资产阶级群众能接受的条文
。

所以
,

垄断资产阶

级对纳粹党的真面 目在一开始没有认识清楚
,

对纳粹党没有予以积极的支持
,

1 9 2 3年希特勒

发动的啤酒店暴动很快被镇压下去
。

从 1 9 2 9年经济危机开始后
,

希特勒决心通过 议 会 道 路

夺取政权
,

需要有权势人物的支持
,

从而主动加快了投靠垄断资产阶级上层人物的步伐
,

频

繁参加垄断资本家举行的秘密集会并发表演说
,

不断暴露了纳粹党的真面 目
。

比如
, 1 9 3 2年

i 月 2 7日
,

希特勒应邀出席在杜塞尔多夫举行的 3 00 个资本家参加的会议上发表演说
,

和盘托

出了纳粹党的真实纲领
。

他大肆攻击民主制度
,

大肆攻击马克思主义
,

叫嚷
“

我们有不可动摇

的决心
,

把马克思主义在德国连根铲除
”

@
。

他还保证上台后建立一支 8 00 万人的军队
,

向垄

断资本家提供空前庞大的军事订货
,

向外扩张
,

夺取新的
“

生存空间
” 。

从这 以后
,

垄断资产

阶级才逐渐真正认清了纳粹党的本来面 目
,

开始从经济
、

政治上积极支持纳粹党
。 1 月 27 日

这个 日子在纳粹党的正式文件中被说成是
“
民社党历史中值得纪念的一天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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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裸脱政治经济困境
,

垄断资产阶级决心起用希特勒纳粹党
,

通过建立法西斯政权来

安定社会
、

维持统治
。

经济危机使德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处境岌岌可危
。

在经济危机冲击

下
,

德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蓬勃发展
。

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千百万失业者
,

依靠微薄工资收入

难 以维持生计的城乡劳动者
,

以及濒临破产的商人
、

中小企业主
,

纷纷走上街头
,

举行集会
、

游行
,

罢工斗争更是频繁发生
。

在这一斗争中
,

德国共产党始终站在斗争前列
,

先后发表了

《德国人民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纲领 》和《扶助农 民纲领》 ,

为维护劳动人民基本生存权利和民

主自由而斗争
。

不仅如此
,

德 国共产党还不断揭露法西斯的本质和欺骗宣传
,

号召人 民起来

抵制法西斯的进攻
。

以德共为 首的德国无产阶级向资本主义制度发起 了猛烈的进攻
,

从外部

严重动摇了资本主义制度
。

为了防止共产主义在德国胜利
,

垄断资产阶级强烈要求法西斯上

台
,
用法西斯专政镇压无产阶级革命

,

平息
“

内乱
” 。

希特勒主张在德国彻底铲除马克思主义
,

正好符合垄断资产阶级心愿
。

早在 19 31 年 10 月
,

垄断资本家与法西斯组成
“

哈尔茨堡阵线
” ,

在其决议中宣称
: “

我们决心保卫我们的国家免受布尔什维主义的毒害
,

以法律权力从经济崩

溃的漩流中拯救我们的政策
”

⑧
。

在内部
,

如前所述
,

资产阶级党派斗争激烈
,

资产阶级右冀

保守势力乘共和国在经济危机中的困境
,

利用议会反对魏玛共和国议会民主制度
,

使德国多

政党的议会民主制发生了危机
。

因而促使德国统治阶级在统治方式上逐渐发生 了变化
,

向专

制主义方向发展
。

为 了谋求政权统治的稳定性
,

改变议会与政府的对立状态
,

也需要寻找实

行专制主义的代理人
,

挽救资本主义统治
。

他们认为
, “

希特勒党参加政府
,

建立一个真正的

核心是很有必要的
”

的
, “

纳粹党有不可争辩的权力参与政府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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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闰龚断资产阶级也需要利用法西斯用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途径来摆脱经济困境
。

油于资稼
、

市场狭窄
,

发生
“
空间危机

军 ,
原有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被战胜国瓜分殆尽

。

德国

外国



资本在德国经济困难时打入德国
,

侵入德国市场
。

德国经济在外国资本扶持下迅速恢复起来

后
,

使其生产能力与缺乏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之间矛盾尖锐起来了
。

凡尔赛和约和战败国的

地位又严重束缚了德国垄断资本向外扩张的手脚
。

对此
,

德国垄断巨头们是无法忍受妈 希

望争脱凡尔赛和约枷锁
,

谋求向外扩张
,

寻求新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
。

德国垄断资产阶级

和军国主 义分子早就谋求重整军备
,

对外进行战争
。

1 9 2 7年
,

马克斯为了重整军备筹集经费
,

取消了对失业工人的救济
,

提高了房租以及面粉
、

肉类的税收
,

增加了工人劳动时间
。

1 9 2 8

年
,
缪勒内阁统治时期开始了建造装甲巡洋舰

。
1 9 2 9年

,

德国银行总裁沙赫特公开叫嚷要战

胜国归还德国的殖民地
。

1 9 3 1年
,

布吕宁提出要把波兰走廊归还德国
,

法本托拉斯主席杜依

斯堡主张建立在德国领导下的从
“

敖德萨直到波尔多
”

的经济联盟
。

他们还毫不掩 饰 地 叫 嚣
“

只有剑才是德国的经济政策
” 。

这些都是为准备战争采取的重要步骤和舆论宣传
。

希特勒叫

咬要对外发动侵略战争
,

解决德国的
“

生存空间
”

问题
,

正符合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
。

因此
,

在政治
、

经济总危机中
,

垄断资产阶级就把赌注完全压在法西斯身上
,
企图通过

法西斯专政来寻找新的出路
。

从布吕宁开始
,

德国总理都是由兴登堡总统任命的
。

既然垄断

资产阶级支持希特勒
,

为什么在布吕宁下台后
,

兴登堡没有马上任命希特勒为总理
,

而是出

现了巴本和施莱歇尔两届政府呢 ? 这是因为德国是一个党派林立的国家
,

他还想保持党派之

间的团结
,

维护多政党制的体面
。

而希特勒呢 ? 却不愿与其他政党合作
,

一心要独揽大权
,

实行纳粹 独裁
,

兴登堡害怕这样会
“

使德国人民中的对立极其尖锐化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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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危机和政

治危机的加深
,

兴登堡再也无法寻找能争取议会多数的支持
、

结束议会与政府对立状态的总

理人选
,

无法解决混乱的政治局 面
。

希特勒又一心想当总理
,

并向兴登堡保证团结 其 他 党

派
、

争取议会多数的支持
。

同时
,

垄断资本家迫切需要把希特勒扶上台
,

并联名上 书兴 登

堡
,

向总统施加压力
,

要求任命希特勒为总理
。

在垄断资产阶级敦促下
,

兴登堡终于同意希特勒

为总理
,

组织联合内阁
。

希特勒不是依靠本身的力量登上总理这个位置的
, “

只是通过
`

传统的

上层各集团和希特勒运动的领导层之间的一种联盟
,

这条弯路
,

他才执掌了政权的杠杆
”

0
。

希特勒为了利用经济危机夺取政权
,

极力讨好垄断资产阶级
,

得到了垄断资产阶级的支

持 , 经济危机也促使了垄断资产阶级加深了对纳粹党的认识
,

需要利用纳粹党来寻求摆脱危

机的出路
。

这就是经济危机在纳粹党和垄断资产阶级之间形成的相互依存的关系
,

从而导致

希特勒法西斯夺取德国政权的结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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