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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理性主义是德国法西斯的思想前驱

吴 友 法

德国法西斯之所以在德国兴起
,

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特定的历史条件
,

即为法西

斯兴起提供土壤条件之外
,

还与德国历史上意识形态领域各种非理性主义反动思想有着密切

的渊源关系
。

非理性主义是法西斯的思想前驱
。

法西斯主义不但是非理性主义的延续
,

而且

是非理性主义发展的顶峰
。

20 世纪初
,

德国继承下来的历史和文化
,

有激励民族奋进的火花
,

也有导致德意志民族

后退的阴霆
。

从近代开始
,

德意志民族不仅产生了人类最伟大的思想家和科学巨匠
、

全世界

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
,

而且还有不少饮誉世界的哲学家
、

思想

家
、

作家和艺术家
,

如哲学家康德
、

费希特
、

黑格尔和费尔巴哈
,

诗人兼思想家海涅
、

歌德
,

剧作家兼诗人席勒
,

音乐作曲家贝多芬
、

舒伯特
、

门德尔松
、

李斯特和瓦格纳
,

都诞生在这

块美丽的国土上
。

德意志民族在思想文化领域曾经以自己非凡的成就
,

在近代世界舞台上流

光溢彩
,

为人类 的文明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

但同时也应该看到
,

从 19 世纪中叶开始
,

一

方面是德意志民族在逐渐产生和确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科学思想体系外
,

另

一方面也 出现了以对传统理性主义和思辩哲学反动的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思想流派
。

在德国

1 8 4 8年资产阶级革命之前
,

人们企图用符合辩证法的合理性的法则去解释社会和历史
。

然而
,

这次资产阶级革命失败了
,

没有完成民主革命和统一德国的任务
,

随之在德国出现一种新的

社会历史的非理性主义浪潮
,

并逐渐在意识形态领域变为统治的思潮
。

这一思潮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有天启哲学家谢林
、

唯意志主义哲学家叔本华
、

基尔克戈尔
、

尼采
,

生命哲学家狄尔泰
、

席美尔
、

史宾格勒
,

以及种族主义者H
·

S
·

张伯伦
。

非理性主义

尽管在德国有各种不同的哲学和思想流派
,

如天启哲学
、

唯意志主义
、

新黑格尔主义
、

存在

主义
、

现象学
、

实证主义
、

浪漫主义
、

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等
,

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

点
,

就是在方法论上抛弃辩证法
。

他们在破口大骂黑格尔辩证法的同时
,

否认理性 思 维 能

力
,

认为理性不能揭示宇宙万物的本质和真理
,

并大肆攻击理性
,

说理性是无 力 的
、

非 人

的
,

是现实一切矛盾的罪魁祸首
,

`

宣扬意志
、

欲望
、

直觉和盲目力量
。

他们宣称人的内在意

欲是世界之本
、

宇宙万物之实在
,

这个
“

本
”

和
“

实在
”

必须通过人的心理体验
、

人的直觉去把

握
。

谢林晚期的天启哲学
、

叔本华的生命意志
、

尼采的权力意志和
“

超人
”

哲学是德国各种非

理性主义哲学和思想流派的典型代表和理论根源
,

谢林是
“

绝对
”

创世说狂热鼓吹者
。

他认为思维和存在
、

主体和客体都来源于
“

绝对
” , “

绝

对
”

是一种不 自觉的精神力量 , 在这一不 自觉的精神力量中
,

意识和自然
、

思维和存在
、

主体

和客体都溶合为一
,

成了
“

绝对的同一
” 、 “

无差别的同一
” , 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源于

“

绝对
” 、

`
无差别的同一

, 。

他的这一从
“

绝对
”

或
“

无差别的同一性
”

中产生万事万物的思想
,

实际上是



上帝创造世界的说教
。 “

绝对
”

或
“

无差别的同一性
”

只不过是上帝的别名
。

由于谢林在通向现

实殿堂的入口处逐渐丢掉了他曾理性地加 以揭示和说明的工具— 辩证逻辑
,

只剩下形式逻

辑这一认识工具
,

并把世界看成是无规律的纯粹本能的直觉
,

使其政治观点逐渐走向反动
。

在晚年
,

他大肆宣扬信仰高于理智
、

宗教高于科学的神秘主义的天启哲学
,

认为世界来自上

帝
,

又以上帝为归宿
。

他说
,

天启必须由一个独立于天启的事实来证明
, “

但是这种独 立 于

天启的事实
,

恰恰就是神话的出现
”

① , “

对于 自我来说
,

要求有一个理性以外的上帝
”

②
。

这

种哲学实际上是
“

蒙昧主义的象征
” 。

如果说谢林哲学只是德国非理性主义的发端
,

那么叔本华哲学则为德国非理性主义铺平

了道路
,

是德国非理性主义发展的一 个重要阶段
,

并开始发挥了德国哲学的灾难性作用
。

叔

本华成为德国极端反动派的思想带头人
。

叔本华是一位唯意志论的狂热鼓吹者
。

他的哲学思想主要渊源于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
,

尤其是康德的意志高于理性的思想和印度佛教哲学的悲观厌世主义
。

他认为现象即观念
,

人

所认识的世界并不是独立存在的
,

而是受主体制约的
,

即
“

世界是我的表象
” , 一切客体都是

先天存在于人的意识之中
,

客体不能离开主体而存在
。

由此
,

他极力主张意志论
,

认为自然

界只是现象
, “

意志
”

才是宇宙的本质
。

他说
: “

一切客体都是现象
,

堆有自在之物是 意 志
” ,

“

一切表象
、

一切客体
、

现象
、

可见性
、

客观性都是从意志而来的
,

意志是每一个别事 物 及

整个世界的最内在的东西
,

是核心
”

③
, “

意志这个名词象是一个魔术字眼似的
,

会给予我们

打开自然界中每一事物最内在的本质的钥匙
”

④
。

他强调
,

意志作为宇宙的本质是不能为理性

所认识
,

理性只是意志的奴仆
、

工具
。

人是宇宙的一部分
。

因此
,

他认为人的本质也就是意

志 ; 人都是利己主义者
,

意志的基本特征或 目的就是求生存
、

求生殖
;
由于人们利己的

“

生命

意志
”

在现实世界中是无法满足的
,

所以人生注定是永远痛苦的
。

怎样才能摆脱人生的 痛 苦

呢? 叔本华认为根本的办法在于灭绝意欲
,

否定生命意志
,

最后达到人类的寂灭
。

这样
, “

在

完全扬弃了意志以后
,

对一切还充满着意志的东西来说
,

剩下的只不过虚无
”

⑤
。

叔本华这一

从意志主义走向悲观主义的反理性主义哲学思想
,

不仅在德国
,

而且在欧洲迅速蔓延
。

继叔本华之后
,

尼采的反理性主义反辩证法思想表述得更加明确
,

进一步发展了非理性

主义
,

把德国非理性主义推向到一个更高的阶段
。

他认为世界无固定的规律可循
,

人们感觉

到的只是一片混乱和荒唐的幻想
,

唯有意志才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基础和本质
。

他宣称
,

真正实在的东西不是确定的
,

是一种永恒的
、

难以表述的流变 , 流变的东西是生命
,

而生命

本身是权力意志
。

他继承了叔本华的生命意志是世界本体的理论
,

并发展了这一理论
,

认为

生命意志的本质不仅仅是求生
,

更重要的是表现
、

创造
、

扩张自我
、

发挥权力意志
。

他说
:

“

生命本身在本质上就是 占有
、

破坏
、

征服异国和弱者
” , “

它是生物的本质
,

它是实际 的 权

力意志的结果
,

而权力意志恰恰是生命意志
”

⑥ , “

高贵的生命意志并不是表现在可怜的生存

斗争中
,

而是表现为斗争的意志
、

权力意志和占优势的意志
”

⑦ ; 而追求权力
、

要求统治的意

志是支配一切
、

决定一切的力量 , 世界万物是权力意志的表现
,

历史的进程是权力意志实现

其自身的过程
。

在他看来
,

万物为扩张自己的意欲而互相争斗
,

从而形成了一个永无止境的

呈循环状态的流转变化的过程
,

即永恒循环说
,

这是宇宙的本质
、

实在
;
由于争斗

,

从而决

定了人生是痛苦的
。

不同于叔本华的是
,

尼采不是悲观主义者
,

他用权力意志代替叔本华的

生命意志
,

主张人不应压抑自已
,

要在痛苦中锻炼 自己
,

扩张自己的权力
,

从而超越命运
,

克服痛苦
。

尼采认为
,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达到超越命运这一 目的
,

只是少数
“

超人
”

才能实现
。

因此
,

他又极力鼓吹
“

超人必
哲学

,

宣扬
“

超人
”

是人世间权力意志的最高体现
,

是人类历史的



创造者
。

从这些思想出发
,

尼采否定理性能够揭示宇宙的本质
,

认为理智
、

直观只是发挥权

力意志的工具
,

无意识的本能
、

直觉比理智吏重要
,

强调从人的内心世界非理性的心理活动

中去把握宇宙万物的根本
。

从权力意志论出发
,

尼采向西方文明的基础提出了挑战和质疑
,

喊出了
“

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

的口号
。

他写道
: “

今天
,

我们的文明已经疲倦了
”

⑧
, “

要找出一

些异己的
、

可疑的事物
,

一切迄今被道德禁止的事物
”

⑨
。

他认为必须否定受理性主义
、

基督

教和人道主义的影响而 日趋没落的西方文明
,

代之以所谓
“

权力意志论扮
、 “

超人哲学
” 、 “

种族

主义和强权政治
” 。

尼采不是德国传统的学院哲学家
,

他的哲学著作常常杂乱无章
、

语 无 伦

次
。

然而
,

由于与传统说教多有离异之处
,

多有荒谬绝伦
、

离经怪诞之趣谈
,

因此
, 吸引不

少读者
,

在德国有较大的流毒和影响
。

直接导致法西斯主义的是生命哲学
。

生命哲学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向帝国主义过渡时期

的非理性主义
,

主要代表人物有狄尔泰
、

席美尔
。

生命哲学完全继承了叔本华
、

尼采等人的

哲学思想
,

并把非理性主义思潮推向到一个新的阶段
,

其反动思想具有极大的社会实践性
。

生命哲学歪曲并无限夸大生命现象的意义和作用
,

认为生命是一切事物的本质
,

是一切事物

存在的基础和发展动力
;
生命是事物的运动

、

变化 , 除了运动
、

生命
,

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存

在
。

按狄尔泰话说
,

世界来源于
“

生命
” 、 “

心灵
” , 世界是

“

生命
” 、 “

心灵
”

的客观化
。

他说
,

·

生命本身
“

包含着揭示一切认识和一切思维的联系
”

吵 ; “

认识的基本前提都已存在于生 命 之

中
,

而思维不能深入它们的之后
”

@
。

他们反对用经验或理性方法来认识世界
,

声称既反对经

验主义
,

也反对理性主义
。

他们强调唯一正确的认识方法是直觉
,

即从生命本身去 把 握 生

命 ; 所谓直觉是超感觉的
,

超理性的
。

这样
,

生命哲学的认识方法便成为一种神秘的
、

只可意

会不可言传的内心体验
。

狄尔泰宣称
: “

生命本身就是非理性的东西
, , “

生命不可能被带到理

性法官面前
”

仓
。

由子他们把生命解释为某种神秘的内心体验
,

因此
,

生命哲学带有浓厚的唯

意志主义和神秘主义特色
,

是一种极端的反理性主义哲学
。

值得一提的是生命哲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另一代表人物史宾格勒
。

他在 1 9 18 年出版

了《西方的没落》一书
,

完全承袭了尼采的永恒循环说和狄尔泰的生命说
,

认为社会的一切都

是历史相对的
,

没有科学性 , “

想去科学地处理历史
,

归根结蒂永远是一件 充 满 矛 盾 的 事

情
” 。 ;

社会历史只是若书个各自独立的文化形态的循环交替的过程
; 每个独立的文化 都 有

召它的童年
、

它的青年
、

`

它的壮年和它的老年
” ,

彼此之间毫无联系
。

他认为历史文化循环的

基础和主宰者则是生命
。

他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失败和当时西欧出现的危机
,

看成是

西方文化的没落
。

怎样才能挽救资本主义的危机? 由于当时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蓬 勃 发

展
,

史宾格勒不象帝国主义以前或帝国主义早期的生命哲学家一样
,

极力为资本主义辩护
,

相反打着社会主义旗帜蛊惑人心
。

因此
,

他主张必须建立自己独特的文明
,

这种文 明 是 由
`

超人
,

式的伟人所主宰
、

把普鲁士精神
、

军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新文化
,

即普鲁

士社会主义
。

显然
,

他所要建立的文明
,

实际上是要回到威廉帝国时代砂是想在思想上拯救

带有容克和军国主义色彩的德意志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
,

只不过把它改头换面装扮 成
“

真 正

的
,

社会主义
。

史宾格勒这一说教
,

实际上成了后来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的理论工具
。

在 20

世纪 20 年代
,

信奉生命哲学的大部分人都强烈倾向于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
。

如荣格尔的政

治观点和法西斯完全一致
。

他把死亡和生存之间的界限划分在魏玛共和国的资产阶级的和平

资本主义与梦寐以求的一个侵略性的普鲁士帝国主义之间
。

也就是说
,

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

魏玛共和国应该死亡
,

一

好战的帝国主义的普鲁士应该复活
。

希特勒后来打着民族社会主义的

旗帜
,

推翻了魏玛共和国
,

建立了以普鲁士专制主义为典范的第三帝国
,
完成了生命哲学鼓



吹者的夙愿
。

生命哲学直接导向法西斯主义
,

.

是德国非理性主义向法西斯转变的前奏曲
。

绝对— 意志

—
生命

,

是从谢林到狄尔泰为代表的德国非理性主义发展变化的轨迹
。

《理性的毁灭》一书作者指出
: “

德国资产阶级的非理性主义哲学背叛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理性传

统
,

最终导致了法西斯主义的产生
。 ”

②从 19 世纪中叶开始
,

非理性主义为什么成为主宰德国

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一股反动思潮下 为什么说它是德国法西斯思想的先驱呢 ?

非理性主义是德国特殊的历史发展道路的产物
,

是适应反动势力的需要而产生的
。

谢林和

叔本华哲学主要为封建专制主义势力服务
,

尼采和狄尔泰哲学则主要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
。

1 8 4 8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失败后
,

德国资产阶级没有象法国的那样在民主革命中作为统治

阶级掌握政权
,

而是与封建势力实行妥协
。

德国历史出现与英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

情况
:

资本主义生产
、

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

都存在于一个继续由霍亨索伦和普鲁士容克地主

封建势力统治的国家中
。

本来就十分软弱的德国资产阶级再也不敢和德国封建势力相抗衡
,

而是更加投入其怀抱
, “

放弃 自己政权的代价
,

换取自己逐渐的社会解放
”

L
。

同时
,

德国资产

阶级对工人阶级在革命中所显示的力量
、

对马克思主义惊恐万状
,

使本来就很小的革命性兀

乎丧失殆尽
。

联邦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埃尔德曼指出
: “

威廉德国的资产阶级处在一直还执掌大

权的保守贵族阶层和尚未参与执政的 自下而上进逼的社会主义群众之间
。

作为一个 等 级 来

说
,

资产阶级没有把与贵族争夺在国家中的优势地位的斗争彻底进行下去
,

以达到实行议会

政治的目的
,

因为他们看到自己同贵族休戚相关地站在同一条阶级阵线上反对社会主义者的

社会革命思想
。

在德国历史上
,

自由资产阶级没有充分发挥作用
。 ”

L这种历史现实
,

在德国

资产阶级特别是其知识分子中形成这样一种风尚
:
对理性的不信任

、

逃避现实
、

苟且偷安
、

悲观失望
。

谢林
、

叔本华的哲学思想正好适应了这种情绪
。

于是
,

知识界逐渐离开黑格尔而

转向叔本华
,

把叔本华当作伟大的
“

哲学家
”

而颂扬备致
。

谢林
、

叔本华哲学反映了自由资本

主义时代德国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妥协的现实
,

并为这种妥协进行辩护
,

其悲观主义主要赓

来麻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斗争意志
,

维护反动阶级的统治
。

尼采哲学形成于 19 世纪 70 至 80 年代
,

正是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时代
。

虽

然德国封建势力在政治上一直执掌政权
,

但容克贵族在经济上也追求与资产阶级经济利益的

一致
,

也赞成和支持资本主义的发展
,

因而德国资本主义在傅斯麦统一德国以后得到飞速发

展
,

容克贵族逐渐变成容克资产阶级
。

德国以自己独特方式迅速走
_

.

L发展资本主义道路
,

垄

断资本势力迅速扩大
。

19 世纪未20 世纪初
,

德国在经济上是一个充满活力
、

生机勃勃的世界

第二工业强国
。

由于德国是一个后起的帝 国主义国家
,

霸占的殖民地太少
,

垄断资产阶级迫

切需要用武力重新瓜分世界
。

在经济强大的同时
,

德国具有强烈的扩张主义势头
。

尼采哲学

思想适应了德国垄断资本主义和军国主义贪婪欲望和扩张政策
。

由于 1 8 7 1年 巴黎公社革命再

次显示无产阶级的革命战斗精神
,

加之马克思主义日益传播
,

德国无产阶级也 日益觉醒
,

直

接威胁到容克资产阶级的统治
。

尼采哲学思想也适应了德国反动派的需要
,

把矛头指向无产

阶级和社会主义
。

他们意识到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那种
“

平静
”

的手段 已是不行了
,

必须用强

有力的暴力手段进行镇压
,

尼采强权政治论自然成为反动派维护其统治的有力思想武器
。

狄尔泰为代表的生命哲学是作为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时代过渡的资产

阶级意识形态而产生的
。

除同尼采哲学一样适应德国垄断资产阶级向外扩张需要外
,

同时也

是为帝国主义时期的资本主义辩护
。

这时
,

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重重
,

危机因伏
,

处于动荡

不定
、

分崩离析的状态
。

资产阶级箱要从世界观的角度对这一现实予以解释
。

怎样来说明资

本主义社会这一状态
,

达到维护资本主义的目的
,

靠传统的理性派唯心主义和抽象原则
、

绝



对观念
,

或者靠经验派唯心主义的经验和感性知识
,

都无济于事
。

生命哲学鼓吹的具有浓厚

神秘主义和唯意志主义色彩的唯心主义理论比较适合为资产阶级的现存秩序辩护的需要
。

希特勒称自己取得政权后的德国为第三帝国
,

标榜第三帝国是中世纪神圣罗马第一帝国

和碑斯麦建立的第二帝国的历史延续
。

这一事实
,

证明希特勒正是继承了德国历史上的反动

传统
,

希特勒法西斯思想继承并实践了德国非理性主义
,

在法西斯思想体系中完全可以寻觅

到德国非理性主义的踪迹
。

希特勒法西斯思想的一个鲜明特征是鼓吹专制主义独裁统抬
,

反对民主和进步
,

反对革

命
。

他极力散布强权决定一切
、 “

强者处于统治地位
”

的思想
,

说什么
“

在上帝和全世界面前
,

都只有强者才有权贯彻自己的意志
” , “

谁强就是谁对
” 。

他声称多数人参加管理的民主 制 度

是
“
污浊虚伪的制度

” ,

认为
“

多数人不能代替一个人
,

多数人常常是愚蠢而又懦弱的政 策 的

辩护人
” ,

魏玛议会民主制
“

已成为德国民族的祸根
”

0
。

希特勒主张在 德 国实行专制独裁统

治
,

一切事情的
“

最后决定归于一人
” 。

他把这些思想完全付诸于行动
,

上台后立即实行法西

斯专政
,

取缔了共产党和其他一切政党
,

实行纳粹党一党专制
,

剥夺了德国人民一切民主权

利
,

社会主义和民主进步遭到残酷镇压
。

希特勒专制独裁思想主要来自唯意志主义
。

在国家观念 间题上
,

唯意志主义的表现是宣扬强权政治
, 即强者统治弱者

。

他们认为国

家是
“

超人
”

的工具
,

应维护等级制度
,

实行公开的专制统治
。

尼采从权力意志论出发大力鼓

吹权力决定一切
,

反对议会民主
。

他甚至批评稗斯麦还不够专制
,

认为他实行的虚假的议会

民主是不理解权力意志
,

说傅斯麦对哲学的理解就象
“

一个农 民或一个新兵似的无知
”

L
。

尼

采要求在国丙事务方面抛弃民主的伪装
,

抛弃仰斯麦所代理的议会政治
。

他说
: “

具有民主思

想的人日益增多
,

他们迷惑了愚蠢的欧洲
,

使欧洲人丧失了理智
”

L
。

狄尔泰鼓吹的
“

个人心理

体验
”

方法论
,

实际上是主张英雄
、

伟人的个人体验成为社会历史的主宰
。

这些思想无 非 是

麻痹和阻挠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起来认识和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
,

并进而起来进行斗

争
,

反映了资产阶级中最反动
、

最腐朽阶层的要求
,

最适合用来论证法西斯专政
,

自然为法

西斯所接受
。

希特勒开展纳粹运动
,

就祭起了唯意志主义这个
“

法宝
” ,

向他们的
“

至圣先师
”

招魂
,

承认自己是尼采的门徒
。

由希特勒发行
、

罗森堡主编的法西斯机关刊物《民族社会 主义

月报》的创刊号上就撰文宣称
: “

民族社会主义政治运动和尼采哲学的共同点在于二者的世界

观基本相同
。

尼采在 自由主义时代所提倡的确定不移的英雄新道德
,

正是我们的东西
。 ”

L

希特勒实行独裁专制的政治体制的理论依据之一是尼采的
“

超人
”

哲学
, “

超人
”

哲学在希

特勒政治体制中具体化就是
“

领袖原则
” 。

如前所述
, “

超人
”

哲学鼓吹
“

超人
”

是人类的精华
,

“
一般人

”

应服从他
、

受他的奴役
。

希特勒也宣称
: “

人类的进步和文化
,

不是多数人 所 创 造

的
,

它们的基础是个人的天才和活动
。 ”

他提出要实行领袖独裁
,

建立领袖的神圣的权威
。

希

特勒夺取政权后
,

成为纳粹党内和全国唯一的最高领袖
,

全党和全国都绝对服从于他
,

并在

全国形成了
“

一个民族
、

一个党
、

一个领袖
”

的局面
。

法西斯生命哲学家鲍姆莱尔大肆吹捧希

特勒是
“

现实的
” ,

是
“

生命的体现
” , “

顺天应人的领袖的人格
,

乃是整体的命运所赖以 表 现

的舞台
”

L , 凡是领袖所愿望的
,

都是一种宗教启示
。

这样
,

人们必须听从希特勒的命令
。

法
-

西斯在进行宣传时
,

完全不诉诸群众的理智
,

歇斯底里的制造和维持一种狂热
,

是一种
“

人
_

的意志自由的摧毁
” ,

实际上也是生命哲学在宣传鼓动方面的运用
。

在绝对精神
、

强力意志和领袖原则等思想熏陶下
,

在德国人民中形成了这样一种独特状

况
: “

他们将思想上的最大胆和最顺从的性格结合在一起
” , “

在社会生 活 中习 惯 于 绝 对 服

从
”

。
。

这也是德国为什么能长期维护专制主义统治
,

希特勒拥有众多支持 者 的原因之一
。



希特勒宣称一切生命都在进行一场永恒的斗争
,

世界只不过是强者生存
,

弱者 淘 汰 的
“

弱肉强食
、

优胜劣败
”

的世界 , “

只有天生的弱种才会认为这是残酷的
” , “

凡是想生存 的 必

须奋斗
” 。

他认为
“

德意志民族自从历史性地进入世界历史
,

就一直处 于 空 间以来 危 机 之

中
”

L
,

为了民族的生存必须向外扩张
,

德国祖先获得的土地是
“

奋斗得来的
” , “

现在要扩张
,

也只有靠武力
”

L
。

希特勒法西斯宣扬生存竟争
,

鼓吹德国缺乏
“

生存空间
” ,

要向外扩 张 的

侵略战争思想也是源于社会达尔文主义
、

意志主义和生命哲学等非理性主义思想
。

社会学领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 19 世纪后半期有着一定的影响
。

他们把社会学建立在生

物学或人种学的基础上
,

把生存竞争用来解释人类社会关系
,

并作为社会发展规律
。

龚普劳

维茨是这一学说的代表人物
。

他说
,

社会学就是
“

人类的自然史
” ,

鼓吹
“

用不可抗拒的 自然

规律的统治势力来说明历史进程
”

L
。

所谓自然规律
,

就是生存竞争规律
。

在尼采时代
,

社会
一

达尔文主义成了为反动的社会代表人物涂脂抹粉的意识形态
, “

生存竞争
”

论成为社会和道德

等领域内各种反动理论的基础
。

尼采本人也借用社会达尔文主义某些概念来解释社会现象
。

他说
: “

就思想概念来说
,

达尔文主义也是正确 的
,

强大的概念吃掉弱小的概念
。 ” L然而

,

尼

采认为弱者在生存竞争中也可变为强者
。 、

因此
,

他不是一般性的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
,

更多

地是主张权力意志
,

认为只有权力意志才能保证
“

超人
”

永远是强者
。

但是
,

意志主义和生命

哲学本身都强调生存斗争
,

尼采的
“

权力意志
”

就是追求生存的
“

强力的意志
” ,

追求和统治事

物的意志
。

他说
,

在自然界
“

大大小小的竞争到处都是为了争优势
,

争生存和扩张
,

争强力
”

@
。

席美尔宣扬用
“

生命力
” 、 “

生命的渴求
”

来解释一切社会现象
,

也是宣扬生存竞争
。

从
“

生存竟争
”

论出发
,

意志主义
、

生命哲学公开颂扬战争
,

认为战争就是道德
,

是培养

权力意志的手段
,

是生命的本质
。

尼采宣称
“

宁可为战争而牺牲善行
” , “

战争和勇敢比 博 爱

所造就的价值更伟大
” , “

人类儿童时代的政治已经结束了
,

未来的世纪将是为了统治整个地

球而斗争的世纪
”

L
。

他认为
,

只有在一个坚决执行反动的侵略政策的帝国主义国家里
,

才能

抵制社会主义
。

从某种意义上说
,

生命哲学就是好战哲学
。

生命哲学宣扬的满足
“

生命力
” 、

“

生命的渴求
”

的观点
,

实际上是为反动的资产阶级的一切贪得无厌的侵略奢望和扩张野心提

供合法的理论依据
。

他们认为侵略扩张是生命自身的生长要求
,

是合理的
, 战争等于生命

,

和平等于僵硬和死亡
。

这些反动思想统统成为希特勒的法宝
。

为了战争必须培植军国主义精神
。

意志主义
、

生命哲学鼓吹者都把军队视为德意志民族

的生命
。

他们强调的普鲁士精神就是军国主义精神
。

法西斯生命哲学家鲍姆莱尔不满足于旧

式军国主义
,

声称战争以前的德国的军国主义
, “

太不是英雄主义的了
” , “

一个军国主 义 者

根本就是一个文官主义化了的军人
” ; 只有文官主义者

“

规定着军人精神
”

的地方
,

才能 盛 行

军国主义 , 而
“

军人精神
,

在一个男性民族里
,

所代表的是生命形式
”

L
。

因此
,

他认为
“

政治

军人
”

才是生命的体现
。

在意志主义和生命哲学思想影响下
,

使本来就充满着普鲁士军国主义

精神的德国的军国主义精神更加强烈
。

威廉二世是一位极端的军国主义者
,

他把军队看作高

于一切
,

认为
“

把德意志帝国锤炼出来的是士兵和军队
,

而不是议会决议
”

L
。

重视和推崇军

队是为了战争
,

在他身上
, “ `

体验战争
, 、

享受战争之乐的强烈欲望压倒了理智
、

忠告 或对

其臣民的怜悯
。 ”

@ 赞扬战争
,

认为
`

战争是上帝规定的法则
” 、

对德国来说是
“

神圣
”

的思想
,

在德国有一定市场
。

生命哲学信徒
、

军事作家伯恩哈迪就宣称
,

战争
“

不仅是人民生活 中 的

一个必需的要素
,

而且也是文化中的不可缺少的因素
,

它的确可说是真正有教养的人民的力

量和生命力的最高体现
” , “

对德国人来说只有一个选择—
“

成为世界强国
,

或者毁灭
”

@ ,

J坚强
、

健全
、

兴旺的民族的人口不断增多
,

需要不断地扩大国境
,

以便 安置 剩 余 人 口
。



但是
,

既然地球上差不多所有地方都已殖民化
,

新土地就只有靠牺牲已占有这些土地的人来

获得
,

也就是说
,

通过征服来获得
。

因此
,

战争与征服是产生于需要的法则
”

O
。

相反
,

军国

主义者认为谈论和平是没有前途的空想
,

是
“

不道德的
,

不人道的
” 。

这种好战的哲学观点和

思想
,

自然为法西斯所接受
。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充满着跃跃欲试的扩张主义情绪
,

不能说与这些反动 宣 传 无

关
。

扩张主义最后使威廉帝国辉煌灿烂的物质文明毁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之中
。

德国向外扩张
、

谋求霸权主义
,

也是其大国沙文主义
、

极端民族主义思想所驱使
。

这种

思想的形成
,

一方面是与傅斯麦统一德国的战争和其推行的外交政策有关
,

即
“

通过建 立 帝

国而完成的自上而下的革命和傅斯麦的外交政策使帝国在列强体系中所占的地位
” ,

使德 国
“

具有一种共同的民族意识和强权国家意识
”

O
。

另一方面
,

主要是来源于种族主义
。

希特勒

发动侵略战争有民族复仇主义因素在起作用
,

但更重要的因素是由种族主义思想所支配
。

种

族主义是法西斯世界观重要理论基础
。

希特勒认为
,

亚利安 (当代 日耳曼人 )人是人类最优秀

的民族
, “

过去和现在的人类的文化传播者
,

大都是亚利安人
” ,

亚利安人是一切高级人类的

创造者
,

是人类的普罗米修斯
。

他大反犹太人
,

说
“

犹太人是一种瘟疫
,

一种精神上的瘟疫
” ,

叫嚣要与犹太人
“

誓不两立
” 。

希特勒种族主义思想也不是他个人的思想财产
,

也不是他本人

独有的
,

在他之前的德国早就存在
。

随着浪漫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出现
,

种族主义在德国也就随之而诞生
。

在 19 世纪上

半叶
,

种族主义在德国没有产生多大影响
。

1 8 4 8年资产阶级革命失败后
,

哥比诺出版了一本

《人种的不平等》一书
,

从而把种族主义思想提高到 日益显著的地位
,

变成一种时髦的思想
,

为种族主义在德国的复活开辟了道路
。

他胡说
,

种族的
“

优越性一定是永远在白色人种 这 个

最美的分支这一边
,

而黑色人种和黄色人种一定是永生永世连白色人种的最最渺小的民族都

赶不上
”

L
,

认为黑人是最低级的种族
,

同低级种族发生血统混杂
,

是任何文化的极端不幸
,

“

历史只产生于白色人种的相互接触之中
”

L
。

严格说来
,

种族主义是在权力意志
、

超人哲学
、

生命哲学的成果基础上形成起来的
。

权力意志论把人分成不同等级
,

认为坚强的意志指挥软弱的意志
,

从而形成人类的不凤

等级
。

权力意志数量多而质量高的属于上等人
,

反之属于下等人
;
前者具有

“

创造性的意志
” ,

是
“

充实的
、

雄厚的
、

伟大的
、

完全的人
” ,

后者具有
“

破坏性的意志
” , “

是残缺不全
、

鸡毛蒜

皮的人
” 。

他们认为等级的不平等只不过是人种之间
、

种族之间天然存在的不平等的反映
。

尼

采把兽性和野蛮说成是
“

超人
”

的真正本质
,

认为这种人是高贵的种族
。

他说
: “

高贵的种族骨

子里就是食肉兽
,

就是了不起的渴望战利品和征服的金发碧眼的野兽
” , “

他们所到过的地方

全都留下了
`

兽性
,

这个概念的痕迹
”

O
。

他主张人类应培养这种最有生命力的种族
。

在尼采那

里
, “

超人
“ 、 “

地球的统治者
, 、 “

金发碧眼的野兽
”

是一个东西
; “

人是一种野兽
、

一种超级野

兽
,

高等人乃是巨人和超人
,

二者是一个东西
”

L
。

尼采似乎预见了后来希特勒法西斯 的 间

世
,

希特勒的种族主义思想
、

残酷仇视和灭绝犹太人的大量罪行
,

正是尼采的关于这方面 的

反动说教变成可怕的现实
。

尼采只是一般地考察了统治种族和奴隶种族间题
,

但他还没有强调 日耳曼人最具有优越

性
。

H
·

S
·

张伯伦的种族主义则赤裸裸的宣扬
“
日耳曼人是人类最优秀民族

” 。

他是第一次世

界大战前德国种族主义最著名的代表人物
,

也是德国反动势力与法西斯之间在思想上联系的

一个重要角色
。

他在 1 8 9 9年出版的《十九世纪的基础》这部著作中
,

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种族思

想
。

在这本书中
,

他极力赞美 日耳曼民族
,

声称
“

日耳曼民族的优势对地球上的全部的 居 民

. 9 5



来说意味着幸福
”

L
。

他大反犹太人
,

认为
“

亚利安人精神与犹太人精神的结合
” , “

是 巨大的

危险
” L

。

这本书成为德国广为流传的畅销书
,

一战爆发时销售数达 10 万册
。

威廉二世 也 是

此书的热情读者
,

他在阅读此书后大喜若狂
,

称他的理论是
“

用魔杖给混乱带来了 秩 序
,

给

黑暗带来了光明
” ④ ,

并在波茨坦宫会见张伯伦
,

此后两人关系十分密切
,

友谊一直维 持 到

张伯伦去世的 1 9 2 7年
。

种族主义在德国的直接影响是形成了
“

日耳曼种族优越论
” ,

对本民族的优越感及浓厚的

民族意识
,

后来发展成极端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
。

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德国广

泛受到热烈欢迎情况
,

瓦尔特
·

拉特瑙曾指出
,

这是由于
“

君主国军国主义意识在群众中根

深蒂固
” 。

科佩尔
·

S
·

平森认为
, “

这种
`

根深蒂固
’

的精神状态是古老的德国历 史 传 统 的

产物
,

这种传统由于 19 世纪末出现的新的更有毒的民族主义而得到恢复和发扬
”

@
。

第 一 次

世界大战后
,

这种
“

根深蒂固
”

的传统非但没有消失
,

反而在失败的民族心理的土壤中得到进

一步继承和发扬
。

帝国推翻后
,

张伯伦和希特勒也有联系
。

他在 1 9 2 3年会见了希特勒
,

曾这

样概括对希特勒的印象
: “

我对德国的信仰从未动摇过
,

然而我的希望—
我承认这一点—曾极低落

。

您一下子改变了我的心情
。

德国在极紧迫的时刻诞生出一个希特勒
。

这证明它的

生命力
,

同样证明了它的作用
”

L
。

张伯伦极力主张进行泛德意志主义宣传
,

强调德国 人统

治世界的使命
,

认为
“

如果德国人不统治世界……那么它就会从地球上消失
”

⑧
。

张伯伦的种

族主义理论合乎逻辑地成为德国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工具
,

也成为希特勒法西斯向外侵略扩

张的理论依据
。

综上所述
,

德国非理性主义早就为希特勒民族社会主义世界观勾画出了轮廓
,

剩下的只

需要把它从沙龙
、

从咖啡馆
、

从书房搬到大街上
。

希特勒法西斯的实践
,

最终把德国非理性

主义推向到了顶峰
。

法西斯主义就是德国最极端的非理性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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