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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斯霍夫的地缘政治论

与希特勒的向外侵略扩张

张继平 王 渝

当今德国问题又成了世界举世瞩目的问题
。

新法西斯运动 已在欧洲不少国家 和 地 区 出

现
。

甚至有人认为 21世纪的国际社会问题
,

德意志将要 占重要的地位
。

重温第二次世界大战

和希特勒的历史
,

也许对我们认识今天的世界仍有一定的益处
。

一
、

K
·

豪斯霍夫的地缘政治论

K
·

豪斯霍夫 ( K ar l H au
s h of er )据研究地缘政治的经验

,

吸收前人从政治角度论述有关

地理问题
,

进一步结合希特勒从历史上提出而强调的德意志间题
。

从地缘政治对希特勒和德

国法西斯妄图征服欧洲
、

统治世界的要求
,

加 以系统的理论阐述
。

这套
“

理论
”

就成为德国民

族社会主义党早期思想的主要根据之一
,

并为 1 9 3 6年以后希特勒向外侵略扩张勾划出了一幅

蓝图
。

他的主要论点是
:

(一 ) 自给自足的经济
,

豪斯霍夫地缘政治的第一个重要论点— 自给自足的经济
。

他

认为一个强国或大国的经济资源应该
“

自给自足
” 。

从经济意义上讲
,

一个所谓大国或强国必

须维持自己的生存
,

每个政治实体应当努力组织生产国家和社会经济需要的产品
。

一个国家

需要使本国的收支保持平衡
。

在国际贸易的份额中要占有独 自生产的商品
。

而德 意 志 国 家

受自然条件的限制
,

在经济上无论如何做不到
“

自给 自足
” ,

因为资源贫乏
,

除煤以外
,

国家

需要的主要资源都靠进口
,

它只能依靠份外资本作为国家求取生存的手段
。

德国法西斯夺取

政权后
,

它们按照这个原则在经济生产上采取的基本政策
,

就是竭力使第三帝国的工农业生

产达到
“

自给自足
”

的地步
。

希特勒政府制订的第一个四年计划 ( 1 9 3 3一 1 9 3 6) 和第二个四年计

划 ( 1 9 3 6一 1 9 4 0 )
,

就是这套理论在第三帝国的具体应用
,

进一步指导战时德国经济的工农业

生产
,

其中某些部分基本达到了目的
。

(二 ) 生存空间 ( L eb e sn R a u m )
,

豪斯霍夫特别强调
,

每个国家有权为它的人 口争取一

个广阔的生存空间
。

它们所以要求享有这样的权利
,

既有理论上的根据
,

也有事 实 上 的 根

据
。

由于豪斯霍夫接受黑格尔国家有机体论
,

他认为从理论上讲
,

国家是一个有机体
,

受生物

界 自然法则的控制
。

按照这个道理进一步推断
,

一个新兴的正在成长的国家就该向外扩张
。

事

实上
,

世界国家中德国和 日本的人口正在急剧增长
,

成为严重的国际社会问题
。

但是
,

希特

勒按照豪斯霍夫提倡的理论
,

要求取得
“

生存空间
” ,

却有许多不能成立的理 由
。

首先
,

国家



不是一个兰仁物有机实体
.

更没有任何
“

自然法则
”

规定一个国家人口 的增长
,

就该向外寻找什

么
“

生存空间
” 。

同时德国历史上传统所指的所谓
“

生存空间
”

是 日耳曼人分布的欧洲东部
。

但

在那里最多的人口是斯拉夫人
,

斯拉夫人和其它民族在那儿的出生率也远远超过 了 日耳 曼

人
。

即使按照地缘政治的理论
,

需要扩大
“

生存空间
”

也应是斯拉夫人而不是 日耳曼人
。

豪斯

霍夫提倡的
“

生存空间
”
应用在德国恰好证明存在许多不能自圆其说的矛盾

。

二次大战全面爆

发后
,

1 9 4 0年 6 月德国法西斯将法兰西
“

推向德 国一边
” ,

实际是希特勒使用庞大战争机器吞

并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
。

他在《我的奋斗》和 《第二书》中
,

从未提 出将
“

生存空间
”

的范围扩大

到讲德语民族的西边
。

法兰西虽与德 国邻近
,

许多世纪以来
,

法 国的出生率大大低于德国
。

这就证明
“

生存空间
”

的概念和它具有的特征
,

虽然来自地理方面有关的根据
,

这个概念在实

际应用上却成了为法西斯政治
、

军事
、

侵略服务的工具
,

为希特勒贪婪的欲望
,

提供了合理

的借口
。

德国法西斯野心空前膨胀的 l讨候
,

豪斯霍夫毫无掩饰的提出德意志有夺取世界某些

地区 的权利
,

使德国的侵略者享有
“

正当
”

的理 由
。

因之
,

希特勒进一步要求将德国的领域扩

大到所有讲德语的民族地区
,

而不问过去具体的历史
。

有些时候
,

他们竟把丹麦 和 佛 兰 德

讯 ( F le in
s h L a o g u a g e s )

,

其中包括比利时
、

荷兰南部
、

法国北部地区使用的语言都被视 为

日耳曼语
,

即德语
。

以后再进一步扩大
,

凡是 日耳曼文化区
,

德 国人的贸易区
,

在地图上也

被池们划作德意志第三帝国的版图
。

由之
,

按所谓
“

生存空间
”

的概念
,

从德国扩张角度出

发
,

豪斯霍夫主张将地球上的
“

政治集体
”

划分为三大区
。

有时也划分为四大区
。

即大亚美尼

孔或泛美区
、

欧非区
、

大亚洲区
。

实际上的空间角度将世界划分为几卜势力范围
,

以便法西

斯 曰家或其它大国分割
:

(1 ) 大亚美尼亚区
,

是世界上最大的地区
。

匕被浩瀚的海洋和其它

大佑所分割
,

在政治
、

经济方面
,

它有独 自的独立性
。

如果美国在这个地区仍然处于主导地
几

位
。

地缘政治家认为
:

门罗主义可以作为该地区的统一思想
。

虽然关国巧妙地控制这个地区

超过了一个 世纪
,

它们的实力主要集 中在政治方面忽视 了
“

文化因素
”

的重要性
。 “

为了各个国

家之间的相互利益
,

应该与美国全面合作
” 。

豪斯霍夫又认为
:

如果用
“

大亚美尼亚
”

或
“

泛美

洲 区
”

这样的字眼作为该地区合作的基础
,

则容易被美洲年轻一代人所理解
。

豪斯霍夫这样认

识问题而提 出问题
,

无疑是站在美国政府当局的立场看待美洲
,

为美国建立霸权 主 义 而 张

卜}
。

(功 欧
、

非区
,

即欧洲和非洲联 合在一起的区域
。

对这个区
,

德国法西斯不仅可以合并

欧洲的弱小国家
,

也可包括其它大国
,

如法兰西和意大利
。

至于大不列颠可以维 持 它 的 现

状
。

苏联由于土地辽阔
,

资源丰富
,

采取什么具体措施
」

尚有不少困难
,

对这个问题需侯时

间并让历史去作结论
。

(3 ) 大亚洲区
,

这个区主要包括东亚
、

澳大利亚及它们之间的各个岛

屿
。

日本可以作为这个区的主人
。

以后 日本称这个区为
“

大东亚共荣圈
” 。

除了德国以外
,

日

木当时的地理学家
、

政客
、

军人极力称赞地缘政治学说
。

豪斯霍夫的影响很快开拓了 日本军

国主义者的视野
、

他们发现地缘政治的理论对 日本政府拟定的
“
田中奏折

”

无疑是一项极为有

力的支持
,

也有人认为
“

田中奏折
”

就是豪斯霍夫理论的产物
。

日本少壮军 人很快接受了地缘政

治的理论
。

因此说明豪斯霍夫倡导的地缘政治彻头彻尾是为法西斯
、

军国主义分子效劳的
,

而 巨从政治
、

经济上极端违反世界历史向前发展的规律
。

豪斯霍夫将世界划分为三大区外
,

他还直言不讳的宣传
:

大亚美尼亚
、

大亚洲两大区域

的划分是暂时的
“

权宜之计
” 。

德意志帝国大区域计划尚未实现之前
,

承认 日本和美国分别在

这两个区域享有特殊的地位
。

到了一定时间
,

这两个区域同样将被一个扩大了势力的 日耳曼

帝 国听吞并
。

许多人谴责希特勒的政治野心
,

不仅要统治欧洲
,

而且也要统治世界
。

豪斯霍

J之这番论述
,

清楚说明希特勒最后将 要统治世界
,

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



从地缘政治角度考虑
,

豪斯霍夫又认为
:

为 了解决苏联问题
,

最好让苏联与印度联结
,

建立一个第四区
。

但是
,

这个区域缺乏较好的气候条件
,

从各方面权衡
,

最好的选择就让德

国来控制苏联
,

日本 占领印度
。

不管豪斯霍夫设想的世界区域划分是三个区抑或是四个区
,

都不重要
。

重要的是
,

如果不靠战争
,

这些区域想要联成为单一的地区
,

根本是不可能的
。

在这些地区建立单一的联合体也并不容易
,

因为这些地区有不少其它大国的殖民地
。

如果占

领这些地区的领土或从政治
、

经济上控制它
,

那就牵涉到许多宗主国的利益
,

与威胁它们 自

己本土一样会碰上不少复杂的困难
。

同时还可遇上另一种困难
,

那就是天然的地理屏障
。

那

怕 日本建立起了
“

大东亚共荣圈
” ,

它只能靠海上力量联结分散的岛屿
,

陆上力量只能控制亚

洲大陆东部地区
。

欧非地区被地中海所分割
,

地缘政治学家认为
:

德意志需要保持一支强大

的海上力量
,

封锁地中海东西出海口
; 同时掌握大量船只控制南北两岸的交通

。

这种办法过

去已被欧洲大陆列强经常采用
,

此刻当然可以重复
。

不过
,

萨哈拉沙漠大量荒地
,

在地球土

留下许多难以逾越的障碍
。

要克服这些障碍
,

占领欧非地区
,

第三帝国既需要一支庞大的舰

队才能作地中海的主人
,

又需有一支巨大的陆上部队占领沙漠地带
。

因此
,

如要建立一个大

区域
,

那就意味着准备战争或发动侵略战争
,

依靠战争手段才能达到联结的目的
。

(三 ) 边界问题
,

不管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模式
,

提出何种新的政治秩序
。

不管什么朴的

哲学概念证明
,

发动军事侵略有什么涵义
。

按豪斯霍夫地缘政治的说法
, “

边界问题是 一 个

国家走向统治世界的立脚点
” , “

建立新边界对向外扩张可以提供一个喘息的时间
,

直到这个

国家再能准备发动另一场新的战争为止
”

①
。 “

也有人利用边界问题
,

夺取新的领土
,

造成 祈

的战争
” ②

。

希特勒就按地缘政治的教导
,

利用边界纠纷
,

作为侵略波兰的借口
。

西方大量历史事实证明
,

边界纠纷常是 国与国间引起战争爆发的原因
。

出于偶然事件或

有意制造边界纠纷
,

也容易引起国际冲突
。

豪斯霍夫对边界问题作了更大的夸大
,

他认为
:

“

一个国家有确定自然边界的权力
” ③ ,

所谓自然边界
,

是指国家现存的政治边界
。

如果真是如

此
,

那就容易招来战争或发生军事冲突
。

因为利用
“

自然标志
”

作为国家的边界容易为侵略国

家制造
“

人为边界
”

的借口
。

尽管边界问题非常容易引起人们的注目
,

但它又是国 与 国 关 系

中极不稳定的因素
。

如果一条边界分布在地形复杂
、

潜力不同的国家间
,

为了争取
“

生 存空

间
” ,

一个弱小国家容易被邻近的大国所吞并
。

特别是这个国家有丰富的资源
,

占有重要的战

略地位
。

欧洲历史上即有许多小国所以被人征服
,

就是因为欧洲国家有各种漫长的边界线
。

为了边界争端
,

欧洲容易爆发可怕的战争
,

并且欧洲边界问题经常是一系列连锁 事 件 的 核

心
。

地缘政治家对边界问题的论述
,

容易对侵略者抱饶恕的态度
。

更严重的是
,

他们差不多

利用各种借口
,

为法西斯制造边界争端作辩护
。

就拿第三帝国的边界问题作个例子
,

表明希特

勒制造的
“

生存空间
” ,

实际上利用了地缘政治的边界理论
,

作为掩盖他们扩大侵略的罪恶
。

从地缘政治角度说
,

一个国家的边界主要是依靠高山
、

河流… …大海的自然 因 素 划 分

的
。

因为容易受国家
、

语言
、

民族
、

宗教
、

历史的影响
,

是极不稳定的
。

按地 缘 政 治 的说

法
,

德意志这个国家在欧洲的边界线是极为复杂的
,

也是欧洲历史上边界变化最多的国家
。

从 1 8 7 1年开始普法
、

普奥和丹麦战争
,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

所以必然爆发一系列大小不 同的

战争
。

按照豪斯霍夫的看法
,

德意志的边界可以分为
:

(1 ) 北部边界
,

以 1 8 6 4年与丹麦签订边

界协定后
,

德 意志向北推进
,

普鲁士运河航线经过北海而与波罗的海相联
。

第一次世界大浅

后
,

这条边界线稍稍南移
。

基尔运河便成了这个地区的军事政治危险地带
。

因为海军不是希

特勒军事发展的主要对象
,

这条边界线在二战前和二战中都没有引起多大的纠 纷 和 变 化
。

(2 ) 西部边界是德意志通常要求严加 防范英
、

法入侵的国防线
。

二战初期出于宣传
,

罗斯做
、



普经湃过美不 U坚的边界线将划在莱茵河
。

虽然未成事实
,

但 由此可见莱茵河对德 国和西方其

它国家在政治上 的重要性
。

(3 ) 南方边界
,

德意志帝国历来十分重视
,

保 护 这 条 边界
,

防

正遭受从地中海
、

意大利和东南欧入侵的危险
。

豪斯框夫认为德 国仅有一条简单而薄弱的屏

钟
,

从阿尔奥斯山和连接阿尔卑斯山东部 的低地
,

从阿尔卑斯 山和喀尔巴叶山以及作为第二

道屏障与捷克斯洛伐克北部相联的地区
。

从军 事角度看
,

维也纳屏障
、

摩拉维亚大门
,

洛林大

门与最危险的欧洲战略要地比利时平原
,

对德意志国防同样重要
。

这些 }也带中的捷克斯洛伐

克更是德 国法西斯侵略扩张的重要对象
。

按地缘政治的边界理论

— 德意志终究需要 占领捷

克斯洛伐克是理所当然的事
。

( 4 ) 东部边界
,

德怠志东部边界地区
,

从上西里西亚到波罗的

海
,

德意志和波兰之间的边界线跨过欧洲北部平原
,

曾经产生过许多明显而恼人的纠纷
,

而

德国本土对东部地区的防御又十分困难
。

这一带地区在历史上就成 了
“

多事之秋
”

的地带
。

德

国向东扩张
,

或防止敌人 由东入侵
,

它都是具有战略意义的边界要地
,

当然也是希特勒夺取
“

生存空间
”
的重要对象

。

从上面儿个方面看来
,

豪斯霍夫的地缘政治论
,

为德国法西斯侵略扩张
,

提出了具体而

可靠的设想和理论上的根据
。

希特勒夺取政权后 的经国大事
,

大体是按这项理 论设计的
,

并

按豪斯霍夫的理论一步一步从事实际浸略行动
,

妄想统治欧洲和全 世界
。

二
、

希特勒的向外侵略扩张

希特勒于 1 9 3 3年开始利用 1 9 2 9

—
1 9 3 3年

、

1 9 3 7
一

一 1 9 3 8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带来

的 丹种 内外困难
,

并在国内外垄断寡头大力支持
、

扶植下夺取了政权
。

随着法西斯专政的建

立
.

对 内政策方面积极重整军备
,

扩军备 :!戈;
对外政策方面利用战争和战争威胁

,

挑起了一

系列局部战争而导致全面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
。

从行动
_

.jt 说希特勒不断向外扩张
,

是 1 8 7 1年

德 囚统一后德意志帝国历史上遗 留问题的发展
; 从理论

_

L 看 K
·

豪斯霍夫的地缘政治学
,

从

政泊和地理上为希特勒向外侵略找到了理论根据
。

两者 的关系可以说
,

历史事实 是 德 国 地

缘政治的基础 ; 地缘政治为希特勒向外扩张勾划出了具体蓝图
,

成为德国法西斯妄想统治欧

洲 初世界反动思想的主要依据
。

换句话说
,

两者都是 2 0世纪二
、

三十年代德国历史发展的特

殊产物
。

在欧洲历史上
,

11 耳曼民族有极其独特的经历和发展的道路
。

从北方蛮族入侵
,

在

东罗马帝国他们就分散在被他们征服的 卜: 地上
,

逐步与南北土著民族棍合 生 活
。

9 世 纪 开

始
,

日耳曼人创立了一个庞大的神圣罗马帝国
。

以后由少数 日耳曼人建立的国家和分散的 日

耳曼集团
,

于 1 8 0 6年被拿破仑战争所消灭
。

按近代国家的概念讲来
,

德意志这时还不是一个

民族国家
。

1 8 7 0年
,

当大不列颠
、

法兰西和沙皇俄国已经是欧洲统一的强国时
,

日耳曼人仍然

分散在许多小国中
,

备受各种政治
、

经济的压迫和剥削
。

使分散各地的 日耳曼人产生了国家

意 识并提出了统一的要求
。

但 在政治归属上
,

他们实际上是普鲁士人
、

巴伐利亚人
,

萨克逊人
。

曰耳曼仅不过是一种语言和文化的代表
。

大概从 1 74 下F开始
,

在普鲁士领导下
,

分散的 日耳

曼人公开要求联合起来成立一个独立国家
。

疆域的范围包括如今德国的北部
。

1 8 71 年稗士麦

用铁与血将德意志南北部联结起来才成为一个新兴的民族国家
,

在历史上出现了德意志第二

帝国
,

实际是在普鲁士统治下
,

傅士麦使用武力向着西边
、

东边和北边经过三次战争
,

打败

了法兰西
、

奥地利和丹麦
,

德意志帝国由此便进入欧洲强国行列并逐渐成了欧洲新兴的工业

大国
。

1 9 1 4一
一

1 9 1 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
,

德 国战败后
,

德意志第二帝 国又变成 r 魏 玛 共 和

国
,

十一月革命
,

又出现了苏维埃政府
。

德 意志帝国不平凡的历史和地理位置
,

给德意志人



带来许多需要解决而难于解决的实际问题
:
如在工农业资源上

,

除煤
、

铁
、

莹石
、

石墨
、

镁
、

肥

料资源比较丰富外
,

不论平时或战时国家需要的主要矿产均不能 自给
。

德国出产的铁砂只能满

足实际需要的 1 / 4
。

仅在奥地利阿尔卑斯山的施蒂里亚 (S 妙 R ia) 和上西里西亚出产少量金属
:

如铝
、

锌
、

铜和少量的铬
。

德意志正是受了资源的限制
,

经济发展受到的侄格
,

在西方历史

上没有一个 民族或国家能像德意志人
,

使用它们一切力量急于在经济上寻求自给 自足
。

这就

决定德国在国家战略上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
:

一是资源贫乏要求向外扩展寻找原料产地
; 二

是历史的独特发展
,

迫使许多 日耳曼人分散于欧洲许多战略地带
; 三是第一次世 界 大 战 失

败
,

丧失 许多殖民地
,

但泽变成 自由市区
,

波兰走廊从东普鲁士分离出去
,

从而失掉赖以生

存的一部分经济地区
,

出现了严重的边界事端问题 珍
。

从地理位置来看
,

德意志像一个
“

大
”

宇
,

直挺挺横梗于中欧
。

它有一 条漫长的边界 万海

洋相通
,

虽然对德 国向外扩展有利
,

一旦遭受外来侵略
,

它又处于不利的地位
。

如从军事战

略角度看
,

德国领土的舌头伸入丹麦半岛
,

东部靠近波罗的海
,

东南部扩展到奥得河谷
。

捷丈

斯洛伐克的山岳边境与法兰西 凸出地带紧紧压着德国西南部
,

其间相隔仅有 2 00 头哩
,

对德国

西南部形成一个巨大的威胁
。

德意志在地理上与西欧其它国家相比
,

缺乏巩固的国防屏障
.

容易受到邻近国家的侵犯
。

加上德国主要有限的经济生产地带
,

靠近边界
,

它的主要工业区
,

如莱茵盆地的鲁尔既像在边界线内
,

又像在边界线外
。

这就形成历 史上德
、

法两 国争夺不休蔽

焦点
。

在海防方面 德意志而对北海和英吉利海峡
,

与英伦三岛遥遥相对
。

海土和陆上文迹

线又都深入许多邻近国家
。

难 J
二

防守
。

所以在战略地位上德意志常常受到四邻的或协
。

德卜{

当局往往采取先法制人的突然袭 击的进攻战略
。

再加 上柏林距波兰边界仅有 1 7 5 公里
,

从捷

克斯洛伐克的边界到柏林也不到 1 90 公里
,

甚至魏玛和什切青拉贡之问的距离乌鸦都可飞到
_

这就意味现代飞机不要一个钟头就可从这些边界抵达柏林
。

如果画一条线
,

从莱茵东部廷 洲

60 公里的话
,

其中差不多包括整个德 国西部 的工业区
。

从法兰克福到多特龚德
,

德 国的主要

地方工业也在这个区 内
。

而一战后法兰西却占领了莱茵右岸部分地区
.

它的飞机只要 30 分钟

向前飞行就可深入德国西部工业地带
。

而慕尼黑恰好等于从捷克边界到柏林和从波兰到捷克

边界的距离
。

捷克飞机只需 60 分钟就可到达慕尼黑
,

40 分钟到达纽伦堡
, 3 0分钟到达雷根斯

堡
、

而奥格斯堡却位于对方飞机一个钟头就可到达德国防线内
。

如按 上 面 这 个情况
,

一水

钟头敌人飞机就可抵达柏林的话
,

那末德国整个西部工业区
,

其中包括维尔茨堡
、

斯杜特 j
一

于

尔
、

乌尔姆
、

卡赛尔
、

比勒费尔
、

林奥斯纳— 布吕克
、

奥格斯堡都在敌机威胁下
,

德川并

部的慕尼黑
、

马杰达保
、

柏林
、

什切青同样也受到敌人飞机的威胁
。

换句话说
,

按德国防务

情况
,

只有一个很小的安全范围
,

包括一个很小的方块
,

可能不受对方飞机在一个钟头 内的

光临
。

因之
,

仅从军事战略角度说
,

法兰西必然是德意志最危险的敌人
。

假设战争一但爆发
.

它们的飞机在一个钟头内就可袭击全部德 国政治
、

军事
、

经济生产中心
。

此外
,

汉堡和不来

梅靠近海岸
,

同样容易受到敌方海军的袭击回
。

希特勒上台后就充分利用德国历史遗 留下来的负荷以及在军事战略 仁所处的不利地仁

并用这些因素作为巩固反动统治的工具
、

煽动群众作为向外扩张
、

发动战争的根据
。

当然这

也并不是说这些因素就能成为德国法西斯侵略扩张的理 由
。

再加上希特勒个人的野心和法西

斯的暴役
,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和《 第二书》中⑦ 赤裸裸讲明他对德意
咨

盆和 日耳曼人的生存润

题
、

向外侵略扩张
、

挑起战争以及对外政策的种种幻想主张
:

(一 ) 德 国历史遗 留的负荷
,

应当说最根本的问题是资源贫乏与人 口有关的问题
。

他 在

《我的奋斗》和《第二书》中虽然差不多没有流露出特别的看法
,

但他认为与经济相关的严重 l可



题 尤疑是德意志人 日问题
、

因为德国人口 每年增加 90万
。

为人 口找工作和面包
,

他认为不外

有两条道路选择
:

一是开辟疆土
,

二是采取殖民贸易
。

这是 1 8
、

19 世纪老帝国主义国家弱肉

强食的强盗理论在希特勒手中的翻版
。

希特勒与他们不同的地方
,

只是更加不作任何掩饰
、

赤裸裸地鼓吹强权政治
,

用暴力征服其它国家而 已
。

(二 ) 希特勒认为德意志需要向外扩张的另一个最大的原因或理 由
,

是由于 日耳曼人 口

众 多
,

能供 日耳曼人生活的
“

生存空间
”

有限
,

同时希特勒企图使分散在其它国家和地区的 日
一

耳曼人通过武力将它们与德意志第三帝国
“

联合
” ,

他们生活的地 区或国家就当从它们原来的

161 家中分裂出来
,

这些地区或国家则须与第三帝国合并
。

所谓为生存空间而斗争
,

实际是企

图夺取其它国家的领土
。

这也是帝国主义向外侵略
、

侵 占别国领土的一种借 口
。

(三 ) 保卫民族和祖国
,

在德 国复杂的历史发展中
,

1 8 7 1年 出现了统一 的德意志帝国
。

其 中最主要起作用的是两个概念
: “

民族
”

和
“

祖国
”

起了巨大的凝聚力作用
。

但在历史的冲击

和鞭挞下
,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

德意志实际上又等于是被英
、

法两国占领的国家
,

受到种种

的限制
,

约束和屈辱
。

希特勒继承并利用历史的间题
,

作为侵略扩张的理由
,

进一步加 以垮

大
,

就成了狭隘民族 亡义
,

成 J’ 作为动 员群众
、

欺骗群众的良好工具
。

他在《我的奋斗》中公然提

出
“

我个人 以及其它一切真正的民族社会主义党员仅有一个信念
,

那就是民族和祖国
”

⑧
。

他

又说
: “

我们必须奋斗的原因
,

就在于保障我们种族的繁殃
,

我们人民及其子孙后代的教养
,

血

统的纯洁
,

祖国的 自由和独立
,

使我们的民族能够完成上帝所给予我们的使命
” ⑨

。

同时
“

民族

国家必须使种族成为全民族生活中心
,

设法使它保持着种族的纯洁
”
协

。

这是希特勒特别强调

的另一个方面
。

他 自以为这是 日耳曼人应当统治欧洲
、

征 服世界的最大理由
。

因为据希特勒的

反功思想认为
: `

旧耳曼 民族是优秀的高等民族
,

其它民族都不能与 日耳曼人相比
。

从一个民

族的观点看
,

完成内部结构后
,

国家的下一步工作
,

应该是向外扩张
。

最后完成欧洲 日耳曼

人的联合
。

对外政策的目标不能为那个时候严格合法的民族国家的利益而比吞并那此 日耳曼

卜域再明白不过了
。

由从前的历史可知
,

它们不仅是 日耳曼民族的一部分
,

而且也是德意边
、

帝

国的一部分
。

不管怎么样说
,

这个明白的目标现在还未建立起来…… 必须记着
,

继续实行施

展所有的手段
,

将古老帝 国东边适于生存的 日耳曼民族团结起来
。 ”

@ 从这项逻辑推论
,

在希特

勒种族论中
,

他就认为
“

世界上所有种族中北欧人 (N or d i c ) 或雅利安人 ( A r g a n) 是最优秀的

民族
。

它们主要的代表就是 日耳曼人
,

他们应该为
`

生存和发展
’

需要得到满足
。

但是
,

日耳

曼人需要一个较大的生存空间却被其它大国所 占领
,

那就只有通过战争手段才能获得
。 ”

@

由此可见
,

希特勒的种族优越论 同样是为夺取
“

生存空间
” 、

向外侵略的另一种借口
。

他

还毫不掩饰
.

池说
: “

种族优越论是 20 世纪真正的革命原则 正如
`

国家至上
’

在 19 世纪已经革命

化一样
”

L
。

他以为在他思想内长期包括许多为 日耳曼民族的梦想
,

要求建立一个强大的大德

意志帝国
。

为 日耳曼民族的优越性而投身战争
。 ” ⑨

希特勒将历史和现实加以综合
,

最后便形成法西斯侵略的根据
。

K
·

豪斯霍夫的地缘政

治论直接与它发生了关系
,

并成为他向外侵略扩张的理 沦作 r 极好的注释和论证
。

三
、

一点结论

总 ,ljr 言之
,

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坚决反对希特勒发动 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他推

行的扩张侵略政策
,

因为它给被法西斯侵略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无穷的苦难
。

战后各国研究

二战史的历史学家L 其中包括我 国的历史学家一致反对希特勒的战争政策
。

希特勒敢冒天下



之大不讳
,

竟向 61 个国家直接
、

间接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

这是一个历史问题
,

也是一个

军事理论问题
,

值得人们反复思索
,

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

K
·

豪斯霍夫的地缘政治是直接为德国法西斯服务的理论
,

也是受各国人民一致批判
、

反

对的非科学性的理论
。

这套理论不仅直接为希特勒发动侵略战争服务
。

二战期间反法西斯国

家或多 或少暗
,

护也遵循或利用地缘政治某些理论
,

作为战略决策的一种主要参考
。

迄今
,

不

少国家表面上谴责这个被人唾弃的伪科学的理论
,

实际上他们在国际事务中
,

直接间接也在

不同程度按地缘政治的某种理论制订国际军事
、

政治的政略和战略
。

所以
,

我们应当实事求

是将豪斯霍夫地缘政治及其对法西斯的影响和作用
,

重新予以评价和认识
,

供人研究参考
。

这是一个历史遗留的问题
。

但他的讨论
,

对于认识今天的世界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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