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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民主德国被联邦德国“整体合并”，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执政及其社会主
义实践失败了。由于这一失败．民主德国的历史科学，特别是其马克思主义史学也
被攻击为“德国统一丰十会党的统治工具”和“马克思主义教条”而加以全盘否
定。这种做法是十分片面和武断的．它不仅忽略了原民主德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
术价值．而且也忽略了这一史学流派内部的观点差异。因此，有必要通过深入研
究。对原民主德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作出具体分析。 

德国统一社会党二战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依靠苏联的支持，致力于
建立“反法西斯主义的、民主的制度”。1949年民主德国成立后。德国统一社会党
成为执政党，提出了进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为了配合党和国家建
设，增强国民爱国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热情，德国统一社会党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
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并在这一工作中努力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它相继在党校、
中央机关、地方院校和科学院建立了许多历史教学和研究机构．出版了大量马克思
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开展了广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理论的讨论，并组织历史学
家编写了诸如《德国历史教科书》、《德国工人运动史》、《德国统一社会党史》
以及大型《德国通史》等集体著作。通过这些措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民主德国得
到了确立，并在历史教学和研究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然而，在历史研究中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例如为了论证
民主德国的合法性．一些作品脱离历史实际．极力突出1525年农民战争、奥占斯特
·倍倍尔和威廉·李h克内西领导的工人运动、十一月革命等事件在德国历史上的地
位，突出德国共产党和JL人阶级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重要作用，强调德国历史积极
的“进步”内容，认为民主德国是德意志人民优良革命传统的唯一继承者。到20世
纪70年代末．德国统一社会党又提出了一种“遗产一传统”观，片面主张把普鲁士
德国历史上一切有价值的因素都当作传统加以保护和发扬，民主德国是深深扎根于
德国历史之中的，尤其是一切进步力量为了自由和社会进步而进行的几百年斗争的
历史之中，“它同一切美好事物有着连续性，同德同历史上一切反动势力彻底决裂
了，许多代有创见的人的遗训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已经变成r现实”。这样，民主德
国史学从理论上否定了纳粹主义曾有广泛社会基础这一事实．妨碍了对纳粹产生的
社会和思想根源进行深入研究。而对“遗产一传统”的历史观的片面理解，往往会
妨碍对狭隘民族主义进行批判性的分析。 

还应当看到，一些历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采取了教条主义态度。他们不重视史料
研究，不注意历史现象的复杂性．而是机械地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词汇．抽象地谈
所谓 

历史理论问题，把历史唯物主义看成是超历史的一般社会理论，把历史发展规律
简化为几条公式。l2卷本的《德国历史教科书》仍然以政治史为中心．缺乏丰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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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的社会文化内容．就是在考察德国工人运动史时也仅仅着重于研究和论述工会、
政党和革命的组织活动和政治活动． 

尽管如此，原民主德国的史学研究还是取得了一定成就。历史学家编辑出版的马
列主义经典著作为国际社会科学提供了珍贵的思想遗产，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他们
对政治与历史科学、党性与客观性、阶级斗争与阶级分析、历史发展的根源和动
力、社会形态的形成和发展顺序等历史问题的讨论也曾经引起同际学术界的关注。
不仅如此．原民主德国历史学家对军国主义、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国家垄断资
本主义的揭露和批判也有一定的深度。他们对德国工人运动史的研究虽然有某种片
面性，但仍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历史知识。 

特别是有不少颇具批判精神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较早就认识到前而提到的种种缺
陷．他们小仅大胆地提出批评，而且还力图在自己的史学实践中加以克服。他们坚
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但又不受教条主义的束缚，而是从史料m发，实事求是地编纂
历史。约阿希姆·施特雷桑德撰写的《德国史学研究》、弗里茨·克莱因、维利巴
尔德·古彻和约阿希姆·佩措尔德合著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史》、瓦尔特
·马尔科夫的《法国革命研究》、汉斯·施莱尔的《魏玛共和国资产阶级历史编
纂》、恩斯特·恩格尔伯格的《俾斯麦传》都堪称功力深厚的历史佳作，获得了国
际史坛的公认。 

20世纪70年代以后，长期被当作“资产阶级的”而遭到拒绝的社会史研究也在原
民主德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当中悄然兴起。莱比锡历史学家哈特穆特·茨瓦在1978
年出版了《关于作为阶级的无产阶级构成——工业革命期间莱比锡无产阶级结构研
究》一书，用大量经验史实证明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的可靠性。他根据从莱比锡
市档案馆查找到的数百份出自1827年到1867年的记载，对数千名工人的生活状况作
出了细致入微的描述。茨瓦还成功地从经验方面重构了选择教父教母的历史景观，
清楚地显示了普通市民的朋友圈和社会关系。茨瓦坚定地以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
义者自诩，他的社会史研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而是一种革新，同样在国际
上引起了巨大和积极的反应。 

1980年．年高望重的老马克思主义学者于尔根·库岑恩斯基发表了多卷本《德意
志人民日常生活史》第一卷。这部书同样包含有激发新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的因
素．它把注意力转向了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库岑恩斯基相信法国年鉴学派的日常
生活史同马克思主义的日常生活史一样，都是要“把握人们吃什么，穿什么，住得
怎样，什么时间休息和睡觉，如果病了怎么办，在什么样的圈子里谈婚论嫁．是否
从一个地方移徙到另一个地方或者长久地生活在某地．孩子与父母的关系是怎样
的，人老了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库岑恩斯基的著作表明，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
点出发完全能够展现丰富多彩的历史画面。黑尔加·舒尔茨撰写的《黑麦价格与帝
王的危机》也是一部社会史杰作。这是一部对l8世纪柏林面包师编年史的编辑整
理。在书中舒尔茨完全摆脱了公式化的教条主义概念．从宏观史学转向了微观史
学．详细探讨了个人生活韵具体情况．揭示了重大社会背景下个体的宿命。 

民主德国的社会史家以各自独特的方式与教条主义保持距离，摆脱了教条主义和
公式化的预先规定。他们的著作对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无疑具有重要
启发意义。 

 
(摘自《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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