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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年前ꎬ世界格局发生了一次剧变ꎬ程度不同地波及世界的各个角落和人类生活

的不同层面ꎮ 时至今日ꎬ人们还在评估那次剧变的深层原因和深远影响ꎮ 剧变的破冰

事件是柏林墙的突然倒塌以及德国版图在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由两个德国变成一

个德国ꎻ接着是以苏联解体、北约东扩以及欧盟东扩为主要内容的欧洲版图的变化ꎻ这

些变化在全球层面助推了美国独大的国际格局和全球一体的世界市场ꎮ 而这一历史

性剧变基本上是以各种各样的和平方式完成的ꎮ

在上述系列变化中ꎬ两个德国的统一作为世界格局变化的导火索ꎬ长期以来就是

令社会科学工作者着迷的议题ꎮ 两个德国因何能够和平统一? 统一进程采取了何种

方式? 各主要当事国有怎样的态度、政策和作用? 这些问题被反复讨论ꎬ成果颇为丰

富ꎮ 长期以来ꎬ中国学者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有关苏联解体的经验教训ꎬ而在这里ꎬ我们

将主要讨论西方国家在德国统一进程中的政策和谋略ꎬ借以充实有关德国统一的认

知ꎮ

我们———“东西德统一的历史经验研究”团队自 ２０１２ 年起开始涉足相关领域研

究ꎬ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支持下为探索德国统一的深层原因进行了一系列学术准

备ꎬ并于 ２０１６ 年翻译出版了德国统一当事人之一科尔总理府副主任霍斯特特尔切

克(Ｈｏｒｓｔ Ｔｅｌｔｓｃｈｉｋ)撰写的回忆录«３２９ 天:德国统一的内部视角»ꎬ以及以维尔讷魏

登菲尔德(Ｗｅｒｎｅｒ Ｗｅｉｄｅｎｆｅｌｄ)教授为首的德国权威历史学家合作撰写的«德国统一

史»ꎬ共四卷ꎮ 通过这些工作ꎬ我们向读者介绍了科尔政府时期联邦德国为两德统一

制定的政策和设立的机构ꎬ采取的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政策ꎬ两个德国之间社会及政

治力量的互动以及围绕德国统一的大国外交ꎮ 在此基础上ꎬ课题组进一步从政治、法

律、经济、历史和外交等专业视角挖掘德国统一的深层原因ꎬ同时又分成英、法、德、俄

等各种语言组ꎬ从两个德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等方面分头梳理各当事国在整个进

程中扮演的角色ꎮ 我们在这里呈现给读者的是在政法、经济和历史等领域里研究的部

分成果ꎬ其他相关成果将陆续发布ꎮ



两德统一属于当代史研究范畴ꎮ 联邦德国政府在德国统一之后提前解密了大批

历史档案ꎮ 这一方面便利了有关德国统一的历史研究ꎬ另一方面意味着相关研究不会

停留在历史考证的层面ꎬ而是需要通过对于学科手段的纯熟运用ꎬ挖掘更加深层的历

史事实和事物规律ꎮ 例如ꎬ研究者需要借助宪法和法律方面的知识才有可能深度解析

从«基础条约»到«统一条约»的内在关系ꎮ 再如ꎬ研究者需要运用经济、货币、财政和

贸易等领域的知识来理解西德政府的经济和货币汇率政策对外交的影响力ꎮ 至于裁

军谈判和两德统一之间的复杂关联ꎬ我们的作者是通过大量的历史学考证加以说明

的ꎮ 因此ꎬ对于两德统一历史经验的研究不是纯粹的历史学、考证学的研究ꎬ而需集政

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乃至金融学、思想史等知识于一体ꎬ进行综合的系统性研

究ꎮ

我们在本期«欧洲研究»上刊发的研究成果使用的大多是西方文献ꎬ这是因为作

为两德统一的胜利者———德国联邦政府更加注重保护和研究这段历史的文献ꎬ而另外

一个重要的受益者———结束了冷战的美国也异常注重研究这段历史ꎮ 相比较而言ꎬ来

自东部德国和苏东阵营的研究和解读则相对薄弱ꎮ 尽管如此ꎬ作为中国研究者ꎬ我们

使用西方文献的目的是挖掘和解读两德统一过程中的史实、策略和规律ꎬ认识西方为

两德统一所做的长期规划和短期应对ꎬ以丰富自己应对挑战、把握机遇的能力ꎬ而尽量

避免受到文献的片面影响ꎮ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ꎬ德国统一进程的工具箱可谓极其丰富ꎬ既有安全威胁和

裁军谈判ꎬ又有以退为进的“条约”签订ꎬ真可谓“山川草木、日月星辰、雷雨风霜皆可

为兵”ꎮ 在德国统一的历史进程中ꎬ夹杂了经济援助政策、货币兑换政策乃至战略威

慑、战略欺骗、政党活动、意识形态运作ꎬ不一而足ꎮ 工具的使用环环相扣、运用灵活自

如ꎬ而绝非简单生硬ꎬ有时是长期投入ꎬ有时则短兵突击、一步到位ꎮ 我们还看到ꎬ主动

作为的美国和西德与被动应对的苏联和东德ꎬ在气势、策略和结果方面都形成鲜明对

照ꎮ

我们应当看到ꎬ国家统一没有固定的模式ꎮ 国家统一ꎬ或以战争方式或以和平方

式ꎬ都取决于特定的条件ꎮ 所有的历史经验都不可能照搬照抄ꎮ 我们从事研究ꎬ是为

了丰富我们的知识和智慧ꎮ 我们迄今为止的研究不能说找到了解读德国统一之谜的

钥匙ꎬ只是在众多的研究解读中增加了一些中国视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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