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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昱

最遭恨的字眼

如果问二战结束后的反思
中，被清算最彻底的字眼是什么，
你也许会想起法西斯、纳粹抑或
是日本军国主义。其实，真正的答
案是个让不少人十分陌生的字
眼——— 普鲁士。

普鲁士是欧洲历史地名，在
这里建立的普鲁士王国曾是德意
志境内最强大的邦国。19世纪，普
鲁士王国通过三次王朝战争统一
了德意志，普鲁士国王被加冕为
德意志皇帝。普鲁士实现了德国
人完成民族统一的夙愿。然而，现
在如果拿一张欧洲地图，人们却
找不到普鲁士这个地方，因为普
鲁士在二战之后遭到了同盟国的
彻底清算，拆得连毛都不剩一根
了。

其实早在二战尚未结束时，
这个字眼就已经上了同盟国的黑
名单。1943年，美英苏三巨头第一
次在德黑兰聚首，英国首相丘吉
尔就忙不迭地咒骂：“普鲁士是万
恶之源！”美国总统罗斯福也表
示：“普鲁士要让其尽可能地缩小
和削弱”。也是在这场会议上，三
国领导人就已经达成共识：在战
后，德国可以被允许存在，但作为
德国一部分的普鲁士一定要在地
图上被抹去。

二战结束后，说到做到的同
盟国把东普鲁士的首府哥尼斯堡
及其周边地区补偿给苏联，改名
加里宁格勒。东普鲁士的剩余部
分被划给波兰。至于奥得河—尼
斯河以西的普鲁士地区，则和其
他德国领土一起被分为四块，分
别由美、苏、英、法占领。在被占领
的德国土地上，所有能让人联想
起普鲁士的东西都被抹去，地名
被更改、人民被驱逐、宫殿被拆
毁。更有甚者，在苏联控制的东普
鲁士地区，一些著名容克（普鲁士
贵族）的陵墓都被拆毁和填平。

1947年2月25日，占领德国的
盟军管制委员会颁布第46号暂行
法，宣布“普鲁士国中央政府及附
属各级机关即日起解散”。同日，
联合国管理委员会又颁布了第47
条法令，宣布“以普鲁士为名的国
家正式灭亡，并不获承认”。理论

上讲，这两条法令至今其实依然
生效。根据这些法令，德国甚至不
被允许以普鲁士之名重新组建一
个邦——— 虽然统一后的德国，仍
然占有历史上的西普鲁士的一部
分领土。

仇恨往往来源于恐惧，为什
么普鲁士这个字眼会被如此惧
怕，甚至被定性为“万恶之源”呢？

一支“有国家的军队”

客观地说，普鲁士被视为公
敌，遭到比纳粹主义更彻底的清
算是有理由的。它不仅是军国主
义的发源地，恐怕也是人类历史
上唯一一个建军史比建国史还要
长的国家。

普鲁士在地理上位于东欧，
这个一度被视作是德国代名词的
邦国，本来并不属于德国。普鲁士
最初形成的历史颇具传奇色彩。

公元1187年，圣城耶路撒冷
被阿拉伯世界的英雄萨拉丁攻
克，欧洲人不得不组织第三次十
字军东征去收复圣地，当时神圣
罗马帝国皇帝巴巴罗萨也在其统
治的德国境内招募了一批贵族骑
士参战，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还没
与阿拉伯人的主力接触上，巴巴
罗萨就在一次游泳时被呛死了。

主帅出师未捷身先死，还死
得这么窝囊，这批德国骑士们当
然不好意思回国。就这么在中东
地区飘着，一呆就是几十年。在这
样的特殊背景下，这帮人成立了
一个名为“条顿骑士团”的军事修
会，成员既被要求有着修士的虔
诚与牺牲精神，又要继承骑士职
业的砍人技术和军事素养。在大
部分军事力量还是有组织无纪律
的中世纪，这样一支力量当然不
可小觑。天长日久，有人就来请他
们当雇佣军了。公元13世纪中叶，
条顿骑士团受雇于波兰的康拉德
公爵去征服位于其北部的普鲁士
地区。战斗力爆表的条顿骑士团
面对当地未开化的原住民，干净
利索地完成了任务。扫平普鲁士
地区后，流浪许久的骑士们深感
此地水草丰美，离德国老家又近，
于是干脆在此地过起了日子。原
本属于东欧的普鲁士地区就在条
顿骑士团的影响下逐渐德意志
化。条顿骑士团成为了普鲁士最
早的祖先。其标志性的白底黑十

字，后来成为了普鲁士国旗原型。
再后来，这面条顿旗的黑白色调
甚至成了纳粹旗所效仿和致敬的
对象。

条顿骑士团这段先有军后有
国的开拓史，决定了普鲁士天生

“不是有军队的国家，而是一个有
国家的军队”，更为纳粹后来吹嘘

“德国的剑为德国的犁取得土地”
找到了历史依据。的确，骑士的尚
武精神、修士的严谨性格、流浪者
对土地的渴望，在普鲁士的这片
土地上三位一体。普鲁士从出生
起，就是欧洲大地上的一个怪胎。

形神俱灭的阴魂

条顿骑士团的建国史，还仅
仅让它的邻居们多了一丝戒备。
但到了1700年，世俗化的普鲁士
王国正式建国时，欧洲各国才真
正感到了它的可怕。新兴的普鲁
士王国周边分布着瑞典、俄国、奥
地利、法国等强邻，这种环境促使
普鲁士以他国无法想象的疯狂优
先发展军事。尤其是第二任普鲁
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在位期
间，普军人数在二十多年间由原
先的8万人激增至20万，占全国人
口9 . 4%，军费开支每年要花去政
府全部预算的4/5。当时的普鲁士
面积在欧洲仅居第十位，人口居
第十三位，但它的军队却排到了
整个欧洲的第四位。到1786年弗
里德里希二世去世时，普鲁士的
领土扩大了1 . 6倍，人口增至500
万。普鲁士的迅速崛起，成为整个
18世纪欧洲最受瞩目的地缘政治
事件。

疯狂的军事投入，不断的对外
征战，认定“强权就是公理”的政治
理念，弗里德里希二世为普鲁士打
造了一套独特的发展模式，而这种
模式，就是我们今天一再痛斥的“日
本军国主义”所效仿的模本“普鲁士
军国主义”。“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好
战性直接促成了后来俾斯麦“铁血
政策”的出台，并进而成为两次世界
大战的远因。

面对这样一个穷兵黩武、妄
想并吞欧洲的国家，不是没有国
家看出它将来必成祸害。邻国“抹
杀普鲁士”的尝试其实早在拿破
仑时代就已开始。拿破仑在耶拿
战役中打败普鲁士后，曾一度要
求其割让60%的领土。然而，拿破

仑战争后重新崛起的普鲁士不仅
更为强大，还统一了分裂已久的
德国。

1871年，法国皇帝拿破仑三
世战败被俘，普军进入巴黎，普王
在凡尔赛宫被德国诸侯拥为德国
皇帝，是为威廉一世。在当时的欧
洲人眼中，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力
量能挡住普鲁士进一步的扩张步
伐了。

幸运的是，一战中德国的战
败为邻国们再次提供了一个清算
普鲁士的机会。在一战后对德国
的处置中，削弱普鲁士成为战胜
国十分看重的任务。德皇威廉二
世在被废黜了“德意志皇帝”封号
的同时也被取消了“普鲁士国王”
的称号。普鲁士王国被正式解散。
在一战后对德国领土的分割中，
普鲁士地区被削弱得最严重，
1920年生效的《凡尔赛条约》又将
西普鲁士省的一部分割让给波
兰，东普鲁士的默麦尔割让给立
陶宛。条约还特别规定要德国解
散延续数百年的“普鲁士军官
团”，该组织一直被认为是普鲁士
精神的象征。

一战战胜国对于普鲁士的处
置甚于拿破仑时代，但依然没有
阻止这个阴魂在二战中重新复
活。相反，战胜国对于普鲁士的有
意压制，反而激发了德国人对这
个名词的怀念。纳粹在崛起过程
中就一再利用德国人的这一情
结。1933年，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
一职时，特意将宣誓就职地点选
在了波茨坦的腓特烈二世陵寝
旁，并鼓吹要把“普鲁士精神与新
的运动”结为一体。被与纳粹绑在
一起的普鲁士，因而在二战之后
受到了更为严厉的惩罚，彻底成
为了一个历史名词。

在经历了数百年的争斗后，
普鲁士的对手们终于将这个他们
所恐惧的“魔鬼”收入了魔瓶中。
从某种意义上说，直到二战结束，
欧洲因普鲁士而起的那场绵延数
百年的恩怨纠葛大戏，才最终迎
来了落幕。

曾经留下无数传奇的普鲁
士，在二战之后最终消亡了。这个
被彻底抹去的名词在告诫着后来
者：穷兵黩武也许的确能在某个
阶段给国家带来一时的荣光，但
若沉迷其中，其所迎来的必然是
悲惨的形神俱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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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10日，尽管
缺席了胜利日红场
阅兵，尽管深知俄罗
斯与西方的龃龉正
在加深，德国总理默
克尔还是来到莫斯
科，出席卫国战争胜
利日后续纪念活动。
德国领导人以这种
方式，再次展现了其
为世人所称道的认
罪态度。

当我们在谈起
德国人战后的反省
时，总是想当然地认
为是对纳粹主政后
那段历史的反省。事
实上，如果德国的反
省仅仅局限于纳粹
主政十几年，德国的

“认罪态度”可能不
会如今天这般为人
称道。德国战后在同
盟国逼迫下所作出
的反省，远比我们想
象的远得多、更痛得
多。为了在战后获得
邻国谅解，德国曾被
迫从自己的民族灵
魂深处挖掉了一部
分 ，这 就 是 所 谓 的

“普鲁士精神”。

被被二二战战抹抹去去的的普普鲁鲁士士
1871年，普王在凡尔赛宫被德国诸侯拥为德国皇帝，是为威廉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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