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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德国多元文化主义的萌发
陈文洪

（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南充 637009）

摘 要 多元文化主义是当今社会的一股重要思潮。由于受民族主义影响和现实社会中国家发展的需要，德国逐渐萌发

了多元文化主义。本文旨在以德国民族主义为主线，从历史的、社会的角度对多元文化主义在德国的萌发进程予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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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ulticulturalism is one of the major idea trend in today's society. Due to the acception of nationalism influence and the

need of our country's development in realistic society. This paper, taking German nationalism as the main line, from the historical,

social angle, discusses the germination process of multiculturalism in Ger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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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多元文化主义的内涵与运用

20 世纪 60 年代，由于长期坚持种族纯洁、文化同质建国

理想的破灭，多元文化主义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典型

移民国家广泛兴起。“从人口学角度看，多元文化主义是指文

化和民族多样性这一事实，即多元文化社会；从意识形态规范

的角度看，它作为一种思潮，是指对不同民族、文化群体得到

承认的要求给予充分肯定的哲学理论；从政治学意义上看，它

作为一项政策是政府为谋求民族、宗教或语言方面的少数群

体对公共领域的参与，而设计的处理民族、文化多样性问题的

一系列方针、原则和措施。”①

当今社会，纯粹意义上的单一民族国家已然不复存在，越

来越多的国家已经成为多元文化社会或正在成为多元文化社

会。由于不同国家具体国情的差异，多元文化主义在这些国

家的运用程度也各不相同。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多元文化

主义已然成为其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一种较为成功的模式；

在美国，多元文化主义也正作为缓解国内种族歧视、民族矛盾

的一种有效方法而被采纳。与此同时，德国这个非典型的移

民国家也同样受到了多元文化主义的影响，并逐渐产生了多

元文化主义。德国多元文化主义的出现，它要解决的主要不

是因种族多样、民族多元而出现的多元文化社会问题，而是因

愈益增加的外来移民长期未被德意志民族接纳所产生的多元

文化社会问题。但由于历史上民族主义的盛行，多元文化主

义在德国尚未取得长足的进展。

2 德国多元文化主义萌发的阻力—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是“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长期历史进程中逐渐

形成的，⋯⋯是一种强烈的意识形态化的民族情感，是为本民

族求生存、求发展、求繁荣昌盛的集中体现”。②自中世纪以

来，由于德意志地区长期处于分裂状态，面对政治上的分裂局

面与小邦的专制统治，德国的文人学者日益沉浸在日耳曼光

荣的过去中，“醉心于复兴中世纪的文化，以此来论证德意志

民族是一个具有优秀传统和创造力的伟大民族”，③从而促使

了德意志民族主义的逐渐形成。这种民族主义被称为文化民

族主义。

文化民族主义的产生对德意志民族而言是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它提高了德意志民族的凝聚力，促进了德国的统一；但

另一方面它却促使了德意志民族至上论、种族优越论的出笼。

这种民族主义过分强调日耳曼民族血统的民族性与纯洁性，

具有强烈的排外色彩。

19 世纪 80 年代，大量外来移民尤其是东欧波兰移民的

大量涌入，引起了普鲁士当局的恐惧。他们认为：这些外来波

兰移民的大规模涌入，会破坏普鲁士境内正在进行的“德意志

化”，甚至导致“波兰化”；担心外来波兰移民与鲁尔波兰人的

汇聚，会导致普鲁士境内波兰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甚至会促成

波兰的独立。④为此，普鲁士政府严厉反对外来波兰移民进入

普鲁士。另外，在对待犹太移民问题方面，普鲁士政府认为大

规模犹太移民的到来会玷污日耳曼民族的“纯粹性”，使日耳

曼民族屈从于犹太民族之下，并且视东欧犹太人为颠覆分子、

无政府主义者和革命的煽动者，惧怕他们会给普鲁士带来动

乱和危险。在此种认识基调下，普鲁士政府实施严格限制犹

太移民入籍乃至直接驱逐的措施来阻止犹太人向德国移民。

不过，由于帝国的劳动力资源远远不能满足当时大规模经济

建设的需求，政府在移民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方面有所调整和

松动。以致从 19 世纪 90 年代起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依

据官方的统计，大约有 120 万外国工人流入德国。大量外来

人员的涌入对德国多元文化社会的形成有着一定的促进作

用，但对于日渐高涨的德意志民族主义情绪而言无疑是一大

挑战与威胁。

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意志民族情感遭受极大压制，民

族主义情绪在压制中不断高涨。1929 年经济大危机爆发后，

德国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而此时希特勒正以民族主义者自

Forum论坛



2432011 年 2 月（上） 科教导刊

居，大肆宣扬“种族优劣论”与“生存空间论”。这些宣传极大

地满足了当时广大民众极度高涨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并促

使了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组阁上台，从而在德国建立起法西

斯独裁统治。伴随德国民族主义的极端发展与种族优劣论思

想影响的不断扩大，德国民众普遍接受了日耳曼民族是优秀

民族的观念。与此同时，犹太人和斯拉夫人是劣等民族的观

念也日渐深入民心。为了体现种族的优秀，纯净德意志民族，

德国政府对犹太人展开种族大清洗行动，造成人类历史上的

一大悲剧。希特勒政府在抹杀德国多民族，多文化存在现实

的同时也将德意志民族引向了战争的深渊。二次世界大战最

终以德意日法西斯的失败而结束，然而在这场战争中人类则

付出了大约死亡 6000 万人，物资损失 40000 亿美元的代价。⑤

历史表明，民族主义在德国的畸形发展给德国带来了巨

大的损失与惨痛的教训。不论是普鲁士政府的移民政策，还

是后来希特勒建立的法西斯政权实施的种族灭绝政策，对德

国多民族、多文化现实的形成无疑是一种阻碍，甚至是抹杀。

这种做法最终促使德国走上了一条绝路。

3 德国多元文化主义萌发的现实基础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鉴于历史的惨痛教训与国家分裂

的现状，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强的背景下，为了发展经济，

强大国力。在联邦德国与德国统一后的发展历史上出现了多

次移民浪潮。大量外来移民的到来逐渐促使了德国文化多元

社会现实的形成，为德国多元文化主义的萌发奠定了基础。

受美苏意识形态分歧的影响，二战结束后不久德意志民

族便陷入了国家分裂的状态。统一与发展再次成为德意志民

族最迫切的需要。从 1955 年起，为满足经济发展对劳工的迫

切需求。联邦德国加大了招募外籍劳工的力度，到 1973 年世

界石油危机的爆发截止。在此期间，共有 1400 万人来到德国，

期满后有 1100 万人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共有 300 万客籍工人

滞留德国，并在随后的日子里，全家迁往德国，成为了联邦德

国社会中的一员。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伴随着经济全

球化的到来，全世界的优秀人才，在世界各国流动。联邦德国

通过移民政策的调整和修订，有计划、有意识地吸收各种类型

的高水平人才。很多的学者、专家来到德国学习、工作并定居

德国，成为德国的新式移民。1990 年德国统一后，大量外来人

员包括客籍工人、政治避难者、难民以及科技人员的涌入更是

使得德国的外来人口数量与日俱增。据统计，2004 年在以德

意志民族为核心的德国，在 8253 万人口当中，外国人已有

733.4 万，占到了总人口的 8.9%。⑥德国成为非典型移民国家

的事实已然奠定。德国多元文化主义的萌发基础也就这样悄

然形成。

由于广大移民在价值观、文化背景、生活方式、行为方式

和思维方式等各方面与德意志民族的差异，大量移民所组成

的“非主流文化”并未得到德国社会的尊重与接纳，出现了代

表德意志民族的“主流文化”和属于移民的“非主流文化”同时

并存的局面。1990 年德国统一后，伴随大量外国人的流入与

难民的骤然增加，德国经济出现恶化，出现大量针对外来移民

的暴力事件。据德国内务部统计，1992 年德国发生 2544 起仇

外暴力事件，1993 年又发生 1609 起，2000 年发生了德国统一

后历史上创纪录的 15651 起排外暴力犯罪案件。⑦这种现象

的出现是代表德意志民族的“主流文化”与代表移民的“非主

流文化”之间矛盾激化的突出表现。此种局面的出现，既不利

于国内社会的稳定，也不利于德国发展的长远利益需求。

2000 年，受人口老龄化因素的影响，为了吸引亟须的技术

人才，施罗德政府制订了“新移民法”。当“新移民法”草案提

出后，立即引起了政治领导层、各党派和社会大众的广泛争论。

因为这一法案对德国社会而言是一个挑战。它不仅仅是旨在

改变控制德国移民人数的方式问题，还触及了德国人根深蒂

固的对于公民权和德国人身份的看法。⑧ 最终“新移民法”在

执政党作出部分修正的情况下于 2005 年 1 月 1 日正式生效。

这项议案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德意志民族不愿接纳外来

移民正在成为德国重要组成部分事实的一种突破。在此过程

中，少量政府精英已经认识到了德国由移民带来的文化多元

现实。他们从德国长远利益角度出发，为了增强德国在国际

社会中的竞争潜力，正逐渐接纳德国学术界关于：德国已经成

为一个非典型意义上的移民国家。外来移民及其所拥有的民

族文化、特殊的社会群体和社会结构，与德意志民族共处于一

个“伙伴社会”中的观点。⑨

2010 年，由于受到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影响，德国人口数量

从 2008 年的 8200 万降低为 2009 年的 8170 万，使得德国在

未来几年内不得不依赖于从海外引进专业人才。此种局面的

出现，更是加速了德国多元文化社会的形成，并将解决属于移

民的“非主流文化”与德意志民族的“主流文化”之间的矛盾提

上议事日程。

历史经验表明，实施同化主义，坚持纯洁种族的做法并不

能满足现今德国发展的需要。多元文化事实在德国的发展趋

向表明，多元文化主义必将成为德国政府消除德意志民族与

德国移民之间隔阂的一项重要选择。

4 结语

从德国历史发展来看，今日的德国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典

型的移民国家，国内存在着主要因移民到来而出现的文化多

元事实。由于受历史上民族主义极端发展的影响，德国民族

多样、文化多元的社会现实一度遭到抹杀。然而在国际一体

化趋势日益加强的今天，多种文化存在于德国的事实表明，多

元文化主义必将成为德国发展的一种趋向。这是这是民族主

义极端发展带来的经验积累与现实社会中德国发展需要共同

作用的结果。

注释
① 杨洪贵.澳大利亚多元文化主义研究[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

49-51.
②③王联.世界民族主义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8,122.
④ 周培佩.德意志帝国时期移民迁入政策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07:16.
⑤ 吴于廑,齐世荣.世界现代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385.
⑥ 宋全成.简论德国移民的历史进程[J].文史哲,2005(3).
⑦ 姚宝,过文英.当代德国社会与文化[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249.
⑧ 吴友法.关于对德国历史进程产生影响的几个问题[J].武汉大学学报,2004(3).
⑨ 宋全成.论德国移民的社会一体化进程[J] .德国研究,2006(2).

参考文献
[1] [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M].北京:世界知识出

版社,1965.
[2] [西德]维利·勃兰特.会见与思考[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论坛Foru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