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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德前总理勃兰特惊人的一跪

 

在我看来，联邦德国的各党各派及其历届领袖多如牛毛，要弄清楚他们，我从来都觉得一定不是我能办到、
有兴趣办到的事。可是，当我第一次在电视里，看到一位众目睽睽之下跪在冰冷石面上的德国总理时，那
个跪立着的壮年人的形象，便激发起我的一个愿望：他是谁？我想了解他。

他就是逝世于1992年10月的联邦德国第四任总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联邦德国杰出政治家之一——维
利·勃兰特（Willy Brandt，1913－1992）。

已经成为一代经典政治家的经典之举“华沙之跪”，发生在1970年12月7日那个灰蒙蒙、阴冷的上午。这天，
按照日程安排，正在波兰进行访问的西德总理勃兰特一行，应该前往华沙格托英雄纪念碑（Monument to
the Heroes of the Ghetto），即华沙犹太人隔离区英雄纪念碑前敬献花圈。

 

这是一个很寻常的华沙的冬日，阴森寒冷，万木萧疏。这又是一个对两国人民来说极为不寻常的一天。这
一天，曾是波兰人民不共戴天的敌国的现任领袖将来到这里。

他是何人？他来何干？波兰人民用沉默的目光关注着，这位昔日仇国代表。自从1945年5月8日德国在柏林
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期间25年已经过去了，可是波兰人民如何忘记得了，在纳粹德国残暴铁蹄下，那
长达近６年腥风血雨的岁月？

来访者就是一年之前，1969年10月21日当选为联邦德国总理的维利·勃兰特。此行前往波兰，他要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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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修好东欧”——与东欧重归于好的外交政策，做一次决定性的推进和突破。

 

修好东欧，谈何容易

要知道，德国地处欧洲中部，当年希特勒想要建立包括欧洲德意志人民在内的“大德意志帝国”的野心，
就是从它的东边邻国开始的。希特勒第一个下手的国家，是位于德国东南部的奥地利。1938年2月12日，希
特勒以极其粗暴的态度要求奥地利政府接纳奥地利纳粹党人入阁，由赛斯·英夸特任内政部长。3月11日，
奥地利总统又被迫任命赛斯·英夸特为总理。赛斯·英夸特一上任，当即在12日签署一项法令，宣布奥地
利是“德意志帝国的成员国”，使奥地利成了德国的一个省。

德国法西斯吞并奥地利后，马上将他的侵略矛头对准了“束腰”上的捷克斯洛伐克。几经阴谋策划，威胁
利诱，又借助当时英、法两国的暧昧绥靖态度，1939年3月，捷克斯洛伐克正式被纳粹德国占领，也成为了
纳粹德国的一部分。接下来，在与德国比邻的国家中，还没有归属德国的，就剩下波兰一个了。希特勒马
上密令制订侵略波兰的作战计划，将其代号为“白色方案”。要求三军在9月1日以前完成作战准备工作。

波兰人民的噩梦就是从1939年9月1日开始的。在前一天，8月31日的夜间，一支德国党卫队化装成波兰军人，
在德波边境上制造了一起所谓波军袭击德国事件。随即，德国电台马上播放出希特勒的讲话，希特勒声称
德国受到了波兰的“侵略”，他正式向德军下达向波兰进军的命令。

9月1日凌晨4时是45分，德军2,500辆坦克、2,300架飞机，1,500,000兵力，从波兰的西、南、北三个方向同时
向波兰发起攻势。在德军闪电战术的袭击下，波兰的军事纺线很快崩溃瘫痪，波兰政府向它的盟国英、法
两国请求采取紧急行动。至此，德国东面邻国全线陷落在德军手中，英国、法国于是先后于9月3日正式对
德军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就这样拉开了惨烈的帷幕。波兰人民的噩运也便从那一年的秋天开始了。

 

想修好东欧，谈何容易。身为西德总理的勃兰特，深知自己肩上担子的沉重。二战结束后，苏联、英国、
美国和法国在柏林设立了盟国管制委员会，对德国进行分区军事管制。194９年9月和10月，德意志联邦共
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先后成立，东西德国才重新得以国家形式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从那时起，到勃兰
特担任第四位联邦德国总理，以第一任社民党总理结束了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党）的执政史，又是20年
过去了。期间，曾是满目焦土、百废待兴的西德，早已走出了战争废墟，创造了国民经济发展“腾飞的奇
迹”。在对外关系方面，他的前任在获得西欧各国及美国的信任及建立良好合作关系上，业已取得了很大
成功。但是，在东欧各国人民的心间，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对于西德的态度，却仍然冰封一面，鸿沟深壑
纵横，并未见到什么些许变化。特别是50年代以来，与民主德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越来越多，联邦德国
的外交地位大有岌岌可危之感。

1966年到1969年，勃兰特担任联邦德国外交部长期间，他更加认识到，要改变联邦德国在世界舞台上的面
貌，避免被孤立的状态，扭转政治外交上的被动局面，在世界上树立新德国的形象，已成为这个国家的当
务之急。在那三年期间，他把握时机，同波兰和捷克和斯洛伐克互设了贸易代表机构，并与罗马尼亚建立
了外交关系，同南斯拉夫恢复了外交关系，使联邦德国与东欧国家的关系开始有了突破性进展。

 

担任西德总理以来，勃兰特更要积极地、进一步地实施他的“与东欧修好”的新东欧政策。这就是要与昔
日被占领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以及苏联重新建立友好关系，要为去除战争留下的冷战铁幕，熔化凝结
在东欧人们心底的厚重冰层，为使联邦德国重新走向世界，打开新局面。

1970年8月，勃兰特先与苏联签署了“关于消除边境武力”的“莫斯科协议”，又马不停蹄，准备12月前往
波兰，要在修好东欧的道路上，迈出更重要的一步。1970年12月7日的这天，华沙的天气尤为阴冷，好像特
意为总理之行备下了压抑的氛围。这是勃兰特来到波兰的第二天，在这一天的时间里，他都看到了什么？
当迎接仪式上奏起联邦德国国歌时，他看到了波兰人民悲愤的目光和眼里滚动的泪水。他知道，当年的德
国纳粹就是在这个歌声中，屠杀世界上的犹太人，屠杀波兰人民的。勃兰特缓缓走上石阶了，面前是巨大
的，中部塑有人物雕像的青石纪念碑。沉重的石块，黝黑的人形，犹如代表千百万无辜的死难者向这里默
然注目。这里曾经是华沙格托（Ghetto）也就是犹太人隔离区的所在地。

 



格托

格托，意大利威尼斯的一座岛屿的名字，1516年，那里曾被强行规定为犹太人隔离区。从此这座岛屿之名
就成了“特定人种集聚区”——尤其是“犹太人隔离区”的代名词。而华沙这里的犹太人隔离区，应是德
军在二战期间建造的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波兰首都华沙，1939年年底时，这里有居民约131万，其中犹太
人35万，占城市人口的四分之一强。当时他们居住在华沙老城的西部。据说那时那里是世界上继纽约之后
第二大犹太人集聚地。1939年9月，德国法西斯占领波兰后不久，纳粹盖世太保总头目海德里希接了“灭绝
犹太人”的指令，德军对犹太人的迫害随即升级。他们相继在东欧各地及其德国本土，建起了众多的犹太
人隔离区“格托”和集中营。1940年11月间，这块华沙犹太人集聚区的周围也被围起了高墙，架上铁丝网，
四分之一强的犹太人，就被圈进在只有城市面积4.5%的土地上。

之后，德军还将周边抓到的犹太人、非犹太人，不断押解到这里，使这里关押的人数最多时超过了45万人。
随后，纳粹军队在那里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1943年4月19日，忍无可忍的犹太人在隔离区内举行起义。
遭到纳粹德军的残酷镇压，绝大多数犹太人都惨遭杀害。截止1943年底，被围困在这里的近40万犹太人，
几乎全部遇难，犹太人隔离区也随即被德国军队夷为平地。这里的英雄纪念碑，就是为了纪念那次起义中
牺牲的人们的。

勃兰特将花圈敬献在纪念碑前。他直立起身体，肃立在无声的石像前，就在他应垂首致意的瞬间，他的双
膝却在下行，他跪在了冰冷的石阶上！

 

他的表情是凝滞的。他看到了什么？也许他觉得他在面对成千上万死难者的尸骨？也许他看到了，他20岁
时希特勒上台后，他远走他乡登上了那艘驶往挪威的船。船头上他曾立志，誓与纳粹法西斯不共戴天、战
斗到底。他没有能在战场上与纳粹战斗，现在他却要同纳粹遗留下来的仇恨抗争。

这位57岁的反法西斯老战士跪立在纪念碑前了，他的随同人员惊呆了，这个出乎意料，未在日程安排当中
的举动，让他们一时手足无措。而在周围的波兰官员和群众，却为这突如其来的举止深深地感动了。一时，
愣住的各国记者们，在短暂的愕然之后，随即让闪光灯交错辉映起来。旋即，一位跪立在冰冷石阶上的德
国总理的形象，就传遍了世界各个角落，成为二战战后世界历史上意义重大的瞬间定格。在所有爱好和平
的人民心头激起了强烈的、亘久的震荡。

从此，在深深受过德国纳粹铁蹄蹂躏的东欧人民心中，德国人不再只是兽面冷血杀人不眨眼的纳粹屠夫，
在他们的心中，从此便会、而且永远还会跪立着一位德国人，那是一位真心为自己的民族赎罪，真诚地向
曾被奴役的国家请求重归于好的德国总理。这就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华沙之跪”。在此，勃兰特总理为
德国战后历史上写下了极其重要的一章。“华沙之跪”也成为一座联邦政府与东欧重归于好之路上的重要
的里程碑。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当晚，勃兰特在两国外交部长的陪同下，与波兰首相顺利地签署了关于两国关系正
常化的纲领性文献——“华沙条约”。条约中正式承认二战后的奥得尼斯河为两国间的边界，宣布双
方“彼此没有领土要求，今后也不会再提出领土要求”的决定。

其后他在华沙电视台发表的讲话中说：所有的死难者撕痛我们的心，对他们没有人不会不悲伤的。他还说：
对历史事实的回避会给人造成错误的想象。要面对历史就不能容忍那些还没有得到满足的要求，也不能容忍
“秘而不发”⋯⋯我们必须将眼光放长，将道德作为政治力量看待。我们必须将不合理的链条剪断。为此，
我们不是要砸碎某种政治，而是要建立一种理智政治。

 

“在德国近代史的压抑下”，勃兰特后来对他华沙之跪的举措时提到，“面对百万受害者，我只做了，在
语言力所不能及的情况下，一个人能做的事情。”有外国评论家还这样写到：“他没有必要下跪，而他却
为那些应该下跪，而没有下跪的人，跪下了。”

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即时举动，在当时的德国国内却引起了轩然大波。当时《明镜》周刊举行的民意调
查结果表明，只有41％的人认为他的举动是适宜的。许多人还将勃兰特指责为“不要祖国的家伙”。然而，
东欧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却通过这位总理看到了“另一种德国人”的形象，这是一个要为“第三帝国”
制造的残暴行径真心赔罪，一个要以诚意与受害国重修于好的形象。



 

诺贝尔和平奖

波兰特华沙之行的10个月之后，1971年10月20日，这天联邦德国议会正在对1972年国家财政预算进行激烈
的辩论。突然一阵铃声传来，议会主席请求大家安静一下，他要向大家宣布一则最新消息。接着，主席先
生向全体议员宣布了一份他刚刚收到的电报：联邦总理维利·勃兰特获得了1971年年度诺贝尔和平奖。顿
时全场掌声雷动，在会的议员们，包括反对党在内，全体起立，向勃兰特致以了长时间的热烈地鼓掌。勃
兰特由此成为获得这项奖项的第四位德国人。

诺贝尔基金评定委员会为他写下的获奖理由是：联邦总理维利·勃兰特，作为西德政府领导人，为实施与
旧日敌国重归于好的政策，以人民的名义，向旧敌伸出了和好之手。他以美好的心愿，为欧洲和平打下重
要根基，做出了卓越贡献。这年年底，勃兰特还被美国《时代》周刊推选为1971年年度的国际人物。

 

30年过去了

2000年12月6日这天，德国施罗德总理也来到了格托死难者纪念碑前，这次他是为纪念“华沙之跪”30周年和
“华沙条约”签订30周年专程前往波兰的。

施罗德在“勃兰特纪念匾”揭幕仪式以及“维利·勃兰特广场”命名仪式上，以及在其他重要场合下，面
对波兰领导人及民众，面对华沙的“维利·勃兰特德国学校”的师生们发表了多次讲话。他说：30年前，
维利·勃兰特铁膝成道义，“它不仅对我个人来说，是个感人肺腑的一刻，在德波两国关系史上，同样是
感人肺腑的一刻⋯⋯维利·勃兰特的东欧政策，是对历史问题的正确回答⋯⋯我们今天再次相会在这个日
子，这个日子不仅与30年前的那个日子有关，这个日子还是我们两国开始走上共同未来的标志。”

正如施罗德，高度颂扬的那样，“华沙之跪”，将永远是德国政府“面对历史，承担责任的象征”。那个
格勃兰特纪念塑像，也会同华沙犹太人隔离区英雄纪念碑一起，永远⋯⋯永远矗立在两国人民心中。

 

（文章来源，百度文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