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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与纳粹主义》

内容概要

纳粹主义的崛起并非一个偶然事件，不像有时在德国境外历史文学里描写的那样，尤其是有关第二次
世界大战期间的情况。那时候．人们有一种倾向．强调路德宗教改革与纳粹主义之间的连续性，几乎
到了认定德国历史与西欧历史根本毫无关系的地步。这一观点与民族主义和保守的历史著作中所持的
观点如出一辙，因此纳粹对这种观点热烈拥戴便不足为奇了。对他们而言。所谓"特殊道
路"(sonderweg)不仅是要巩固德国作为列强的地位．而且是一概排斥各种立宪和社会机制(例如议会体
制)，因为它们与德国传统和德国人民的性格格格不入。

目录：

第一章魏玛共和国的危机与纳粹主义的崛起
第二章建立独裁统治 第三章镇压与顺从
第四章“民族共同体”与种族主义
第五章重整劳工和重整军备
第六章战争与欧洲新秩序
第七章集中营和种族灭绝
第八章从全面战争到全面失败
参考书目
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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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与纳粹主义》

作者简介

　　恩佐·克罗迪 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欧洲现代史教授。重要著作有《两个德国的历史》、《纳粹德
国》、《纳粹主义和德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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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1章 魏玛共和国的危机与纳粹主义的崛起　社会、政治和立宪的危机　经济危机和失业大军　
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崛起　传统政治党派的倒台　人物链接 　阿道夫·希特勒第2章 建立独裁统治
　从“国会纵火案”到大权在握　创建极权主义国家　元首为权力中心　名词链接　　希特勒青年团
　“少女团”和“美丽与忠诚”　冲锋队第3章 镇压与顺从　各种恐怖工具　重组警察部门与保安部
门　建立文化专制　迫害知识分子　名词链接党卫军：纳粹党的警察移民活动纳粹主义和各派教会
第4章 “民族共同体”与种族主义　种族和社会等级统治　纽伦堡种族法　“碎玻璃之夜”：从种族
歧视到大屠杀第5章 重整劳工和重整军备　第三帝国统治下的工作阶级　自给自足与军备重整　“四
年计划”　名词链接　德国劳动联盟第6章 战争与欧洲新秩序　侵略计划　军事、政治和战略联盟　
欧洲称霸计划　建立欧洲新秩序　欧洲的德意志化　史实链接墨索里尼与希特勒1942年被占领土和集
中营分布图　第7章 集中营和种族灭绝　集中营体系　人口变动和大批灭绝　“最后解决”与犹太人
种族灭绝　名词链接万湖会议第8章 从全面战争到全面失败　全面战争的纪律　内部分歧与倾轧　地
下运动和地下组织　一败涂地　名词链接政权内部的反对派纽伦堡审判参考书目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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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与纳粹主义》

章节摘录

　　在讨论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在政治上崛起的大致轮廓之前，先要分析一下1920年2月24日提交的那
份纲领。正是以这份纲领为基础，多年问经过一些必要的改变，该党确立了其政治蓝图，发展到了高
峰期，吸引了广泛的支持，并在这样广泛的民众支持下攫取了政权。2月24日的纲领里，即使在传统的
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看来，令人瞩目的也是公然声明的那种新的、特别的反犹主义原则及其连续性。该
纲领对那些和平条约作了清晰的剖析，对《凡尔赛和约》尤其加以拒绝。借用这种方式，该党希望把
德国国民中大部分人对民族主义的理解协调起来，加以利用——尤其是中产阶级，他们梦想通过获得
殖民地并扩张其版图，建立更伟大的德国，成为世界强国。　　这种帝国扩张与德国人作为一个种族
的含义联系在一起，要由纳粹政权在民众中事先进行划分并区别对待。犹太人被宣布为德意志人口之
外的民族。由于血统问题，他们不仅失去政治权利（甚至公民权），而且没有公众应有的权利，包括
出版自由。自从19世纪前半叶以来，德国社会的反犹主义情结形成传统，无论在社会上还是文化上都
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而现在，这个传统成为政治生活中的基石，成为国家种族主义的法律形式。在
德国以及别的地方，这个问题的发展，在1919年与出版联系在了一起，随后又大加发挥，推而广之，
成为国际性的反犹主义。该书书名为《犹太长老议定书》。　　在2月24日的纲领最初的草案里含有模
糊的反资本家内容，平民主义开始抬头。在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早期的讲台上就使用了这样的标语口
号：“大家好先于个人好。”“消除对利润的依赖。”等等。然而，1928年，希特勒修改了他过去宣
布的土地改革原则，而且毫无赔偿。修改后的原则专门用来对付犹太投机者的有害行为。　　在现实
中，希特勒努力获取民众的认同，吸引那些利用他的号召强烈反对魏玛共和国民主的人们，形成一种
直截了当的方法，来对付各种劳工组织和左翼民主团体。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登上权力宝座的早期阶
段正好是《凡尔赛和约》最失人心的阶段，民族主义情绪对协约国政策（尤其1923年1月鲁尔区被占之
后）的强烈反抗，在凝聚在该党周围、已经形成团体的战争老兵中掀起最不安定的因素。他们被这种
类同军队的结构深深吸引，而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正是要依靠这种结构反对魏玛共和国。希特勒的同
路人已经有赫尔曼·戈林（Hermann Goering），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空军机长将会在第三帝国中
成为最重要的人物，仅次于希特勒本人。在其他党员中，鲁登道夫将军的名字开始为人注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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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与纳粹主义》

编辑推荐

　　1933年1月30日，德国总统任命希特勒为魏玛共和国总理，德国的民族社会主义（纳粹主义）以合
法名义迅速崛起；德国民主机制不堪一击，1934年至1938年间极权主义在德国不可动摇地建立起来；
凭借各种镇压工具以及扎根于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强大的意识形态，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
间的纳粹恐怖统治。了解希特勒个人的经历和运命与纳粹的关系，纳粹主义为什么能崛起以及对20世
纪的影响，依然是理解今日德国、欧洲乃至世界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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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与纳粹主义》

精彩短评

1、流水账似的，没有一点新东西
2、真的很失望,写的说实话不象简介里渲染的那么好
3、不是很详细
4、作者立场中立，不过读这类书确实有点晦涩，如果读两遍效果会好很多
5、很“正统”
6、很一般
7、略读过罢了。。。
8、正在读，很棒，不想还给图书馆了哈哈
9、简明扼要是军事和二战史入门的良好读物
10、几乎无用。
11、照片多，资料多，但作者自己的观点不多。
12、我爱的男人。极爱。
13、看过最后一段，我便无可避免地像清醒过来的德国人一样陷入沉默。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三星，
三联的这一本已经十分客观真实。
14、有点点儿深奥。
15、独裁政权都是一个路数
16、写论文的时候看过。。挺薄的。。就是看过后就忘了。
17、纳粹普及书~入门级
18、意识形态的控制
19、怎么说呢，如果知道得稍微多点，这个就是鸡肋了
20、一战战败后人们对民主功用的认识为纳粹提供了生存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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