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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社会主义》

前言

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成了我们的兴趣的中心点；本书所讨论的虽是这个问题，却绝不愿其成为一种流行
式的文章：因为这本书尽管可以在10年15年前写成，而我恐怕，即在30年后，还是一本“现实”的书
，或竟尤甚于今日。这不是一种流行式的文章，因为我对于我们政府的政策存心没有直接讨论。这并
不是因为我对于希特勒（Hitler）政府漠不关心，或竟是存有敌视态度。这太谈不到了。我之所以放弃
与当道逐一辩论，而对于我们政府的政治措施以及我们握权人的意见仅间或考虑到，并且多半是限于
举例式的，其原因在于我确信，这一种态度能给予我的国家以最好的报效。观念？这工作只有在距离
日常政治相当的位置上，才能完成。因为只有在这位置上，我们才有能力看清这问题基础上的简单性
与其结构有着必然联系的整体观念（本身的简单处在及与本身有附属错综关系的复杂处在）。我力求
把一切惯用的名词分析起来，把一切理论上的、实际上的词句还原到其最终的意义本质上去，到处追
寻其基本着眼处及其系统的联系处。指出那在思想上有统一的所在，把它缺乏的创设起来。这个方法
我同样地、并且正要实用之于那些敌视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论上，比如说马克思主义。倘使读者在本书
的第三卷中——那儿我从事叙述马克思主义的意念——特别觉得头痛，那么他应当不为艰苦而灰心；
因为那些理论的强处就在于其技巧的结构和完固的系统，求一度认识此点，是对于每个在今日而要谈
政治事件的人所不可避免的要求。谁要以为这种求概念辩明和系统分析的努力过于理论、过于教授化
，因而认其对于生活形态为赘余，那么他是受了一个极重大的欺骗。他蔑视了思想的权力。科学（其
首要任务即在于辩明）对于“生活”，此处即指政治，也是贡献的。政治家固不能按照学理去创造他
的工作：这样，他会成为一个不育的（不能成事的）理想家。但是他应当携着学理去创造：因为他应
当站在认知的明光之中。我们有不可胜举的聪慧政治家，曾如此行事——即在革命时代也有。当然了
，那些“学理”也一定要适宜于烛照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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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社会主义》

内容概要

《德意志社会主义(第2版)》内容简介：德意志社会主义视其任务为把德意志国从经济时代的沙漠中拯
救出来。⋯⋯德意志社会主义不是无产阶级的，不是小资产阶级或其他社会主义部分的，而是一个民
族社会主义。因为它包括全体，所以亦及于各部分的文化，不仅限于经济方面：它是全体的。倘使德
意志社会士义的拥护人脑海中有一个想象图状，那么这图状应当是：人类伟人的创造的时代，在这时
代中统一的精神把个人结合成一个有意义的全体，在这全体之中，个人能完全其自己的生命，为共同
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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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社会主义》

作者简介

本书是驰名世界的20世纪德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桑巴特1934年写就的一本论述社会主义学说的著作
，充分展现了其不同于马克思及国家社会主义的独特理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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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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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社会主义》

章节摘录

人于其情感世界上是荒野化了，而在知识上也成了畸形不发育状态。毫无疑问，我们时代的人平均比
从前时代的人要愚笨些。17、18世纪的学者要比19、20世纪的聪明得多；牧羊童较智于工厂工人；旧
式的家庭主妇较智于女学生。可是在这时期中，人类的精神知力并未退步，其原因在哪里呢？这大概
就在于现代知识资料及其推广、传递的特殊处在，关于此点我们已讨论过。此处不能和整个的科学界
辩论，因为科学之为科学并没有很严重地影响我们时代的标记和社交生物的人类。不然我们一定要回
答那些问题了：为什么Montaigne（蒙田），LaBrlay6re（布吕耶尔），Rochefoucault（候须福柯），歌
德，尼采等人，知道人类的心灵生活比近代的“心理学家”还要多？为什么Brehm（老布雷姆）知道
动物生活比许多现代的动物学家还要多？或是JustusM6sr知道经济生活比现代的经济学“理论家”还要
多？这大概与那个事实有密切关系，歌德一次曾经很深刻地确述过：“事实上，要是知道得少，反可
以知道得对。”与我们相关的是那现代科学所作的并且直接、间接由书，报，小册，电影，无线电，
演讲等等所灌输的知识资料，对于所谓的民众心灵所生的影响。我们可以找到下列几个最重要的影响
：首先，我们可以说人们是学识化了（intellektualisiert）。“求学问”是现代人类，尤其是都市人的特
性。所谓“学问”者第一在于集聚若干“知识”，这些知识都是由书本读来的，换句话说是已经经过
概念思考的中介而产生的东西。其次，在这丰富的拥挤的知识资料之中，人是肤浅化了，因为食而不
化的缘故。而最糟的则是：因为个人离开知识根源的路太远，不能亲自到达，他所得到的只是已经制
造完毕的一些口头禅成语，所谓知识早在此中僵化了。这些口头禅成语，学识的食汤粉，就是大多数
求学问的人们的食料，其结果达到半学问或是四分之一学问，比无学问还要坏得多。人们很自豪，以
为自己是从先人成见与谬见中解脱出来；而自称“自由”的人，实则已经被那硬化“学理”的一重不
可冲破的蛛网围住，在这种网中比那些在先入成见和谬见锁链下的从前的自然人，行动还要不自由得
多。他所陷入的那些概念：无神主义或达尔文主义，阶级斗争或反犹太主义，国际主义，人民艺术，
榨取，社会革命，进步，反动，人种学或其他，不问叫什么，都是一样；他是被牢牢地拘在那儿。知
识增多与普遍的第三个影响，我称之为：知识的平凡化。我拿这名词来称呼人们对于宇宙奇迹的麻木
不仁。比如现在传播知识最有效力的“文化影片”（，教育影片），真叫人摇头。这班滞钝的民众看
到那些最精微的、最神圣的事件的报告，竟完全不关痛痒，平淡无奇，没有一点冲动。可以是植物或
是动物的生活，可以是其他民族的神圣礼俗或是原始森林或寒冰世界的秘密：这些饱和的民众统给吸
收进去，没有震恐，没有敬畏，没有自己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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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社会主义》

编辑推荐

《德意志社会主义(第2版)》：第三种社会主义1934年，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一本于家国危难中寻求
出路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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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社会主义》

精彩短评

1、桑老师你就是个杯具。。
2、　　桑巴特作为家境殷实的中产阶级之子，自小受到了自由主义派别的全方位照料，这一点是与
命苦的韦伯有着强烈反差的。二人出身背景上的不同特性也体现在其各自学说上。
　　德意志社会主义，总的来说是一部关于如何改良德国“现行”政治经济制度的智囊报告。为求区
隔各种偏狭的理解，作者花费大量笔墨，开篇即着力阐述什么是“社会主义”、“德意志的”和“马
克思”还有至为关键的“德意志社会主义”。历史上已经出现的信奉天主教义观的和马克思经典命题
的社会主义在桑巴特看来都不适用于今日（1934年6月）之德国，于是，方才有大师级的改良方案出炉
。
　　在阐述过桑氏所谓的“德意志社会主义”的概念之后，进而提出了要在技术、经贸、货币流通和
人口结构等等方向各个维度上大刀阔斧改革的要求，唯独绕过了政治体制建设的问题。或许是囿于当
时的政治空气，亦或是桑巴特预见到了千年帝国风雨满楼的苦涩前景、还可能是真如海德格尔那样，
真心选择了与纳粹合作的态度。
　　文中只一处提到了，政治合法性是德意志社会改良的前提。查今日之政府皆自法权而出，处处符
合宪政规范，自然是大好的。但就在一年前的3月23号，临时授权法就在奉行国家社会主义的大堂之上
通过，才正式开启了德意志国黑暗的进程。
　　但桑巴特毕竟不是海德格尔，并未处在意识形态或左或右逼做取舍的风口浪尖之上。这使他依然
游刃有余地行走在社会学与经济学概念的边缘，继续缝补其第三条社会主义道路的大旗。自社会自组
织形式（今日之名词）、网络结社、人口发展规划（蒙上了民族主义色彩，不完全同于费希特却经常
借用后者之名）又到商品经济，提出了一揽子计划。难能可贵的是，在风雨飘摇之际，桑巴特还坚持
这一条道路当为飞越高资本主义（Hochkapitalismus）峡谷的良方，证明其倾注之巨！
　　行文观点也有若干问题，例如作者过分强调德意志国道义上的强大和民族成分的复杂，这与德意
志国奉行普世价值和正义理念的论证基础势必发生冲突。又如，作者也深知军备竞赛所带来的危害，
但却单纯希冀国际秩序的调解，无异于展现了政治上的幼稚和极端理想化倾向（这一点有待进一步分
析）。在讨论银行信贷系统国有化的问题上，为印证自身假说，粗暴地摈弃了一切对立的可能发生的
警告，似乎又能看出桑氏急于求成的心态。
　　这里提出问题并不是在于批判本书的价值和桑巴特的学术水准。相反，正是由于这些可进一步谈
论的问题显示了桑巴特论证基础的博大、立意的深远和可贵的学术情怀。桑氏早已预见到有可能随之
而来的批评，自己辩解说到：这一切只是为德意志国量身定做的社会主义模式，而非对任一国的。
　　他的孜孜以求全是来自于对自己父国无尽的热忱，相信心中的那个国总归有获得希望和荣光的一
天——我们一定要在我们德意志的土地上直接深耕下去，倘使我们要能在这世界漩涡中支持的话。
3、翻翻而已。
4、桑巴特认为德意志其整个时代的大部分是受着犹太精神的支配，因为受众所认识经济时代的精神
，多半即是犹太精神。关于这一点马克思确是言之成理，他说“实用的犹太精神成了基督民族的实用
精神”而“基督教徒既经化为犹太人，于是犹太人也因此得到解放”，“犹太人在现实本性即实现在
资产的社会之中”。然而科学既不能证明在某一特定人种中只有一个精神，亦不能证明某一特定精神
只能在某一人种中生长。一个黑人可以有德意志精神，亦正如一个德意志人可以有黑人精神，都在可
能性的范围以内。所能证明的只是：在德意志民族中有德意志精神的人比之于在一个黑人民族中特别
多。所以国家要从不同的人种中选出适于其本性的个人来建造其人口。要寻找有正确观念的国家论，
已经非返还到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不可。
5、一看到这本书就想起大一时某篇惨不忍睹的论文><
6、告诫自己不能陷进去不能陷进去！不然就毁了。像这样非常温和又有涵养，看似暧昧的学术书，
很有可能刚好推了迷茫的高智商青年一把。这是一本理性探讨如何建构美好的国家社会主义的书，千
万小心⋯⋯另外译文实在太优美了，该给6颗星！
7、本该在2016年读完的⋯⋯延迟了整整一年呢（摔！ 译笔太棒，膝盖给你！顺便这个作者还真是在
用一种“这是真理喔～”的态度在一本正经说着危险的话呢（笑
8、納粹時代的作品，有限的言論空間下的思想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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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社会主义》

精彩书评

1、桑巴特作为家境殷实的中产阶级之子，自小受到了自由主义派别的全方位照料，这一点是与命苦
的韦伯有着强烈反差的。二人出身背景上的不同特性也体现在其各自学说上。德意志社会主义，总的
来说是一部关于如何改良德国“现行”政治经济制度的智囊报告。为求区隔各种偏狭的理解，作者花
费大量笔墨，开篇即着力阐述什么是“社会主义”、“德意志的”和“马克思”还有至为关键的“德
意志社会主义”。历史上已经出现的信奉天主教义观的和马克思经典命题的社会主义在桑巴特看来都
不适用于今日（1934年6月）之德国，于是，方才有大师级的改良方案出炉。在阐述过桑氏所谓的“德
意志社会主义”的概念之后，进而提出了要在技术、经贸、货币流通和人口结构等等方向各个维度上
大刀阔斧改革的要求，唯独绕过了政治体制建设的问题。或许是囿于当时的政治空气，亦或是桑巴特
预见到了千年帝国风雨满楼的苦涩前景、还可能是真如海德格尔那样，真心选择了与纳粹合作的态度
。文中只一处提到了，政治合法性是德意志社会改良的前提。查今日之政府皆自法权而出，处处符合
宪政规范，自然是大好的。但就在一年前的3月23号，临时授权法就在奉行国家社会主义的大堂之上通
过，才正式开启了德意志国黑暗的进程。但桑巴特毕竟不是海德格尔，并未处在意识形态或左或右逼
做取舍的风口浪尖之上。这使他依然游刃有余地行走在社会学与经济学概念的边缘，继续缝补其第三
条社会主义道路的大旗。自社会自组织形式（今日之名词）、网络结社、人口发展规划（蒙上了民族
主义色彩，不完全同于费希特却经常借用后者之名）又到商品经济，提出了一揽子计划。难能可贵的
是，在风雨飘摇之际，桑巴特还坚持这一条道路当为飞越高资本主义（Hochkapitalismus）峡谷的良方
，证明其倾注之巨！行文观点也有若干问题，例如作者过分强调德意志国道义上的强大和民族成分的
复杂，这与德意志国奉行普世价值和正义理念的论证基础势必发生冲突。又如，作者也深知军备竞赛
所带来的危害，但却单纯希冀国际秩序的调解，无异于展现了政治上的幼稚和极端理想化倾向（这一
点有待进一步分析）。在讨论银行信贷系统国有化的问题上，为印证自身假说，粗暴地摈弃了一切对
立的可能发生的警告，似乎又能看出桑氏急于求成的心态。这里提出问题并不是在于批判本书的价值
和桑巴特的学术水准。相反，正是由于这些可进一步谈论的问题显示了桑巴特论证基础的博大、立意
的深远和可贵的学术情怀。桑氏早已预见到有可能随之而来的批评，自己辩解说到：这一切只是为德
意志国量身定做的社会主义模式，而非对任一国的。他的孜孜以求全是来自于对自己父国无尽的热忱
，相信心中的那个国总归有获得希望和荣光的一天——我们一定要在我们德意志的土地上直接深耕下
去，倘使我们要能在这世界漩涡中支持的话。
2、桑巴特作为家境殷实的中产阶级之子，自小受到了自由主义派别的全方位照料，这一点是与命苦
的韦伯有着强烈反差的。二人出身背景上的不同特性也体现在其各自学说上。德意志社会主义，总的
来说是一部关于如何改良德国“现行”政治经济制度的智囊报告。为求区隔各种偏狭的理解，作者花
费大量笔墨，开篇即着力阐述什么是“社会主义”、“德意志的”和“马克思”还有至为关键的“德
意志社会主义”。历史上已经出现的信奉天主教义观的和马克思经典命题的社会主义在桑巴特看来都
不适用于今日（1934年6月）之德国，于是，方才有大师级的改良方案出炉。在阐述过桑氏所谓的“德
意志社会主义”的概念之后，进而提出了要在技术、经贸、货币流通和人口结构等等方向各个维度上
大刀阔斧改革的要求，唯独绕过了政治体制建设的问题。或许是囿于当时的政治空气，亦或是桑巴特
预见到了千年帝国风雨满楼的苦涩前景、还可能是真如海德格尔那样，真心选择了与纳粹合作的态度
。文中只一处提到了，政治合法性是德意志社会改良的前提。查今日之政府皆自法权而出，处处符合
宪政规范，自然是大好的。但就在一年前的3月23号，临时授权法就在奉行国家社会主义的大堂之上通
过，才正式开启了德意志国黑暗的进程。但桑巴特毕竟不是海德格尔，并未处在意识形态或左或右逼
做取舍的风口浪尖之上。这使他依然游刃有余地行走在社会学与经济学概念的边缘，继续缝补其第三
条社会主义道路的大旗。自社会自组织形式（今日之名词）、网络结社、人口发展规划（蒙上了民族
主义色彩，不完全同于费希特却经常借用后者之名）又到商品经济，提出了一揽子计划。难能可贵的
是，在风雨飘摇之际，桑巴特还坚持这一条道路当为飞越高资本主义（Hochkapitalismus）峡谷的良方
，证明其倾注之巨！行文观点也有若干问题，例如作者过分强调德意志国道义上的强大和民族成分的
复杂，这与德意志国奉行普世价值和正义理念的论证基础势必发生冲突。又如，作者也深知军备竞赛
所带来的危害，但却单纯希冀国际秩序的调解，无异于展现了政治上的幼稚和极端理想化倾向（这一
点有待进一步分析）。在讨论银行信贷系统国有化的问题上，为印证自身假说，粗暴地摈弃了一切对
立的可能发生的警告，似乎又能看出桑氏急于求成的心态。这里提出问题并不是在于批判本书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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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桑巴特的学术水准。相反，正是由于这些可进一步谈论的问题显示了桑巴特论证基础的博大、立意
的深远和可贵的学术情怀。桑氏早已预见到有可能随之而来的批评，自己辩解说到：这一切只是为德
意志国量身定做的社会主义模式，而非对任一国的。他的孜孜以求全是来自于对自己父国无尽的热忱
，相信心中的那个国总归有获得希望和荣光的一天——我们一定要在我们德意志的土地上直接深耕下
去，倘使我们要能在这世界漩涡中支持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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