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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統一的後遺症：德東人民的懷舊現象（上）

郭石城

（Abgrenzungsidentität）。

德東人民有懷舊情結的人數雖然不是很多，

但是作為他們代言人的民主社會主義黨（PDS）

在德東五個邦的邦議會都擁有議席，而且在好幾

個邦都有獲得20%選票的實力。二○○五年該黨

與德西區的左傾團體合併改稱為左派聯盟（Die 

Linke）以來，已成為聯邦議會擁有議席的第五

個政黨。由最近聯邦總統的選舉可以看到該黨也

有左右政局的實力。德國朝野早已注意到這個問

題，相關報導和專著不少，現在根據這些資料撰

寫本文謹提供關心德國政治的讀者朋友們參考。

一、統一的受害者和受益者

德東人民有哪些人懷舊呢？這個問題很複

雜，不容易找到具體的答案，我們只能指出，統

一的受害者大體上都有懷舊的傾向，不過，統一

的受益者也因人而異，未必完全沒有人懷舊。分

辨哪些人是受害者，哪些人是受益者也許對我們

釐清問題會有些幫助。

就像歷史上任何變革一樣，德國的統一有贏

家也有輸家。統一最大的輸家應該是東德黨政領

導高層以及與他們關係密切的特權階級。這些人

都是東德四十年專制統治的核心，是當年東德有

特權的群體和政治權貴。東德的崩潰以及隨後而

來的統一使他們一下子喪失了地位與利益。加上

統一之後聯邦政府嚴厲追究高級官員、黨員、軍

德國統一已經廿年，廿年來德東地區有不

少人還懷念著從前在東德政府統治時代的日子。

懷舊情結人人有，一個人處身亂世，每當夜闌人

靜，不免感時傷懷，就會想起從前美好的日子，

藉此讓心靈得到慰藉，這本來是很正常的現象。

可是德東人民懷念的卻是他們自己千辛萬苦要推

翻的政權，這種現象便值得推敲。

德東人民為什麼會有懷舊情結呢？原來統

一之後，德東地區在極短的時間內遭遇空前的劇

烈變化，市場經濟制度雖然帶來了自由，可是也

帶來了競爭和風險；西方民主政治與資本主義社

會的價值觀念也衝擊著每個人的思想與生活。這

種變化顛覆了整個社會結構和人民的生活經驗，

從社會安全制度、稅收制度以及多如牛毛的法律

規定的適應，到個人生涯的規劃以及擔心過去的

資歷是否因為統一而無效等等，逼使每個人都要

重新定位，一股巨大的壓力考驗著他們的適應能

力。沒有適應能力的人往往產生沮喪與頹廢的心

理，也滋長了怨天尤人的不滿情緒。他們一心想

要尋回一個值得肯定的自我。在尋回失去的自

我過程中，有不少人陷入懷念舊時東德的情結

中。有這種情結的人，並非真正想恢復過去的一

切，他們只是藉過去的東德來抗拒西方的文化，

抗議做聯邦德國的三等公民。他們認為東德自有

其本身的文化特質，四十年來東西德之間的差

異既不需要也不能加以否定，有的學者稱之為

抗拒的認同（Trotzidentität）或劃清界線的認同



27

PARISCOPE 德國通訊

警、情治人員的責任，甚至於「國家安全部非編

制內密報者」都受到大規模的追捕，使任何嫌疑

成為東德政權「共犯」的人都失去了就業與升遷

的機會，這些人便成為最不滿意統一以及最懷念

東德舊時代的一群。

除了當年東德最高階官員之外，大部分到達

退休年齡的官員和老幹部都能適應新情勢，運用

以前與西德政商界建立的關係，在工商領域，尤

其是房地產、保險和金融業做諮詢工作。至於那

些忠於東德政府或社會統一黨（SED）的普通公

務員，統一之後雖然仍舊保有原來的職位，但畢

竟是前朝官員，內心感受今昔不同，再加上聯邦

德國派來的官員或因仗勢凌人或因形式扞格，不

免有遭受歧視的感覺。不過他們在物質生活和社

會地位上仍舊比一般民眾享有較多的利益。

中小學教師們大部分都能繼續擔任原來的教

職，大學和研究機構尤其是人文和社會科學的教

師和研究人員卻沒有那麼幸運，不是被遣散，就

是被迫提早退休。

受東德專制政權政治迫害，或因政治上的原

因使自己個人發展機會受到限制的那群人，當年

東德和平革命的推動者，這批所謂「異議份子」

只是主張東德應該改革，他們並不贊成統一，因

此統一並未帶來欣喜之情，他們的物質生活和職

業也未見改善。年齡較大者已經無力學習和掌控

新技術，因此就業困難。已達退休年齡的人雖然

能夠享受聯邦德國退休制度的好處，得以避免像

東德統治時代那樣窮困的晚年。不過，由於過去

在東德就業機會不平等的情況下，薪水無法和特

權階級相比，因此他們領取的退休金也就相對的

很少，僅能溫飽過日子。聯邦政府一度考慮給他

們一些補償，都因為財政困難而作罷。他們內心

充滿了怒氣，其中不少人參加了「民主社會主義

黨」。

以上，只就身份而言，如依制度的改變來分

辨則另有兩類輸家，其一為長期失業者，另一則

為財產私有化制度的受害者。德東各邦引進市場

經濟制度之後，設備老舊、效率低落的東德企業

根本無法與世界市場的對手競爭，不得不大量裁員

或乾脆關閉，首當其衝者為中年人與婦女。因為

中年人學習新技能已嫌太老，退休又太年輕。至

於婦女則是因為婦女在兒童保育機構工作者人數

相當多，兒童保育機構附屬於國營企業，國營企

業倒閉或裁員便殃及池魚，婦女因而大量失業。

統一之後，德東各邦實施財產私有制，並

採取「歸還重於賠償」的原則，許多德西地區人

民以及早年逃離東德的人據此要求歸還被東德政

府沒收的房地產。可是現在的住宅又已經另有主

人，他們根據以前東德的法律已取得住宅的所有

權。如果有問題的房產是出租的話，現在的住戶

也有合法的租賃契約。彼此各執一詞，糾紛層出不

窮，因此，統一反而促成德東、德西人民之間爭奪

房地產的戰爭，引起德東人民極大的恐慌與怨恨。

統一最大的受惠者為正在就業的職工和退休

人員。統一後職工的薪資不斷調高，他們擁有的

權益也遠勝從前，情況不必細表。退休人員為什

麼會受惠則必須進一步說明。過去東德退休人員

平均只能領取最後薪資的30至40%，統一後則可

以領到80%以上退休金。統一以前，東德退休人

員領到的退休金只及西德退休金的三分之一。根

據一項統計數字，一九九九年年底德西已退休人

員領取的退休金平均是875馬克到1856馬克，德

東區則是1179馬克到1917馬克。從一九八九年到

一九九九年這十年間東德退休人員的退休金增加

了四倍，德西區退休人員如果要增加四倍，便必

須等廿五年的時間。

青年人也是統一的受惠者，儘管統一後有一

段時間，年輕人有仇外及暴力行為，但是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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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人不必像以前東德專制統治時代那樣完全由國

家統籌安排接受教育和就業訓練，而可以根據自己

的能力和性向就學和就業。而且由於德東地區處

在新舊交替的時代，到處都充滿了機會，青年人

只要肯努力學習，就可以獲得開創前程的機會。

其實，德東人民誰是真正的贏家？誰是真

正的輸家？這個問題不容易得到準確的答案，因

為大部分人都是有得有失，例如他們的薪資比以

前多了，也有私人財產，家庭生活已經改善，可

以到處旅行。可是另一方面，他可能喪失了往日

的地位，人生規劃也未必能盡如人意。實際上，

德東人民在作國家認同的時候也未必完全依個人

的得失作為衡量的標準。他們的意見經常受到輿

論和政黨的影響。根據一九九九年的一項民意調

查，基督民主同盟、社會民主黨的選民大部分都

認同自己是聯邦德國的一份子。相反的，左派聯

盟的選民則大多數以「東德人」自居。左派聯盟

自認為是懷念東德者、統一的批評者、統一受害

者的代言人，談懷舊現象就不能不瞭解該黨的政

策以及它如何為東德專制政權塗脂抹粉；本文擬

在後半段中詳細說明。

二、德東人民的懷舊情結

（一）藏在數字裡的情結

統一之前，東德人民對社會統一黨的顢頇腐

敗已經到了無法忍受的地步，因此才發動和平革

命，推翻了統治他們四十年的專制政權。統一之

後，由於生活未見改善，不滿的情緒日益增長，

他們逐步修正意見，開始美化東德，表揚它好的

一面，很少再提到它的負面形象。

聯邦德國民意機構在德東地區做了許多民意

調查工作，從有關問卷項目及調查結果可以大致

瞭解德東人民的懷舊情形，現在一一列寫於下：

(1) 如果現在回顧東德最後幾年情況，你認為完

全可以忍受或者必須大力改革？

 認為可以忍受的已從1990年的20％上升到

2001年的40％。

 認為必須大力改革的已從1990年的70％下降

到2001年的40％。

(2) 如果有人說：我們從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

我們都有工作，因此在東德統治時代，我們

過著美好的日子，你同意嗎？

 1994年有48％同意，26％不同意。

 2006年有47％同意，30％不同意。

(3) 下列項目都是一般人對東德的印象，你認為

真實的情況就是這樣的嗎？

A- 人民遭受監視，彼此都不敢信任。

 同意者1992年為43％，2004年下降為

25％。

B- 聽任東德政府胡作非為而無能力，令人

痛苦。

 同意者1992年為34％，2004年下降為

18％。

C- 社會統一黨欺騙了我們所有人。

 同意者1992年為70％，2004年下降為

39％。

D- 東德政權瓦解的時候，東德人民有真正

被解放的感覺。

 同意者1992年為60％，2004年下降為

43％。

E- 德東人民懷念以前的社群生活。

 同意者1992年為42％，2004年上升為

58％。

F- 社會統一黨建國初期的確克服了許多困

難，因此獲得了人民的信任。

 同意者1992年為44％，2004年下降為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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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東德本來想建立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

只是不幸失敗。

 同意者1992年為59％，1994年上升為

73％。

H- 像所有國家一樣，東德有壞的一面，也

有好的一面。

 同意者1993年為78％，1999年下降為

72％。

（二）虛無的懷念

東德有哪些施政值得人民懷念的呢？根據

左派聯盟圖林根邦議會黨團席拉姆洛夫（Bodo 

Ramelow）去年大選時的說法，東德教育制度成效

卓著，而且訓練出去來的專業人員都是他國爭相

聘請的對象。他說許多東德專業人員投奔西德乃

是因為禁不起物質的誘惑。實際的情況是：投奔

聯邦德國的人，有的是因為財產被沒收了，有的

是由於政治上的原因不能繼續工作，也有人因為成

分不好子女不能公平上學。最後一項正是拉姆洛夫

避而不談的問題。實際上，東德的教育制度早已受

到政治的污染。忠於政府和社會統一黨的家庭子女

們都享有優先權，那些不積極參與政治或在學校過

於特立獨行而右沒有家庭背景的學生，不論他們有

何種天賦，都可能被摒棄於學校門外，或者不能

自己選擇自己喜歡的學科。水往低處流，人往高

處爬，追求更好更公平的生活環境乃是人的天性。

東德政府既然無法讓人民過更好的生活，投奔西

德是很自然的事，拉姆洛夫的說法無法令人信服。

梅克倫堡‧福波莫恩邦（Meckelenburg-

Vorpormern）邦總理塞勒林（Erwin Sellering）

去年在大選時也曾經說過：「聯邦德國有他的

弱點，東德有它的強項。」東德的強項是什麼？

他特別強調的是婦女的地位和幼稚園。他說東德

婦女的地位比西德的婦女更平等。在東德有二分

之一勞動力是女性。已婚婦女即使有小孩也可以

安心就業，因為東德政府不惜經費，設立足夠而

且設備完善的托兒所、幼稚園，也有寬容的休假

和產假規定。塞勒林所言只是表象，實情則是：

(1)七○年代東德的人口急速下降，為了提高生

育率，才廣設托兒所和幼稚園，鼓勵婦女安心工

作；(2)由於母親長時間在外工作，子女則長時間

在育兒場所，父母與子女相處時間少，親情也就

比較淡薄，當年東德就曾經為此檢討過家庭生活

品質問題；(3)大多數婦女從事的多為地位低微、

收入少的工作。雖然參加工會和政黨的婦女人數

不少，可是真正能躋身高階層的卻屈指可數。

除了政治人物的評價之外，一般民眾也有他

們的懷念：(1)德東人民懷念以前的社群生活，他

們覺得統一後人際關係比以前冷淡得多，社區內

人民的互動已經減少，社會上競爭氣氛濃厚。德

東人已沾染了許多資本主義社會不良的習慣。德

東民眾有句口頭禪：「你有金錢，我有道德。」

這句話本來是用來對付德西同胞的歧視，現在他

們把它引申為：只有東德才保存著傳統的日耳曼

道德和文化。(2)德東人民強調，由於實施社會

主義，東德已經發展出一種特殊的政治文化。當

年東德專制政府實施社會主義不得其入，才導致

政治崩潰，可是這種特質在統一之後仍舊保存下

來，與聯邦德國的政治文化相比未必遜色，德東

人民實在不必妄自菲薄。(3)東德模仿納粹「希

特勒青年團」成立「自由德東志青年團」（簡

稱FDJ）鼓勵青少年參加他們奉辦的活動如：遠

足、露營、歌唱、著作、體操、射擊、騎馬等

等，雖然目的在灌輸馬列主義思想，並透過這些

活動讓青少年習慣「共同體」生活，即所謂「人

群社會化」以便統御。不過，不容諱言的是，這

些青少年自己覺得這段時間生活得很快樂，認為

東德也有它好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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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裡常常聽到：那裡人人有工作，有住

宅和收入，在現實政治中到處都可能聽到懷

念東德的言論，久而久之，也就接受了這些

觀念。

(3) 在東德專制統治時代，日常生活充滿了不

安，大家都怕說錯話，怕被有心人聽到。朋

友之間，彼此猜忌，彼此提防，大家都生活

在恐懼與不安之中，不知道不測之禍何時降

臨，如今這些不安已經遠逝，想也無益，不

如早日忘記。因此東德的失政，常常被淡化

或被遺忘。另一方面，一般人都喜歡回憶美

好的事物，而且回憶常常被美化。因此東德

政府的一些小恩小惠常常被誇大為德政。

(4) 一般人很難理解：當年在親朋好友面前激烈

批評東德政府的人，為什麼會回頭去緬懷去

美化他們要唾棄的政權？當年為了爭取自

由、民主、人權和富裕生活而鼓足勇氣走上

街頭抗議示威的人，為什麼會回頭去認同東

德？其實，仔細分析便可以知道，這些人大

多數都是為了發洩心中的不滿，並不是真正

想恢復東德的舊制，而且他們的人數並不是

很多，只是在少數政治人物的推波助瀾下才

蔚為風潮，造成一股歷久不衰的勢力。至於

少數政治人物如何操縱民意，如何美化東德

專制政權，這些都留待下文詳細解說。

（本文作者為德國海德堡大學博士，曾任僑選立

法委員，現旅居德國。）

以上幾個看法或有爭議之處，不過那的的確

確是部分德東人民的真實感受，允宜重視。

（三）美化了的回憶

由上述各節我們大致可以得到下面幾點結論：

(1) 由上述各項民意調查可知德東民意波動很

大，而且相當分歧。最重要的是因為東德不

是一個開放的社會，每個人只從他所處的天

地裡管窺東德。在東德，不同階層不同職業

的人各自過著他們的日常生活，彼此不相聞

問，政府也不讓人民有太多的聯繫或獲得大

量的資訊，因此，每個人看到的都不一樣，

也就不足為奇了。

(2) 令人驚奇的是：懷舊者當中也有不少青年人

甚至於是統一之後才出生的世代。其實年輕

世代並不太瞭解東德的歷史，他們不知道

蘇聯佔領東德期間的殘暴統治，也不知道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七日東德人民的抗暴事

件，更不用說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被鎮壓

這段歷史。學校的老師沒有勇氣告訴學生，

家裡的父母即使自己曾遭勞改，也不敢告訴

子女事實真相，免得他們多言賈禍。在東德

的年鑑裡，你無法獲得真正的統計資料。甚

至於有多少人犯罪，有多少人自殺都列為國

家機密。那些懷舊的人即使後來知道了一些

事情的真相，他們還是一廂情願地想回到以

前的無知狀態，換句話說，他們寧可拒絕承

認事實。德東年輕世代雖然對當年的東德沒

有留下什麼印象，可是他們現在在家裡或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