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16 天下 13
2016年1月11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苏兢

将降低难民驱逐出境门槛

默克尔下狠心了
“你们在什么时间点将

失去与我们待在一起的权
利？……我们扪心自问，
是否有必要把这个时间点
提前一些？我认为，应该
把它提前一些。”

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8日说，
她支持修改法律，以便降低驱逐难民
出境的“门槛”。这是科隆大规模性侵
案后，默克尔首次明确表态赞成修改
相关法律。

德国西部城市科隆跨年夜发生上
百起针对女性的性侵和抢劫案件，大
约1000名肇事者被目击者描述为“长
相像阿拉伯人和北非人”。截至8日，
警方已接到 200多起报案，其中多数
涉及性犯罪。按照德国现行法律，当
寻求避难者在德国被判处3年或以上
监禁且他们若被送回原先国家不会面
临生命危险的情况下，德方可把寻求
避难者驱逐出境。

随着科隆、汉堡、斯图加特等多个
城市近期曝出疑似难民制造的抢劫和
性侵案，德国司法部长海科·马斯、内
政部长托马斯·德迈齐埃等官员纷纷
表示应考虑将涉案难民驱逐出境。

默克尔随即呼吁商讨是否降低驱
逐出境的门槛，而 8日首次作出了明
确表态。默克尔说，是时候问问难民，

“你们在什么时间点将失去与我们待
在一起的权利？……我们扪心自问，
是否有必要把这个时间点提前一些？
我认为，应该把它提前一些。”

默克尔所属政党德国基督教民主
联盟（简称基民盟）9日在西部城市美
因茨开会商议此事，在会上提议只要
寻求避难者被判刑，无论刑期长短，都
要面临驱逐出境。“我们必须为自己这
么做，同时也是为了那些并未参与科
隆案件的众多难民。”默克尔在一次党
内会议上说。

科隆大规模性侵案发生后，德国
极右翼势力“欧洲爱国者抵制西方伊
斯兰化运动”9日下午在科隆中心广
场举行集会。据了解，该组织极端排
外，反对移民。该组织的联合创始人
卢茨·巴赫曼已经在社交媒体上打出
一句标语，“不欢迎难民强奸犯”。法
国《沙尔利周刊》去年遇袭后，这一组
织曾在德国发起2.5万人之众的示威，
规模名列欧洲前茅。

科隆警方预测，“支持北莱茵－威
斯特法伦州党”等其他极右翼政党也将
参加这次集会，而支持社会融合、反对种
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的人士同样会出现
在集会地点，场面恐怕会相当混乱。

另外，科隆警方在跨年夜执法不
力，招致民众质疑。科隆警察局长沃
尔夫冈·阿尔贝斯 8日被停职，以“恢
复公众对警方的信心”。

纳粹头子希特勒自传《我的奋斗》在德国被禁70年后，日前
再次上市销售，与德国民众见面。不过这一次，出版的是《我的奋
斗》注释版，增加了大量批判性评论。

注释版《我的奋斗》出版一事在德国引发激烈争议，支持者主
张借此戳穿希特勒的政治谎言，而反对者则担心“潘多拉的盒子”
或被打开，希特勒宣扬的极端思想可能死灰复燃。而通过这本书
的出版及其引发的争议，也能看到现代德国如何对待历史，如何
看待希特勒这一历史人物。

2015年12月11日，德国慕尼黑当代历史学会展出的不同版本的《我的奋斗》。

历史学家诺曼·卡曾斯指出，《我的
奋斗》里每一个字，使 125人丧失了生
命；每一页，使4700人丧失了生命；每一
章，平均使120万人丧失了生命。

这本被称为“世界上最危险的书”自
1945年后在德国被禁止再版。二战后，
同盟国将希特勒文稿的所有权转交给了
巴伐利亚州政府，因为希特勒死亡之前
的登记住址一直在该州首府慕尼黑。

《我的奋斗》以希特勒个人传记为主
要线索，讲述了希特勒的生活经历及其
世界观，最核心的思想为宣扬德国与奥
地利合并及反犹太主义。在纳粹德国战
败后，此书因宣扬纳粹主义思想，在不少
国家的出版发行都受到法律制约。

作为纳粹出版社的合法继承人，德
国巴伐利亚州财政部继承《我的奋斗》版
权后，一直致力阻止该书再版，并且屡获
成功。巴伐利亚州政府的目标非常明
确，即通过各种手段防止出版含有纳粹
思想的著作。州政府认为，在这个激进
右翼思想和反犹太主义倾向再次回归社
会的时代，德国尤其要阻止《我的奋斗》
的传播。

德国再版《我的奋斗》
封印解除 它带着“批注”回来了

根据相关法规，在作者去世70年之
后，版权就会自然失效。也就是说，《我
的奋斗》自希特勒在1945年自杀之后的
第70年，即2015年12月31日之后，其版
权将获得自由。

面对这一局面，德国政府提前谋划，
一是认定在德国出版《我的奋斗》原版违
法，触犯了有关禁止煽动民众的法律条
款；二是位于巴伐利亚州的慕尼黑当代
史研究所早早开始了准备，计划在版权
失效时推出一套科学批判版的《我的奋
斗》，以避免版权滥用以及过度商业化。

从1月8日起，由慕尼黑当代史研究
所编辑的、含有注释的《我的奋斗》完整
版将上市销售。此书约2000页，几乎是
原版的两倍厚度，售价59欧元。在全部
3500多条注释中，德国历史学家试图戳
穿《我的奋斗》所宣扬的极端思想，逐一
批驳希特勒的政治宣传。

至于为何要出版注释版《我的奋
斗》，慕尼黑当代史研究所表示，“这样做
的目的是为了深入解构希特勒和他的政
治宣传，由此消灭这本书一直有效的象
征力量。”

曾经遭禁
“世界上最危险的书”

回归书架
注释版《我的奋斗》 当前，德国各联邦州司法部长

只为注释版《我的奋斗》开放绿灯，
原版在德国的出版依然被禁止。他
们认为，虽然书的版权到期，但是内
容违法，煽动民众属于刑事犯罪行
为。但是为书增添了学术注解，也
就没有了反对发行的理由。有德媒
表示，新书对希特勒煽动性的语言
持批判性态度，添加的注释使读者
能够区分煽动性文字，预计新版会
引起德国读者的阅读兴趣。

虽然注释版本似乎为《我的奋

斗》加上了另外一道封印，但再版一
事依然在德国引发激烈争议，不少
人担心此举可能煽动民族矛盾。慕
尼黑和上巴伐利亚的犹太社区主席
夏洛特·克诺布洛赫表示，她虽然可
以理解人们对注释版本的学术兴趣，
但“这本书就像一个潘多拉的盒子，
应永远被关在历史的毒药柜子里。”

“你不能预测这些文字的作用。有
些人可能会再次把希特勒的话当
真。”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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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观调查公司近期在德国进行
的民意调查显示，51%的受访德国
人反对继续禁止此书出版。德国
NTV电视台的一项调查同样显示，
53%的受访者选择支持“这本书在

今天不再具有70年前的意义，再版
是没有问题的”的说法。还有 30%
的受访者认为，“有历史学家注解的
版本是没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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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联邦教育部长约翰娜·万
卡甚至要求在中学课堂上用注释版
《我的奋斗》当教材。她认为，评论
版旨在“协助政治教育，因此有关内
容写得深入浅出”。此外，德国教师
协会最近也作出了类似表态。德国
帕骚大学历史教授岑普芬尼格在接

受德国电台采访时表示：“只有教育
才能有效对抗任何形式的错误思
想。当人们需要使用武力或警察
时，已为时过晚。人们要先从思考
开始，要了解这种思想，对此没有比
学校更好的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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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稿件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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