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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1939 年 9 月 1 日，德國不宣而戰，進攻波蘭，揭開第二次大戰的序幕，直到 1945 年 9

月 2 日，日本正式投降時戰爭始告結束。這是二十世紀中的最大戰爭，也是人類有史以

來的第一次全球戰爭。戰爭長達 6 年之久，戰火遍及三大洲和三大洋。」 

 

上述的這些，是我們國中時所學世界史的一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戰。這場戰爭，打的各

國昏天黑地、死傷慘重，除了地理範圍的廣大之外，在軍事及金融方面，皆有一定的影

響。甚至，對往後各國發展，是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我們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開啟人

－希特勒，想要有所探討，究竟是什麼背景因素而導致一場如此殘酷的戰爭。在偶然中，

知道希特勒納粹主義的部分起源於墨索里尼的法西斯主義，想藉此機會，了解兩者之間

之淵源。 

 

二、研究目的 

 

為何產生如此的軍國主義？墨索里尼和希特勒兩者之間的差別在哪？他們所握著的理

念與開啟這一切的目的，又是為了什麼？法西斯與納粹除了名稱的不同、地點的不同，

兩者的差異又在何處？這些都是我們所要找尋的答案。所以，我們的目的即為將這同時

間點，兩位開創時代的政治人物、兩者所建立起來的主義及黨，做討論及比較。不僅是

生平或是發展過程，皆是我們所要探討的，並引申了解二次大戰之間的因果。 

 

 

 

 

 

 



開創國家新時代的兩大政治人物－墨索里尼與希特勒 

 

 3

三、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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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 墨索里尼 

 

01.家庭與生活背景 

 

墨索里尼全名班尼拖．墨索里尼（Benito Mussolini），生於 1883 年義大利東北部的農村

鐵匠家庭，1945 年遭游擊隊槍擊處決而死。墨索里尼的母親蘿莎是個虔誠的羅馬天主教

徒，在小學執教鞭。父親亞歷山卓則因家道中落而被訓練成鐵匠工，雖然亞歷山卓沒受

過什麼教育，但卻有著改變世界的熊熊慾望，並且極為狂熱社會主義。墨索里尼有一位

弟弟名叫阿諾德．布雷沙，這兩兄弟因為母親的關係，從小就在教會中長大，但墨索里

尼有一次不禁發牢騷抱怨一天禱告太多次了。他和弟弟從小就耳濡目染父親和其友人所

狂熱的社會主義，所以一等到墨索里尼有能力自主，他就立刻為社會主義政治而放棄宗

教信仰。 

 

02.激進份子 

 

因父親亞歷山卓是個社會主義者，所以他一心想把墨索里尼調教成社會主義份子，但墨

索里尼卻是個革命家，而不是社會主義者，他只有在有利可圖時才以社會主義者自居，

一旦達成目的便過河拆橋，建立自己的革命運動，用他自己的方式去領導義大利。舉例

來說，1912 年，墨索里尼參加義大利社會黨全國代表大會，言辭激進，而導致四位溫和

派領袖下臺，並且奪得黨報《前進報》的編輯權，開始登上政治舞台。三年後，他認為

過去他的野心是透過社會黨而出人頭地，而此願望顯然已經達成了，現在他看到干預國

際戰事，進而令義大利躍升至西方國家所敬重的地位，將會為他自己帶來莫大的利益，

於是他的野心便由社會主義者轉向了。 

 

從墨索里尼的成長過程或求學階段中，就看得出來他具有強大的野心，連他對自己的印

象都是個動個不停、桀驁不馴的小孩。八歲大，墨索里尼已經是個技巧頗為熟練的小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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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卻極富有同情心；他喜愛鬥爭，幼年時有次有位比他大的男孩搶走他的玩具車，父親

並不同情他，並說：「男子漢大丈夫要能夠保衛自己，而不是以哭泣乞求別人憐憫，除

非你去揍那傢伙一頓，否則別再回來見我。」（註一）因為父親的這番話，墨索里尼去

找了男孩復仇，而這種為戰鬥而戰鬥的熱愛就一直留在墨索里尼體內。墨索里尼在青少

年時期即有高超的演辯技巧，校長甚至選派他在當地向大家公開演講。 

 

墨索里尼曾說：「我的血液中有流浪的癖性，催促我不停地往前行去。我是

一個不安定的人，有著狂暴的脾氣，沒沒無聞，不受歡迎。」（註二）此句

顯現墨索里尼在年輕時，就是位激進份子，從許多行為中也可以來驗證。

例如，才隨父親搬到佛利市一個月不到，墨索里尼就因妨礙安寧被捕而被

關，又因發表煽動言論而被罰款；為社會主義期刊撰寫辛辣的文章、鼓吹

使用暴力等等。

 

圖一：墨索里尼 

03.大權在握 

 

1922 年墨索里尼成為首相，並身兼外交和內政這兩個最重要的部長。墨索里尼說：「對

於社會秩序我們絕無妥協的餘地，因為我們的信心若減低，就可能造成自己接納寬容大

量的奢侈心態；想要信心增強，就必須養成不容異己、固守立場絕不妥協的思想。」（註

三）墨索里尼的強大野心，使法西斯得以控制了義大利人生活中的每一個環節，墨索里

尼一方面把注意力轉移到改善義大利人民的生活上，另一方面也放遠目光向世界，法西

斯領導的義大利意欲在強權之國間佔有一席之地。 

 

1925 年墨索里尼在義大利正式建立法西斯獨裁政權，宣布法西斯黨為唯一合法政黨，鎮

壓共產主義運動和其他各種民主運動，把義大利人民置於國家高壓下。1922 年墨索里尼

被宣布為首相後，就說：「國家現在掌握在我們手中，我們發誓將引領它回覆古代的光

榮和偉大。」（註四）墨索里尼渴望義大利再次統治世界，正如幾個世紀前羅馬帝國所

表現的一樣。這種企望深深影響了墨索里尼內政和外交的決策。在內政方面，他推動了

許多建築計畫，在 1930 年代許多建築和修復工程均達到高峰，但墨索里尼卻不時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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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皇的計畫，而迫使成千上萬的人們離開家園，流離失所。1935 年墨索里尼出兵衣索匹

亞，想將義大利海外殖民地設於此地。但墨索里尼卻用極為殘酷的手段來進行，對於所

有的反抗者，他下令一律加以槍殺。當年他在衣索匹亞發表了演說，他說佔領了衣索匹

亞，是象徵義大利回復古羅馬帝國光榮的第一步。在接下來的幾年，墨索里尼也持續著

他的入侵和佔領行動，並且陶醉在他所建立的帝國中，他認為義大利的軍力足以和其他

任合一個國家匹敵，但事實並不是如此，義大利的軍隊和經濟正迅速的在腐化。 

 

04.衰敗、終結 

「在墨索里尼統治的 21 年中，對內取消諸多反對黨，鎮壓工人和民主運動，宣傳種族

主義思想；對外大擴軍備，積極推行擴張政策，並稱自己為“新凱撒＂。接連發動侵略

戰爭，但軍事卻連連失利，動搖了法西斯統治。」（註五）1943 年，羅馬首度在戰爭中

遭到轟炸，此時，義大利國內人民反法西斯運動也逐漸高漲，想要免除墨索里尼的職位，

終於，在第二天，國王就將其職位免除，法西斯獨裁也宣告結束。由於墨索里尼那好大

喜功和急於爭取勝利的性格，使他忽略了義大利本身缺乏的資源及落伍的裝備，最後墨

索里尼的帝國終於破碎，也讓自己走向了死亡之路。在墨索里尼最後幾個月的生命中，

他已失去了至高的權利，而游擊隊也在追緝他。在 1945 年，墨索里尼被游擊隊逮捕並

加以處決。義大利終於從法西斯主義和領袖的夢魘中解放出來。 

二、法西斯主義 

01.法西斯主義 

法西斯主義（英語：Fascism；義大利語：fascismo）是一種獨裁主義的政治運動，在 1922

年至 1943 年間的墨索里尼政權下統治了義大利。 

 

法西斯主義可以視為是極端形式的集體主義，反對個人主義。可以說個人的地位被壓制

於集體—例如某個國家、民族、種族、或社會階級之下的社會組織。法西斯主義可以說

是在社會與政治劇烈緊張情勢下產生的。 

 



開創國家新時代的兩大政治人物－墨索里尼與希特勒 

 

 7

A.法西斯主義所否定的 

 

a.排拒民主、個人主義、人權、人性尊嚴 

b.排斥自由制社會；譴責經濟自由、「放任主義」 

c.排拒以理性作為衡量事務的標準和幸福與無止境進步的神話                                  

d.抗拒馬克思社會主義 

e.否認人道主義的普遍性 

 

B.法西斯主義所肯定的 

 

a.國家就是最高公義 

b.領袖具有無上的權利，代表著一個國家 

c. 以「信仰、服從、戰鬥」為滿足 

d. 頌揚犯險、軍人、抗爭  

 

02.戰爭與法西斯主義的崛起 

 

墨索里尼在《前進報》上鼓吹支持戰場上的英國、法國和俄國，主張參戰，並私下發行

《義大利人民報》，引起反戰的社會黨員不滿，在 1914 年遭開除黨籍。然而墨索里尼早

就料想到會有這種結果，他說：「因為如此，我覺得輕鬆多了，以前被政治組織的教條

牽絆住，做事總束縛著，現在少了這些教條我更自由了，可以有更好的準備去打我想打

的仗。」（註六）墨索里尼組織了一個「革命同志會」，成員都是年輕人，他們到處宣揚

戰爭。在 1915 年時他以行動支持他的言論，加入了第十一狙擊兵團，參加第一次世界

大戰。戰後義大利經濟破碎，這時共產主義開始嶄露頭角，主要原因是拜俄國布爾什維

克黨革命成功所賜，義大利的第一場共產黨份子示威活動發生在 1919 年，他所造成的

熱烈迴響刺激了墨索里尼跳入政治活動中。幾個月的時間，墨索里尼仔細思量眼前的局

勢，決定找出屬於他自己的革命運動。於是，法西斯黨（Fascist Party）便於同年在米蘭

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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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開始法西斯黨的規模非常渺小，於是墨索里尼為「法西斯」這詞注入新的意義：象徵

古羅馬時代執政官主宰生與死的權利。墨索里尼發布了一套黨綱，加上其他的激進運

動，法西斯黨開始成長了，向以工業為重的義大利北方各地紛紛成立法西斯黨支部。經

過一段時間後，墨索里尼開始著手把原本是一項「運動」的法西斯黨，改變成一個政黨，

他新立了一個黨綱，而這黨綱中他也透露著民主的日子已經結束，墨索里尼更發表了一

篇文章，這篇文章也證明了墨索里尼想要成為義大利的救世主和獨裁者。 

 

除了墨索里尼的野心外，造成法西斯主義運動與政權崛起的重要歷史條件在於義大利自

1861 年建立統一民族國家所實施的立憲民族制，一方面體質脆弱，另一方面無法有效解

決戰後經濟與社會的問題，導致人民普遍不信任立憲民主制的有效性與合法性，而義大

利本身又缺乏民主制的傳統。使得墨索里尼因善於利用大眾媒體造勢，以及利用誇張雄

辯之演說來鼓動民眾，而讓法西斯這個原本弱勢的政治團體不到數年時間及形成一聲勢

浩大的政黨。 

 

三、希特勒 

01.家庭與生活背景 

1889 年希特勒出生在奧地利一個海關文職人員的家庭，全名阿道

夫‧希特勒（Alois Hitler）。希特勒的父親阿洛依，嚴厲、野蠻，

而這種獨裁主義便成為心理中一種極大的目標。希特勒從小接受

相當傳統的奧地利式教育，居於印河畔的小鎮，在就學環境中養

成了他那日耳曼主義的思想。 圖二：希特勒 

曾經夢想成為「奧地利的米開朗基羅」的他，兩度申請當時的維也納藝術學院，但畫作

卻被評為「無法令人滿意」，之後，藝術學院的院長建議他申請建築學院，但沒有高中

文憑的希特勒，多次被拒絕，使他一直無法進入職業學校就讀。這樣的打擊和挫折，在

往後的三十五年當中，他都忘不掉，甚至，在成為德國的總理時，他還是懷恨教育制度

所主張的菁英主義；這可能也是希特勒成為激進的反知識份子思想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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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勒在小時候，就清楚的流露他具有軍事細胞。在他的成長過程中，他大多是獨來獨

往、獨立的男孩，而他所閱讀的書也不脫探險及戰爭故事，唯一能吸引他的遊戲就是戰

爭遊戲，而且他從不自己扮演戰士的角色。「希特勒用它的舌頭代替了他的雙手。」他

永遠擔任一位自視不凡的領袖。                                            

 

02.激進份子 

 

希特勒極度嚮往維也納的藝術生活，但他在維也納的生活從一開始便遭遇到失敗，也從

未好轉過。他曾在書中寫過：「維也納對我來說是一個艱苦嚴格的學校，但我卻學到一

生中受用無窮的一課。」直到 1911 年，還是沒有任何固定收入。希特勒的思想越來越

專注於德國及日耳曼人的光榮，而政治也成為他最喜歡的話題。 

 

「在維也納有很多人都有一個極普遍的看法，就是認為，奧地利和德國當前面臨的問

題，是由於種族混居所引起的。當時在維也納有一本很受歡迎的雜誌名為《奧斯塔拉》，

這份雜誌一值在爭辯白種的日耳曼人是一種“較高等＂的種族，是一個命中注定要統治

這個世界的「偉大種族」；而且所有社會的問題全都是源自於其他次等、膚色較黑的民

族污染了這個種族。吉普塞人、斯拉夫人、特別是猶太人，都被一一點出變成危害這個

偉大種族血統純度的敵人。」（註七）這種偏見在當時是很普遍的。而希特勒正是這本

雜誌的忠實讀者。反猶太人運動─仇視猶太人，在奧地利已經有一段很長的歷史，而這

種思想不斷在希特勒的腦中發酵。但這時的希特勒依然認為自己該當成為一位藝術家，

還沒積極的考慮追求政治事業。後來希特勒宣稱「被各種族自成的圈圈趕出」而轉往慕

尼黑，在這期間他的遷居也被認為拒絕服奧國二十四歲之兵役。二十五歲，希特勒參加

他心中認定的祖國－德國的志願軍。 

  

03.大權在握 

1918 年 11 月 9 日，德國簽下第一次世界大戰停戰協議書。一個帝國就此衰滅，人民所

組成的團體接連著發動暴動，直到德國成為社會主義共和國。「技術上，陸軍軍人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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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是違法的，但這次希特勒的情況例外，軍方想重建已粉碎的德國陸軍，因此，他們

正在尋找、甚至支持一個有類似信念的政黨。三十歲時，希特勒奉命加入一個『德國勞

工黨』的新成政治團體。因為他的口才及吸引力，很快得到黨員的支持及信任。」（註

八） 

                                           

「三十二歲時希特勒已成德國勞工黨黨主席。他重組德國勞工黨，把它改為『德國社會

主義工人黨』，簡稱納粹黨。三十四歲他策動政變，嘗試推翻威瑪共和國。史稱『啤酒

間叛變』，可惜敗北告終。被德政府拘捕入獄，判監五年。他在入獄中出了一本《我的

奮鬥》的書，書中提出日耳曼人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應統治其他種族。他坐了九個

月便獲得釋放。四十一歲的希特勒向德國人承諾解決德國當時面對的問題及廢除《凡爾

賽條約》。」（註九） 

他的承諾爭取了極多民眾的支持。在 1930 年的選舉中，贏得許多德國人的票，因而成

為國會第二大黨。四十三歲時希特勒成為國會中政黨的黨魁。四十四歲時他被委任做德

國首相，他開始重整軍備及迫害猶太人。1934 年興登堡總統逝世，希特勒出任德國威瑪

共和國的總統。1936 年希特勒廢除共和國，並開始使用極權統治德國和成為第三帝國元

首，向外擴張用武力佔領萊茵河一帶。1938 年他違反《凡爾賽條約》，在 1938 年侵占

奧國，並在同年 10 月佔領了捷克的蘇台德區。11 月納粹份子襲擊猶太人迫使他們離開。

1939 年 3 月征服整個捷克。9 月 1 日入侵波蘭，這次行動展開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幕。

一年來他打了多場勝仗，統治大部份西歐國家。 

04.衰敗、終結 

「1940 年 6 月底以前，德國宛如一個巨人，在歐洲大陸到處橫行。希特勒經歷了一個勝

利時期。」（註十）可是，5 年以後，終於變成了可怕的惡夢。希特勒的第一個失敗，

是他在擊敗西方其他各國以後而企圖征服大不列顛帝國的計劃的破產。只要英國繼續進

行抵抗，希特勒西方的霸主地位就永遠無法鞏固。單憑英國的抵抗，絕對沒有力量去摧

毀希特勒的實力，無法把德軍從各個被佔領國家趕出。不過希特勒居然在 1941 年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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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頭東向，開始發動了侵俄戰爭。決定進攻俄國，表明希特勒在大戰略方向放棄了間接

路線。 

五十二歲時，希特勒決定進攻蘇聯。他的命運和拿破崙一樣在攻打蘇聯時損失大量精銳

部隊，也就是德國從盛轉衰。這年德國推行滅絕猶太人，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末年有六百

萬猶太人被殺。1943 年墨索里尼被推翻，希特勒便要獨力對抗盟軍。1945 年，五十六

歲的希特勒也是他生存的最後一年。希特勒已無力抵抗盟軍的進攻。1945 年 4 月 30 日

進攻柏林，柏林攻陷前希特勒已經自殺身亡。 

 

四、納粹主義 

 

01.納粹主義 

 

納粹主義，意思是國家社會主義或民族社會主義。「納粹」這個詞在德語中的含義是指

「社會的，民族的」。納粹代表強烈的「種族主義」的法西斯，（拉丁文: fasces 在古羅馬

是權力和威信的標誌），強調「德意志民族」是最上等的人種。  

「1919 年有七個人在德國慕尼黑創立了德國國邦社會主義工人黨(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 Worker＇s Party)。 1920 年 2 月末，希特勒在慕尼黑宣佈將「德國勞工黨」改名

為『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簡稱納粹黨，主要政見「將猶太人趕出德國」。希特勒後

來成為該黨的領袖，國邦社會主義便是該黨的信條，也是希特勒 1933─1945 年執政時

的政綱。」（註十一） 

 

02.內涵與崛起 

                                           

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簡稱納粹黨。國邦社會主義不是一種有嚴密系統的思想和哲學，它

其實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政治社會失調的產物。二十世紀初年，德國是歐陸第一強

國，它的大學、科學、哲學和音樂都舉世聞名，德國人不相信常勝的德軍會在第一次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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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中敗北，因而產生了所謂猶太人和社會主義黨人在後方陷害以致德國失敗的說法。國

邦社會主義產生的第二因素是自 1923 年起產生的惡性通貨膨脹，薪水階級和固定收入

者都變得一貧如洗，只有少數人，包括猶太人和純種德意志人靠投機發財。但不管是誰

投機，總是遭致中下階級的不滿。國邦社會主義產生的第三項因素是德國傳統的軍國主

義和對共產主義的恐懼。軍國主義重鐵的紀律，恐懼共黨革命使許多人以兩害相權取其

輕的態度，支持納粹黨人。但是促成納粹黨興起的最重要因素實為 1929 年以後的經濟

大恐慌。該黨在此以前只能獲得那些不滿現狀，生活困難的中下層社會和一部份軍人的

支持，此後則農民，大學生和成百萬的失業者都投向它的陣營。1933 年希特勒開始執政。

不久，他就把威瑪共和制度破壞無遺，而從事一黨專政和個人獨裁。 

 

德國國邦社會主義確曾是一種擁有廣大人民支持的政治運動。它以民族主義相號召，當

然能得大眾的擁護，既可為一般民眾所接受，又可削弱馬克斯主義的號召。國邦社會主

義的目標，簡單的說，便是全民努力開發資源，避免因階級鬥爭而引起的浪費和摩擦，

並將生產公平的分配於勞資雙方。因此它成為對人人均有吸引力的一種政治主張。國邦

社會主義高喊理想主義以拒斥馬克思的唯物主義。認為自由主義是為富人所操縱的一種

體制，自私並且缺乏愛國心。 

它特別強調意志和直覺。在一個社會因戰爭、通貨膨脹和經濟蕭條而混亂時，這些口號

可以使一般人在感情上放棄個人利益以增強國邦力量。為了使個人放棄其個別的利益以

追求集體利益，其最有效的辦法是從事戰爭，因此國邦社會主義實是推行戰時政治和戰

時經濟。不過其目的不是去應付一時的緊急狀態，而是視為一永久制度。這最後必然導

致對外擴張和侵略。  

五、各種思想主義 

在研讀資料的過程中，發現文中有許多不同的主義是促成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的關鍵

原因；許多觀念都是延伸自其他不同的主義，以下是一個簡要的整理： 
 
 民族主義 

（國族主義、國家主

義） 

人道主義 帝國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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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 為包含民族、種族、

與國家三種認同在

內的意識形態，主張

以民族為人類群體

生活之「基本單

位」，以作為形塑特

定文化與政治主張

之理念基礎。 

一種尊重人類價

值，以謀求人類幸福

為理想。強調博愛精

神，主張超越人種、

國家、宗教等差異，

承認人人平等，肯定

人性。並以伸張正

義，維護人權，同情

弱小和救濟貧困，反

對政治迫害及種族

歧視為其主要內容。

 

一種政治主張或實

踐，主要內容是通

過奪取領土或建立

經濟、政治霸權而

凌駕於別國之上。 

定義 以民族為單位，來作

為任何事物的根據。 
以人的美滿做為前

提去看待事物。 
以蠻橫的勢力去剝

奪他人的權利。 
 
 極權主義 
介紹 國家通常以一黨執政、秘密警察、透過政府控制的大眾媒體進行宣

傳、個人崇拜、對言論自由的限制、大眾監控、以及國家恐怖主

義等手段維持權力。極權主義通常包括以下四點： 1.國家永遠第

一 2.一黨專政 3.操縱人民生活  4.積極對外擴張。 
 

定義 以極大壓力來壓迫人民，每項事物都以國家利益為前提。 
 
以既有的一些主義來發展出自己的理念是墨索里尼和希特勒完成統治的一個過程，所

以，相對的就要認識這些主義，可以幫助我們更快進入狀況。進而深入探討法西斯主義

和納粹主義的緣起。 
 
六、法西斯、納粹主義差異與比較 

 
差異與比較：  
 
 國家的定義與

功能 
強調的政府統

治理念 
政府和政黨的

角色 
意識形態 

法西斯主義 文化因素應該

替國家服務，國

家不需替某些

特定的種族服

務。 

強調政府中央

集權至上的理

論。 

反映社會主義

的中央集權主

義的一種形式。

階級為根基的

社會是不可取

的，並且希望跨

越這種既有的

階級社會，團結

所有階級的種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4%BF%E6%B2%BB&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E%A3%E5%82%B3&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E%A3%E5%82%B3&variant=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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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成分。 

納粹主義 國家的目的是

為了達成那些

於根其民族和

種族的理念，尤

其是在社會工

程的文化上，納

粹主義強調以

犧牲其他所有

種族來達成德

國民族的繁榮。 

以民族為號召

來動員。 

強調「民族」和

「民族共同

體」。 

只是用以達成

某些特定人民

的理想的工具。

社團主義，後又

被認為是階級

鬥爭的產物。 

 

七、問題討論 

 

01.希特勒和墨索里尼於實行主義時，如何壓迫人民，所造成人民的傷害和心靈層面的創

口。 

 
02.納粹主義到底是不是法西斯主義的分支，還是獨立的一種思想？這個議題被很多人討

論，因此我們想更進一步去了解其內更深層的面，分析但不做評論。 

參●結論 

這次的研究過程，我們所遇到的最大困難就是資料的匯整，因為歷史資料通常是大量且

瑣碎的，要從好幾本書擷取其中的精華要點，並加以整理、彙編，對我們來說的確是一

項不簡單的考驗。 

 

從我們所搜尋的資料來看，墨索里尼的父親是社會主義份子；希特勒的父親有野蠻的個

性，而使希特勒有了獨裁的思想；就這兩點來看，我們可知墨索里尼和希特勒會有如此

的作為（或者說是成就），或多或少都與他們的家庭背景和生長環境有關。在二十世紀

初，各國莫不致力於改革，想要讓自己的國家是最強盛、最有威權的。在改革當中，必

定有許多分歧的意見，國與國之間也會因許多事情無法和平的協定而發生衝突，遂演變

成了戰爭。所以，許多制度的誕生，和英雄人物的產生，也都會因應當時的時勢而逐漸

竄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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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宋大儒張載曾自述所學，曰：「為天地立新，為生民立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

太平。」由此，我們可以了解張載的思想旨趣是以振興儒學來達終極目標－為萬世開太

平。張載也認為宇宙就是這樣「一本萬殊」而生生不息，周而復始的循環變化。綜觀整

個歷史，不也是如此，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墨索里尼和希特勒所創造的帝國，達到鼎

盛尖峰時期時，得到了許多人民的支持，但好大喜功和自視不凡的個性終究也讓兩位的

帝國慘遭衰退和終結。萬世所需要的畢竟還是太平，紛紛擾擾的帝國也許正是稱不了多

久的。 

 

雖然墨索里尼和希特勒在掌權期間，不免殺害人民，以暴力的手段來抵抗反對者，但他

們本身所具備的才能和擁有的領導能力確實也是超乎於一般人。歷史上對於兩人的評價

有各種說法，我們一直在思考該怎麼定位他們，又該為他們下什麼樣評論？但無疑地，

他們確實是開創國家新時代之偉大的政治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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