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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意图在于揭示多个世纪传承的烙印残存下来的东西仍然在影响着今天德国人的思想和感情。作
者曾经三次做出了解释民族典型性的尝试，他的研究涉及了英国人、美国人以及英国人和德国人之间
不同的幽默方式。作者认为，所谓的民族典型性只有通过外部的视角加以观察才能认识。本书旨在探
讨德国民族典型性的形成过程，以及在德语语言和德国文化的传承中经年累月保持不变的东西。《德
国特征——德国人如何走到今天》重点在于描写德国人的性情，而不是讨论他们的民族认同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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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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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莱茵河畔，我魂牵梦萦的地方
2、还要再读一次
3、不知道是翻译原因，还是自己的水平不够，读了有点晕。估计还是对西方文化理解的背景知识不
够，空了可以再读一读。
4、勾勒了德意志民族的一些宏观特征
5、对于我这种不熟悉德国历史的外国人 ，每次读完这类完整大框架叙述的书，观点太容易被影响，
这样不好。
6、很喜欢源初词汇那一章。
7、上海译文出版社“千姿百态看德国丛书”三册
8、一本关于民俗的书，能够写的如此深刻，有趣！这本书本身就是德国特色！
9、系统树立了德国的多个方面，通俗易懂流畅好读，对即将展开的旅行有启发和帮助
10、“原初语汇”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啊，这种作者自己创的词不应该注明原文吗？这本书要看懂还是
需要对德国的历史、地缘、文化、艺术有比较深刻的认识的，反正我是觉得挺难懂的，不过看了这本
书对于德意志民族确实增加了了解。特别是作者对于历史中肯的态度值得大家学习。
11、源初词汇探讨就是活生生的词汇学呐 作为一种民族特性/气质已然被语词固定了下来 总而言之 游
走在恐惧（Angst）与渴望 (Sehnsucht)之间
12、当时看图书馆的新进书单上看到这本在图书馆翻了翻 似乎也不是很难懂 就借了回来 当做科普读
物看的 毕竟对德国的了解十分少  事实证明我对德国的了解确实少 特别是说到建筑、文学、绘画的时
候 简直就是零基础 对于一个完全没有知识储备的人来说 看起来也有点无从下手 不过多多少少吧 还是
对德国的名族性了解了那么一些 再者 发现自己的匮乏也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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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德国特征》的笔记-第215页

        希特勒的魔力只来源于环绕在他身边的民众，没有周围的土壤，希特勒不过就是个卓别林电影里
呈现出的那种跳梁小丑。这种魔力不在希特勒身上，而在德国人的野蛮精神之中。要向体验这种精神
，也许我们需要亲身经历一下那个年代拜罗伊特举行的瓦格纳节日剧院，或是参加一次日耳曼学术会
议。

2、《德国特征》的笔记-第197页

        

“俗”（Kitsch）这个词——和幼儿园、俗世之痛以及漫游的乐趣一样——是个地道的德国词汇，后
来它进入英语中，成为外来词，进而又被其他的语言所吸纳。从中我们当然可以猜测，是否这个词同
其他三个词汇一样，是某种具有典型德国特征的东西。虽然不会有任何人会真的认为，俗是德国人的
发明创造，进而传染给了其他的民族。但是，俗却在德国这块土地上更为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在讨论
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还是应该先来定义一下什么是“俗”。显而易见，这里地俗仅仅是指并不完善的
艺术形式，否则俗就应该存在于各个时代了。事实上，这里所说的俗也是一个中世纪以后的新时代的
产物。作为一个概念，俗大约直到20世纪才真正明确下来。俗是一种很矫情的东西，它让人觉得不坦
率、不真诚。要么就是过度的感伤，要么就是过度的浮夸。简捷地说，俗就是在多愁善感和夸夸其谈
之间徘徊地东西。前者是感伤地舒适之俗地伪稚童情感，而后者则是庄严崇高之俗的那种趾高气扬的
姿态。

俗的第一个表现就在拉斐尔这个姓氏上。在会画艺术中，到处可见这个名字，直到19世纪时，画坛已
经被这种恶俗所充斥。相似的东西还可以在文学领域观察到。情况为什么会如此呢？过度感伤之俗看
起来是一种渴望倒退到童年时代的情怀在作怪，典型的表现形式包括用理想化的手法来表现一个神圣
的世界。至于伪庄严崇高之俗则应当归结为对权威价值的渴求，这投射出了追求者内心对于自尊、稳
定和安全的心理诉求。所以说，无论是倒推倒孩童状态，还是权威价值的投射都是俗文化产生的心理
机制。用隐喻的手法来看，倒退是一种向下的运动，而投射是一种向上的运动，前者是回归到稚童的
阶段，而后者则是认同某种权威。因为这种两种方向相反的、垂直方向上的心理追求，我们就可以推
测它产生原因可能来自于人们内心非常向往中世纪以后社会结构不断的水平化过程中失去的东西。这
个解释同时也可以说明为什么恰恰是德国给俗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特别肥沃的土壤。前面的章节已经非
常明确地提到过，就在德国这片土地好丧，垂直结构的等级制度在德国人心中坚持的时间最长，影响
力也最为顽固。

对于欧洲其他的近邻来说，俗不过只能满足文化层次较低的群体的心理需求。在德国，它甚至表现在
了最高的艺术层面上。伟大的诗人，如里尔克出了有大师杰作之外，也创作过俗不可耐的感伤诗歌。
比如，他著名的《旗手克里斯托弗·里尔克的爱与死之歌》（die Weise von Liebe und Tod des Cornets
Christoph Rilke）就完全不能免俗。另外的作家如鲁道夫·格奥尔格·宾丁（Rudolf Georg Binding）以
小说《牺牲行》（der Opfergang）在当时备受称道。然而他的这部小说中的感伤之俗登峰造极，难以
名状。20世纪的德国图书市场则到处充斥着夸夸其谈之俗。这个时代的纳粹党人把这种俗的形式体系
化地发展成为一种全民族的文化艺术形式。用灯柱装点起来的纽伦堡纳粹党国会会场极尽浮华之能事
，同时期的拖拉克和布雷克的巨幅雕塑震撼了全民族，也达到了浮夸的极致。战后德国庄严崇高之俗
虽然已经从德国的流行文化中淡出，但是过度感伤的情绪则加倍地从乡土题材地电影中表现出来。直
到后来在西方地消遣文化地影响之下，德国人地俗文化的两种表现才渐渐有所改变。矫饰庄严崇高被
追求爆炸新闻所取代，而孩童般的幼稚也变为青年人的放肆，最终俗过渡成为了单纯的庸俗。尽管如
此，感伤的退归童稚的情怀在德国依旧很有市场。每家人家的花园里面放着的小矮人就很明显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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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还是很喜欢可爱地东西。令人感到高兴的是，德国人终于远离了向权威价值投射的内心渴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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