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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简史》

内容概要

作为欧洲乃至世界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一员，德意志的历史令人着迷。她是如何摆脱“蛮族”的身份，
登上文明世界的舞台？又如何陷入继承罗马帝国、统治世界的迷梦而不能自拔？她又是怎样摆脱神权
政治的重负，并在诸侯权力的纷争中构建起强大的民族国家？而这样一个国力强盛、文化昌明的国家
，又为什么会走向对外扩张、纳粹独裁的深渊？在经历了两次大战的苦难之后，这个国家怎样重新把
自己定位为欧洲的德国，再度拥抱世界？
本书将“德意志人如何在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寻求自身定位”作为核心问题，清晰地勾勒出德意
志民族、国家的发展轨迹，并附有丰富的地图和插图、原始史料、大事记与进一步阅读书目，为读者
提供了德意志历史的鸟瞰式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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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简史》

作者简介

孟钟捷，历史学博士，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主要从事20世纪世界史、德国现当代社会史
和全球化历史教育的教学和研究。现为国际历史教育学会成员、中国德国史研究会理事。曾著有《德
国1920年<企业代表会法>发生史》，并译有《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辞典》、《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等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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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简史》

书籍目录

导言
第一章 德意志人国家的形成
第二章 统治世界的迷梦：神圣罗马帝国前期的政治、经济与社会
第三章 马丁·路德与宗教改革：德意志迈向近代世界的第一步
第四章 权力版图的重新划定：德意志迈向近代世界的第二步
第五章 民族意识的觉醒：德意志迈向近代世界的第三步
第六章 通往新帝国之路
第七章 充满张力的民族国家：德意志帝国，1871—1918
第八章 昙花一现的民主：魏玛共和国，1918—1933
第九章 民族共同体的幻象：纳粹帝国，1933—1945
第十章 凤凰涅槃：德意志民族国家的重生、分裂与重新统一，1945—1990
尾声 新德国及其未来展望
德国政治史大事年表
德国文化史大事年表
德国皇室列表
德国总统和总理列表
关键词
图片来源
人名地名对照表
后记

Page 4



《德国简史》

编辑推荐

　　图文并茂，深入浅出，为读者提供德国历史的鸟瞰式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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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简史》

精彩短评

1、很全面的介绍了德国历史，作者的解读与注释也很科学，推荐！
2、二战好可怕
3、看不下去了，基本不值得阅读。阅读49年以后大陆作家的作品一定要慎重，戒之，慎之！
4、提纲挈领，先有一个helicopter view，至于更多的细节可以再分别阅读
5、延误时的机场读物。。。这也太简了吧！作者基本上不太懂得取舍，什么都想讲什么都讲得有头
无尾。好在配图不少，索引资料也很全，这种书只适合当教科书吧。
6、线索清晰
7、写得一般，不过还是解决了一些困扰已久的问题。特别是结尾的年表和词条解释很有用
8、详略不协调
9、历史白痴  读完有个大概的影响 但觉得还是有些不太明了 继续深入看下历史方面的书籍
10、这本书让我第一次了解了德国的发展历程，这个国家实在令人敬佩，有称霸世界的野心，经历过
战火分裂的重创，面对满目疮痍的现实却又总能够顽强的站起，如今成为了全世界称赞的模范。德国
简史打动人的地方就在于一次次的反省与崛起。
11、有助于了解概况，深度不够。
12、简略而全面的介绍了德国和德意志民族的历史。
13、补阙。不错的索引
14、讲道理，我真的觉得孟老师这本书写得极逗，尤其是每一章的结语。
15、繁简有致 以德意志民族追求建立民族国家为主线 从日耳曼人成为罗马帝国的主人（作者还特别点
出了日耳曼人自甘为东罗马帝国的臣属请求拜占庭的册封）对世界公民的热衷 到神圣罗马帝国治下四
分五裂的邦国 到1848和1918革命 最终由普鲁士统一德国 还有像试验品一样的魏玛共和国 以及希特勒
在第三帝国的胡作非为（相当佩服他的行动力） 德国的历史就是分裂与统一 整本书看得我大气不敢
喘 紧张而充满激情 对重大事件的评论和总结非常到位 结构清晰 让人读完了然于胸 作者饱含激情 内容
有文学笔法 有原始资料 有参考书籍 有提问 代入感很强 读历史就像拼图 刚放下欧洲中世纪史 再来读
这本 就很容易联系起来德国当时的内外环境 甚至三国干涉还辽也联系起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而明晰 
对于共产党的行为也有记述 难得的史学好书啊
16、自己想去德国。所以想先了解下历史
17、看到后记才知道这是一本教材。总体是不错的，很清晰，德国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冲突引人深
思，大事表清楚明了。但是对于各个邦国、王国、帝国的关系阐述不够清晰，一写专有名词没有注释
18、写的很好的书 我很是喜欢
19、过于简单，不得要领。反是附录抓住了重点。
20、这本书让我真正明白徳国的一些问题，如19世纪前几百年那里为什么会有很多小领主、小邦国
21、很好读的高校课程。简明扼要、条理清晰，每章都有背景资料和延伸阅读，附录有详细的年表和
关键词。对我来说很有用。这本书很容易了解德意志的民族理想的形成，为什么会发展成极权民族主
义，出现希特勒这样的怪物。
22、帮助我完成了presentation，非常好，能大致了解到整个历史脉络
23、虽说有的地方深浅不一，但是总体切入角度是好的，避免了平铺直叙的枯燥。
24、深度了解德国历史，还不错。
25、很长知识 很系统 好书值得收藏
26、又想以纪传体的传奇笔法增加可读性，又想用学院派的引经据典增加可信度，结果不上不下。
27、真不该买本国人写的外国史。
28、蛮适合我这种入门小白的。不容易啊这个国家一步步走来，历史走得很快。。
29、孟老师还是上课生动形象一些，这书倒是觉得就一般
30、简明扼要 十分清晰 纸也不错我并不是学历史的 只是想了解德国史而买的
31、比较简单，确实是一本简史，像提纲。
32、不错 物流 质量都不错
33、与其说是简史，不如说是纲要，在这样的篇幅里，能写成这样实属不易。不过若是想真正了解其
中的历史，还是要看书中提到的各种参考书目才是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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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简史》

34、值得好好研读，特别准备在德国长期居住的国人。
35、觉得还可以的书
36、别的还好，写东西柏林那章真是恶心到了 强行甩锅
37、对书本身没太多感觉，属于扫盲用。会审慎考虑是否花时间学习德语，毕竟法律人一点不懂德语
简直跟文盲没什么两样。
38、本书主要从民族主义的线索来贯穿整个德国历史。大概当今的所有国别史都会非常注意民族这个
点吧。不过其实中国的古代的史书是没有这个概念的（因为除了华夏就没有正统民族了）。对比来看
，中国历史确实有着独一无二的特点（当然哪个国家都很独特），主要体现在，除了中国，似乎没有
哪个国家能从公元前一直到现代都能长期的控制在中央集权之下。跟中国比，外国的皇上，根本算不
上皇上。
39、内容丰富、简明，了解德国历史的入门书籍。
40、主要是近代史和现代史，中世纪方面不过40页
41、刚看完 觉得对德国的历史有了比较清晰地概念
42、虽然是简史但是内容还是相当丰富的，每一章后面还给出了进一步阅读参考书目，物有所值。
43、参考书目非常多，很适合毕业论文
44、对于想大概了解一下德国历史的人还是很有帮助的
45、看完后对德国历史的轮廓进一步明晰。但是历史有趣的地方在于琢磨它为何会如此发展，譬如俾
斯麦失势，希特勒夺权，二战后德国的重新崛起等。而这些内容，是简史无法提供的。
46、希特勒出现后，整本书变得精彩些了。说真的，前面的章节有时真会看睡着。
47、有推荐书目这一点很不错
48、知道大概的年代脉络历史事件足够
49、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哈
50、过于简略，对苏联、东德的袒护明显。
51、纸质一般，相比书店里的价格有优势，
52、看了一点，写的还可以，不是很复杂，比较浅显。就是纸张感觉有点点怪怪的
53、刚买来的书，整本书上有像被上下对折过一样的折痕，好无奈，也不知道是物流问题还是商品质
量问题，评星看不懂是什么意思就根据第一印象评了。
54、简史很不好写，也很容易遭骂
55、虽名为简史，但简约而不简单。作为德国史的入门读物，值得一看。
56、的确极简，但却没有堕入无聊的境地。对德国哲学与文化更感兴趣，可惜没有细讲
57、补完课了。
58、作为入门看看还行⋯⋯细节嘛⋯⋯没有啥细节
59、重温中学历史教科书的感觉，走马观花、倾向性很强的价值观引导，连语言风格都那么像，作者
是写给教育部做教科书用的吗？
60、科普读物，还挺清楚扼要的。可以查它的附录
61、去德国前补一补,正在看的一本书
62、讲的很详细，觉得很好，可以一读
63、简单，清晰。德意志的历史确实比较难写，看了这本书有一个轮廓，也达到目的了。书的不足，
我认为在于有些结论没有说明，或是感觉论述不充分句直接就得出来，还需要延伸阅读材料，能更加
深入了解。
64、补充知识。。。。。。。
65、章节安排还算得当，但跳跃性强，叙事含混，并不适合作为入门读物。只读了1~8章，跳过纳粹
帝国及战后部分。另：书后的关键词比较有用。
66、你好，教科書。
67、太“简”了
68、副标题应写：“你一天就能看完的德国史”。详略不太协调，基本是流水账的口吻，但对于只是
草略了解一下历史结构还是足够了。
69、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脑海中的空白，虽然欧洲史还是一泡污。很多混乱原来是翻译人名搞得鬼。选
择这本也是因为朋友喜欢孟老师，和她一起听过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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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挺好对历史能有个完整的了解，全面
71、这本书简略的概括了德国历史的发展，大致浏览还可以，但对于德语专业的人来说有很多点没有
列出来。总体来说不错。
72、一本大事记年表
73、不怎么样
74、科普书
75、随便读读 了解了解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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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简史》

精彩书评

1、一直以来，对欧洲史十分感兴趣，尤其是这个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国家更为感兴趣，想要知道
为什么欧洲文明能够产生近代文明，为什么能够主宰世界，想要知道这些欧洲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
虽然自己很喜欢历史，但是确实很少读欧洲史，中国史读的还算可以。主要对于欧洲史的了解都来源
于初高中的历史课本以及后来读的零碎文章，一直缺乏系统性的认识，更因为欧洲历史不想中国史是
王朝更迭式的，一脉相传，有迹可循，欧洲尤其是在近代民族国家确立前，都是各种城邦，各种联姻
，各种王国，加上天主教，互相之间的关系是剪不清理还乱，弄的一团浆糊。所以，一直想找一个机
会，进行一下梳理，只有理顺头脑中的思路，对欧洲格局有一个轮廓认识，以后才能逐渐深入，正好
手头有一本德国简史，又是简史，正好入门，便决定从最乱的德国入手。可以说，我对于德国历史的
了解是一团乱麻，在纳粹德国以前的历史根本没什么认识，什么是神圣罗马帝国，普鲁士与德国的关
系，魏玛共和国是那个时代，以及神圣罗马帝国以前的历史，全部通通不知道。这次细心读下来，确
实获益匪浅，而简史正好也是我所需要的，在深入了解之前有一个框架性认识，是非常需要的。全书
读完可谓感慨颇多，首先是感到德意志人从罗马帝国至今一直是一个强大的民族，是欧洲历史的重要
参与者，在欧洲历史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前身法兰克人先是占据了欧洲的大部分土地，建立了
墨洛温和加洛林王朝，继而分裂而出的东法兰克人即形成了当今的德意志人，形成了自己的语音和文
化，并最终建立了，罗马帝国之后的第二个占据大部分欧洲的神圣罗马帝国，占据了正统的地位，并
在前期强盛中能够影响和左右整个罗马教廷。虽然随着帝国的衰落，但其内部邦国却也十分强盛，并
在随后的历史中从邦国里诞生出普鲁士和奥匈帝国，二者分别成为欧洲强国，继续主导或影响着欧洲
发展。随后的普鲁士统一全德后，更是继承了普鲁士精神，继续成为欧洲霸主，并对日后的的德意志
民族性格产生了深渊影响，如今天我们常说德国的严谨、秩序、集体精神都可追溯至此。此后，第一
次世界大战失败失败后再到纳粹德国，又是主导了欧洲历史进程。可以说，纵观欧洲罗马帝国覆灭后
的历史，可以说德意志人都是主角，不管是在统一还是在分裂时，都发挥着重要影响了，只有再某些
历史时期，比较短的时间内，有所沦落，但总是又在合适的时机内迅速崛起。同时，现在的欧洲历史
在罗马帝国之后，就是一部日耳曼人各分支的历史，出部分斯拉夫人和其他少数族裔，整个日耳曼人
主导并创造了欧洲历史，而作为日耳曼人的一个重要分支，德意志人更是极其重要的参与者。纵观德
史，可以看出德意志是一个优秀的民族，一个独特的民族，他们总是能够在欧洲文明中发展出自己的
特殊性，做出不同于其他欧洲强国的创造性改变，思想上、文化上、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上都如此，
这是一个善于思考的民族，却也是一个好战的，极其危险的民族！他们是一支从世界公民转化为民族
国家的成功范例，虽然过程曲折，但毕竟是成功了！对于我们这个也从世界帝国转化为民族国家的新
中国来说，非常值得我们认真的学习和研究，并在我族复兴中加以借鉴！
2、有别于普通史书，全书以德意志民族对统一的民族国家追求为主线，记叙了从日耳曼民族时代到
默克尔上台的千年德国历史。300页，相对这千年的历史来说不可谓多，然而正如短评里说的“以简驭
繁”，一本书就勾勒出德意志民族的千年伤痛。然而对于作者认为的，德意志民族对世界公民的偏执
追求阻碍了他们建立民族国家的观点，还是觉得有些难以服人。从罗马帝国的后继者身份来说，虽然
日耳曼人已经占领了罗马，但是他们却依然向拜占庭帝国皇帝祈求执政官的册封。作者认为这是日耳
曼人所谓的世界公民迷梦的表现。不过不得不承认的是，日耳曼人被优秀先进的罗马文化所征服，而
逐渐罗马化确实为作者这一观点的佐证。但是对于缺乏强大国家组织、拥有完整文化思想、还处于部
族社会过渡阶段的日耳曼人来说，他们向东方低头是否真的是追求罗马公民身份使然，我认为还是应
当存疑于此。作者将中世纪后德意志民族观念觉醒分为三步。第一步是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动摇了
教会的思想统治；第二步是受启蒙运动的影响，萌发民族国家的概念；第三步是因为政治割裂而仅仅
在文化领域的文化民族主义。普鲁士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存在。本身并非德国的国土，只是因为条顿骑
士团因波兰邀请平叛而进入，最后由于德意志人移民而形成的。它由德意志人组成，却又与传统的德
意志邦国远离，这种状态是否有利于它最终的统一？普鲁士的改革，俾斯麦以普鲁士强大经济为基础
所推行的关税同盟以及铁路统一，和今天德国作为欧洲发动机地位倡导欧盟的行为多么相似？作者说
，这种“出让民族国家主权”的“超前的民族国家”观念，是否也和当年俾斯麦统一德国的目的相似
呢？读历史就像拼图。之前读《清日战争》不理解为何三国要干涉还辽，今次联系起威廉二世改俾斯
麦的“大陆政策”为“世界政策”，要联合沙俄以染指东亚利益。这样就一下明了清晰了。除了这些
历史上的重复让人兴致盎然之外，作为民主试验品的魏玛共和国以及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也让人读得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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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不能。魏玛共和国的失败在于民主，或者说超前的民主。各方势力竞相角逐，各种主义轮番上台，
然而民主导致的政策多变、经济萧条，完全违背了一战战败后背负沉重负担的德国民众的愿望，从而
让法西斯主义抬头，走入战争深渊。第三帝国的胜利在于独裁。契合了一战后民族主义抬头的思想，
纳粹党在宣传部长的带领下无往不胜，让希特勒成为了德国总理，进而将总统和总理合二为一，开始
独裁统治。希特勒的效率是惊人的，上台半年就绕过总统、架空国会、推倒地方政府制度，将本党成
员安插在各级政府，宣布其他政党非法（和我国情况多么类似，而且希特勒并不掌握军队）。这样的
高效率却没有引起太多的反抗，既说明了当时德国民众对大国的向往，也说明了纳粹党的手腕。二战
后的德国再次分裂，但是这样的分裂却建筑在双方都向往统一的基础上，于是统一仅仅是时间问题。
当苏联倒下，东西德国以闪电战一般的速度完成了统一进程。这部分读得人大气不敢喘。有一个细节
耐人寻味，普鲁士改革后，人口和经济都成为德意志中第一大，联邦德国当年经济世界第三，民主德
国则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仅次苏联，而现在的德国也是欧洲发动机，德国的国民性和地缘优势是否是这
其中的原因？总结全书，按照作者的观点，德意志民族分裂和统一的状态，是他们内心对成为世界公
民、统治世界和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之间矛盾与冲突的表现，而这一表现贯穿了从日耳曼人到德国统
一的千年历史。联系当下，德国在基民盟默克尔的带领下，德国欢迎难民，是基民盟的思想使然？还
是一如当年普鲁士在三十年战争之后接纳大量新教难民，从而发展出列宁所说的“普鲁士道路”？亦
或是如同罗马帝国接纳日耳曼人一样，埋下了罗马城破的伏笔？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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