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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子-莱茵》

前言

　　华夏传统，源远流长，浩荡奔涌于历史海洋；德国文化，异军突起，慨然跃升于思想殿堂。作为
西方文化、亦是欧陆南北对峙格局之重要代表的德国，其日耳曼统绪与位于亚洲南部的印度文化颇多
血脉关联，而与华夏文明恰成一种“异体”态势，这可谓是“相反相成”之趣味。　　作为欧陆南方
拉丁文化代表之法国，恰与中国同类，故陈寅恪先生谓：“以法人与吾国人习性为最相近。其政治风
俗之陈迹，亦多与我同者。”诚哉是言，在西方各民族文化中，法国人的传统、风俗与习惯确实与中
国人有诸多不谋而合之处，当然也不排除文化间交流的相互契合：诸如对科举制的吸纳、启蒙时代诸
子对中国文化资源的接受等皆是。如此立论，并非敢淡漠东西文化的基本差别，这毕竟仍是人类文明
的基本分野；可无论是“异于中国”，还是“趋于中国”，均见钱钟书先生“东海西海，心理攸同；
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之言不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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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子-莱茵》

内容概要

《扬子-莱茵:搭一座文化桥》是德语文学专家叶廷芳教授“业余”撰写的第四部散文随笔集。作者以
视野广阔、见解独到著称。他在学术研究之余，广泛涉猎国内外文化艺术的诸多门类，就所读所见，
或从学术角度，或以审美眼光发表见解，颇多卓识。这部集子收入的只是作者撰写的有关德语国家（
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部分篇什，它们是作者多次在莱茵河流域的这些国家考察文学艺术和文化现
象的产物，内容丰富，文采沛然，既有学术性，又有可读性，为沟通扬子江与莱茵河之间（即中华民
族和德意志民族的精神联系）搭起了一座高雅的文化桥梁。

Page 3



《扬子-莱茵》

作者简介

叶廷芳，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全国德语文学研究会会
长，中国环境艺术学会理事，全国政协委员。1936年生于浙江衢州，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德
语专业并留任助教。1964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从事德语文学研究至今。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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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辑  欧洲文化的精髓  阳刚德国人    节俭——德国人的美德    勤快——德国人的天性    严谨——德国
人的作风    环保——德国人的天职    啤酒——德国人的潇洒    古堡——德国人的钟爱    便民——为官者
的本色    嫌贫——为富者的耻辱    信任——人际交往的前提第二辑  文艺复兴式的文化巨人  歌德之所
以为歌德  追寻歌德的生活踪迹  席勒——伟大的时代之子  席勒美学思想的前瞻性  席勒研究的新成果  
魏玛的远邻  德国文学史上的双子星座  “双子星”纪念的集锦第三辑  重评德国浪漫派  20世纪德国文
学粗描  批判现实主义的最后绝响  当代德语文学的美学转型  二战后德国三代作家的不同风采  奇峰突
起的奥地利现代文学  两座古堡共孕一个灵感  期盼中冲出一匹“黑马”第‘四辑  卡夫卡的中国“签证
”  卡夫卡与荒诞  追问存在  卡夫卡研究方法的新尝试  生的痛感与写的快感  文学与哲学“联姻”的范
例  畏父与审父情结的绝唱  地狱和天堂第五辑  艺术革新派与守旧派的一场较量  他的艺术不朽  艺术、
生活皆简朴  他终于有了个“大房间”  望着他的背影  一场“正打歪着”的审美游戏  在中国备受青睐
的迪伦马特第六辑  内卡河：深沉而浪漫  德累斯顿：涅槃后依然辉煌  水灵的海德堡  莱茵河的审美盛
宴  不幸者的庄严墓碑  世界上被吻得最多的女孩  谁因谁而名垂千古  一天里经历了四季  春鸟的“敖包
相会”  火车：不到山顶非好汉  德国的街头弹唱  “后来”能否“居上”?    德语文学随笔小谈  德国书
话琐谈第七辑  西方现代文艺中的巴罗克基因  留德归来的油画家苏笑柏  中德油画家泼墨武夷山  雄狮
的低吟与咆哮  莱茵河永远为她伟大的儿子歌唱  阿尔卑斯山之骄子  瓦格纳与一位国王的奇缘  金色大
厅能酬维也纳歌剧院?    纳粹魔爪下的现代艺术  观赏芭蕾《奥涅金》引起的怀念  看着她迅速崛起第八
辑  追寻包豪斯的足迹  从贺府别墅看德国人的建筑智慧  艺术与王位  他给国会大厦加了“冕”  法兰克
福建筑群的翘楚  慕尼黑的英式公园第九辑  “路漫漫其修远兮  关于翻译  聆听马耶尔教授畅谈现代文
学  斯人已去，精神长存  学贯中西的一代宗师  绿原终于拿下《浮士德》  钱春绮：德国诗坛的终生翻
译家  拳拳报国心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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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欧、亚、非三大洲在地域上彼此毗邻，古时候都有过灿烂的文明。但后来只有欧洲在14世纪就开
始冲破中世纪的黑暗，将古老的爱琴文明在全欧洲播扬，从而带来延续几个世纪的工业文明，在政治
、经济和文化上至今仍先进于上述其他地区。　　那么推动这种变化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呢？从人文
角度说，我认为是欧洲人的进取精神，这正是欧洲文化的精髓。　　在建筑、文学艺术方面，欧洲的
审美形态从古希腊罗马到拜占廷、哥特、文艺复兴、巴洛克、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印象主义、象征
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荒诞风格、“后现代”——风格已更新换代十余次，每一代新风格的
出现，在技术和艺术上都进行了不懈的追求，使之达到极致，然后孕育新的突破。而我们“大屋顶”
风格的木构建筑自秦代形成其基本形态以来，两千多年来始终未能更新，似乎我们的同胞更习惯于因
袭前人的既定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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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德文化关系史的意义，是具有两种基点文明代表性意义的文化交流与互动。　　中德文化交流
是东西方文化内部的两种核心子文化的互动，即作为欧洲北方文化的条顿文明与亚洲北方文化的华夏
文明之间的交流。　　中德文化互动是主导性文化闻的双向交流，具有重要的范式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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