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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人》

内容概要

《德意志人》主要内容：德意志人素有“莱茵骄子”之称，他们是欧洲日耳曼人的直系后裔。欧洲大
陆广阔的平原、茂密的森林、美丽的湖泊，造就这个民族的特性。他们既养育了一位举世无双的音乐
大师《命运交响曲》的作者——贝多芬，他们也造就了一个血腥的军事家，政治家，野心家，不入流
的艺术家——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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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人》

书籍目录

序言第一章 大器晚成与理性之痒——德意志的民族起源与民族性格  第一节 德意志——一个来自方言
的名字  第二节 德意志人——欧洲大陆的骄子  第三节 德意志民族 ——大器晚成的民族   第四节 天南地
北本一家——世界各地的德意志人  第五节 遵纪守法——德意志民族性格之一  第六节 诚实认真——德
意志民族性格之二  第七节 勤奋好学——德意志民族性格之三  第八节 乐于助人——德意志民族性格之
四  第九节 秩序井然与干净整洁——德意民族性格之五第二章 传统与现代——德意志人的生活面面观  
第一节 服饰——节日中的传统和生活中的现代  第二节 饮食——肉和啤酒是最爱  第三节 住房——实
惠且舒适  第四节 节假日——传统节日与现代节日并存  第五节 恋爱·婚姻·家庭——从传统到现代  
第六节 休闲娱乐——理性的享受  第七节 姓氏——来源复杂的德意志姓氏第三章 理性与张扬——德意
志人的文化面面观  第一节 宗教——自由的信仰  第二节 伦理道德观——从宗教道德到自由发展  第三
节 哲学——盛产哲学家的民族  第四节 文学——源远流长和文豪辈出  第五节 教育——完善发达的教
育体系   第六节 音乐——古老的音乐之乡  第七节 绘画艺术——博采众长与自主创新   第八节 建筑艺术
——宗教文化的体现第四章 同在一个蓝天下——德意人与世界  第一节 德语——超越国界的语言  第二
节 发明与创造——让世界走得更快的德意志发明  第三节 都市——古典色彩与现代气息并存第五章 海
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与德意志人交往的艺术  第一节 称呼与谈话——说多些还是说少些  第二节 
访问和请客——选个什么样的时间和地点  第三节 用餐——饮食礼节知多少  第四节 穿着——随意些还
是郑重些  第五节 礼物——是否是送？送点什么   第六节 禁忌——交往好与坏的关键  第七节 商务谈判
——该注意些什么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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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人》

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节 德意志——一个来自方言的名字数百年来，“德意志不仅对全世界来说是一个问题，同
时对德意志人来说也是一个问题”。因此德意志著名的文学家席勒曾说过：“德意志兰，它在哪里？
我找不到那块地方。”这个问题就是：“德意志”来源于哪里？“德意志”一词来源于古德语“Diot
”一词，意为“人民”。7世纪以后，欧洲出现了若干以定居农业为基础，以语言为区分，以一个或
几个日耳曼人部族为主体同时含有其他种族的人民集体。这是一种不同于以前的氏族、部落、部族等
的血亲集团，也不同于后来的民族的政治集团，这是一些以语言为突出标志的具有明显自我意识的人
们的集团。7世纪末，在法兰克王国内部，以莱茵河为分界线，出现了同一个语系的两个语族：西部
的罗马拉丁语族和东部的日耳曼语族。在西部，罗马拉丁语逐渐被当地的居民接受为母语的组成部分
；在东部，祖传的日耳曼土语慢慢地被结合用于书面文字，形成了不同于罗马拉丁语的形式——德意
志语。莱茵河的天然界线和语言上出现的不同导致了东部的日耳曼人失去了同罗马文明同化的可能性
，同时也使他们丧失了日耳曼的共性。这一切在公元8世纪末导致了“德意志”一词的出现。这时的
“德意志”一词不只是指语言，而且还指说这种语言的人，即王国中所有讲日耳曼语的部族。当这些
部族后来建立了自己的王国，也就是德意志国家时，他们不但启用这个词命名自己的语言和人民，而
且还用它来称呼自己生活的国家。从8世纪末到13世纪末，“德意志”的发展经历了5个世纪，在这段
历史时期，“德意志”最终从语言中独立出来，在一些宗教会议文献和法兰克文献中成为独立的语言
类别。特别是9世纪中叶，德意志语言成为与希腊语、拉丁语并列的语言形式，这就使“德意志”和
希腊成为平等对立物。919年巴伐利亚人自愿接受公爵阿尔努夫的统治，并推举他为德意志王国的统治
者，此时的“德意志”第一次成为王国的名称，从而，德意志终于突破了语言的外壳，成为一个拥有
凝聚力的名称，并且开始向中心政权和地域边界发展。“德意志”一词从作为地方的方言到成为一个
民族的称号有着非常的独特性，这是因为“德意志”一词从它诞生之日起主要是一个语言和文化概念
，这一概念又涉及所有讲德语的民族。第二节德意志人——欧洲大陆的骄子德意志人系古代日耳曼人
的直系后裔，但在不同历史时期混入了不同的异族成分。德意志人与古代日耳曼人有历史上的渊源。
大约在3000年前，古代日耳曼人就已居住在波罗的海沿岸和岛上。从公元前500年起，他们开始向南迁
移，占据了喀尔巴阡山脉和波希米亚山脉以北的广大平原地区，过着游牧部落生活。后来，一些日耳
曼人部落留在易北河以东地区，另一些日耳曼人部落继续向西或向南迁移，直到欧洲南部，大部分日
耳曼人部落才定居在莱茵河以东、多瑙河以北和北海之间的广大地区，该地区称为“日耳曼尼亚”。
日耳曼人定居“日耳曼尼亚”时保持着氏族组织。在各个部落里，一些具有血缘关系的人组成氏族；
每一个氏族组织包括约100个家庭，故叫“百户氏族”。他们仍然过着原始社会生活，男人平时打猎，
战时打仗，妇女从事家务、耕种和纺织。当时的农业还很原始。氏族组织从部落分得土地由全体氏族
成员共同耕种，共同分享劳动成果。他们的耕地并不固定，而是每年重新分配一次，从一块土地迁移
到另一块土地。民族大迁移之后，在今日德意志民族居住的土地上生存着的几个大部族是：莱茵河上
游流域的阿雷曼人、波希米亚森林中直至恩斯的阿尔卑斯山区和莱希河的拜尔人、菜菌河中下游流域
的法兰克人、美因河与哈尔茨山之间的图林根人、易北河到下莱茵河区域的撒克逊人、北海岛屿及沿
岸地区的弗里斯人。而人们使用“德意志人”一词则是在法兰克帝国分裂之后，当帝国东半部的日耳
曼人部落中萌发出一种政治命运上统一的新意识的时候。从那时起，这个称呼成为区分这些人与西法
兰克帝国的（在鄂团一世等进军罗马以后）以及意大利的那些罗马化居民的标志。德意志人在语言、
宗法、气质以及后来的历史发展上都不同于欧洲的其他民族。在政治历史的发展上，这一分化过程开
始于公元9世纪中叶，基本上是从斯特拉斯堡誓约（842年）发端，而大约经过一个世纪——当发动莱
希费尔德战役的责任被推给“德意志人”之时（955年）——即告完成。德意志人成分中主要包括以下
日耳曼部落：在德意志中部和南部有苏维汇人、赫蒙杜里人、查蒂人和阿勒曼尼人；在北部有盎格鲁
人、撒克逊人、朱特人、条顿人、金布里人和弗里斯人；在西部有法兰克人。德意志人同其他任何欧
洲民族一样是不同的种族群体的混合体。他们吸收了凯尔特人、斯拉夫人、马扎尔人、地中海人和所
谓阿尔卑斯人的一些成分。德意志人有北欧即日耳曼人的血统，也有其他所有欧洲民族甚至北非的帕
帕尔人部落的血统。由于德意志人发展过程中的独特性质，因此对于德意志人的称呼世界各地的民族
也不尽相同，如法国人称德意志人为“阿雷曼人”，芬兰人称他们为“萨克森人”，只有意大利人和
荷兰人接受了“德意志人”这一称呼，英国人称德意志人为“日耳曼人”。在俄语里，德意志国名为
“日耳曼尼亚”，而称呼德意志人，俄语同其他斯拉夫语一样，用的完全是另一个词，这个词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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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外国人”。现代德意志人包括巴伐利亚人、萨克森人、普鲁士人、莱茵兰人等，这由各部族的历
史发展所定。弗里斯人、下萨克森人和威斯特法伦人居住在德意志北部各州、市，他们有着相似的性
格。弗里斯人住在北部沿海地区，其祖先主要从事航海和渔业，因而养成自信、独立性强和沉默寡言
的性格。下萨克森人的性格亦如此，另外他们不善交际，不过一旦与之交友，友谊可能地久天长。威
斯特法伦人像弗里斯人那样性格内向，像萨克森人那样讲求实际并像弗兰克人那样勇于进取。德意志
中部居住着莱茵兰人、普法尔茨人、萨尔人和黑森人。莱茵兰人的成分较复杂，真正的莱茵兰人已经
为数不多了。不过，总的来说莱茵兰人和蔼可亲、随机应变、性格开朗。普法尔茨人和萨尔人的祖先
是摩泽尔弗兰克人，他们具有心灵手巧、勤勉好客的品格。黑森人头脑灵活，有幽默感。居住在内卡
河和多瑙河上游之间的施瓦本人勤劳、乐观、讲话尖刻，有些固执己见，一辈子为积累财富而奔忙。
阿雷曼人住在莱茵河上游黑森林和博登湖畔，其性格与施瓦本人相近。巴伐利亚是德意志的一个自由
州，享有一定的独立性。巴伐利亚北部聚居着弗兰克人和施瓦本人。弗兰克人雄心勃勃、和蔼可亲、
率直，并且健谈。南方的巴伐利亚人的性格则自信、乡土观念强、重传统、热情好客、豁达。他们喜
爱音乐、美术、民问戏剧和舞蹈。第三节德意志民族——大器晚成的民族一般情况下把民族的演进分
为四种类型：一是放射型，一个民族由一个核心向外扩展。意大利由罗马发展而来，西班牙由卡斯蒂
尔发展而来，法国由法兰西岛发展而来，英格兰由其南部发展而来，瑞士由最初的三个州发展而来，
美国由最初的十三个州发展而来。二是转化型，即由原始的、“不发达的”、已形成民族的种族集团
在19和20世纪的智力、社会和技术潮流的革命化影响之下而转化为现代民族。较小的斯拉夫民族和匈
牙利的起源就是如此。今天我们在亚洲和非洲被解放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那里也可看到类似的转
化。甚至可以说，俄罗斯就是通过西欧思想的革命化影响而成为一个现代民族的。三是分裂型，一个
地区性群体从一个较大的单位分离开来，如葡萄牙。四是向心型，从边缘向中心发展。实际上，这就
是德意志独一无二的发展历史。与古老的中华民族相比，德意志是个异常年轻的民族。研读古德语的
文献人们就会发现，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德语书面资料产生于公元8世纪，其形式极其古朴、简陋。而
当时，华夏大地早已经过了诸子百家及两汉，正处于鼎盛时期——唐朝。如果把那些古朴、简陋的古
德语文献拿来跟中国的唐诗作一番比较，人们实在没有理由不为我们的祖先而感到自豪。然而，即使
在已经产生了古德语文献的8世纪，德意志作为一个民族却还依然不存在。当时，正是西罗马帝国灭
亡后日耳曼人在其废墟上建立的法兰克王国时代。因此，那些古德语文献恐怕称为古日耳曼语文献更
为贴切。公元814年，法兰克王国的查理大帝驾崩，帝国开始分裂。843年，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将帝
国分成东、中、西三部分，各据一方。919年，在东法兰克王国的基础上正式建立了德意志王国，这才
是德意志民族的真正开始。由于德意志国土在962年获得教会的加冕，因此在以后的840多年时间里，
德意志王国一直以“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名义出现在当时的世界版图上，史称第一帝国。这种局
面一直到19世纪初，拿破仑挥师攻人德意志，将三分之二的德意志领土置于法国控制下才告结束。“
神圣罗马帝国”时期，虽然王朝更迭频繁，但皇帝始终只是一个连花瓶都不如的摆设，下面诸侯林立
。有资格选举皇帝的诸侯称为选帝侯，当时有七个；选帝侯下有十多个大诸侯，大诸侯下是两百多个
小诸侯，再往下是一千百万多个独立的帝国骑士。他们的大大小小领地就是大大小小的邦国。今天如
果我们从南到北沿莱茵河驱车，在当时则要经过无数个小邦国的关卡，办理无数个出入境手续。这是
一段德意志历史上著名的黑暗时期，政治上的四分五裂使德国的经济发展远远落在英国、法国和意大
利的后面。当英国已经开始出现工业革命，法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德意志却还在实行残酷的
农奴制。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在当时的德意志，“自由的农民就像白色的乌鸦那样稀少”。在政治上
，当时统治德意志的也还是封建主义和绝对专制主义。19世纪，拿破仑挥师北上结束了“神圣罗马帝
国”的统治，其手段无疑是纯军事化的。然而，拿破仑也从刚刚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和人道主义运动
洗礼的法国带来了一阵清新、自由的空气。可惜这阵清风刚刚在死气沉沉的德意志水面上吹起一丝涟
漪，就随着1813年拿破仑兵败莱比锡而烟消云散了。况且，由于德意志这块土壤的特殊性，由拿破仑
大军吹起的丝丝涟漪也带着极强的民族主义色彩，反映着这块土地上人们精神上的保守和落后。19世
纪上半叶以后，德意志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德意志开始并逐渐完成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
。19世纪50年代在德意志是一个经济起飞的年代，资本主义早期原始积累的一系列特征在这时得到集
中体现。与此同时，德意志东北部的普鲁士迅速崛起。1815年，作为国家只有一百多年历史的普鲁士
开始由波兰往西向德意志挺进，并迅速成为德意志范围内的经济巨人。1871年，普鲁士以“铁血政策
”完成了对德意志的统一，从而扫除了国家分裂这一德意志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最后障碍。从此，德
意志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在经济上很快就赶上并超过了英、法两国，并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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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狂奔，终于在上世纪上半叶接连两次成为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从严格意义上划分，公元919年前由法
兰克人建立的王国以及民族大迁徙时由日耳曼人在西罗马帝国领土上建立的许多王国应称为日耳曼王
国或日耳曼国家，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应称为日耳曼人。公元919年后建立的王国、帝国或邦国应称
为德意志，其居民应称为德意志人。1871年德意志实现统一，民族国家随之而诞生，严格意义上德意
志民族才出现在世界面前。第四节天南地北本一家——世界各地的德意志人现在的德意志人大约
有9000万，他们主要生活在德意志，由于德意志长期处于分裂和战乱不断，饱受生活困扰的德意志人
不断向外移民。18世纪下半叶，第一批德意志人移居俄国。这与当时有德意志血统的女沙皇叶卡捷琳
娜二世有直接的关系。德意志统一后，在20世纪以前德意人主要迁移到东欧和北美，像其他的欧洲移
民一样，缺乏土地、遭动乱困扰的德意志人被北美洲这块未开垦的新大陆吸引。拥有自己的土地，信
仰自己的宗教，远离战争和贫穷，和平生活这些平凡的理想，吸引他们变卖家产，冒险犯难，远涉重
洋来到新大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意志放宽了对海外移民的限制，一度推动了德意志海外移民的
发展。不久，德意志进入了法西斯独裁统治时期，大大限制了德意志海外移民的发展。这时期，德意
志的海外移民潮虽然受到限制，但每年仍有数万德意志人移居海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政府放
松了对海外移民的限制，德意志的移民潮再度兴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约有100万人移民到美国、加
拿大、澳大利亚等地。在东欧和南欧生活着大批的德意志人，现今在俄罗斯生活着100多万德意志人，
他们大多是18和19世纪德意志南部和西部移民的后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他们曾居住在乌克兰南部
、高加索北部、伏尔加河流域、波罗的海东岸地区和哈萨克斯坦北部等地区。战争爆发后，被迁居到
西伯利亚西部以及现在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捷克和斯洛伐克两国约有8万德意志人。在罗马尼亚约
生活着40万德意志人，他们的祖先系从萨克森和施瓦本移民至此，主要务农和当矿工。匈牙利也有约2
万多德意志人。在比利时有两个地区共约9万多德意志人。在意大利上阿迪杰省约有20万德意志人，其
他地区也有一些散居的德意志早年移民，其中有的地区甚至还保留着古德语的语言形式。在美洲，最
早的德意志移民于1608年到达北美弗吉尼亚的詹姆斯城。如今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约有30万德意志人，
另外散居美国各地的德意志侨民总计约有2000多万人，但能讲德语的只有600万人。不少人渐渐放弃使
用德语，其第二代一般就开始以英语为母语了，美籍德意志人因是第三代，所以一句德文也不会说了
。18世纪时，不少德意志人选择加拿大作第二故乡，现在加拿大有约130万德意志人。南美洲各国也有
德意志人，其中人数较多的国家有巴西（近100万人）和巴拉圭（约3万人）。在非洲，由于德意志建
立了许多殖民地，在南非和纳米比亚有殖民扩张时代移居的德意志人，也有近现代的移居者，其总数
约计3．5万人。此外，19世纪德意志移民也曾涉足澳大利亚，大多已被同化，数量已经不洋，不过现
今仍有德文报纸出版。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德意志人及其后裔凭借着聪明的才智和辛勤的劳动也为各国
乃至世界的经济和礼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贞献。在浩如烟海的德意志海外移民中，自然有许多的德
意志人成为人们敬仰的人物，如德裔美国科学家爱因斯坦，是现代物理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提出了
量子理论、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相对论宇宙学等；德裔美籍火箭科学家布劳恩为火箭学先驱
；1999年荣获诺贝尔医学奖的德裔科学家布洛贝尔。这些人无疑是德意志人海外移民大军中的杰出代
表，他们都在各自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为世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是德意志人的骄
傲。随着世界政治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强，如今德意志人正以其踏踏实实的脚步为世界文明的发展
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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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人》

编辑推荐

《德意志人》了解各民族人氏血脉，探寻各民族文化，求“因族而异”的沟通路径。本丛书立足于传
播真实、全面的文化知识，完整地再现每个民族的文明血脉，基于历史文化史实，用灵动、活泼、亲
和的语言，全方位地来描述各民族的性格特征和文明特点，体现了科学性和趣味性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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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人》

精彩短评

1、如果你还没去过德国，这本书还是推荐的
2、文字中的错误挺多的，编辑的工作没做到位⋯⋯
3、因为工作原因需要在德国一段时间，所以想了解一下德国人，对自己和他们交往有帮助。这本书
提供了很多有用的信息和背景知识。
4、不知为何？
5、这个书玉简单了。
6、图书馆借的，啃着苹果和橘子看完。前面关于德国人性格的介绍相当有趣，我总是不自觉穿越
到APH，看着路德喝啤酒喝到颠沛流离（注意形容词），可是后面关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介绍实在太
无聊。还不如去看APH玩呢。【喂
7、爱看人种分析的书算不算是一种八卦
8、错别字也太多了吧  真的是正版书吗  你们这样搞会把顾客搞没的
9、偏见和错误不少，引用做的不到位
10、呵呵 我当初为什么会买这么一本没劲的书
11、简单的介绍了德意志人的生活状态和历史以及社会生活
12、断断续续花了几天时间，读完了德意志人，对德国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内容浅显，适合阅读消
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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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人》

章节试读

1、《德意志人》的笔记-第206页

        在德意志，男士不宜剃光头，免得被人当作“新纳粹”分子。我这辈子亲眼见到的第一个德国人
就是个光头。现在他依然在教我们书
红色是色情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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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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