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课时第一课时

第一章第一章

德国文化产生的历史条件德国文化产生的历史条件



教学目的和要求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教学，使学生初步掌握德
国文化形成的前提条件，以便了解德国
文化的西欧属性，即在十七世纪民族国
家形成之前西欧各地区的共同特征。同
时使学生了解德国人作为日耳曼人的后
裔的特殊性，以便区分德意志同法国、
东欧等国家和地区的种族区别。



绪绪 论论

汉字文化圈?

朝鲜

日本

越南



““两河流域两河流域””

两条大河－两个民族－两个文本

n 两条大河：希腊罗马文化与希伯来文化

n 两个民族：希腊人与希伯来人

n 两个文本：荷马史诗与《圣经》

最重要的是两个文本。

荷马史诗的作者是盲人，

基督教的上帝则是看不见的。



三个源头三个源头

古希腊罗马

基督教

日耳曼固有文化



““两两 希希””

希伯来

希腊



第一节第一节 希腊罗马文化希腊罗马文化

1．希腊文化留给西方的遗产



希腊的地理位置



11．．1 1 希腊的气候、地理位置与希腊文化希腊的气候、地理位置与希腊文化

希腊位于欧洲地中海和爱琴海之间，具有典型的
海洋文明的特征。蓝色的海洋引诱人们去探索和
冒险，而且与内陆相比，海洋给人们提供了便利
得多的交通条件，水陆给人们提供的运输能力远
远超过陆路所能提供的，这在当时人们的生存环
境中意义重大。

航海和通商都促进了希腊人与其他地区、其他民
族之间的交流。



11．．2 2 ““法律下之自由法律下之自由””

在政治－法律领域，希腊人首创了在政治－法
律领域，希腊人首创了“法律下之自由”的概
念，并且在希腊社会做了实验。希腊的城邦国
家用“法律下之自由”的原则来规范人与人、人
与社会、国家的关系，凡公民皆可享受法律的
保护，只要不违反法律，个人便可自由地决定
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国家的权力也并非神授，
而是由公民选举产生，现代西方国家的民主体
制已经初具形骸，构成现代西方政治核心的自
由主义便是发轫于此。



11．．3 3 文学艺术文学艺术

史诗（Epik）

戏剧（Dramatik）

诗歌（Lyrik）



《俄狄浦斯王》《俄狄浦斯王》(K(Köönig nig ÖÖdipusdipus））

“俄狄浦斯情结”，
或曰“恋母情结”:
Ödipus-Komplex“

“Mutterkomplex“
“Vaterkomplex“



11．．4  4  政治政治

在政治上，希腊人首创民主

制，在希腊的城邦国家中，凡

是自由民均有选举权。



11．．5  5  哲学哲学

在哲学领域，希腊人始终不渝地探索宇宙
的本体，不断提出“世界是什么？”、“人是
什么？”、“世界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
样的终极问题，因而创造了一个被称为“形
而上学”（Metaphysik）的哲学传统，其影

响一直持续到现代，当今西方的哲学仍旧
处于这个思维范式的框架之内。



11．．6  6  体育体育

希腊人酷爱健康美，因此热爱体

育，并且因着这种热爱而经常举行

体育比赛，进而创造出了奥林匹克

运动会。



2. 2. 罗马文化留给西方的遗产罗马文化留给西方的遗产



罗马帝国的版图罗马帝国的版图



22．．1 1 罗马文化的特点罗马文化的特点

对于近代欧洲文化而言，罗马文化
犹如一座桥梁，把希腊文化与现代
文化连接起来，即罗马文化汲取了
希腊文化的内容，把它再传递给后
来人。



罗马文化的特点罗马文化的特点

罗马在武力上征服了希腊，而希腊在文化上征服
了罗马。罗马进入帝国时期后，幅员辽阔，疆域
广大，北非的迦太基、埃及，以及东方的西亚地
区的文化珍品也流向罗马，使罗马的文化更趋丰
富。同时，罗马人也很懂得如何对待外来文化，
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在汲取其精华的同
时，充分保留了自己的特点，使罗马文化得以与
希腊文化比肩，大放异彩。



22．．2 2 罗马人的管理才能罗马人的管理才能

公元前6世纪，罗马人建立了罗马共和国；
公元前27年，罗马帝国取代罗马共和国。
帝国以罗马为核心，包罗了众多的民族和
地区，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庞大帝国。为了
有效地管理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就必须
有一套相应的管理手段和基础设施，在这
些方面，罗马人都有杰出的表现。



罗马水道



罗马的道路建设罗马的道路建设

““条条大路通罗马条条大路通罗马””



罗罗 马马 法法

罗马法是一个总称，包括公元前6世纪末至
公元6世纪为止罗马人制定的所有法律。

在罗马人看来，一个社会若是仅仅满足统
治阶层的要求实行不同的，这样的社会必
然是不稳定的，很难长期存在下去。对于
罗马人而言，一切交易、争端，一切人际
关系都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解决和维系，
一个人没有法律权利才是不可思议的。



罗马法罗马法

公民法

万民法



《《法学总论》法学总论》
《法学汇编》《法学汇编》
《新敕令》《新敕令》

除了立法之外，罗马人还致力于法律
的阐释，产生了法学家的概念，形成了法
学。公元6世纪，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
（Justinian I.，482-565，525年起为东
罗马帝国皇帝）下令对过去的法律、皇帝
的敕令进行整理，法学家们编纂出了《查
士丁尼法典》。此后，东罗马帝国的法学
家又陆续编纂了这三部法典。



22．．3   3   拉丁语拉丁语

拉丁语属印欧语系意大利语族，是现代罗曼

诸语言（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

法语和罗马尼亚语）的原始母语。



第二节第二节 基督教文化基督教文化

自从西方社会接受基督教以来,

西方社会就是一个神权社会。



2. 1 2. 1 基督教的产生、基督教的产生、

发展和基本教义发展和基本教义



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基督教的基本教义

“原罪”（Erbsünde）

救赎（Erlösung）



偷吃禁果偷吃禁果



三段论的思维模式三段论的思维模式

“乐园”

“失乐园”

“复乐园”



伊甸园伊甸园



22．．2  2  基督教与罗马帝国基督教与罗马帝国



33．．““凯撒的物当归凯撒，凯撒的物当归凯撒，
神的物当归神神的物当归神””

西方政治文化的二元格局



第三节第三节 日耳曼人及其文化日耳曼人及其文化



“德语”（deutsch）是从拉丁语形容词
“theodiskus”或“theotiskus”派生出来的，而
这两个形容词又是从拉丁语的名词“thiuda”

（Volk，意为民众，老百姓）派生出来。

第四节第四节 德语的发展德语的发展



4.1 4.1 ““DeutschDeutsch””

德语在其发展过程中，

经历了三个重要的阶段，即

古高地德语（Althochdeutsch，

约750～1050）；

中古高地德语（Mittelhochdeutsch，

约1050～1500）；

新高地德语（Neuhochdeutsch，

约1500至今）。



4.2  4.2  第二次音变：第二次音变：

由语言导致的德国文化的内部差异由语言导致的德国文化的内部差异

德国在语言上的分裂



高地德语高地德语

德国的文学语言就是从高地德语演变而来

的。这里所说的高与低，是指德国地势而

言，因为德国的地势为南高北低，故中部

和南部德国人说的德语被称为高地德语；

反之，北部德国人说的德语则被称为低地

德语。



第二次音变第二次音变

在德国北部，位于词尾的清辅音和浊辅音

（p，t，k，b，d，g）的发音方式没有产

生变化，就像今天的英语那样，发浊辅音

时声带仍产生振动。而在南部和中部，发

浊辅音时声带则不振动，即所谓辅音的清

化。



““BenratherBenrather LinieLinie””

在南部和中部的方言中，位于词首的t变

为z，而位于词当中和词尾元音后的p，

t，k则变成了f，s，ch。如英语中的

ten，在德语中变为zehn，类似的词如

sleep - schlafen，let - lassen，make

- machen。



第二次音变第二次音变

t变为z，如英语中的ten，在德语中
变为zehn，类似的词如two变为zwei

位于词当中和词尾元音后的p，t，k则
变成了f，s，ch。

sleep - schlafen，

let - lassen，

make - mach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