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四课时

第十章

威廉帝国时代



教学目的和要求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教学，使学生了解德国经济全

面起飞时期的人民心态，德国实现工业化
之后同老牌殖民国家的冲突，德国民族主
义的高涨，德国在海外殖民问题上的状
况；现代化战争带来的对机器文明的反
思，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的影响。



第一节第一节 ““威廉时代的进步威廉时代的进步””

1．1 “威廉帝国”羽翼丰满

1．2 “威廉帝国”与速度

1．3 人口爆炸



维系第二帝国的凝聚力主要有三：

一是对外政策的成功，

二是经济上的成功，

三是国民对皇帝的个人崇拜。



11．．1 1 ““威廉帝国威廉帝国””羽翼丰满羽翼丰满

1888年6月15日，年方29岁的威廉
二世（Wilhelm II.，1859～
1941）登基，成为德意志帝国皇

帝。



“开足马力向前进！”
（Volldampf voraus!）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种过渡状态

中！德国慢慢地成长壮大，脱
离了孩提时代，正在长大成
人。现在也许正是我们摆脱我
们身上少儿病的时候了。”



““威廉盛世威廉盛世”” ::

1895年，北海－波罗的海运河投入运营

本世纪初，汉堡港的吞吐量跃居世界第
三位，超过了伦敦、利物浦和马赛，仅
次于纽约和安特卫普

德国的商船队的排水量从160万吨上升到
460万吨，仅次于英国的1990万吨之后，
领先于美国的280万吨



哥特利普·戴姆勒（Gottlieb Daimler，1834～

1900）于1885年研制成功一辆使用燃油发动机的

两轮机动车辆，这便是世界上第一辆摩托车

卡尔·本茨（Carl Benz，1844～1929）于1886年发

明了世界上第一辆汽车

齐伯林伯爵（Graf Zeppelin，1838～1917）开始

制造飞艇

利利恩塔尔（Otto Lilienthal，1848～1896）则

研制了人类第一架飞行器械



11．．3 3 人口爆炸人口爆炸

19世纪最后30年，德国人口增加了
900多万，从1871年的四千一百万增
加到世纪末的五千余万人，到第一
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的1913年，更
是猛增到六千七百万人。



19世纪末德国式大城市人口统计



22．． ““Made in GermanyMade in Germany””

质量与信任的保障

1786年美国费城的世界博览会上，博览
会评委会对于德国货所给的评语是“价格
便宜而质量低劣”（billig und 

schlecht），认为德国送到博览会参展
的所有产品都是如此。所以，“德国货”
成了劣质产品的标志。



从1887年起，英国法律规定各国商品必
须标明产地，冠以“Made in …”的说

明，以便英国顾客可以方便地区分，何
为进口商品，何为英国优质产品。

1876年费城博览会结束后，德意志帝国
的工业界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提高质
量运动



33．． 威廉时代的教育威廉时代的教育

自从洪堡的教育改革实施以后，德国的高等
教育便如虎添翼，培养出一种独特的治学精
神。

这种治学精神同样体现着德国人的国民性，
尤其重视基础的扎实、思维的深刻，强调按
部就班，一步一个脚印，与美国人那种重视

想象、重视创新的教育理念相映成趣。



德国教育的成功：德国教育的成功：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1879～1955）

马克斯·普朗克

（Max Planck，1858～1947）



33．．1 1 ““顺民精神顺民精神””的培养的培养

击剑联谊会（schlagende Verbindungen）

忠于职守、服从上司、服从国家、服从各级

政府机构就是听从上帝的安排

德国的经济奇迹与德国人的服从意识有莫大
干系



市民阶层的市民阶层的““容克化容克化””：：

市民阶层在改造官吏队伍的同时，本身也在
被改造，而且鉴于他们在政治上处于弱势，
双方力量过于悬殊，他们被占统治地位的意
识形态所改造的幅度更大，史书上把这种现
象成为。



第二节第二节 德国的殖民地问题德国的殖民地问题

在俾斯麦时代，铁血宰相对开拓
民地并不十分热衷，对于殖民扩张
活动并没有相英法等国那样给与大
力支持。



到了威廉时代，随着第二帝国的崛起，野心
勃勃的威廉二世在殖民地问题上也不甘寂
寞，开始把目光转向外部世界。

德国商人效法英国和荷兰东印度公司，通过
各种手段在非洲、南太平洋也建立起了几块
殖民地。

1884年，德国人卡尔·彼得建立“德国－东非
公司” 。



1885年，德属东非被置于德意志帝国“保护”
之下。

德国在东非、西非和南太平洋的波利尼西亚
都建立了殖民地，其中德国在非洲建立了一
百八十余万平方公里的殖民地，包括坦葛尼
喀、纳米比亚、多哥和喀麦隆等国 。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德国参与了八国联军侵略
中国，镇压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的统帅瓦德
西就是德国人。

“德国公使的仇将由我的军队来报，北京人将
剃胡子一样被剃光”（Peking wird rasiert
werden.）。…要使德意志这个名字在中国家

户晓，令人闻风丧胆，叫中国人不敢正视德国
人，甚至不敢偷看德国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后，
1919年的凡尔赛条约规定剥夺德
国的海外殖民地，在德国引起了
强烈反应。

“五四运动”



第三节第三节 军装的魅力军装的魅力

德意志帝国皇帝威廉二世本人就是军
服的热爱者。他极其喜欢表现自己，
喜欢让人给自己画像或拍照。

在他的皇宫里，只有身著军服的肖像
或照片，几乎找不到穿其他服装的画
像。



帝国总理常常同样身着戎装、腰挎
佩剑走进议会。

“德国议会堪称世界上绝无仅有。

在德国议会上，部长们以及他们的
代表挎着佩剑出席会议，一只手扶
在剑柄上发表演说。说到激动的时
候，扶在剑柄上的手往往随之晃
动，成为一道独特的景观。”





卡尔卡尔··楚克迈耶（楚克迈耶（Carl Carl 

ZuckmayerZuckmayer，，18961896～～19771977）：）：

《科佩尼克的上尉》

（Der Hauptmann von 
Köpenick）。

这出戏充分表现了当时德国社会的

“军装恐惧症” 。



第四节第四节 青年运动青年运动

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个名为“青年”的
文化运动出现在德国。

这个运动有着更广泛的欧洲背景，涉及社会生活

的多个方面，但主要表现在艺术上，表达对现实

的不满，对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的空虚的不满，

要求与传统决裂，争取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

艺术。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青年运动结束。



正当工业化和城市化乘胜前进的时候，人们开始
对这种生活方式产生疑问和反感，寻求一种城市
生活的替代方式。

与工业化一同产生的是城市化，大城市把人与自
然隔离开，城市生活的紧张忙碌把人与人隔绝
开，人们感到离大自然的距离越来越远。

在大城市里，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使得人离周围的
人也越来越远，让人感到自己虽然身处闹市但却
无人知晓自己，人觉得越来越孤单。



““迁徙鸟迁徙鸟””（（WandervWandervöögelgel））

许多青年人背起行囊，到大自然中去远
足，以表达他们对大城市生活的厌恶，
追求同大自然和大众建立一种新型的关
系。

“青年客栈”（Jugendherberge）



“轼父者”领结



作为一个艺术运动，青年风格的诉求
首先在于背离风行于19世纪的历史主
义建筑风格，反对历史主义建筑的豪
华、排场。

青年风格在建筑上的特征，最典型的
莫过于摒弃静态、强调动感。青年风
格的建筑大量采用极具动感的植物线
条和抽象的装饰性线条。



青年风格地铁站入口



青年风格建筑



青年风格家具



青年风格植物图案



第五节第五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

5．1 “我不知道谁属于什么党
我只知道我们都是德国人” （Ich 
kenne keine Parteien mehr. Ich 
kenne nur Deutsche.）



“各方面的繁荣也许太快了，欧洲的国家和欧洲的城

也许强大得太急速了，而且那种浑身是劲的感觉总是

诱发人和国家去使用或者滥用那股力量。法国已财富

充溢，但它还要敛取更多的财富，［……］。

意大利指望着昔兰尼加。奥地利要兼并波斯尼亚。塞

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又把矛头指向了土耳其。而德国，

暂时还被排斥在外，但已跃跃欲试，准备大干一场。

欧洲国家到处都显得怒气冲冲，剑拔弩张。” －－

蒂芬·茨威格



有人写道：有人写道：

“在战争爆发的那些日子里，看到向我

们袭来的大雷雨不仅改变了污浊的政治
空气，而且也使全民族奋起，回到自己
古老的理想上去，这真是美不可言”。



55．．2 2 ““19141914年理念年理念””

““责任、秩序、公正责任、秩序、公正””



在文化上，西方物质文明正在入侵德国，正在蚕
食德国人的灵魂，德意志文化正受到前所未有的
挑战。

许多学者认为，“德意志文化”（deutsche 
Kultur）和“西欧”或曰“西方文明”（westliche

Zivilisation）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差异，英、
法、荷兰、瑞士等国的民主道路不适用于德国，
德国的国情注定德国必须、也必然走出一条不同
于西欧民主国家的“特殊道路”（Sonderweg） 。



历史学家格奥尔格历史学家格奥尔格··封封··贝洛贝洛

（（GeorgGeorg von Belowvon Below）：）：

“世界大战的体验揭示了法国大革命理想
的崩溃，‘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被
德国的‘1914年理念’，即‘责任、秩序、
公正’战胜了”。



1915年夏天，即战争的第二年，神学家莱因
霍尔德·赛伯格（Reinhold Seeberg）起草

了一份宣言，征集到了352名高等学校教师
的签名支持，史称“赛伯格宣言”（die 

Seeberg－Adresse）：

“我们要求在得到切实有效保障的故乡土地

上生活，以便我们的生存不受制于任何人，
并且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



赛伯格要求把比利时化为德国的托管地，法国
必须割让法国南部和北部的大片土地给德国；
但是更重要的是东方：俄罗斯必须让出土地给
德国，以便德国农民移居到那里，在那里繁衍
生息：“使我们的民族人口得以增长的关键是

土地，而且是适宜耕种的农田。

农民是我们民族和国家长盛不衰的青春之泉，
给农民提供土地，意味着健壮的农民获得生存
的基础……”。



55．．3 3 阵地战、消耗战及阵地战、消耗战及

人对技术的反思人对技术的反思

新技术在战争中的使用：

机关枪（有利于防守一方） 坦克

阵地战、战壕战空战： 飞机投入战争

海战：潜艇战与海洋封锁 毒气战



人与技术的关系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面
貌：技术可以造福于人类，也可以毁灭人
类；技术越是先进，它带给人类的灾难就可
能越大。

欧洲人对科技的绝对信赖和追求从此受到一
定程度的遏制，他们开始用批判性的眼光来
审视技术。不仅如此，欧洲人对于“进步”
（Fortschritt）的信赖或曰迷信进一步产
生动摇 。



55．．4 4 十一月革命与帝国的终结十一月革命与帝国的终结

10月底，德国海军远洋舰队的水兵违抗命
令，拒绝再次投入战斗，在威廉港哗变。

11月7日，慕尼黑爆发革命，革命蔓延到柏
林

1918年11月9日，社会民主党人谢德曼
（Philipp Scheidemann，1865～1939）在
柏林宣告共和国成立，德国君主专制统治宣
告结束。



1919年6月28日，德国代表团
经过长时间的谈判，终于在
巴黎郊外的凡尔赛宫的镜厅
里签署著名的《凡尔赛条
约》。



凡尔赛条约凡尔赛条约

德国向协约国割让八分之一的领土，包括共
计650万人口、四分之一的煤产量、四分之
三的矿产和将近一半的钢铁生产能力；协约
国占领莱因河左岸5至10年，然后对这个地
区实行非军事化；德国必须把陆军人数减到
10万人，海军减到1.5万人；协约国没收德
国1600吨以上的商船；德国的大部分海外殖
民地划归英国 ，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势力范
围划归日本 。



“背后捅刀子”
（der Dolch von hint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