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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地理视角下的

德国国民特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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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国民特征有着其特定 的历 史
、

文化和地理背景
。

从文化认知视角来看
,

国 民特征具有

内在隐性特征和外在显性特征二 大特点
,

在这两 者关系中
,

显性 民族特征反映隐性 民

族文化价值和文 化历 史特殊性
。

基 于这一对 国 民特征 的认知
,

本 文从历 史文化地理

视角阐述影响 德 国国 民特征的诸 因素
,

在此基础上确 定 当代德 国 国民 的基本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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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时代
,

国民特征研究 是跨文 化研究 的重

要组成部分〕 ,

并越来越受到各 国和各学科领域的关

注
,

成为美国
、

欧洲 的文化学
、

跨文化 交际学 和 国际关

系
、

国际政治学
、

哲学领域 内重要 的研究课题
。

一个 国

家的国民特征有着其特定 的历史
、

文化背景
,

受到文化

认同的影响
。

“

对一个 民族性格上 的特征进行说明
,

只

有基于对该民族的全部历史进 行研究之上
,

才能达到

像样 的准确程度
”

。

奢从社 会学 角度 看
,

国 民性 是 用来

表示 文化精神和心 理结构的集合概念
,

指一个 民族多

数成员共有的
、

反复起作用的文化精神
、

心理特质 和性

格特点
,

故称民族性格 , 。

从 文化认 知视角来看
,

国民

特征具有 隐性 和 显性 两 个方 面
。

隐性 特征 是指 心 理

的
、

精神的等意识方 面 的特点户 它虽 不具有直观性
,

但它会外化为一 种习惯和行为方式
,

如德 国人 的勇敢

性和秩序性
、

纪律性 和严谨性
、

忠 诚性 和法制性
、

个体

性 和务实性等特征
。

这些 可观察 到的显性特征存在 于

隐性特 征中
,

而 隐性特 征 又通 过 显性特 征表 现 出来
。

正 是国 民性的这种隐性到显性的外化
,

使国民特征研

究有 了切人点
。

从历史文化角度来看
,

显性 民族特征 反映隐性民

族文化价值和文化历史特殊性
。

国民性一方面有其稳

定性
,

表现为相对 稳定 的习惯
、

观念
、

心理以及行为模

式
,

另一方面有其继承性
。

国民性 的隐性内涵及其所

承载 的价值体系也会随时代的变迁 而变化
,

国家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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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件或政治变化以及社会和文明发展会对国 民的某

些特征产生重大影响
,

如二战以后在德国形成的和平

主义思想就是基于德国人反思战争
、

反思历史所产生

的观念转变
。

德意志民族国民特征的外在显性特征和

表现形式形成于 漫长的德意志历史文化发展 过程
,

并

随时代的变迁而 不断变化
。

从德国历史演变视角看
,

对德国国民特征起主导影响作用的有 以下几个方面
:

日耳曼精神和普鲁士精神
、

重大历史性文化事件如德

国宗教改革及其新教理念的传播
、

德国特殊地理环境

和欧洲追求个性和自由的启蒙运 动等
。

一
、

日耳曼精神和普鲁士精神

对德意志 民族特征的影响

日耳曼民族被看作德意志人的祖先
,

对于其民族

特征
,

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 (T a ci tu s )在其《日耳曼尼

亚志 ))( G er m an ia )中有着详实的记载¹
。

塔西陀笔下

的 日耳曼人注重忠诚
、

名誉
、

荣誉和勇敢
,

将忠 于本 民

族
、

忠于首领和勇敢视为
“

美德
” ,

把效忠部落首领看作

天 职
,

并以此为荣
。

为了名声和荣誉
,

日耳曼人不惜牺

牲 自己的生命
。

对他们来说
,

人的生命 和财产均可 随

时流逝
,

但事业的荣耀和功绩将流芳百世
。

日耳曼人

凭借对本民族的忠诚和勇敢
,

不 畏外来人侵
。

这 一特

有的民族忠诚意识决定了其对异族的态度
。

为了保持

种族纯洁性
,

人们反对同异族通婚
。

历史上
,

对 日耳曼

人来说
,

名誉和荣誉建立在战功的基础 上
。

在当时生

存环境和生存条件下
,

勇敢性被看作人生存的重要前

提
。

在战场上
,

日耳曼人十分勇敢
,

宁死不屈
,

在不打

仗时在家中却显得懒散
,

不愿意在农田干活
。 ‘

旧 耳曼

部落兼以狩猎
、

畜牧和不断的战争和迁移所允许的那

些种植业为生
。

耕作大部分 留给 了妇女
、

儿童和 老

人
—

即所有不能拿起武器的人们
。” º人们强调部落

成员间的平等和团结
。

军事性构成了 日耳曼 民族的另一 重要特性
,

人们

强调顺从意识
,

服从部落首领
。

日耳曼部落首领要 求

其随从
“

坚定不移 的忠诚
,

必要时甚至 以死效忠
,

以获

得保护
、

供给
、

武器方面 的指导 以及分享任何战利品
。

亲兵制度完全是建立在首领与随从之间的私人忠诚和

信任的基础上
。

任一方面的背信行为
,

都会使这种关

系废除
。

恰恰是由于缺乏法律上的明确性
,

给这种私

人关系以其道义 的力量
,

并使其约束神圣化
。

个人 忠

诚不仅在部落时期
,

而且在整个中世纪时代
,

都是最高

的 日耳曼美德
。

它维系封建体系
,

居于高于部落联系

和亲缘纽带的地位
。 ” »日耳曼人在战场上强调战斗精

神
,

服从上级首领的军事纪律
,

甚至愿意为之献身
。

军

事性也贯穿于 日耳曼人 日常生活的诸层面
,

如在孩子

进人成人阶段
,

人们会赠送予长矛和盾牌等兵器
。

除

成人节外旧耳曼人的婚姻也充满着军事性特点
,

如女

方陪嫁要有战马和长矛 ;妇女要忠于婚姻
,

她们可以不

爱丈夫
,

但要维系婚姻
。

虽然 日耳曼人对妇女有着严

历的守节要求
,

但妇女享有较高的地位
,

她们受人尊

重
,

在打仗时可 以就地观战
,

鼓励丈夫勇敢应战
。

在饮

食方面
,

日耳曼人不懂精细烹饪
,

喜欢直接吃野果
、

野

味和鲜奶
,

饮酒没有节制
。

在信仰上
,

人们笃信 自然神

和迷信
,

将星辰等自然现象奉为神
,

并以此命名星期的

名称
。 “

在 日耳曼神话 中
,

战争就是 自然界的秩序
,

就

是生命的基本要素
。 ”¼

形成于 17 世纪的普鲁士 王 国在很多方面继承了

日耳曼民族的特点和 日耳曼精神
,

尤其是 日耳曼民族

的军事性
、

勇敢性
、

尚武性等特点
。

这些 日耳曼民族特

征随着普鲁士王国军事化的不断深人而达到前所未有

的程度
。

在德意志帝国内
,

普鲁士 王 国通过政治
、

经

济
、

军事
、

教育改革
,

在当时成为先进的现代化国家
。

工业化进程加快了普鲁士 向外扩张的要求
,

军事改革

贯彻 了全 民军事化理念
,

奠定了普鲁士精神和普鲁士

国家的行为特征
。

½ 普鲁士的精神包括军国 主义 思

想
、

国家利益至上 和顺 民精神三个方面
。

军国 主义是

普鲁士王 国的立国之本
,

国家利益至上 是普鲁士王 国

对百姓的国家意识要求
,

军国主义和 国家利益 至上思

想互相影响
,

互相支撑
。

在普鲁士
,

每个人无论贵贱贫

富
,

都以其精神
、

身体和全部财富隶属于 国家
,

服务国

家
,

个人的生活要遵从国家的安排
,

国王 自称为
“

国家

的第一公仆
” 。

由此奠定的军国主 义和 国家利益至上

意识不允许有悖于 国家利益的个人行为的存在
。

普鲁士王 国的军国主义也奠定了普鲁士精神和普

鲁士人的行为标准
。

普鲁士推崇勤俭
、

忠诚
、

廉洁
、

精

¹ T a e itu s ,

Ge
r m a n ia , 口b e r s e t z t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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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和准时
,

要求绝对服从
,

遵纪守法
,

敬职敬业
,

忠贞不

渝
,

在这方面
,

荣誉
、

服从 和勇敢成为普鲁士人的重 要

美德
。

对普鲁士将士来说
,

效忠 国家
、

效忠国王
,

为国

服务是最大的荣誉 ; 荣誉来自纪律
,

纪律是国家荣誉和

生存的基础
。

通过官僚机构军事化
,

那些本属 于军人

的职业道德和
“

美德
”

随之渗透 于普鲁士 国家机构
,

并

由此进人普鲁士百姓的 日常生活的各个层 面
,

成为普

鲁士人的普遍行为准则
:

普鲁士 王国要求国家官吏惜

守服从
、

尽职
、

守时
、

节俭和准时
,

放弃个人意志
、

个人

思 想和个人利益
,

盲目服从 国家利益
,

履行个人对 国家

承担的义务
,

荣誉胜过薪傣
。

在学校 通过严格教育和

军事化教育方式
,

从小培养学生 的忍耐
、

勤勉
、

律 己 和

为国家服务的普鲁士精神意识
,

借助 这种教育奠定的

普鲁士精神和普鲁士百姓行为准则
,

使普鲁士王 国得

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成为强国
,

并最终统一了德国
。

二
、

马丁
.

路德神学思想对德意志民族特征的影响

除 日耳曼精神和普鲁士精神外
,

在德意志 民族形

成过程中
,

马丁
·

路德的宗教改革及其神学思想也被看

作影响德意志 国 民特征的关键要 素之 一¹
。

海 因 里

希
·

海涅在他的著作《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 史 》中强

调了路德与德意志 民族国 民性的互动关系
,

他认为
,

路

德
“

在我们历史上不仅是最伟大的
,

也是德国最有代表

性的人物
,

故而德国人的所有优点和弱点在他的身上

非常出色结合在一起
。 ”º

(一 )宗教改革对德 国宗教文化和政治文化的影响

中世纪的欧洲
,

基督教独 霸天下
,

统治着欧洲乃 至

西方的整个文化
,

神是宇宙的中心
,

人们进入
“

天国
”

的

希望又成为基督教教会统治百 姓 的手段
。

在路德时

代
,

基督教的教义认为
,

人由于
“

原罪
”

而被诅咒并被罚

出了天堂
。

罗 马天 主教教会 宣传
“

救赎教 义
” ,

推 出赦

罪符
。

教徒若想赦罪
,

只有购买教会发放的赦罪符
,

才

可以 去除罪恶
,

进人天国
。

路德反对赦罪符买卖
,

他认

为
,

人只 有凭着信仰才被拯救
,

而 不 必购买 赦 罪 符
。

151 7 年 10 月 31 日路德通过 9 5 条论纲公开反 对当时

罗马天主教教会的赦罪符实践
,

将《圣经 》视作人与上

帝之间信仰关系的桥梁 和路径
,

由此开启 了信仰由外

向内的转向
,

对 天主教垄断《圣经 》解释权提出了巨 大

挑战
。

在此基础 上奠定 了路德神学 的 三个核心 思想
:

其一是 因信称义
,

通 过 内心 真正信仰上帝
,

才能获救 ;

其二
,

反对教皇 永无 过错的观点
,

否 定教 皇的权威性
,

认为只有《圣经 》是惟一正确和最高的权威 ; 其三
,

信徒

通过《圣经 》直接面对上帝
,

并对上 帝负责
。

这一神学

思想危及教会的存在
,

由此引发了带来基督教世界第

二次分裂的宗教改革
。

就宗教 自身而言
,

宗教改革导致宗教分裂
,

产生 了

新教
,

形成天主教和新教在德国乃至欧洲的对峙
,

并影

响到当代德国宗教信仰的地理分布
。 “

在两德统一 以

来
,

新教在德国依然占有略微多数
。

从传统角度说
,

德

国北部和东部地 区以新教为主
,

南部和西部地区以天

主教为主
” 。

» 对德意志 民族而言
,

路德的宗教改革具

有宗教性 和民族性两大特点
:

宗教性是指对宗教的改

革
,

它要求改革罗马教会推出的赦罪符拯救教徒的方

式
,

建立合理的教会
,

要求人们直面 上帝
。

民族性是指

宗教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德国人文主义者反对 罗

马天 主教教会对德国百姓的外来精神统治
、

追求信仰

自由的要求
。

宗教改革的产生同德国民族意识的觉醒

有着内在的关系¼
,

其 目的在 于建立一种基 于 宗教信

仰平等的德国式基督教
,

在这种新的理念下
,

罗 马天 主

教分裂为天主教和新教
,

信仰分裂又 加剧 了德意志的

政治分裂
, “

德意志 民族神圣 罗马帝国
”

疆界内的邦国

转向新教或天主教
,

新教邦国建立邦国教会
,

由此脱离

了教皇和主教
。

在 16
、

17 世纪建立 了 由世俗权力控制

的官厅教会
,

其权力集中在邦国君主手中
,

邦国权力越

来越强大
。

从历史角度看
,

宗教改革和 30 年宗教战争

削弱 了帝国的权力
,

强化 了德意志各邦国的主权地位
。

总之
,

帝国内的宗教分裂导致了帝国内的政治分裂
,

使

得德意志 民族国家迟迟不能建立
。

《二 )马丁
·

路德的
’‘

两个世界论
”

及其职业 观对德

意志 民族特征的影响

马丁
·

路德在其《论基督徒的自由》一文中提出了
“

两个世界论
” ,

将人的世界分为
“

信仰世界
”

和
“

世俗世

界
”½

。

在
“

信仰世界
”

里
,

每个基督徒是 完 全 自由的
,

¹ 参 见刘新利
:
《基督 教与德 意志 民族》

,

北 京
:
商务印书馆

,

20 0 0 年版
。

º G o r d e n A
.

(二r a ig
,

Ub e r d ie D o u t、c h e n ,

M o n e h e n : D e u t -

s e h e r r a s e h e n b u e h V e r la g
,

195 5 , 5
.

9 6
.

» S t e fa n Z e ld e n ztz / B e n K a r k o w , D i 。 D e u t s c h e n p a u s o h a l
.

F r a n k fu r t a m M
a l n : F is e h e r T a s e h e n b u e h V e r la g

,

19 9 7
.

5
.

5 2
.

¼ 杜美
:
《德国文化 史》

,

北京
:
北 京大学 出版社

,

19 9 。年版
,

第

6 4 页
。

½ 参见李伯杰 等
:
《德 国文化史 》

,

北 京
:
对外经 济 贸易大学 出

版社
.

20 0 2年 版
,

第 7 0 一 8 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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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圣经》可以直接与上帝沟通
。

这里的
“

信仰世界
”

是指人的内心世界
,

在
“

信仰世界
”

里人们拥有精神 自

由和信仰自由
。

在
“

世俗世界
” ,

路德要求教徒服从世

俗权威
,

对世俗权威
,

人是不 自由的 ; 作为上帝的信徒
,

每个人都有义务维持世俗秩序
。

路德将帝国看作上 帝

为人类建构的秩序
,

要求个人像服从上帝一样服从世

俗世界
,

这被看作基督徒的一 种使命
。

在这一 认知理

念下
,

服从世俗权威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宗教性
,

这也奠

定了德意志百姓对国家制度的认同和服从以及 臣仆思

想和臣仆意识
。

在这一 国家秩序宗教观的 塑造下
,

在

“

德意志民族神圣 罗马帝国
”

内诸侯分治得以 长期存

在
。

另外
,

正是基 于这 一认知
,

马 丁
·

路德的
“

两个世

界
”

思想影响和奠定 了德意志 民族的内在 自由和外在

顺从的 国民性格
。

在德意志 民族特征形成过程中
,

作

为内在 自由的结果
,

在德国 出现 了许多思想家和哲学

家 ;外在对世俗权威的服从则演变为对 上司和官僚的

服从
,

这种具有宗教性的顺从在普鲁士 王国得到了极

致的发展
。

除
“

两个世界论
”

外
,

路德对 工作和职业观的新界

定改变了之前基督教对工作
、

劳动的态度
。

早期基督

教将劳动看作上帝对人类的惩罚
,

其直接原 因是人类

始祖亚当和夏娃违反 上帝禁令
,

偷吃智慧果而被逐出

伊甸园
,

并在人间忍受辛苦劳作的惩罚
。

路德则认为
,

任何职业都是为上帝服务
,

任何工作与教士工作一样

高贵
,

工作不是上帝对人的惩罚
,

而 是为上 帝服务
,

是

教徒进人 天国的重要途径
。

这就使工作和使命之间建

立 了一种联系
,

职业不再只是一种谋生的手段
,

而是被

赋予 了神圣的意义
,

如同马 克斯
·

韦伯所说的那样
,

德

语
“ B er uf ,’( 职业 )一词具有宗教 和经济双重意义

,

此词

源于
“ Ber

u
fu n g ”一词

,

意为
“

得到上帝的 召唤和使命
” ,

是上帝赋予 一个人的角色
,

从事某种职业就是接受上

帝的安排 ¹
。

在这 一职业观 下
,

个人按 照上帝的安排
,

做好工作
,

履行其职责
,

通过积极努力工作进 人天 国
。

劳动和工作具有准宗教性
,

由此奠定的路德工作观被

看作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原动力
,

并影 响了德意志民

族的劳动观和职业观
。

º 这一职业观不断深 人德意志

人的灵魂
,

是德意志人所特有的
、

积极 工作的原因
,

成

为德意志 民族国民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
。

民特征
。

德国位于欧洲中部
,

四面有多个邻国环绕
,

这

一地理环境影响着德意志民族对地理环境和周边国家

的感知方式
,

一方面迫使德国以开放的心态面对周边

国家和周边地区
,

在政治
、

经济和文化方面同它们进行

交往
,

并在这 一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开放的和向往外部

世界的特有民族心态 ; 另一方面
,

德国人 口多
、

国土少
,

人 口 和国土 比例失衡这一特殊性成为德意志狭隘民族

主义产生的原因之一
。

在这一 民族意识驱动下
,

在欧

洲历史发展进程中
,

德国多次向周边 国家发动战争
,

向

邻国争夺所谓的生存空 间
。 “

历史是置 于特定地理中

的运 动
”»

,

在一千多年的文明历史发展中
,

无论是封

建王朝时代还是工业文明时代
,

德 国问题 因其地理位

置的特殊性而几乎最终都演变成为欧洲问题
。

特定的

地理空间决定了特定的历史角色
。 “

由于德国的地理

位置的缘故
,

它的命运 在任何情况下对欧洲的发展都

有十分巨大的意 义
,

从而也必然关系到西 方国家的 自

己命运
” 。

¼

另外
,

德国特有的地理特性和错综复杂的地貌在

进人现代化之前影响着德意志百姓的彼此交往
。

德

国北部靠海
,

以平原为主
,

北部往南到处 是起伏多变

的山脉和 高原
,

在缺少现代化的交通 网络之前
,

这些

山脉和高原阻碍德意志帝 国内百 姓在政治和 经济上

的相互往来
,

人们长期生活在与外界 没 有交往的地

区
,

只是同一地 区和 同一邦国 的几代人彼此认识
,

在

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 了家乡情节和 对邦 国的政治和

文化认同
。

这种地理特性和 特殊地貌所致的 生活方

式在德国实现现代化后虽 然有了很大的变化
,

但德 国

百姓长期形成的邦国认同意识和 家乡 情节 至 今依然

存在于人们的民族意识中
,

并构成当今德国联邦制的

重要 民族意识认同基础 ; 德意志百姓的家乡情节依然

以新的方式加以维护
,

如同乡会 和各地每年举行的反

映地方文化传统和地方风土人情的民间节 日
,

如慕尼

黑十月 啤酒节
、

科隆狂欢节 和纽伦堡圣诞节市场等
。

三
、

地理特殊性对德意志国 民特征的影响

德国的特殊地理位置也影响着德意志 民族及其国

¹ V g l
.

M a x W e b e r , ,

D i e p r o te s t a n t i、e h e E t h ik u n d d e r G e is t

d e s K a p it a lim u s “ ,

i n M a x W e b e r , G e 、a n : , n e lt e A u
力 d tz e z u r R e li -

9 10 , 5 5 0 2 10 10 9 1亡 I
,

T o b in g e n :
J

.

C
.

B
.

Mo h r ( Pa u l S ie b e e k ) V e r la g ,

19 8 8 , 5
.

17 一 236 , h ie r 5
.

6 3
.

º 同上
.

5
.

17 一 2 36.

» 李工真
:
《德意志道路—

现 代化进 程的研 究》
,

武 汉
:
武汉

大学 出版社
,

20 0 5 年版
,

第 7 页
。

¼ [德〕康拉德
·

阿登纳
:
《阿登纳回忆 录 ( 一 ) :

19 45 一 19 5 3》,

上

海
:
上海人 民 出版社

,

19 7 6 年版
,

第 9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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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当代德国国 民特征及其历史文化相关性

虽说作为一个拥有 8 0 00 多万人 口的德意志 民族
,

其性格不可能一致
,

但德国 由其特有的历史
、

文化
、

宗

教
、

地理环境塑造的国民特征具有某些共 同特点
。

如

前文所述
,

顺从
、

忠诚
、

勇敢
、

荣誉被视为最高的 日耳曼

美德
,

在很多方面普鲁士 王国继承 了 日耳曼 民族的特

点和 日耳曼精神
,

如荣誉
、

服从和勇敢成为普鲁士认可

的道德和行为标准
,

而且 日耳曼民族的尚武性对普鲁

士影响较大
。

在德意志民族历史发展进程中
,

日耳曼

人的勇敢
、

好战和不怕死的性格也 由德国人 继承
,

但表

现形式有所不 同
:

在战争年代
,

勇敢成为获得荣誉的阶

梯
,

而在和平年代
,

人们通过事业的成就去追求荣誉 ;

日耳曼民族的忠诚或效忠和种族纯洁性这一狭隘的民

族观曾被纳粹帝国所利用
,

给人类和德意志 民族带来

了沉重的灾难
。

就 当代德 国国民特征 而言
,

说到德国

人
,

人们常常将他们同勇敢性和秩序性
、

纪律性 和严谨

性
、

忠诚性和法制性
、

个体性和务实性这些 受到德国历

史文化诸因素影响的国民特征联系在一起
:

勇敢性和秩序性 :虽说在和平主义理念下
,

日耳曼

人和普鲁士人的勇敢性
、

尚武性 已 不再为国 民所接受
,

但德意志民族的勇敢特征和对荣誉的追求
,

在德国
“

足

球文化
”

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

严谨
、

坚毅
、

朴实的普鲁

士精神和 日耳曼人的勇敢和粗犷的个性在德国人足球

风格和传统中体现 得淋漓尽致
。

足球精神体现并传承

了德国人崇尚勇敢
、

追求荣誉这 一 民族特征
:

在
“
足球

战场
”

上
,

球员 勇敢拼杀
,

轻伤重伤都不离场坚持到球

赛结束
。

例如
,

1 97 0 年半 决赛德 国对意大利的 比赛

中
,

贝肯鲍尔在场上被对方踢断了胳膊
,

作为场上 队长

和精神领袖他没 有退 场 ; 19 7 4 年德国决战荷 兰时
,

格

里克
·

穆勒全身负伤 7处不愿下 场
,

他 以令人吃惊的毅

力踢进第二个球
,

为德国捧得金 杯 ; 19 9 0 年德 国决战

阿根廷时
,

马特乌斯手骨在赛前骨折
,

但作为队长他依

然在足球场上 勇猛地拼博了 90 分钟 ; 1 9 9 6 年欧洲杯

决战时
,

德国队克林斯曼身负重伤上场
,

伤 兵满营的德

国队最终获得 了胜利
。

人们不禁会问
,

为了一场球为

何要拼命
,

输了再踢是常理
。

从 可直 观的足 球精神看

隐性的德意志精神
,

我们就会理解什 么是德 国式的 日

耳曼精神
。

追求荣誉
、

绝对服从 和独一 无二的勇敢就

是 日耳曼精神的核心 ! 在此理念下
,

我们不难理解
,

为

追求尊严和荣誉
,

断腿断手能算什么
。

今天
,

我们可 以感知的秩序性可 见 于德国足球在

场上运作就像机器一样
,

既严谨又有秩序
。

这 一 国 民

性内在的隐性特征外化为包括语言在内的外在表达方

式
:

在德国
,

人们时常听到
“

秩序
” (()rd n u n g )一词

,

平时

人们相互问候不忘
“

秩序
”

一词
, “

你还好吗 ?
” , “

你没事

吗 ?”都与
“

秩序
”

一词有关
,

构成
“

一 切有序吗 ?” (a lle s

in o rd
n u n g)

,

这些表达方式虽 然让人感到缺乏 情感
,

但也 反 映 了人 们对秩序的重视
。

德语
“

秩序
” (o r d

-

n u n g )一 词 引申为
“

规定
” 、 “

条例
”

和
“

法规
”
(V e r o r d

-

nu
n g )

,

用 于整理文件的文件夹被称为
“ o r d n er

” 。

秩序

性 / 有序性构成德国国 民的另一重 要特征
。

在这 一理

念下
,

人们反对随意性和偶然性
。

有序生 活虽然有时

会使生活死板
,

但给人踏实而可靠的感觉
,

避免生活 和

工作的无序化
。

纪律性和严 谨性 : 荣誉来 自纪律
。

原属 于 日耳曼

人和普鲁士军人职业道德规范的纪律性和严谨性
,

渗

透人行政管理机构和 普鲁士人的 日常生活
,

特别是通

过普鲁士 的义务教育制度
,

将工作伦理和严肃性内化

为自觉行为
,

使人们相信等级制度和权威
,

培养成自觉

服从和 自律的精神
。

这些是
“

似乎涉及德国人永恒的

自然性
,

事实上
,

这些特性 (特征 )是长期教育的结果 ;

威权 国 家
,

尤其 是普 鲁士 将 这 些特 性 让其 臣 民 接

受
。 ”¹由此奠定的纪律性和严谨性在当今德国企业管

理上
,

造就了德国企业的质量品牌
,

如德国的克虏伯重

型机器
、

蔡斯镜头
、

西门子电器或奔驰汽车
。

纪律性
、

严谨性也体现在德国人对 待工作和时间的态度上
,

他

们将准时性看作
“

最高准则
”º

,

他们
“

分秒不差准时下

班
,

下班后还 在工 作被看作是无工作能力的表现
。 ”»

这种纪律性 和严谨性所体现的严肃态度一方面使德国

人做事稳 重
、

踏实和认真
,

另一方面使德国人缺少幽默

感
,

死板
、

固执
,

没有灵活性
。

忠诚性和 法制性
:
日耳曼人和普鲁士 人的忠诚

、

服

从这一 国民特征体现在当今德 国人的工作态度和职业

水准上
。

在今天
,

忠诚成为德国许多企业用人的重要

标准之一
,

人们要求员工忠 于本职工作
、

忠 于 自己的企

业
,

反对跳槽
,

改行被看作不负责任和轻 率的行为
。

忠

¹ C h r is r 一a n (乡r a f v o n K ro e k o w

h u n d e r t 18 9 0 一 19 9 0
,

R e in b e e k be i

19 90
,

5
.

26
.

º S t e fa n Z e id e n it z / Be n K a r k o w ,

» 同上
。

D i 尸 D e u ts f h e , : , n , h r e m Ja h r -

H a m bu rg : R ( ) w o h lt V e r la g
.

D Z尸

De
u t s〔h 己n Pa

u 万f h a l
.

5
.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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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和服从这一传统的国 民特征还 体现在做事循规蹈

矩
,

遵守法律
,

服从权威等级
,

因为循规蹈矩可 以使人

避免生活和工作的无序化
。

在企业 里
,

下级绝对服从

上级
,

一切按规章办事
,

遵纪守法作为衡量职工好坏的

标准
。

这也是形成德国人拘泥
、

呆板性格的原因之 一
。

另外
,

在德 国人眼里
,

忠诚性或诚实性是建立 人际信

赖关系的基础
,

信赖和信任是社会交往 和商务活动的

基础
。

坦诚
、

直率
、

直言不讳的交际方式被看作诚实的

表现
。

马丁
·

路德对
“

世俗世界
”

和
“

信仰世界
”

的界定体

现了宗教因素在社会中产生的特殊意义
。 “

法制高于

人治
”

源于马丁
·

路德宗教改革的核心
。

马 丁
·

路德认

为
,

世俗权力中神圣的东西不是人本身
,

而是法制
,

上

帝会对破坏法制的人实行审判
。

这也是他宗教改革的

重点
,

反对个人和上帝之间通过中介 (牧师 )实现沟通
。

马丁
·

路德把世俗秩序神圣化
,

是 因为他认识到
,

政治

制度的稳定是社会繁荣安定的大前提
。

马丁
·

路德强

调社会秩序的稳定
,

他认为信仰和政治是 两个不 同的

领域
,

世俗领域需要的是世俗权力
。

当信仰的自由和

对世俗权力的服从不能达成和谐时
,

行动上应该服从

世俗权力所带来的服从命令
。

这是因为
,

置身于
“

世俗

世界
”

的个人要服从上帝为人类建立的秩序
,

法律又是

维护现有秩序的
,

理应执行
。

虽然说德意志 民族那种

顺从的臣仆意识 已被摆脱
,

但长期历史沿袭下的一些

心理仍存在于德国人的性格与意识中
。

它更多地体现

在法制意识上
,

并支配当今人们的 日常行为和 日常生

活
:

如对德国公务员来说
,

法律和规章是为民办事的出

发点
,

他们本人只对法律负责
。

在某种意义上 说缺乏

同情心
。

法律也调节和决定了德国公民 的社会生活
、

人际关系和职业生活
。

社会法律化和个人利益法律化

又致使大量民事纠纷的产生
。

个体性和务实性 : 对
“

个人 自由
”

的追求反 映了 日

耳曼 民族所追求 的一种精神和生活状态
,

自由精神或

自由意识成为德意志 民族性的一部分
。

由于 马丁
.

路

德神学是基于一种内在的
、

个体的认识和体验
,

因此
,

它也建构了路德神学的
“

个体性
”

内核
。

从这个意义上

而言
,

马丁
.

路德可 以称为近代个人主义的先驱
,

他更

为强调作为内在个体的人
。

但路德的个人主义
,

不同

于文艺复兴的个人主义
,

寻求个人才能的满足 ;他的个

人主义
,

是一种对个体存在的主体性认同和关切
,

他认

为
,

每一个灵魂
,

在上帝面前是赤露敞开的
,

是无 可被

别人替代的
,

因此
,

必须 自己面对生与死
。

这些个体性

特征在今天看来
,

体现在德国人强调 自我
,

喜欢自己的

天地不受别人干扰
,

喜欢 自己决定生活
。

与德 国人的

自我中心意识相应
,

显示棱角被看作有能力的表现
,

反

对模仿他人
,

在工作上要有自己的特点和观点
,

凸显 自

己的创新和创意
。

强调 自我也是实现自我和追求个人

利益的出发点
,

这被看作是 合法的
、

正 常的
、

可 以接

受的
。

德国人的务实性在很大程度上由其对生活的严谨

性所致
。

务实性反映了德国人对工作和生活 的务实态

度
。

人们反对工作马虎和做事只求过得去的心 态
,

做

事认真
,

讲究精确
,

重视质量
,

追求效率
,

办事要求承

诺
。

洛守信用被看作重要的社会义务
,

它贯穿于德 国

人的 日常生活
。

另外
,

就事论事在很多方面构成了德

国人对人和对事的务实态度
,

也表现为德国人对事的

精益求精和完美的追求
,

这种对完美的追求也是德国

工业产品质量至上的保证
,

并使德 国产品占据世界领

先地位
。

对德国人来说
, “

好没有好够
” ,

追求完美使人

们获得最大的快乐和满足
。

务实
、

节俭和效率成为战

后德国快速发展和
“

取得经济成就的 重要驱动力
”¹

。

先工作后娱乐是德国人务实性的特点之一
,

在生命
、

工

作
、

娱乐这三者关系上
,

人们把工作放在第一位
。

结束语

一 国的国 民特征都有特定时空和文化载体所致的
“
民族特性

” 。

鉴于这一认知出发点
,

探析哪些因素对

一 国当代国 民特征 和文化核心标准产生 影响并被传

承
,

界定民族性所反映的特有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
,

这

将有助 于我们在国际交往中更好地把握 目的国的国民

特征
,

有效促进跨文化沟通
。

这也构成 了本论文写作

的学术 目的所在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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