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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此六卷本《德国通史》乃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项目批准号：
13&ZD104）的最终研究成果。

德国乃当今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无论是在政治、经济、
军事方面，还是在科技教育和思想文化等领域，都对欧洲乃至世界文明
进程产生过巨大的影响。纵观经历一千多年历史发展的德国，有如滔滔
奔腾的江河，在曲折和险阻中前行，终归大海。她有过雄霸欧洲的辉
煌，也曾遭受他国的欺凌；虽数度战败，却能如神话中的不死鸟，灰烬
中振翅重生；虽历经民族分裂的磨难，却最终归于统一；她曾是世界大
战的策源地，却也是无数文化巨擘和科技精英成长的摇篮。而今，历尽
沧桑的德国终于成为爱好和平的欧洲大家庭的一员，成了一体化的欧洲
联盟的稳定之锚，成了令人向往的政治稳定、经济发达、社会和谐、文
化繁荣的国度。

鉴于德国在世界上的这种重要影响力和历史发展的独特性，我国史
学界对之表现出浓厚兴趣，已经推出了大量研究成果。而编撰一部高质
量的德国通史也一直是学界的强烈期待和努力目标。



一

在我国，早期出现的几部德国通史类著述都是引进版的。1935年由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德国著名历史学家约翰内斯·哈勒尔（Johannes
Haller）的《德国史纲》（Die Epochen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可谓在
中国出版的第一部德国通史著作。该著作共十二章，简略介绍了自远古
时期至19世纪后半期俾斯麦时代的德国历史。此后由于抗日战争爆发等
原因，我国学界有关德国通史类著作的翻译和编撰出现了多年的沉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20世纪50年代，东德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维
纳·洛赫到北京大学开设德国史讲座，不仅培养了新中国第一代德国史
学者，其讲稿还被整理翻译出版，即大家熟知的《德国史》。这是在我
国出版的第一部以“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德国通史，阐释了自远
古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德国历史，对于在我国普及德国历史知识起了
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作为一部德国通史类著作，在长达700页的篇
幅中，1525年德国农民战争之前的整个德国古代中世纪历史仅以20多页
的“德国史引论”的方式加以处理，而1918年—1956年三十多年的德国现
当代史，却占用了全书一半以上的篇幅。就此而论，它更像是一部德国
近现代史。

20世纪80年代中期，商务印书馆开始出版著名的格布哈特《德意志
史手册》第9版中译本，书名为《德意志史》。该书分为“古代和中世
纪”、“从宗教改革到专制主义结束”、“从法国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
战”和“世界大战时期”等4卷，叙述了从远古到1950年为止的德国历史。
《德意志史》的一个重要特色是突出政治史。以第三卷为例，该卷叙述
从法国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为止的德国历史，共四章，只有
最后一章集中叙述社会、经济和技术史方面的内容，其余内容皆属政治
史之列。而这一时代正值德国经历前所未有的快速工业化，是经济转型
迅速、社会变迁剧烈、思想文化和科技教育大繁荣和大发展的时代。所
以，相关内容难以充分反映这一时期德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生动画卷，给
人以意犹未尽之感。

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界开始推出自己编撰的德国通史著作。1991



年丁建弘、陆世澄主编的《德国通史简编》的出版具有标志性意义。这
是第一部由中国学者撰写的德国通史，是当时最优秀的中国德国史学者
的集体之作。全书共五编18章，叙述了从原始社会到1945年为止的德国
历史。今天再回看该著作，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全书布局强调厚今
薄古。到1807年为止的1000多年德国历史叙述特别简单，仅用4章。而
1871年—1945年为止约75年的德国历史却用了10章加以阐述。二是全书
叙述突出大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内容相对单薄。1995
年，孙炳辉、郑寅达等学者又推出了《德国史纲》。该书在叙述时间上
打破了以1945年为下限的惯例，将“战后德国简况”单列一章，德国重新
统一成为叙述的终点，这是一个新的突破。当然，诚如该书前言中所
说，这只是“一本简明通史”，内容较为单薄。此外，该书在结构布局方
面同样突出厚今薄古。全书12章，古代中世纪直至18世纪末以前，只有
一章篇幅，而纳粹统治时期短短的十几年历史却用了四章。

进入21世纪后，我国学界有关德国通史类著作的编撰和出版进入了
全新阶段。2002年，丁建弘撰写的《德国通史》出版。这是我国德国通
史类著作中的一部高水平之作。全书以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发展为
主线，叙述了从史前古代日耳曼人到1990年两德统一的德国历史。或许
限于篇幅之故，该著作叙述内容依然集中于政治史，在社会、经济、思
想、文化、教育和科技等方面着墨不多。2005年吴友法、邢来顺所著
《德国：从统一到分裂再到统一》出版。该著作本着以史为鉴的目的，
将德意志国家的兴衰及其原因作为关注点。它叙述了从德意志国家的形
成到20世纪末的德国历史，主要笔墨放在近代以来德国的分裂、统一、
崛起、冒险、失败、再分裂、再统一、再崛起的历史，古代中世纪部分
比较单薄，涉及领域也不够全面。2014年郑寅达推出了最新力作《德国
史》。全书论述了从远古到默克尔政府执政为止的德国历史。该书对以
往那种过于偏重近现代史的结构布局有一定程度的纠正，而且对德国历
史发展的时段性把握比较到位。从叙述取向看，大政治史仍然占据主要
容量，但各章中已经融入了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内容。

上述德国通史类著述，在向我国民众介绍、传播德国历史知识和文
化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些著述都为篇
幅较小的单卷本，且多数突出“厚今薄古”，涉及内容集中于政治、军事
和外交等传统大政治史，经济、社会和文化史的内容简略，无法较充分
地展示悠悠千载的德国历史和文化。

此外，业已出版的相关著述对于德国历史的最新国际编撰取向关注



度不够，叙述视角主要囿于政治史和民族国家史，对于地区史和全球史
视阈下德国历史发展的释读和回应不足。然而，诚如相关德国学者所
言，毕竟“几百年来德国史对周围其他民族和国家划定了一条不断变动
的、不总明显的界限”，因此，德国历史“不能同全欧洲的历史分开”，
人们不能再把它“引回‘民族史’的狭（峡）谷之中”。进入21世纪以后，
欧洲一体化、全球化进一步深化，各国各民族联系进一步加强。同时，
德国本身也已经没有“再像19和20世纪经常那样打上”“民族骄傲的烙
印”。这些新变化，显然无法单纯地从德国的角度来进行解释，而应该
把它置于“新的欧洲和全球结构背景下”加以释读。

鉴于以上状况，很有必要编撰一部全新的多卷本《德国通史》。这
部新的多卷本通史应该紧跟世界史学术前沿，吸纳国际国内的最新研究
成果，在欧洲文明进程乃至世界历史进程的大背景之下，审视长达一千
多年的德意志历史发展道路的独特性，探讨这种独特历史发展的内生性
原因和外激性因素，关注这种历史发展的独特性在塑造德意志文明过程
中所起的正面作用和负面影响，从中总结经验和汲取教训；在叙述内容
上应该打破传统的“政治通史”模式，尽可能地涵盖政治、经济、社会、
文化等诸领域，时间布局相对均衡地覆盖从古代直至21世纪初，进而能
更全面深入地再现德意志历史进程。此外，新的多卷本德国通史的撰写
应该体现“经世”功能，从中国人的关注视角去考察德意志文明在欧洲和
近现代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巨大影响力和特殊地位，探究德意志民族活力
的历史和文化根源，审视这一民族在历史上的成败得失，供鉴于我国的
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科教建设。这部六卷本《德国通史》就是基
于这些考虑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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