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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哲学与文化”是一个范围极广的题目 ,堪

称“一部二十四史 ,不知从何说起” 。不过 ,加上“漫

论”二字便可以有很大的自由取舍和发挥的余地 。

涉猎德国哲学与文化这个题目 ,可以从一个重要的

侧面了解德国 、德国人和德国人的精神世界。当然 ,

笔者写作此文还有一个特殊的理由 ,即笔者在多年

研究德国哲学以及基本哲学问题的基础上 ,已经初

步形成一系列自己的哲学观点并提出一种独特的研

究方法即单义化方法 ,写成了《超越西方思想 ———哲

学研究核心领域新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 ,以下简称《超越》)一书。这样 ,笔者可以从比

较新的视角出发 ,结合德国的历史及现状来漫谈德

国哲学与文化问题 。众所周知 ,欧洲哲学在古希腊

时就已经十分发达 ,近代以来则以西欧各国为中心 ,

其中德国哲学占有十分突出的位置 。德国哲学是德

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且可以说是最深刻 、最重

要的部分 ,用海涅的话说:“德国被康德引入了哲学

的道路 ,因此哲学变成了一件民族的事业。一群出

色的大思想家突然出现在德国的土地上 ,就像用魔

法呼唤出来一样。”① 而在笔者看来 ,研究德国哲学

及其思想文化如果只是跟在其后面也是远远不够

的 ,而应当大胆创新 、勇于超越 ,这样才有可能深入

发掘和更好地理解德国以及欧洲的思想和文化 。

一 、德语 ———哲学的语言

德国哲学及哲学家在世界哲学中的独特地位及

贡献是不言而喻的 ,有学者把它称为“西方哲学的精

华” ②。这里想首先探讨一下德国哲学为什么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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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高宣扬:《德国哲学的发展》“序言” 。

海涅:《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 ,商务印书馆 1974年版 ,

第 115页。



享有这种崇高的地位 ,它有哪些特点? 笔者认为 ,其

第一个重要特点是:德国哲学主要是讲德语的 ,即它

主要是用德语来写作和传授的 。这似乎是尽人皆

知 、不言而喻的事实 。不过 ,这里恰恰存在着很有意

思 、也很有意义的问题需要探讨 ,即一国的哲学与其

所用的语言文字之间是否有着十分密切和特殊的关

系? 笔者的回答基本上是肯定的。

这里需要进一步加以说明。首先 ,依此类推可

以说:古希腊哲学是讲希腊语的 、中世纪西欧哲学主

要是讲拉丁语的 、法国哲学是讲法语的 、英国哲学是

讲英语的 、中国哲学主要是讲汉语写汉字的 ,如此等

等 ,即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哲学及哲学研究与其民族

语言是密不可分的 。其次 ,德国哲学家们的确主要

是用德语来进行写作的 ,但也有一些例外 ,例如莱布

尼茨就几乎只用拉丁文和法文写作 ,而卡西勒(E .

Cassirer ,1874-1945)、卡尔纳普(R.Carnap , 1891-

1970)、马尔库塞(H .M arcuse , 1898 -1979)等一批

德国或德语国家的哲学家本来是用德文写作授课

的 ,30年代时由于纳粹势力猖獗而被迫流亡到英 、

美等国 ,后来就转而主要用英语写作。这些情况主

要是由历史原因造成的 。第三 ,由于在各个语言之

间可以进行翻译 ,例如把希腊文哲学著作译为拉丁

文 、英 、法 、德 、汉文等 ,把德语的哲学著作译为法 、

英 、汉文等各种现代语言 ,这样 ,古希腊的哲人 、德国

的哲学家也可以“讲”法语 、“讲”英语 、“讲”汉语等

等。即语言具有可译性 ,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之间

因而可以进行相互理解和沟通 。

黑格尔十分看重德语对德国哲学的贡献 。他称

赞沃尔夫(Chr .Wolf f , 1679 -1754)用德文写哲学书

是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是“第一个使哲学成了德国

本土的东西” 。沃尔夫本人也认为“我们的母语远比

拉丁语更适合于科学研究工作”。他因此首先用德

语进行写作 ,而后为了扩大影响才译成当时的国际

通用语———拉丁文。黑格尔进一步肯定说:“只有当

一个民族用自己的语言掌握了一门科学的时候 ,我

们才能说这门科学是属于这个民族了”。① 另一方

面 ,他还多次称赞德语 ,认为它适宜作哲学的语言 ,

最著名的例证就是他多次举出德文“Aufheben”一词

兼有“保存”与“放弃”这两个截然相反的意思 ,以此

证明德语本身具有“辩证”的精神。由于汉语中没有

词义相当的现成语词 ,中国翻译家们便创造了“扬

弃”一词来翻译此词。

康德的观点可以说与黑格尔相反。例如 ,他在

《实践理性批判》一书中对拉丁文“bonus”和“m alus”

这两个词的含义进行了认真讨论 ,指出这两个词是

多义的 ,而“德语有幸 ,具备一些不让这些区别忽略

过去的语词” , 即“相应于 bonus 一词 ,德语有 das

Gute(善)和 das Wohl(福)两个词 ,相应于 malus一

词 ,德语有 das Boese(恶)和 das Uebel(祸害)或 das

Weh(灾难)” 。由于德语这些语词多于拉丁文语词 ,

从而能够区分开拉丁文所无法区分开的意思 ,即“如

果我们对于一件行为考虑其善恶 ,或者考虑其祸福 ,

就有两种极为不同的判断” ,如此等等 。②

这就是说 ,在黑格尔看来 ,德语对于哲学研究的

优点在于一词多义 、一语多关;而在康德看来 ,德语

对于哲学研究的优势在于由于其词汇比较多 ,从而

能够区分开不同的意思 ,使一词只具有一个意思 ,即

一词一义 。那么 ,他们两人的观点哪个更为可取 、更

有道理呢 ? 迄今学术界普遍认为康德缺乏“辩证

法” ,而黑格尔是“辩证法大师” ,其观点比康德更正

确 、深刻 。在包括哲学术语在内的科学术语应当单

义还是多义的问题上 ,笔者完全站在康德一边。在

《超越》一书中 ,笔者举出了更多的例子 ,包括德语以

及现代汉语中的例子 ,说明一词一义是科学研究结

果表达精确的必然要求 ,哲学要成为真正的科学 ,就

必须同样满足这个要求 。而且从客观角度看 ,术语

的单义化是科学本身发展的必然趋势 ,尤其是它往

往通过不同语言之间的学术翻译表现出来 。

例如 ,拉丁语“ lex” 、英语“ law ”与德语“Gesetz”

的词义大体相当 ,都是多义词 ,汉语中没有一个词能

够与之对应 ,因而不得不采用或创造出不同的术语 ,

根据其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意思分别译为“法律” 、

“规律”和“定律”这三个词 ,它们所表示的意思显然

是不能混淆的 。我把这种情况称为“单义化” 。这个

过程迄今并不是自觉做出的 ,翻译家们并没有认识

到他们这样做是在进行单义化。在德语中也同样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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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参见商务印书馆 1999年版 ,韩水法译本 ,第 64页。

参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 , 商务印书馆 1978年

版 ,第 187页。



此。例如 ,德语中常常用“Satz”或者“H auptsatz”一

词表示“定律”的意思 , 例如 , 在康德的著作中 ,用

“Satz der Ident itaet” 、“Satz des Widerspruchs”等词

分别表示“同一定律” 、“矛盾定律”的意思(迄今汉语

中多译为“同一律” 、“矛盾律”则没有表示出它们是

指规律还是定律 ,因而应改为“同一定律” 、“矛盾定

律”等才准确);在爱因斯坦等的著作中用“Quanten-

satz” 、“Energiesatz”等分别表示“量子定律” 、“能量

定律”的意思。这就是说 ,德语中至少能够把“定律”

的意思区分出来(用 “ Satz”一词), 比英语只有

“ law” 、法语只有“ loi”词义要明确 、单一 。当然 ,由于

“ law” 、“Gesetz”这些词在西方文献中常常多义 ,汉

语中也往往译为“法则”这个词义同样含混的词。这

可以说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

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什么德语能够具有这种特

点?应当说这与德语在近代以来努力自造语词 、力

图摆脱拉丁词汇的影响有关。这种情况十分类似于

汉语中音译与意译的区别 。例如 ,在沃尔夫之前 ,德

语文献中主要使用源自拉丁文 “determinatio”的

“Determination”一词 ,使用源自拉丁文“essentia”的

“Essenz”一词 ,这相当于音译或曰转写。沃尔夫则

分别使用了“Bestimm theit”和“Wesen”这两个纯粹

的德文词来表达它们 ,这相当于意译。汉语中也分

别意译为“规定(性)”和“本质” 。黑格尔把这种情况

解释为“思想应当用自己(民族)的语言表达出来” ,

认为“这样对于意识来说是直接的” 。① 其实 ,这主

要与民族意识的增强以及民族语文的表达习惯有

关 ,即创用本民族词汇有助于使本国人理解和记牢 ,

如“Bestimm theit”出自“bestimmt” ,而后者又出自动

词“bestimmen” 。这些对于德国及德语国家的人来

说很好理解 ,也很好记住 ,并且能够区分出细微的不

同 ,而用“Determination”一词则没有这种优势 。和

德语相比 ,英语和法语在哲学研究领域多是照搬源

自拉丁文的术语 ,独创的术语不多 。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即翻译一定是某种再

创造 ,哲学翻译就是对哲学的某种再创造 。哲学翻

译对于哲学研究的推动和贡献因此功不可没 。上面

所说的希腊哲学可以讲德语 、汉语 ,德国哲学可以讲

英语 、汉语等等 ,就都是指翻译的功劳 ,而这种翻译

一定会造成某种变化 ,即翻译者通过对前人著作的

研读 、理解而可以创用新的语词来表达它们 ,从而增

加了哲学思想的内容 ,使后人能够有更多的词汇来

区分开一些应该区分的意思 ,再加上在观点方面深

刻的创新 ,从而使德国哲学独步于天下 。

二 、德国哲学———庞大的体系及其误区

尽管康德和黑格尔等对于德语对哲学研究所起

的作用认识不同 ,但他们在一点上是完全相同的 ,这

就是他们都穷根究底 、殚精竭虑 ,追求对哲学问题的

彻底解决 ,并且耗费毕生精力 ,构建出庞大完整的哲

学体系 ,按照庞大的写作计划写出一部部鸿篇巨制。

这就是德国哲学所具有的第二个突出特点 ,即追求

建立完整 、系统的哲学体系 ,而这又与他们确信哲学

问题最终是有限的 、可以获得完全彻底地解决密不

可分 。欧洲大陆哲学界近代以来的理性主义学派都

是把哲学当作科学来对待和追求 ,到德国古典哲学

那里达到了顶峰。

的确 ,各个哲学问题之间具有密切的内在关联 ,

当人们想到或提出一个哲学问题并试图讨论和回答

它时 ,马上就会有一个或者几个问题可以提出来 ,并

且还可以一步步引申出更多的问题。这就是通常所

说哲学研究的“思辨性” 。可以说 ,对于德国哲学家

们所讨论的各种哲学问题和所建立的各种哲学体

系 ,从事哲学研究和思考的人是不可能躲过 、视而不

见的 。黑格尔说:“哲学若没有体系 ,就不能成为哲

学。”可以说 ,系统性即体系的完整性是哲学的突出

特点之一 ,并且在德国哲学中获得了最充分的体现。

另一方面 ,哲学研究是最为复杂 、难度最大的学

术研究 ,因此必须进行大胆的尝试 ,而德国哲学家们

就是一群勇于并且也比较善于进行大胆探索的人。

他们不迷信权威和先人 ,一代一代前赴后继 ,不断探

索 ,为人类的哲学研究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们每人都创造了不同于他人的独特的哲学体系 ,

其中黑格尔所创造的哲学体系最为庞大 ,它包括“逻

辑学” 、“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三大部分 ,实际上

包括了当时所知道的一切知识 ,想把它们根据一定

的结构和次序重新编排整理 。正是由于这种庞大的

系统性和彻底性 ,使人们对德国哲学及德国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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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抱有深深的敬意。他们能够不畏艰险 、不惧枯燥 ,

为了完全彻底地解决一系列哲学问题 、创建完整的

哲学体系而奋斗一生 ,像莱布尼茨 、康德这样的大哲

学家一生独身 、终身未娶 ,把自己的全部精力 、才智

都奉献给了崇高的哲学研究事业。德国哲学及其创

造者们受到世界各国学人的尊崇和敬仰是当之无愧

的。

笔者在充分肯定德国哲学的同时 ,也不能不指

出它所陷入的一系列误区 。误区之一就是没有把哲

学与其他科学研究的界限划清楚 ,以为哲学理应包

罗万象 、包括一切学科 ,以此表示哲学是全部科学研

究的最高成果。哲学问题的确是最高级 、最抽象 、也

最为特殊的问题 ,但这并不等于说它理应包括一切

科学学科。这就是说 ,应当把哲学与实证科学严格

分开 ,哲学应当是实证科学最根本的方法论 ,但它不

应包括实证科学本身 。实证科学包括工具性实证科

学(数学和形式逻辑学)和经验性实证科学(自然科

学和社会科学)两大类 ,对它们的研究是永无止境

的。哲学研究则不应当 、也不可能包括它们 ,否则不

可能摆脱被动滞后的状况 。

误区之二是有严重的心理主义错误 。由于德国

哲学家们没有看到语言文字乃至整个符号世界的地

位和作用 ,以为语言文字的作用对于哲学研究来说

是不重要的 ,因而没有对之进行认真深入的研究 ,基

本上是从“概念”到“概念” ,仿佛抽象 、玄虚 、表达晦

涩是哲学的必然特点 。这也与作为经验性实证科学

的心理科学当时尚未诞生 、人们不知道哲学与心理

学的区别有关。这正是德国哲学复杂深奥 、玄虚难

懂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如果跳出心理主义的迷雾 ,

从语词及符号世界出发 ,就可以发现哲学研究完全

可以不是这样 ,完全可以把道理讲清楚 ,让人们清楚

地理解和把握。

误区之三是其纯理性主义 ,即他们把人仅仅作

为理性的人 、作为认识主体来看待和研究 ,而没有从

人首先是实践者 、是实际存在者出发 ,实际中的人除

了有理性的一面之外 ,还必然有非理性的一面 。包

括哲学在内的整个科学除了需要研究人的理性一

面 ,还要研究其非理性的一面 ,即科学研究的对象应

当没有任何界限 。由于德国古典哲学对人的非理性

问题的严重忽视 ,后来就出现了以非理性主义为突

出特征的叔本华(A .Schopenhauer ,1788 -1860)和

尼采(Fr .Nietzsche , 1844 -1900)哲学作为反弹 ,从

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这同时也暴露出德国古典哲

学的严重不足 ,即他们的出发点仍然是悬在半空中 ,

没有找到正确的根基和出发点。这样 ,必须从一种

新的思路出发才能摆脱哲学研究的困境。详细的论

证请参阅拙著《超越西方思想》 。

三 、德国优秀文化与纳粹暴行的巨大反差

像德意志民族这样一个在近代以来具有深刻的

哲学思维 、创造了灿烂文化的民族 ,为什么会在 20

世纪上半叶出现纳粹统治猖獗一时 、酿成人类历史

上最大暴行的悲剧 ?何兆武先生把德国及国际史学

界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归纳为:“是德国的历史文化传

统中有着某种`恶魔' 式的因素 ,从中就产生了法西

斯主义和法西斯政权吗 ? 还是 ,法西斯对德国历史

文化传统完全是一种外来的偶然因素 ,二者是风马

牛不相干的两回事 ,也就是说 ,并不是德国历史文化

传统引致了法西斯 ,而是法西斯摧残了德国历史文

化传统”呢?① 我认为 ,这个问题十分复杂 ,这两种

观点都失于简单和片面 。由于篇幅所限 ,下面只能

简单谈谈笔者的看法。总的来看 ,造成德国法西斯

得势一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十分复杂的 ,远不是仅

用一两个原因就能说明的。

首先 ,德国纳粹领导人所宣扬的“日耳曼种族优

越论”无疑完全是荒谬的 ,是反人类的 ,但从另一个

角度看 ,这种论调恰恰是以德国文化教育 、科学技

术 、经济社会等自 18世纪以来取得长足发展 、到 20

世纪初时已取得世界领先地位为实际背景的 ,换句

话说 ,如果没有这种实际背景 ,没有德国在大约一个

半世纪中在科技文化和经济等方面取得迅猛发展 ,

则希特勒之流根本任何没有吹牛的资本 、不大可能

煽动起“种族优越论”的狂热 。其次 ,在任何国家及

民族的文化遗产中都既有精华 ,也有糟粕 ,希特勒之

流当然不可能真正认识到德国文化遗产的价值所

在 ,而是为自己所需 ,把对他有用 、符合他口味和需

要的东西大肆吹嘘和利用 ,包括对尼采的一些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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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 、瓦格纳歌剧的偏爱和利用等。尼采等人的思

想既有精华 、也有糟粕 ,但决不等于就是法西斯思

想 ,两者无疑应当区别开 。一方面 ,不应忽视极端民

族主义 、种族主义思想等对纳粹思想的影响 ,另一方

面 ,也不应简单地认为尼采等的思想为希特勒上台

做了准备。① 第三 ,法西斯势力之所以当时能够在

德国得势 ,还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复杂的国际背

景直接有关 ,即法西斯上台除了复杂的国内原因之

外 ,还有着十分复杂的国际性原因 ,包括对德国过重

的赔款要求 、1929 年开始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 、英

法当局想利用希特勒势力对抗苏联等等 。

除了种种这些情况和原因之外 ,人们总还会问:

为什么那种极端的种族主义思想和令人发指的暴行

恰恰发生在有高度教养的德国而不是别的国家? 笔

者认为 ,这或多或少与德国式的思维及办事习惯过

于执着死板有一定关联。当时在西方各国普遍存在

着种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 ,而由于希特勒

之流的大肆宣传以及利用了德国人当时的不满情绪

和思想混乱状况 ,使多数德国人真心相信了那些蛊

惑人心的话 ,认定日耳曼人“在血统上”的确是“优等

民族” ,其他民族则是“劣等民族” ,由于地球上的“生

存空间”有限 , “理当”把他们斩尽杀绝。由于他们认

定了这个死理 、中毒极深 ,便坚决服从法西斯头目的

指挥 ,充当了他们的刽子手 ,犯下一桩桩滔天罪行 ,

最后又成为其牺牲品和殉葬品 。整个德意志民族跌

了惨痛的一跤 ,从天堂跌入地狱。著名历史学家蒙

森(Th .Mommsen ,1817-1903)早就说过:“我们这

个国家曾一度是军事强国 ,又是才智强国。要注意 ,

别让才智在这个国家消失 ,只剩下一个纯军事国

家。”蒙森的这个预言惜哉不幸而言中。经过两次世

界大战的巨大灾祸 ,德意志民族痛定思痛 ,进行认真

的反思 ,并且迅速发挥其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 ,抛弃

或压制丑恶的东西 ,并且通过欧洲一体化进程愈益

纳入到欧洲大家庭当中。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50多年来 ,德国人堪称

在两个巨大的历史光圈下生活 ,这就是纳粹德国滔

天罪行的长长阴影与德国历史上优秀文化遗产的灿

烂光辉。纳粹德国的历史阴影迫使德国人夹着尾巴

做人 , 1990年的两德统一虽使德国获得了完全的主

权 ,摆脱了 40多年受遏制的状况 ,但是由于种种原

因 ,不论今天还是将来 ,她都无法完全割断那段肮脏

的历史 ,更不必说总有一小部分人仍抱有极端种族

主义思想 。而德国历史上优秀的文化遗产则已经得

到继承和发扬光大 ,使全世界对德国的科技文化 、包

括对其哲学重新刮目相看并始终充满敬意 。

四 、德国人的思维习惯———认真执着

德国哲人追求系统 、完整 、彻底这种精神也深深

影响到德国人一般的思维习惯和作风 。费希特(J.

G.Fichte , 1762 -1814)在题为“致德意志民族”的演

讲中曾说:“我们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一切事物 ,切

切不可容忍半点轻率和漫不经心的态度” 。无论在

科学研究领域还是在实际工作领域以至在日常生活

当中 ,德国人严肃认真 、一丝不苟的精神和态度堪称

举世闻名 ,有口皆碑。

季羡林先生在《留德十年》一书中记述了几件在

二战期间德国教授不顾安危 、执着于科学研究的事

例:在盟国飞机一次轰炸哥廷根刚刚过后 ,一位著名

的德国教授却冒着生命危险去观察爆炸气流所造成

的结果 ,认为这是机会难得 , 在实验室里不可能做

到;无独有偶 ,在慕尼黑也有一位地球物理学教授在

飞机轰炸时 ,别人向楼下跑以躲避轰炸 ,他却向楼顶

上跑 ,也是把轰炸当作难得的实验机会 ,不顾生命危

险去认真观察 。

凡是到过德国旅行考察或学习工作的人 ,无不

为德国社会各个方面管理得井井有条 、有板有眼留

下深刻的印象 。各行各业都普遍敬业爱岗 ,忠于职

守 ,认真负责 ,惜时守时 ,工作第一 ,事业至上 ,工作

效率普遍很高 ,使人感到整个社会仿佛是一架庞大

的机器在顺利地运行着 ,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在这个

机器中的位置和作用。凡事都有章可循 、有法可依 ,

人们普遍习惯于自觉遵守各种规章制度 ,而不论有

没有人监督。德国制造的各种产品也以其质量耐久

可靠 、设计独到精妙著称于世 ,从中可以见到德国人

执着认真 、严格守信的优秀品质和精神。这些都值

得我们认真地学习和仿效。

当然 ,如果认真执着过了头或选错了地方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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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或是把某些事情想得过于简单 、忽略了一些必要

因素和复杂的情况 ,则好事或者好心也可能出现一

些问题 ,甚至会做出错误的选择和决策。笔者在此

想简单提及两个例子 。其一是两个德国统一后东部

地区的经济转轨问题 。两德统一从外交和两德之间

政治关系解决的角度看的确是成功之作 。在经济领

域 ,把东部地区原来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改造为

社会市场经济体制 ,这个方向无疑是正确的 。但是

在理论上正确的东西并不等于在实际政策和实际做

法上也必然是正确的 。当时的德国领导人把经济的

转轨过程想得过于简单和乐观 ,科尔总理甚至估计

东部经济在三五年内就可以赶上西部 ,因而实际上

实行的是“休克疗法” ,而没有充分考虑到各方面的

复杂情况和采用更加稳妥和渐进式的方式。事实很

快证明这种做法是一种“恶治” ,但为时已晚 ,难以挽

回 ,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科尔总理在 1992年时

就不得不承认 ,他在统一的时间表和费用的问题上

犯了错误 。

另一个例子是自 2000年以来德法之间发生的

关于欧洲一体化“终极目标”的讨论(Finali taets-De-

batte)。一般人很容易以为这是由于统一后的德国

因实力大增而想支配欧盟 、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其

他成员国 。其实 ,这或多或少与德国人的过于认真

执着 、追求彻底的精神有一定关系 。笔者在“德法对

欧洲一体化目标之争评析”(《德国研究》2001年第 3

期)一文中提到德国式欧洲联邦主义观点存在的缺

陷最终与德国人过于喜好抽象的思辨并因此比较脱

离实际有关 ,即他们主要是从学理的角度出发来考

虑和设计欧洲一体化的目标模式 ,而不是更多地从

实际情况出发 ,根据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 、尤其是除

经济方面以外其他各方面的情况来全面考虑这个问

题。而脱离实际 、一相情愿最后只会使自己陷入尴

尬的境地 。

总而言之 ,德意志民族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民族 ,

她的哲学 、文化及思维方式等都有自己的独到卓越

之处 ,值得我们很好的学习和研究 。可以想见 ,在

21世纪中 ,有着优秀传统的德国文化将继续发扬光

大 ,中德文化交流也会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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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ser Basis die unterschiedlichen Einwirkungen der verschiedenen Wahlsysteme Deutschlands in der Weimarer Zeit und

Nachkriegszeit auf das Parteiensystem und die parlamentarische Politik Deutschlands .Der Artikel meint :In der Politik

besteht Wahl , und es gibt Freiheit , nur wenn es Wahl gibt ;Es gibt unmittelbare Kausalität zwischen Systemwahl und

Politikentwicklung ;Eine festgeleg te Wahl ist zu ändern ;Aufgabe des T ransformationslandes ist Durchfǜhrung einer Wahl

des neuen Systems , und Menschen spielen dabei eine entscheidende Rolle .

Begriffserklä rung des deutschen Handwerks und Darlegung seiner

Organisationen

Zheng Chunrong

Der Beitrag erläutert den Begriff des deutschen Handwerks , versucht es von KMU zu unterscheiden und stellt die Selb-

stverwaltungsorganisationen im Handwerk , Handwerkskammern und Innungen sowie ihre Beziehungen zueinander dar.

Analyse der Erfolgsfaktoren vom Messewesen Deutschlands und

ihre Aufklä rung fǜr uns

Du Rong

In den let zten 2 -3 Jahren hat ein neuer Begriff  Messewirtschaf t“ die Aufmerksamkeit der Wirtschaf tswissenschaftler

erweckt .Manche beurteilen sogar , dass Messewesen Barometer von Gesellschafts-und Wirtschaftsentwicklung ist .Vom

Markthandel im Mit telalter bis heute hat die Messe Deutschlands eine Geschichte von mehr als 800 Jahren erlebt .Mit ef-

fektiver Makrounterstǜtzung der Regierung , vollständigem Management der Messeinstitutionen verschiedener Ebene ,

theoretischer Forschung von Hochschulen in diesem Gebiet und Ausbildung der Fachkräfte , sowie wegen des Anteils , den

die Messewirtschaft in der Wirtschaft Deutschlands sogar der ganzen Welt ausmacht , ist Messe in Deutschland ein funk-

tionell vollkommenes Gewerbe und ein wichtiger Zweig im Dienstleistungssektor Deutschlands geworden .Dieser A rtikel

stellt das Messewesen Deutschlands kurz vor und analysiert seine Erfolgsfaktoren , was hoffentlich fǜr das stǜrmisch

fortschreitende Messewesen in China als Vorbild dienen kann .

Skizzen ǜber die deutsche Philosophie und Kultur

Liu Liqun

Um das Verständnis ǜber die deutsche Kultur und Denkweise zu vertiefen , skizziert der Autor von eigenen Gesichtspunk-

ten aus vier unterschiedliche Aspekte der deutschen Kultur und Geschichte :Deutsch und die deutsche Philosophie , die

philosophischen Systeme und deren Mängel , schroffen Kont rast zwischen der humanitären Kultur und den Nazi-Greueltat-

en , Grǜndlichkeit der Gedanken und deren Fehlschlǜsse.

 Idealisierung“ und  Dämonisierung“

—Die Gestalt von China in den Augen westlicher Leute

Jin Xiufang

Dieser Artikel blickt auf den langen Erkennungsvorgang des Westens gegenǜber China zurǜc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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