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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文化：普鲁士精神和文化》

内容概要

该书讲述了拓殖时代、普鲁士精神立国时代、来布尼茨时代、弗里德里希大王时代、康德时代、施泰
茵时代、海涅时代、马克思时代等十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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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丁建弘，1936年生。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现为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任中国德国史
研究会会长、名誉会长。1981年获联邦德国洪堡研究奖学金奖。多年在德国从事客座研究并任客座教
授。长期从事世界近现代史、德国史、世界现代化史的教学和研究。1988年起入选英国剑桥《名人录
》和《名人词典》等。主要论著有《世界史手册》、《德国通史》、《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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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言一、什么是普鲁士二、什么是普鲁士精神三、什么是普鲁士文化四、历史、精神与文化第一章　
拓殖时代一、普鲁土的宗教骑士团国家普鲁士和普鲁士人赫尔曼·冯·萨尔在德意志宗教骑士团普鲁
士骑士团国家的内部建设坦能贝格战役　骑士团的没落穗意志宗教骑士团的文化普鲁士公国二、勃兰
登堡边区马克阿斯坎尼亚家族维特尔斯巴椿家族和卢森堡家族霍亨索伦家族宗教改革勃兰登堡一普鲁
士个人联盟柏林·时尚·文化第二章　普鲁士精神立国时代一、勃兰登堡一普鲁士的崛起大选侯弗里
德里希·威廉容克和庄园小邦专制主义扩建柏林和波茨坦二、普鲁士王国的形成土地和人民弗里德里
希一世加冕庆典文明化和索菲娅·夏洛苔三、“士兵王”的军事立国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军国主义
虔敬主义和兵营的联盟新官僚制度柏林和波茨坦的兵营化第三章　莱布尼茨时代—、普鲁士早期启蒙
文化巴洛克风早期启蒙运动二、早期启蒙哲学托马西乌斯莱布尼茨沃尔夫三、早期启蒙文学巩特尔和
旄纳贝尔戈特舍穗四、巴洛克音乐巴赫亨德尔五、巴洛克建筑奈林和埃俄桑穗施路特尔六、莱布尼茨
与科学“一个人就是一整个科学院”莱布尼茨与柏林科学院“向东方”的科学方针第四章　弗里德里
希大王时代第五章　康德时代第六章　施泰茵时代第七章　海涅时代第八章　马克思时代第九章　俾
斯时代第十章　威廉时代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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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苔鲁士王国的形成　　土地和人民　　从1415年第一代霍亨索伦人入主勃兰登堡马克以来，
到1701年普鲁士王国成立为止，这个家族的每一位选侯，都利用联姻关系、继承协定、巧取豪夺以及
其他手段，扩大领土和统治范围。因此我们可以说，普鲁士王国是由分布极为广阔的、分散的各部分
领土和各种族民集合而成的。　　在选侯弗里德里希一世(1414—1440)统治时期，一共才有29 478平方
公里土地，包括阿尔特马克(即老马克)、帕里格尼茨、乌克尔马克的大部分、密特尔马克(即中马克)
，加上西南德意志的老领地安斯巴赫和拜罗伊特。　　在选侯弗里德里希二世(1440—1470)统治时期
，土地达到39 985平方公里，新增的领土包括：诺伊马克(即新马克)；乌克尔马克的部分；通过购买得
到的波希米亚采邑科特布斯，派茨，托伊庇茨，贝尔费尔德；通过购买得到的维尔尼格罗德。　　在
选侯阿尔布雷希特·阿齐勒斯(1470—1486)统治时期，土地面积为42 272平方公里，新增的土地有：通
过同波美拉尼亚协定得到的洛克尼茨(1472)和乌尔克马克的维尔拉登(1479)；通过卡门茨和约(1482)得
到的克罗森、楚里肖、梭默尔费尔德、波贝尔斯贝格，扩大了诺伊马克；另从安斯巴赫继承了一小块
领土。　　在选侯约翰·西塞罗(1486—1499)统治时期，因家族分家失去安斯巴赫和拜罗伊特；通过
购买得到措森。领土总面积为36 353平方公里。　　在选侯约阿希姆一世(1499—1535)统治时期，获得
鲁坪伯爵领，土地面积为38130平方公里。　　在选侯约翰·格奥尔格(1571—1598)统治时期，得到波
希米亚采邑贝斯科夫和施托尔可夫，土地总面积为39 413平方公里。　　在选侯约翰·西吉斯蒙
德(1608—1619)统治时期，通过继承(1609)获得西部领地克勒弗公国、拉文斯贝格伯爵领、马尔克伯爵
领(包括利姆堡)；通过继承获得普鲁士公国。领土面积一下扩大到81 064平方公里。　　在大选侯弗里
德里希·威廉(1640—1688)统治时期，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得到东波美拉尼亚(包括卡敏)；马格德
堡公国；哈尔贝斯塔特侯国(包括曼斯费尔德一霍亨斯坦因)；明登侯国；波兰采邑劳恩堡和布托
夫(1657)；施维布斯区(1686)。领土总面积已达110 836平方公里，居民人口150万。　　在选侯弗里德
里希三世(即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一世，1688—1713)统治时期，通过继承奥兰治家族领地得到摩尔
斯侯国和林根伯爵领(1707)；通过购买获得陶罗根和塞雷伊、泰克伦堡伯爵领(1707)；通过继承得到诺
伊恩堡和瓦伦金(1707)；割让施维布斯(1694)，土地总面积为112 524平方公里，居民人口165万。　　
此后诸代普鲁士国王继续保持这种扩张势头。近代德国统一前夕，1866年，普鲁士王国的领土总面积
达352 260平方公里，居民人口为37 293 324人。　　弗里德里希一世　　大选侯创立了勃兰登堡一普鲁
士国家。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在他临死前留下的遗嘱中，违背祖宗阿尔布雷希特·阿齐勒斯选侯1473年
定的家族法：勃兰登堡马克领地永远不得分割，他把他的国土分配给他的六个儿子。这一大悖常理的
遗嘱甚至遭到大科学家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Leibnitz)的非议。莱布尼茨在大选侯去世后简单地
写到，这一难以置信的遗嘱在历史面前再次充分表明，不能给予这位死去的选侯以“伟大的”称号
。1688年即选侯位的大选侯的次子弗里德里希三世(FriedrichⅢ，1688—1713)，通过各种手段，“打消
了”兄弟分割领土的意愿，使大选侯的“最后意愿”未曾实现。　　弗里德里希三世出生在东普鲁士
首府柯尼斯贝格，是一个矮小的、发育不全的“乐天派”，一个好出风头的、爱虚荣的、穷奢极侈挥
霍浪费的邦君。他的愿望就是怎样使自己升格为“普鲁士的国王”(即普鲁士地区的国王)。这种愿望
由于汉诺威邦的汉诺威家族1692年升格为选侯，并有希望继承英国王位，特别是对手萨克森选侯、韦
廷家族的强者奥古斯特，1697年改宗天主教后获得波兰王冠，而受到强烈的刺激。大选侯创立的勃兰
登堡一普鲁士国家，其军事力量和版图已不亚于欧洲其他王国。弗里德里希三世以此为后盾，加紧追
逐国王王冠。他的这一愿望得到极大多数容克的支持。　　辅佐弗里德里希三世的主要大臣，是西部
德意志威斯特伐利亚人埃伯哈德·冯·唐克尔曼(EberhardyonDanekelmann，1643—1722)。他从1663年
起就是当时王储弗里德里希的太傅，1674年为枢密顾问，1693年被任命为首席大臣和枢密顾问委员会
主席，权倾朝野。唐克尔曼为人雄才大略，力图使勃兰登堡一普鲁士成为德意志的乃至欧洲的强权，
算得上是一代国务活动家。正是在他的辅政下，确保了勃兰登堡一普鲁士领土的统一。他反对选侯的
糜费，要求节俭；提倡文化和科学，使勃兰登堡一普鲁士摆脱不文明的状态。他的严格的喀尔文主义
特别是他的擅权，引起选侯和其他大臣的不满和疑惧，在宫廷和大臣华滕贝格伯爵的策划下，1697年
，他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被解职并被逮捕入狱。10年后方获释，虽然恢复了名誉，却不让他再
起作用。他曾促成著名的哈勒大学的成立(1694)和促成柏林艺术科学院的成立(1696)。　　现在，选侯
弗里德里希三世可以毫无顾忌地充分享受父亲大选侯留下的产业。他也继承了大选侯晚年执行的政策
：站在德意志帝国皇帝方面，为皇帝效劳，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同皇帝长时间讨价还价后，达成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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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一桩交易：选侯允诺在未来的战争中出租8 000人的勃兰登堡军队供皇帝使用(稍后皇帝把这支军队
投入反对法国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人员伤亡殆尽)，皇帝则付给他“补助费”1 300万塔勒的巨款
，同时皇帝还承认他为“普鲁士的国王’，作为酬报。选侯用他的臣民的鲜血为代价，在从前德意志
骑士团拓殖的威塞河和梅美尔河之间的普鲁士公国基础上，“建立”起新的王国。从弗里德里希三世
方面说，国王的新头衔意味着霍亨索伦家族追求的世界地位和强权，其客观意义完全超过了对个人虚
荣心的满足。从德意志帝国方面说，出身于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莱奥波德一世皇帝及其后继者们，
根本没有想到德意志兰东部边陲地区的“化外”家族，会因此而成为自己苦涩的对手和继承者，并最
终把自己从德意志排挤出去。　　　　宗教宽容与犹太人　　弗里德里希二世是一位开明的宗教宽容
者。在普鲁士这个新教国度，所有新旧教教派和教徒都获得安全的地位。原因不仅仅在于霍亨索伦家
族君主有这样的传统，更重要的还在于弗里德里希二世本人是个不信神的人，他不是教徒，他认为自
己是凌驾于所有教派之上的世俗君主。就凭这一点当时就已经够惊世骇俗的了。而从弗里德里希二世
看来，“宗教宽容”无非是一个给普鲁士国家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世俗问题”，而不再是什么“宗
教问题”。1740年6月22日，在他即位后不久，他的大臣请示，是否为信仰罗马天主教的士兵的孩子在
柏林建立学校?这在当时是一种“不合习俗的事”。弗里德里希二世在请示上批道：“宗教必须完全宽
容。财政官员必须看到，这样做不会损及任何人，在我们这里每个人都可按他自己的生活方式升入天
国。”29年后的1769年，这位具有“宽容”思想的国王很有意思地表达了他的观点，即“宗教永属国
民”，当然只能有利于国家：“按农村学校的意图，必须设法让农民和村民的子女接受宗教课，使他
们更加通情达理，教他们正确地理解他们的义务。”　　在“弗里茨时代”，“宗教宽容”确实主要
是一个世俗的经济问题，一个争取移民的问题。在一种受到国家鼓励的和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国家有利
的移民(难民)迁居中，普鲁士政府并不过问来人的国籍和教派，它只是考虑，它能得到什么利益。普
鲁士的移民(难民)，几乎来自欧洲所有国家和地区：一小部分来自俄国和乌克兰、波兰和立陶宛、波
罗的海沿岸、瑞典和芬兰分裂出来的教派；有一部分不知国籍的人，匈牙利人，意大利人；到处都有
为数众多的胡格诺教徒和瓦隆人，他们来自法国和西南德意志兰；还有一些瑞土人和列支敦士登人、
卢森堡人、荷兰人、丹麦人、英国人，加上不少南德意志人。当时的南德意志兰，还处在天主教的“
不宽容”统治之下。总计在“弗里茨时代”，约有30万人迁入普鲁士，其中10万人在库尔马克(即勃兰
登堡马克选侯领)，约2万人在马格德堡地区，1．5万人在东普鲁土，1．2万人在西普鲁士，约2．5万
人在波美拉尼亚、诺伊马克以及西部省份，还有6万多人迁入新获得的省份西里西亚。　　在首都柏
林，有大量外国移民和移民区，其中法国移民最多，也得到“崇法者”弗里德里希二世最多的优待，
他们越来越被“同化”为“地道的柏林人”。法国的文化和语言不仅影响而且部分融入柏林的文化和
语言。弗里德里希二世优先选择法国人或法国难民的后裔作同伴、朋友、顾问和大臣，他实际上经常
处在法国人的包围之中。柏林移民中占第二位的是犹太人，到1786年弗里德里希去世时，柏林犹太人
已有4 000多，他们在语言、衣着、风俗习惯方面也受到了“同化”，然而由于犹太教徒同基督教徒之
间禁止通婚，犹太人改宗为基督徒的尚属少见，双方之间仍有着相当大的宗教成见，还谈不上同柏林
市民之间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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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导言　　作为政治地理概念，普鲁士有三个含义：第一，中世纪曾在德意志骑士团统治下的、波
罗的海沿岸的普鲁士人领土；第二，1701—1918年在德意志霍亭索伦家族统治下的普鲁士王国，它足
德意志帝国和德意志联邦内的一个邦国；第三，1918年霍亨索伦王朝覆灭后所设的德国的邦种意义上
我们了解到，普鲁土足一个德意志国家，一个德意志邦图。　　上述三者之间，存在着领土的、历史
的、精神的、文化的延续性。第一个含义和第三个含义只能列为附带说说的“前史”和“后史”，真
正充当德国历史上正经角色的，是1701年到1918年的普鲁士三国。人们很难想象到，普鲁士是从一个
小小的、荒蛮的、穷困的东部边区马克”，一个被人轻蔑地叫做“神圣罗马帝国(即德意志第一帝国)
的砂石罐头”发展起来的。在不到五个世纪内，普鲁士成为德国的绝对领袖，欧洲的强权，争霸世界
的庞然大物(德意志第二帝国)，叱咤风云于欧洲和世界。在每一次涉及到疆土的关键时刻,普鲁士的君
王们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进行战争。普鲁士就像一尊冷酷的“战神”，手握条顿剑，在行动。普鲁
士这种过度“武化”的自我膨胀，最终导致自己的被消灭，这是历史的辩证法。　　显而易见。在历
史上，普鲁士问题是一个德国问题，一个欧洲问题，乃至一个世界问题。而令人惊奇的是，在现实中
，普鲁士问题也依然经常若隐若现地作为一个德国问题、欧洲问题乃至世界问题表现出来。这就是我
们想探索的“什么是普鲁士”中的深一层问题：普鲁士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家，有着什么样的精神、文
化和传统。　　普鲁士现在早已不存在了。人们对“普鲁士”的记忆和了解，都已相当淡化和模糊，
完全不像在19世纪德国统一前后多数德国人对它的崇敬。1864年，普鲁士历史学家亨利希·冯·特赖
赤克说：普鲁士“这个国家，是我们人民最伟大的政治业绩”。这话是颇具代表性的。更不　　像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世人对它抱有某种“深仇大恨”，乃至“谈虎色变”，非欲置死地不可
。1943年，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德黑兰会议上说：“我想强调，普鲁士是万恶之源。”他显然
是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责和纳粹暴行归之于普鲁士。苏联红军在向柏林进军时，奉命彻底摧毁德国
东部土地上普鲁士容克的庄园，乃至铲除窖克的祖茔(像俾斯麦家族的)。当希特勒帝国整个被摧垮后
，1947年2月．战胜国在德国建立的最高机关“盟国管制委员会”公布第4号通令，用英语、法语、俄
语以及适用于被战胜者的德语向全世界宣告：“普鲁士　　邦，它的中央政府和属下所有官厅至此全
行解散。”这是一项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措施，因为自此以后，“万恶之源”的普鲁士作为一个国家
，一个邦国，一个邦，真的从欧洲政治和世界历史中“无声无息地沉向地狱”，消失了。　　但是，
在今日世界的现实中，却依然存在着众多的“普鲁士人”和·普鲁士物”。苦鲁士的精神、文化和传
统，并不能光靠行政手段予以消灭。在战后的联邦德国，以及建立在前昔鲁士中心地区勃兰登堡土地
上的民主德国，特别是那些割让给波兰和苏联的大片东部土地上，时时有“普鲁士的幽灵”出没。德
国人是绝对摆脱不了作为历史现象的“普鲁士”的，无论是民族主义也罢，民主—自由主义也罢，也
无论是国际主义也罢。上世纪70年代后期，联邦德国历史学界首先发难，翻“普鲁士是万恶之源”的
案。塞巴斯提安·哈夫纳和乌尔利希·威廉特合撰了《并非神话的普鲁士》，提出普鲁士并非因其“
军国主义”而威胁邻国，普鲁土只是由于它的“廉洁的管理机构和独立的司法，宽容的宗教和开明的
教育”而使其邻国深感不安；“普鲁士在其古典时期--18世纪是欧洲最新式的和现代化的国家”，它
比欧洲的任何国家更“富有远见”，古典普鲁士是纯粹理性甲家；为把分散的地区连为一体，要求它
比其他国家更应成为一个军事国家云云。贝尔恩·恩格尔曼在其著作《普鲁士——一块具有无限可能
性的国土》中认为，普鲁士应该理解为“兵营和自由圣地的结合”，它是“统一德国的先锋”，具有
“无条件履行自己的职责、全然正确和自由开明的理性国家”。1979年第二期《明镜周报》刊载赫尔
穆特，古姆纽尔专评上述两书的文章《普鲁士是万恶之源吗?》，点明了问题的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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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显而易见，在历史上，普鲁士问题是一个德国问题，一个欧洲问题，乃至一个世界问题。而令人
惊奇的是，在现实中，普鲁士问题也依然经常若隐若现地作为一个德国问题、欧洲问题问题乃至世界
问题表现出来。这就是我们想探索的“什么是普鲁士”中的深一层问题：普鲁士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家
，有着什么样的精神、文化和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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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自己选的书。哭着也要读完。够厚重，不够有趣。

2、琐碎的文字，不过还是很值得读哈！
3、入门书，可以作为寻找各种材料的索引⋯⋯
4、内容很充实，比《何谓日本》更深入，但没有后者平实浅显。稍有枯燥，对德国民族历史感兴趣
的话，可以在心情平和时间充足的时候啃一啃。
5、稍显枯燥，不过还是读完了。国内比较稀少的题材，对于了解早期霍亨索伦家族和条顿骑士团还
有勃兰登堡有着很大的帮助。
6、麻痹看不懂
7、很中肯
8、读了几十页⋯⋯没兴趣了⋯⋯
作者可以更体贴点⋯⋯
9、普爷会那么二就是被亲父惯坏了~
10、无法想象这样一个军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土地竟然也可以如此包容；算是认识德国史的开始
11、一本读了整整7年的书
12、我到现在都不太清楚亲父对犹太人的态度是怎么样的......真的把我给搞糊涂了TUT~好吧，估计是
这样，因为宗教信仰的原因，亲父估计是对犹太人有仇视但并不同于亲母这样的天主教的虔诚信徒...
讨厌犹太人估计只有神马“经济毒瘤”这么简单？
13、扎实详尽的史学作品，难得如此甚宽的视野
14、普鲁士意识形态的产生、发展，嗯，在继续，不会消亡的精神原动力
15、没看完什么的= =
16、这本，没有读懂...3年前读的。不知道现在能否懂
17、前一部分骑士团写的还好
18、还可以，看的很累，增长些了解罢了
19、我该怎么说啊，不咋样啊。
20、完食，大概不是很适应这样的风格吧，一边看着一边画图，经过一个寒假的空闲时间外加两个礼
拜的拖延期总算是看完了。
21、翻过。。。
22、在介绍文化的同时也梳理了普鲁士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的发展历程，可读性很强，可以作为了
解普鲁士历史的入门书。这版只是比93年版多了些插图，内容行文还是可以看出时代特征的（比如阶
级分析的运用）。书中引用的对普鲁士的不同评价也很值得思考。
23、哲學部份講得太粗糙
24、101224.原来第一个圣诞节窝在家里读书了么是
25、typisch theoretisch
26、为啥我觉得写得很一般，有点像资料汇编...然后，怎么各种翻译都和平时看的差那么多！
27、总而言之我没看完⋯⋯表示不想看了。书掉家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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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寻到这本书是不忍西方历史叙事的方式的漫无边际和肤浅单薄（关于这一论述是很值得商榷的，
我在之后接触更多西方历史书籍后，确实感觉到是自己真的被困在天朝的叙事路径里了），看半天摸
不着头脑，只知几个凭空冒出的的人名，概念甚是莫名其妙（主要指的是《剑桥德国史》一干的英美
人士的论著）。更重要的是，因着自己在高中时候学的烂熟的历史底子和平时对历史的热忱，而涉猎
不少历史的经历，却在这样一个信史不及天朝三分之一时间的文化史或国别史面前毫无还手之力的不
知所云了（关于这一比喻也很是值得检讨）。 因此，当发现这一国人中少有的对非英美国家/文化挖
掘甚深的书的时候，确实有说不出的兴喜。此书吸引我我的另一点是全面，特别是对其中的哲学家，
艺术家，及其他专业学科的学者的介绍甚是充分而宜恰的。或者说，以一种中国人的思维表达妥当了
，以康德为例，对三大批判的介绍和在西方哲学史中的影响，都恍然以为是本哲学史入门书记。在篇
幅上，以10页左右来详尽阐述，对于一本只是立足于对整体文化进行介绍的书来说，已经很舍得了。
对各代音乐家流派和特点的介绍同样专业十足，足见作者在跨文化积累方面的功力。同时，还要来具
体说说以上的遗留的检讨，也算是种读后感罢。关于无逻辑和肤浅的指责，大约是这些西洋人士没经
历过唯物史观的轮番轰炸和重建，对于意识形态的问题比较潜隐，没有时时要考虑这关系到生产力与
否，这是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果之类的事儿，故而看上去如此般。但撇开这方面的差异，还是得对其在
细节方面的精细击节叫好的。回到这本书，全篇，尤其是近现代部分，马主义的思维方式的味道浓烈
，这其实也算是该书的问题罢。对于不知所云的说法，实在是自己在中古欧洲史方面还没有完整的概
念架构，怪不得人家说些你不知道的事儿。待到有了完整概念后再来回首，提及的概念和人物却是亲
切得很。最后是关于那个比喻的问题，不似天朝有完整的信史传统和根基，其他民族/族群的文化的历
史大抵是和其他交替相见，显隐相伴的，唯到了有民族国家概念后，才对独立立史有了需求和动力，
这是在了解他文化时候该有的思维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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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德国文化：普鲁士精神和文化》的笔记-第113页

        然而我们很快就看到，这种法治国家的“幸福观”同普鲁士国家的外交、政治“公理”恰恰很少
有可能相一致，他的理性批判的沉思默想，同政治、军事行动的强制态势之间处在经常性的冲突之中
。普鲁士国家的“生存”和“分裂”的考验，使他采取的政治、外交和军事行动的“强权原则”，凌
驾于他的理性的法治国家的幸福追求之上，形成一种“弗里茨时代”的具有普鲁士特点的王家启蒙运
动。

2、《德国文化：普鲁士精神和文化》的笔记-第153页

        古典人文主义作家们普遍认为自由和鲜花只存在于梦幻的王国，想在现实世界中去寻求，则是徒
劳无益的。对普鲁士古典人文主义者来说，人的真正自由不在于物质，而在于精神；真正的进步不在
于社会，而在于个人的人格和良心；只要人在精神上是自由的，那么不管外界条件如何，他就是自由
之人。因此，他们虽然强调个人意志的自由，号召人们用自己的理性去摆脱外力的支配和奴役，但在
世俗的日常生活中又容忍封建法律观念的支配作用。他们所主张的那些纯精神领域中的高尚伦理以及
贵族唯美主义观念，不但未能改变现实生活，反而对后来的德意志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运动起到某种
麻痹作用。

3、《德国文化：普鲁士精神和文化》的笔记-第374页

        “你如果想了解德国，就必须抓住这样一个事实：德国，特别是普鲁士，是一个倒立着的金字塔
。牢牢埋在地里的塔尖是普鲁士士兵头盔上的尖铁，一切都是由它托着的。如果人们不特别谨慎，总
有一天这金字塔会倒下来，毁了它本身，连带还要毁掉许多其他东西。如果你能弄懂这金字塔是怎么
倒下来的，你就已开始对德国有一点了解了。”

“一旦军人把战争发动起来，即使你不想战争，却也愿意跟着走。”----这一点其实中国已经很危险
。

4、《德国文化：普鲁士精神和文化》的笔记-第138页

        其他西方国家有一支军队，普鲁士军队有一个国家。

5、《德国文化：普鲁士精神和文化》的笔记-第146页

        普鲁士的批判的理性启蒙主义者，只是采取温和的形式批判宗教和专制制度，因而在启蒙运动中
就发展起一种“反作用”，它对莱辛和其他启蒙代表人物的批判的理性主义作反批判，而且再次把情
感——精神活动除了理性和意志外第三个功能——作为独立的功能加以强调和呐喊。这种具有非理性
特征的文化，在一些书中被称为“反启蒙主义运动”，实际上是一种更为激进的感情化的启蒙文化。
专制时代的官方哲学不承认情感是独立的精神功能，然而情感却是一切精神功能中最主观的功能，它
与专制主义不相适应，同建立在唯我独尊的无限权势基础上的制度格格不入。理性可以非主观化，并
加以役使，而情感却永远不能非主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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