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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知道：我的道路已经越走越窄。
但是，我也知道，我所在的位置也已经越来越高。
人们呀！
你们的道路还宽广么？
而你们的位置同时处于何种水平？
哦，你们，还会存在疑问吗？
而我，不断存在于疑问当中。
而且，当《罗恩格林》、《汤豪塞》、《纽伦堡的工匠歌手》这些瓦格纳伟大乐剧的序曲开始向我抛
出它们自身之时，疑问使我的心灵膨胀、粗壮和强悍，我会很快脱离你们，乃至于脱离我自己，成为
一个天使的追求者，甚至在存在的某一个绝妙的瞬间上，仿佛成为了半个被追求的天使。
因为，我也是由两部分构成的：由灵与肉，由物质与精神，由爱与恨，由给予与吸取，由拥抱与被拥
抱，由自我作贱与自我拔升，由卑微与崇高，由最平俗的具体与最伟大的抽象，由刚诞生与快死亡来
构成的。
如果我的两部分有了足够强度的碰撞，我就会获得足够烈度的燃烧，我的灰烬就会是足够纯粹的，我
的弥留之际就会是足够满足的，虽然成熟的青春还摇曳在我的每一个夜晚与白昼。
我越走越窄的路和越来越高的位置何在？
德国哲学家谢林说：“在人类中存在着黑暗原则的全部力量，同时也存在着光明原则的全部力量。
在人类中存在着最深的深渊和最高的天空，或者说，存在着两个中心。
”德国艺术史学家沃林格尔说：“人类想象的生命被一种相当原始的律法规范着：它是依靠对立而生
存的，所以，奇思妙想赋予人类历史的开端和结束以一段黄金般的岁月，在那里，现实的抑郁转变为
闪烁的亮色，所有的缺憾变成为精彩的成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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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第二次德国之旅所思所想的记录。
　　全书以作者游历的德国城市为结构框架，以讲故事的方式怀想每一个与这些城市有关的德意志民
族优秀人物，内容涉及德国历史、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宗教，从空间和时间全面描述德意志之
“在”，同时评述了德意志之所以为德意志的民族文化性格。
德意志之在，是荷尔德林贫困时代诗人何为的追问，是里尔克墓碑上吟咏的作为纯粹矛盾的玫瑰，是
瓦格纳乐剧中原初性的诱惑与危险，是哥特式教堂的嶙峋傲世，是对祖国深沉而虔敬的爱，是海德格
尔“归乡”途中寻找的智慧和神性，是从一切矛盾中砥砺出来的卓越。
德意志之在，是藏匿在“断片”之后成为民族神话的浪漫主义，是克劳塞维茨的信念和信仰中铁与血
的味道，是秉性沉静的施米特分清敌我的告诫，是音乐与绘画中令人窒息的崇高，是对生存与死亡深
邃的思考，是对“世界精神”的担当和对上帝临在的瞻望，是精神领域和现实世界最无拘无束的自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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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乐曲 《德意志之在》地图 我的德国之旅（2009.7.18—8.16）序　曲　第一章　蒂宾根：半神之诗　　
“蒂宾根三星”——与蒂宾根相关的其他历史名人——荷尔德林塔楼——荷尔德林与音乐——荷尔德
林肖像——诺瓦利斯和克莱斯特的悲剧性生涯——荷尔德林与席勒和歌德——狄奥提玛与苏瑟特——
“妈妈—姐姐—情人”的综合体——谢林的婚恋——“精神天才”与“生命天才”分开之后——荷尔
德林接受史及格奥尔格派——半神的性质第二章　慕尼黑 （沃尔夫拉茨豪森）：天使之歌　　慕尼黑
之谜——母爱问题——惊世骇俗的才女莎乐美、阿尔玛和伊达&#8226;科布伦茨——莎乐美与尼采、豪
普特曼和弗洛伊德——玫瑰赞——里尔克与莎乐美恍如天造地设的爱——勃拉姆斯需要母爱的恶补—
—表现主义女画家贝克尔——里尔克的婚姻——里尔克的女友们——“在孤独中最终获得自我的连续
性”——天使的被创造——里尔克与荷尔德林——维特根斯坦赞助里尔克和特拉克尔——《杜伊诺哀
歌》和《致俄耳甫斯十四行》——“音诗”与“物诗”——里尔克以诗“直达一个最纯粹的内在可能
性”第三章　慕尼黑 菲森：民族之乐　　“一个遥远的地方”——瓦格纳乐剧《罗恩格林》——路德
维希二世对瓦格纳的恩宠——瓦格纳对歌剧的改革——原初性的诱惑与危险——瓦格纳音乐最好地表
现了德意志本质情绪的力量——赫茨尔和希特勒对瓦格纳的崇拜——作为“民族舞台”的拜罗伊特节
日剧院——瓦格纳的四联剧《尼伯龙根的指环》——瓦格纳的爱情观和女性观——瓦格纳家族——阿
尔卑斯山作为“上界的神圣的城堡”——路德维希二世与茜茜公主——高天鹅堡与新天鹅堡——爱尔
加谱写的《巴伐利亚高原景色》——路德维希二世神秘的死亡第四章　乌尔姆 科隆：天国之兆　　爱
因斯坦的国籍变动——哈伯的悲剧——教堂钟声——爱因斯坦、普朗克论科学与宗教——神之可见与
不可见——视觉与听觉的比较——赞美教堂——我愿意集中赞美哥特式——光作为上帝的照明——德
意志性与哥特式及沃林格尔的评论——教堂之声和宗教音乐——剖析性爱与音乐的二元化构成第五章
　黑兴根：王者之相　　霍亨索伦家族的谱系——条顿骑士团与普鲁士——霍亨索伦堡——检阅普鲁
士国王——普鲁士与德意志——纳粹运动领导人对文化并不陌生——《威塞尔之歌》——希特勒与文
化艺术——纳粹时代的造神与韦伯研究的权威类型——普鲁士王国的文化——魏玛的文化风采——三
十年战争——德意志文化就是非政治性的吗——韦伯的政治职业和学术职业——德意志性的复合构成
不可分割第六章　弗莱堡：思者之慧　　海德格尔与弗莱堡—— “现代大学之父”洪堡及其语言学研
究——论修养和寂寞——托特瑙山上的小木屋——“封闭诗大师”策兰——致冬天——海德格尔与阿
伦特的爱情——思者的命运主题——海德格尔与纳粹——“眼下瞬间”与“决断”——音乐是能够与
“瞬间”和“决断”对应和对价的艺术——音乐与意志——诗与哲学——诗之产生——“归乡”之感
——阐释的主观性和客观性——胡塞尔与弗莱堡——理性与信仰——到达宗教的两种途径第七章　海
德堡：浪漫之帜　　海德堡的浪漫之所在——伽达默尔和雅斯贝尔斯——海德堡的“韦伯圈”——作
曲家韦伯、舒曼与海德堡——德国启蒙运动——既伟大又怪异的哈曼——“狂飙突进”文学运动——
哥廷根林苑社和克洛卜斯托克——席勒的《欢乐颂》与贝多芬的谱曲——德意志人崇敬和追随古希腊
文明——“躲”起来的歌德与英雄的、浪漫的贝多芬——德国浪漫主义的开山鼻祖瓦肯罗德与蒂克—
—诺瓦利斯是德国浪漫主义哲学的真正创始人——浪漫文学运动的“双星子”施莱格尔兄弟——浪漫
文学的重要概念“浪漫诗”和“反讽”及对“混乱”的理解——海德堡浪漫派的精神领袖布伦塔诺—
—对德意志民歌的收集——格林兄弟的民间文学作品编著及德语研究——艾兴多夫的浪漫主义诗歌—
—“浪漫”概念的由来和演变——浪漫主义宛如德意志人的“民族神话”第八章　科布伦茨：战者之
略　　莱茵河颂——阿恩特的爱国之心——音乐中的莱茵河——歌德对德国的复杂态度——《凡尔赛
和约》——兴登堡、鲁登道夫及其《总体战》——德意志人对军人和战争的崇拜——格奈森瑙和克劳
塞维茨在科布伦茨——费希特为祖国而战——施泰因—哈登贝格改革——克劳塞维茨的文采与爱情—
—《战争论》——毛奇、施利芬、泽克特、贝克——克劳塞维茨的《我的信念和信仰》——“铁与血
”的道路——俾斯麦的伟大之处——德国统一终于来到——对进攻的推崇第九章　特里尔：地缘之理
　　德国的葡萄酒——施米特的法学理论——条顿、日耳曼、德意志的概念——赫尔曼战役——德意
志人对古罗马和法兰西的反感——克劳塞维茨和斯塔尔夫人关于德法民族性的研究——戈平瑙和张伯
伦——“杰出的怪物”威廉二世——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德意志民族解放战争催生了
德意志人的政治认同——雅恩的爱国和强国之法——地缘政治理论及其实践第十章　吕根岛：艺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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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　　爱海者——泛神论的两种观看与天乐——普菲茨纳的康塔塔《德意志之魂》——音乐与理想化
——黑塞与音乐——抽象主义绘画与马尔克和康定斯基——表现主义绘画与桥社——绘画中体现的德
意志性——画家格吕内瓦尔德的神秘与伟大——浪漫主义绘画与弗里德里希和龙格——漫游之神放与
胜气——“青年运动”——崇高与音乐——崇高与诗歌第十一章　爱森纳赫：人性之玄　　瓦格纳乐
剧《汤豪塞》——德国浪漫主义的象征“蓝花”——人的肉灵二元性构成——神圣的瓦特堡——路德
的《圣经》译事——新教的理论与派别——加尔文的“预定论”——德国的教育、阅读和职业观念—
—古腾堡和欧洲活字印刷——音乐与新教——作为第五位“福音传授者”的巴赫——作为“元语言”
的德语——恺撒和上帝的二分法——德国的犹太人问题——“死亡是来自德国的大师”——海德格尔
之死第十二章　纽伦堡：命运之诡　　里芬施塔尔与《意志的胜利》、《奥林匹亚》——瓦格纳乐剧
《纽伦堡的工匠歌手》——德意志最伟大的美术家丢勒——面对纳粹德国的几种态度——布鲁克纳的
《英雄交响曲》和里尔克的诗歌《散步》——“冷静的”兰克史学——“热情的”普鲁士学派——海
德格尔的“鼓勇”与“慰藉”——黑塞和托马斯&#8226;曼纵论音乐与德意志性——释然于尼采——德
意志性的主要特点终　曲　诗歌索引　参考书目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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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魏布林格在1823年发表了小说《法厄同》，即以荷尔德林的命运为主题。
法厄同为何许人也？
那是古希腊人塑造的一个俊朗的青年，他乘着燃烧的歌唱之车去飞向众神。
后者让他飞近，而后毫不留情地将他推进深邃无比的黑暗之中。
是的，类比得恰如其分，荷尔德林，无疑是一个以精神和物质的实体存在过的“法厄同”。
《法厄同》毕竟是小说。
塔楼期间的荷尔德林究竟是何种模样？
荷尔德林究竟以何样的真实生存在虚妄和迷狂之中？
魏布林格没有忘记他还应当为世界担负起另一种文字方面的使命。
魏布林格起先有这样一种宏愿，那就是通过细致和长久的观察，对荷尔德林的内在生命作出一种哲学
的分析，后来他将自己的任务限定在一种纯粹的观察之上，也就是要向人们充分而完全地记录和转述
自己在和荷尔德林交往过程里之所见所闻。
魏布林格写作《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的生平、诗作和疯狂》是在1827年到1828年之间，两年后他就
因为我现在还无法确知的原因永别了世界。
他在用文字记述荷尔德林的过去和后来那种半生不死的生活的时候，已经大学毕业，离开了蒂宾根和
荷尔德林。
繁忙的学习生活和其他的原因，一度使他懒于开笔，但后来有“一种少有的激动，我曾经在祖国身上
体验到的那种激动”，使他下定决心，重拾起旧日的计划并将之如愿完成。
虽然他写作之时已经无法确定荷尔德林的状态是生是死，但他在全文结束时，是这样写的，“我们希
望，那位高贵的、离世的朋友惟一的、最后的瞬间即将来临；我们祝愿，当他轮回进入另外一个生命
之前，能够清楚地回想起前世悲痛的谜，看清来世新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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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每一个人的存在，都是被一个或数个情结所驱使和控制的。
所谓情结，往往是这样一种长久的与深沉的心理混集，在其中，理想与妄想、善端与恶端、福兆与祸
兆都是难以断然分明的，唯一能确证的，只是它或它们总是纠缠着你，逼迫着你，推进着你。
对于我而言，至少有一个情结是关于德意志的。
我的德意志情结可以溯源到高考后的那个暑假，在等待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间里，我去租书店租回了
三卷本的《第三帝国的兴亡》，那是美国人威廉·夏伊勒在二战结束不久之后写作的名著。
当我亢奋地读完了它之后，我日后的命运实际上也被悄悄地注定了。
在大学里，作为一对最好的营养，德意志的哲学和德意志的音乐将我的德意志情结灌输得异常壮实。
在大雪弥漫的寒假里，听着贝多芬的交响曲，畅读康德的传记，早已经成为无法再崇高的青春回忆。
在热爱贝多芬音乐十年之后，我增添了对布鲁克纳音乐的特别关注，又十年之后，继续增添了对瓦格
纳音乐的特别关注。
同时，我对克劳塞维茨和海德格尔的生活与思想充满了敬佩和感怀。
最近的三年更是神奇的，荷尔德林与里尔克齐齐深入到了我生命的那些始初之中。
我热爱这样的伟大，悲剧、苦难、痛楚与它的关系如影随形，同时，它最终毅然从悲剧、困难与痛楚
中超越出来，无法不成为坚决向前的雄奇者。
贝多芬、布鲁克纳、瓦格纳、克劳塞维茨、海德格尔、荷尔德林、里尔克，都以典范的个体形式体现
和渲染了这样的伟大，而这样的伟大的集体表现，是由德意志历史、德意志民族的性格来呈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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