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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希特勒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天才演说家，素食主义者，极端独裁分子？
⋯⋯对他的思想、行为，甚至他的世界观、性格的分析研究，世界上已有的各类作品早就汗牛充栋了
。
但你手中正拿着的这本书绝对是最独一无二的！

　　本书作者通过潜心研究希特勒在藏书中写下的大量批注，认真分析他在各时期发表的言论与他所
读之书的内在联系，生动描述了他从年轻下士到成为疯狂刽子手的思想发展历程。
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希特勒在其一生之中收藏了哪些书，这些书对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甚至怎样
改变了他的人生。
同时，书中还展示了数十幅珍贵的图片资料，包括希特勒的藏书票、签名、批注、素描画、插图、照
片、信件、赠言，等等。

　　本书是第一部从希特勒阅读的书籍中透视他的精神世界、性格特征的著作，被评为“解读最洞悉
其思想、最深入其灵魂”的作品。
它既是一部隐匿在书架中的“希特勒传”，也是一部伟大的学术作品，为人们研究希特勒提供了极有
见地的独特视角。

　　本书英文版一经问世就受到了《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金融时报》、凤凰卫视等媒体
的重点关注，迄今为止已被译成36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好评如潮。

　　本书看点大揭秘：
　　◎希特勒究竟有多少藏书？

　　据载，希特勒的藏书有16000多本，分别位于柏林、慕尼黑和贝希特斯加登三地。
如今只剩1200本留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中。
本书作者正是以剩下的这部分藏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
更为珍贵的是，读者可以从这些藏书中一窥希特勒的签名、批注、赠言等“真迹”。

　　◎希特勒真的爱读书吗？

　　是的，希特勒的阅读热情近乎疯狂。
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读书。
有一次，他的情妇爱娃?布劳恩不小心打搅了他读书，结果被他训斥了一顿。
此后，他的书房外便挂了一个告示牌：“保持绝对的安静！
”
　　◎希特勒如何通过读书成功上位？

　　亨利克?易卜生的《培尔?金特》激发了他的政治野心；亨利?福特的《国际犹太势力》对他早期事
业的影响极大；麦迪逊?格兰特的《伟大种族的消逝》给他塑造了种族观念的基本框架；托马斯?卡莱
尔的《腓特烈大帝传》为他找到了一生崇拜的偶像；⋯⋯
　　◎希特勒的邪恶思想是怎样诞生的？

　　希特勒不仅会在阅读过的书上做眉批——画线标注、问号、惊叹号、字迹潦草的评论等，还把这
些观点运用到自己的著作、演讲、谈话和行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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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快速阅读大量书籍，筛选出有益的信息，并将不合乎自己那套疯狂理论的材料弃置一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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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提摩西·赖贝克（Timothy W.
Ryback），美国学者，曾任教于哈佛大学，并获得该校博士学位。
他还曾为《纽约客》、《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等撰写欧洲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文章
。
目前，他担任法国巴黎国际外交学院（Académie
Diplomatique Internationale）副秘书长（Deputy-Secretary
General），与妻子和三个孩子共同生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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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作者序　打开希特勒的图书馆
前 言　焚书者
卷 一　一战前线阅读的时光
　1915 年 11 月底，这个星期一沉闷无聊。
巴伐利亚第 16
步兵团预备役下士阿道夫?希特勒从兵营中走了出来，朝着佛尼斯小镇走去。
他不是去买烟或酒，而是去买一本书——《柏林》，由德国著名艺术评论家马克思?奥斯邦撰写的柏林
建筑史。

卷 二　导师之过
　　德国政治家迪特里希?埃卡特送给希特勒《培尔?金特》一书时，在书中写道：“致亲爱的朋友阿
道夫?希特勒。
”埃卡特是希特勒的资助人、导师，他还如同希特勒的父亲一般。
更重要的是，希特勒的所有思想都是在他的影响下形成的。

卷 三　希特勒三部曲
　　希特勒的写作欲望与日俱增，他开始创作记录自己在慕尼黑的政治生涯的书。
 1923 年 12 月时，他写的是《清算》；1924
年春天拓展为《与谎言、愚蠢和懦弱奋战四年半》；而到了夏季，他要写的已经是如狄更斯那般复杂
的史诗作品了。
该书正式发行时的书名更加简洁——《我的奋斗》。

卷 四　美国“圣经”
　　美国优生学家麦迪逊?格兰特的《伟大种族的消逝》在 20 世纪 20
年代深深地影响了美国的移民政策和优生学法律，也为希特勒铸就了种族观念的基本框架。
希特勒在演讲和写作中大篇幅地引用这本书中的某些段落，为自己的观点提供佐证。

卷 五　失落的哲学家
　　希特勒悠然地对德国电影导演莱尼?里芬斯塔尔说：“年轻的时候，我没有机会接受应有的教育。
但是，我每天晚上都要读一到两本书，即便夜已经很深了。
”他说，阅读是他获得知识的首要途径，是他为公开演讲选取有用材料的方式。
“当一个人‘付出’时，他同时也在‘获取’。
而我从书中获取我之所需。
”他说。
卷
六　两本书的暗战
　　纳粹党思想领袖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的《隐秘的 20
世纪》集结了异端思想，拥护了一夫多妻制、强制绝育等观念。
该书被列入禁书名单，但随着被禁一事反而一夜之间变得家喻户晓。
希特勒彻底厌倦了教会与罗森伯格的这本书之间的无休无止的混战。
他否定了这本书，因为它是“思维可怕、复杂而又小心眼的波罗的海市井小人物”
的思想产物。

卷 七　神圣的启示
　在希特勒留存下来的神秘主义书籍中，最有趣的一本无疑是《世界之法则》，它是一份没有公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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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的专著，作者是马克西米利安?里德尔。
书中附有两页示意图，画出肉体与精神世界之间的关系，描述了人运用智慧融入自然世界的方法。
里面有很多铅笔批注，标出自然和精神世界两者的关系。

卷 八　二战前线阅读的日子
　美国合众国际社记者弗雷德里克?奥克斯纳在对希特勒的私人藏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披露了这位纳
粹领导人将近一半的藏品。
“大约有 7000
册书”都是关于军事的，内容包括海军军舰、飞机和装甲车年鉴等。
希特勒声称自己对军事问题产生兴趣的时间可以追溯到孩提时代。

卷 九　二战中的希特勒
　希特勒所收藏的瑞典籍世界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的《洲际战争中的美国》如今已经遗失。
但这本书对希特勒影响颇深，他通读了这本政论专著，然后写信给作者：“我已拜读了您的新作，感
谢您详尽记录了我在战争开始时为波兰所做的贡献。
”在慕尼黑啤酒馆政变周年纪念日上，他也提到这本书：“感谢这本书，因为它原原本本地将我递交
给英国的波兰计划展示了出来。
”
卷 十　奇迹的延宕
　纳粹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送给希特勒托马斯?卡莱尔撰写的《腓特烈大帝传》。
他说，自己被这位身处逆境却仍然英勇向前的普鲁士国王所打动。
希特勒曾和戈培尔讨论过，腓特烈大帝在时间的洪流中造就了历史，名垂史册，而他们自己则需要学
习这种智慧和能力，以便在几个世纪后也能被他人视作“具备极强适应能力的伟大英雄”。

后 记　书之命运
致 谢
附 录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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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至此，奥斯邦原先那种诗意的热情已经冷却。
“战后留下的死尸逐渐腐烂。
”他观察到，“成群结队的老鼠啃食着腐尸，长得又肥又壮，看起来甚至像是令人作呕的小狗。
每每瞥见便觉得恶心。
如若它们误入战壕，战士们便会心生厌恶，毫不留情地将其杀死。
”他发现“恐惧原来如此简单”，“所有优美的景象都化作叫人战栗的图景”。
 战争持续快两年时，眼前的屠杀仍然没有停止。
奥斯邦感觉到不仅自己快支撑不住了，战士们亦是如此。
在无人之地的两边，所有人的敌对情绪和痛苦程度都在增长加深。
“残酷的斗争将持续到9月底。
这个消息将新的情绪带进战斗中，并从一个战壕传向另一个战壕。
”奥斯邦在1915年10月22日写道，“战争冷酷阴森的感觉进一步加剧，变得更加刺骨、更加残酷。
之前大规模的进攻被击退，这其中的不快与愤怒至今仍能感觉到。
”可见时光飞逝，今非昔比。
 1914年的圣诞夜，双方战士还能一起聚在无人之地上庆祝节日。
随后的几个月里，两国的士兵友好地投递便条，分享果酱和雪茄。
他们甚至举着火把，为对方埋葬牺牲的战友或找回朋友的尸体照明。
 如今他们相互辱骂，交换着写满“憎恨和厌恶”的纸条。
法国士兵就作过侮辱德国国王和王储的对子。
曾有一张纸条被扔到无人之地上，上面写着“德国佬恰似猪，一枪射死便宜他们了，应该将其送上断
头台”。
数年后，希特勒仍能回忆起这段淬炼精神意志的日子。
“1915年至1916年交界的那个冬天，我内心的斗争已经尘埃落定。
”他在《我的奋斗》中写道，“最后无疑是我的意志做了主宰。
如果在最初的日子我就能快乐开心地面对这些极端的情况，那现在的我也应该是冷静且坚毅的了。
”希特勒写道，他紧张的神经和理智已经被消磨殆尽。
“年轻的志愿兵已经变成了老战士。
”到1915年11月，也就是在前线待了一年多后，希特勒的这些“改变”便有据可查了。
因为他情感改变的轨迹都留存在他的收藏中。
一本皮革包装的军队记录中含有他应征入伍时的材料。
在该份材料中，希特勒将慕尼黑作为自己的永久居住地，并且没有写任何一位直系亲属。
既没有他同父异母的哥哥阿洛伊斯（ Alois）、姐姐安吉拉（Angela），也没有妹妹保拉（Paula）。
到1914年，他与直系亲属的定斯联系似乎已经中断。
后来保拉说，他以为哥哥已经战死在了前线。
 另外还有一批材料囊获了一些影印的明信片和信件。
这些都是希特勒寄给恩斯特－赫普（Ernst Hepp）的——他在慕尼黑的一位熟人。
这些材料也揭示出他与家人的关系被切断。
从这些洋洋洒洒的闲谈中，我们可以看到，希特勒在表达上强烈的情感指向预示了他后来激烈的个人
修辞风格。
材料的字里行间不但包含了对前线战斗的生动描述，还倾注了他归家的渴望。
“我频繁想起慕尼黑。
我们每个人都只有一个愿望：一定要与这帮家伙算清这笔账，不惜任何代价。
”希特勒这样对赫普写道，“结束这些战斗，付出应有的代价。
我们当中那些配得上再看到自己家园的人将会发现，那里不但更干净纯粹了，而且还将净化掉异族成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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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们军人牺牲自己、饱受煎熬，因为我们与全世界的敌人抗争着，不惜血流成河。
”希特勒写给赫普的最后一封信是在1915年2月5日。
 第16团于1915年3月占领了佛尼斯镇，之后的18个月便一直待在那里。
希特勒似乎已经把那里当做了家。
他最亲密的伙伴是只英国犬，是他春天时捉到的。
它因追赶一只老鼠而误入德军防线。
希特勒管它叫狐狸仔，还教了它不少小把戏。
比如，用后腿走路，或爬梯子。
这让他的战友倍感困惑。
狐狸仔一直陪伴他到10月，也就是英国人开始用毒气作战的时候。
 现在我们还能看到不少希特勒与狐狸仔在佛尼斯镇的合影。
在其中一张照片里，瘦高的希特勒靠在锯木架上：他满脸菜色，显得十分窘迫；上唇的胡子浓密，一
对大耳朵十分突出；他眯起眼对着阳光，面向镜头。
而狐狸仔则坐在另外两名士兵的腿上，向后扭着脖子看着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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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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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作者的研究涵盖这样三类图书：希特勒所写的，包括他在战争中所写的回忆录；希特勒所阅读的，书
上有大量的眉批；希特勒被赠与的，例如一本有着怪诞标题的《戈林生活小品》的自传，经由他的私
人秘书呈送给他。
——美国《纽约客》杂志（The New Yorker）（本书）通过希特勒的藏书来追踪他的心智成长。
作者告诉我们，当希特勒在尼采、叔本华的思想里自由嬉戏的时候，他自己的理论也“如同铺鹅卵石
一般，从那些廉价的充满快意恩仇的平装书和神秘的硬书皮里，慢慢地建立起来了”。
——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有时，从一个人所读的书中可以读懂一个人。
在这本书里，一个历史上最复杂的人物（希特勒）被浓缩为一个只是捧着书、拿着铅笔的读书人。
——中国《世界博览》杂志⋯⋯我们能够从（本书）中知道希特勒图书馆的核心藏书究竟是哪些，从
而不单单可以洞察到希特勒的精神世界，更可以触摸到他构建德意志第三帝国的思想体系的基石。
——中国《作家》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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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史眼003:希特勒的私人图书馆(图文版)》编辑推荐：有些独裁者自己手不释卷，老从书里取灵感，
干下了杀人无算的大业，偏偏又不让老百姓自由自在地读书，还要焚书坑儒，毁千古文明于一世。
你说，读书对这种人来讲到底是好是坏？
我指的这个人是希特勒。
——梁文道深度剖析1.6万本私人藏书，还原希特勒思想形成始末；看焚书愚民的独裁者如何自己读书
成痴，看读书这件事如何成就和毁灭希特勒；英文版面世后又陆续被翻译成36种语言，中文版内地首
发；美国《华盛顿邮报》年度瞩目好书、年度最佳图书；英国《金融时报》年度最佳图书、年度最热
假期读物；梁文道隆重推荐；看焚书愚民的独裁者如何自己读书成痴，看读书这件事如何成就和毁灭
希特勒。
36种语言畅销全球，中文版内地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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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有些独裁者自己手不释卷，老从书里取灵感，干下了杀人无算的大业，偏偏又不让老百姓自由自在地
读书，还要焚书坑儒，毁千古文明于一世。
你说，读书对这种人来讲到底是好是坏？
我指的这个人是希特勒。
——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主持人 梁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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