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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1840年前后中国被迫开关、步入世界以来，对外国舆地政情的了解即应时而起。
还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受林则徐之托，1842年魏源编辑刊刻了近代中国首部介绍当时世界主要国
家舆地政情的大型志书《海国图志》。
林、魏之目的是为长期生活在闭关锁国之中、对外部世界知之甚少的国人“睁眼看世界”，提供一部
基本的参考资料，尤其是让当时中国的各级统治者知道“天朝上国”之外的天地，学习西方的科学技
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这部著作，在当时乃至其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产生过巨大影响，对国人了解外部世界起到了积极的
作用。
　　自那时起中国认识世界、融入世界的步伐就再也没有停止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尤其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更以主动的自信自强的积极姿态，加速
融入世界的步伐。
与之相适应，不同时期先后出版过相当数量的不同层次的有关国际问题、列国政情、异域风俗等方面
的著作，数量之多，可谓汗牛充栋。
它们对时人了解外部世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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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奥地利共和国地处中欧南部，是连接东、西欧的内陆国家，全国面积83858平方公里，人口812万
。
二战后奥地利确立永久中立国地位。
1995年1月1日加入欧盟。
奥地利是联邦国家，首都维也纳是许多国际组织所在地。
奥地利山清水秀，历史悠久，拥有大量的自然与人文景观，堪称旅游胜地。
本书对奥地利的过去和现在进行了详细介绍，读后会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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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国土与人民　　奥地利的国名全称是“奥地利共和国”（Republik Osterreich，The
Republic of Austria），奥地利国旗呈长方形，长与宽之比为3/2，自上而下由红、白、红三个平行相等
的横长方形相连而成，旗面正中是奥地利国徽图案。
此旗的来历可追溯到奥匈帝国时期，据说当时的巴奔堡公爵在与英王理查一世激战时，公爵的白色军
衣几乎全被鲜血染红，只有佩剑处留下一道白痕。
从此，公爵的军队采用红白红为战旗颜色。
1786年国王约瑟夫二世把红白红旗作为全军战旗，1919年正式定为奥地利国旗。
奥地利政府机构、部长、总统等官方代表和政府驻外机构均使用带国徽的国旗，一般场合不用带国徽
的国旗。
奥地利国徽是一只姿态高贵黑色单头山鹰，头戴金色璧形金冠，两爪分别握着一把金色的锤子和镰刀
。
以雄鹰作为奥地利国徽已有900年历史。
14世纪，奥地利采用的是拜占庭式的双头鹰图案，雄鹰舒伸的双翅象征着要将国家的安全置于其羽翼
之下。
1918年，奥匈帝国解体后，奥地利宣布成立共和国，新政府决定采用德国腓特烈二世的独头雄鹰图案
作为国徽。
雄鹰头顶的璧形金冠与双爪上的镰刀、锤子分别代表国民中的中产阶级、农民和工人。
1938年，德国吞并奥地利后，象征主权的雄鹰图案被取消。
1945年，随着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奥地利解放，独头鹰再次出现在国徽中，鹰爪上增添
的挣断的锁链，是纪念奥地利摆脱德国统治，重获自由，同时在鹰的胸部还增添了奥地利国旗的盾形
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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