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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德语学习》创刊于1979年，是全国唯一一本德语语言辅导杂志。
创刊伊始，正值百废待兴的年代，推着平板车奔波于编辑部与印厂之间的开拓者们，为她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确立了求实、严谨的办刊风格。
　　30年来，《德语学习》与一代又一代的德语学习者共同成长，凝聚了德语学科大量的作者与读者
，并在他们的关心和支持下逐渐成为不可或缺的德语学习、教学与研究的平台。
　　如今，这朵“小花”（首任主编祝彦先生创刊词中语），在关心她成长的作者、读者、编辑以及
各方同仁的精心培育下，结下了辛勤劳动的果实。
　　为了回顾她所走过的历程，给刊物的成长留下一些记忆，也为了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我们选编
了四卷“30周年精选丛书”：　　《德语学习30周年精选——文学卷》（DargesteUte Welt想象的世界
）、《德语学习30周年精选——文化卷》（Konstrufierte Welt建构的世界）、《德语学习30周年精选—
—翻译卷》（Vermittelte Welt交流的世界）、《德语学习30周年精选——初学卷》（Begegnete Welt初
会的世界）。
　　我们希望用这套丛书记录下这段有曲折也有辉煌的30年。
遗憾的是，她的精彩无法完全体现在这区区四本书里面，由于受主题所限，很多优质的文章不得不被
割爱。
　　谨以此丛书向关怀《德语学习》成长的前辈、为杂志的发展付出心血的作者和编者表达最崇高的
敬意，向已故的第二任主编张建琪先生表达我们的缅怀之情，向一直予以我们最大支持的读者与各方
同仁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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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德语学习》创刊于1979年，是全国唯一本德语语言辅导杂志。
30年来，《德语学习》与一代又一代的德语学习者共同成长，凝聚了德语学科大量的作者与读者，并
在他们的关心和支持下逐渐成为不可或缺的德语学习、教学与研究的平台。
     为了回顾她所走过的历程，给刊物的成长留下一些记忆，也为了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编者选编了
四卷“30周年精选丛书”，希望用这套丛书记录下这段有曲折也有辉煌的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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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历史　　德国历史常识　　日耳曼民族的兴起　　德意志民族和德意志国家是距今一千多年前
才形成的。
　　大约自公元前五世纪起，一些使用同属日耳曼语言的部落居住在欧洲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日
德兰半岛、波罗的海和北海南岸。
这些蛮族的部落就是现今德意志民族的祖先。
　　公元前一世纪中叶，古罗马军事首领凯撒大帝（Ciisar der Grobe）在《高卢战记》（De bello
Gallico）一书中称他们为日耳曼人（Germanen），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Tacitus）在公元一世纪末
写了《日耳曼尼亚志》（Germania），从此，“日耳曼”一词便被凯尔特人（Kelten）和罗马人
（R6mer）渐渐普遍使用起来。
但日耳曼人自己却不愿意以此名自称，直到五世纪他们才开始接受这种命名。
　　现今，凯撒大帝的《高卢战记》和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是流传下来记载日耳曼民族当时生
活状况和社会制度的最古老的文献资料。
　　根据他们的记载，日耳曼人当时还处于氏族社会阶段（in Sippen leben），过着半游牧的生活。
他们以狩猎和畜牧为主，也懂得一点农业。
土地归氏族所有。
氏族事务由长老掌管，每年分配一次土地。
最高权力属于民众大会（dasThing）。
民众大会的开会地点选在丛林之中的参天古树之下。
议事时，如赞同就发出喝采声，反之就发出不悦之声，以示反对。
　　他们住在简陋的长方形的房子中，上有大屋顶。
中间用篱笆隔开，人畜各占一头。
人住的地方以木头铺地；牲畜占房又被隔成许多小的圈栏，并设有排粪槽。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德语学习30周年精选-文化卷>>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